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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社会上冒出一个“民科”新词。原来我还不知
道有这个新物种，是因为听了一个民间故事，才关注“民科”
这个概念。传说，一个杂志在匿名送审一名院士的一篇论文
时，被审稿人说成是“民科”作品，建议退稿，幸好总编慧眼
识珠，把文章发表了，此文后来得了国家大奖。据说这个审
稿人事后知道作者是谁了，肠子都悔青了，但事情已经成为

“江湖”笑话，传得很远，不可挽回。
判断一篇论文是否发表，不是看学术水平，而是看作者

身份，一般要求是博导，最好是院士，还要有国家基金课题
资助，恐怕这也是中国学界的独特现象。我的一名研究生写
了一篇质量很高的论文，我叫他独立署名去发表，结果是投
寄六个刊物都没中，最后无奈加上了我的名字，很快在一家
重要刊物的重要版面发表了。年轻的研究生无限感慨，说

“没有导师还真不行”！文学界有个真实故事，一个作家得了
大奖后，把以往的退稿全部集中成册，全国各家出版社纷纷
强烈要求本社出版，作家因此得了一笔好收入。据说，著名
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得茅盾文
学奖之前都被多家出版社无情退稿。编辑尤其是所谓核心
期刊的编辑，往往是博士能否答辩、职称能否晋升、课题能
否通过、就业能否实现的关键决定者。我担任学术期刊总编
辑和博士生导师多年，遭遇此类滑稽之事太多了。一项具有
颠覆性的学术成果，往往超出常人认知，时常被浅薄的审稿
人或者高傲的编辑当成“民科”否定，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上会有“民科”这种提法？科
学研究还有“民科”与“国科”的差异？我想，问题也许出在我
们的文化上，“官本位”作祟！什么东西，都要看看是否具有
官方背景。有，就是好货；没有，就是歪货。这种思维，根源在
长期的计划经济，太危险了！会极大伤害我国创新能力的提
升，必须批判！

我对于网络新术语研究不多不深，“民科”可能来自“民
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体制之分。我上网查阅百度，说民
科可以理解成民间科学爱好者 ，指那些游离于科学共同体
之外而热衷于科学研究的人员；有些置身于科学共同体之
中，但从事一些并未列入科研计划的个人也叫民科。有的还
说，民科是在非国有科研机构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爱好者。
哦，清楚了，体制外的是民科，体制内的是国科。有的又说，
民科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也不精通相关领域的
科学理论，更没有国家的科研经费支持，但却对科学研究有
浓厚的兴趣，敢于提出或解决某个重大科学问题的科学爱
好者；或者是希望一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
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
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
流的科学爱好者。哦，这类说法，囊括的人员就较多了，对于
解决“卡脖子”技术的人员也是个打击，让人更不敢从事颠
覆性创新，因为原始创新很多都是“破坏”顶层规则，与守旧
的传统科学共同体格格不入，稍不小心就误入“民科”群体。
同时，“民科”这种定义牵涉学历和学习了，把知识和文凭当
成了划分民科与国科的界限标准。有关媒体总结，民科的特
点是，对于探索未知世界有强烈的热情，对于自己的研究非

常执著，社会对他们的探索往往缺少必要的宽容；民科一般
属于偏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受过高等教育，但努力方
向却并不在他所学的专业方面；他们的研究完全是出于兴
趣而非功利。这种定义的“民科”，几乎囊括了全部科研人
员。关于民科的这些定义，他们忘记了一个根本，科研，是人
类探索真理的一种激情燃烧，哪有什么民科与国科、私有与
公有之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国有机构也
不是权威专家说了算，更不是以书本知识为标准，因为书本
与专家都可能有错。

一个科研人员，关键是能力与智慧，不是知识与文凭；
一项学术成果，关键是突破与创新。2014年4月29日，习近
平总书记对只有中专学历的陈学庚院士说，英雄不问出处，
谁是英雄，要在“战场”上见分晓。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
总书记还指出，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谁能为国家作贡献就
支持谁。领袖太英明了，说到了关键点上，也为我们如何看
待“民科”指明了方向，拿出了标准。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是“民科”或者做过“民
科”，比如张衡、祖冲之、僧一行、黄道婆、李时珍等。看当代，
仅有中学学历的钱穆、梁漱溟、启功、叶圣陶等成为了学术
大师。我们熟知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年轻时也是民科，后
来进入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当了教授、研究员；著名数学
家陆家羲，是在内蒙古包头工作的非科班的数学爱好者，在
贫病交加的艰苦条件下，独自破解了100多年悬而未决的世
界难题。在国外的“民科”更多，大家熟知的，革命导师马克
思、恩格斯也算“民科”，他们当时没有官方身份和国家经
费；律师出身的费马，却成了迄今无人撼动的业余数学之
王；只上了3个月学的爱迪生曾经也是“民科”，后来成为世
界著名的发明家、企业家；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
创立了系统论；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后来成为大陆漂移学
说创始人；画家莫尔斯发明了电报，画家达·芬奇留下了数
万件发明材料；律师赫维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民
科”成为名家或者“国科”成为“民科”的例子，不胜枚举。中
国学界为什么不能容忍“民科”？甚至有的人对“民科”恨之
入骨，露头就打，四处说坏话，“民科”到底有啥害处？他们不
要国家的房子、票子、车子、帽子、位子，自带干粮搞科研，有
的贫困交加，有的抱病而逝……他们是在为真理而奋斗。在
学术界，有些人还要臭骂他们，打击他们，污蔑他们，良心哪
里去了？“民科”到底招惹了谁？“民科”们不外乎就是敬重
您，想请教您或者求您看看他的研究成果，可能会耽误您的
一点时间，您就那么烦？他们的研究，可能是定性多、定量
少，想法多、实证少，错误多、正确少，重复多、创新少，但也
可能有很好的思路，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人格和想法。他们
没有经费、没有资料、没有助手、没有后台、没有阵地、没有
桂冠、没有名气、没有交流，几乎都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
要出真理性的大成果的确很难。体制内的专家，往往从学科
的角度，对他们的研究持保留意见或者给予否定。“国科”凭
借自己的官方背景、国家平台、闪光桂冠、地位优势、资金保
障，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但有些人也没有什么原
创性成果，几乎都是国外的“跟屁虫”“追风者”，有什么本钱

骄傲？只是在“民科”面前耍任性、摆摆谱，实质是内心虚弱，
底气不足。

“民科”的优势是没有思维定势，没有框框套套，没有圈
子文化，没有门户成见，没有考核压力，敢于大胆设想，挑战
权威，开辟新路。著名作家王蒙说过，已有的阅读和知识可
能阻碍后来的学习与体验。人们失败的教训都在于犯了经
验主义错误。读书少、知识薄、经验缺，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成
为创新优势。不少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往往在民间，所以俗
话说，高人在民间!

我认识许多著名的“国科”大人物，比如钱学森、苏步
青，他们对“民科”非常尊重，对“民科”的遭遇非常同情，力
争做到有求必应，每来必见，每信必回，对我很有教育启示。
我在学生时代曾向钱老写信请教，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令
我意外和感动！我决心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真诚对待每
位请教者。有位安徽的年轻“民科”研究相对论，就像一个上
访群众，背着水壶和干粮，搭便车赶到成都见我，我组织学
术沙龙听他的报告，指出问题，肯定优点，后来他考上了博
士生，毕业成为大学教授。有位四川绵阳的老年“民科”，研
究超弦理论十多年，差点离了婚，多次到成都见我，我帮助
他理清思路，修改论文，出版著作，后来在学术界产生很好
反响。我见了几位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理、量子纠
缠、宇宙起源、地震预报的“民科”，我告诉他们，敢于挑战世
界难题，勇气可嘉，是好事，但也要量力而行，做好知识准
备，他们后来放弃了这种探索，成为了有名的企业家。

有人认为，“民科”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官方对于科学家
的宣传和重视有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强调，一个人要
有远大的理想，为国争光，为人类造福，个人的物质生活乃
至生命都是可以牺牲的。民科的理想主义形成与这种宣传
有关联。同时，这种“争光理想”与某些传统思想如“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以及民
间多年流行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表现形式上也
有一致性，因而民科也可能潜藏着某种功利之心。

“民科”的存在，对民族对社会有利无害。全民创新创
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探索科学，是社
会文明成熟的体现。民科所作的发明创造对社会可能是有
益的，有的“民科”不乏真知灼见，不应给他们戴上“伪科学”
的帽子，不能认为民间创新就是“假冒伪劣”。社会和媒体应
给民科以更多的包容和尊重。官方的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
应该向民科开放，让民科了解科技界的前沿动向，同时也引
导他们合理选题，正确行进。

我们建议出台民科相关法律条款，保障他们的基本权
利；每年召开民科学术研讨会，让他们报告自己的研究成
果；设立相应科研基金，解决民科经费问题；鼓励新闻媒体
宣传有真才实学的民科人物，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支持民科
与国科合作，推进学术共同体建立；在有关杂志开设专栏，
发表民科论文。希望“民科”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图虚名，
量力而行，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努力做出货真价实的成果，
为自己正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民科”到底招惹谁了？
□ 李后强

在情感共鸣中激扬英雄气概
——读贺贵成的长篇小说《涌动的羊湖》

□ 周丽

长篇小说《涌动的羊湖》是军旅作家贺贵成继《守四方》《雪域
高原》之后，耗时3年创作出的又一部力作，为他的“高原军旅三
部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安徽文艺出版的责任编辑，在四五
年时间里，我有幸担任“高原军旅三部曲”的编辑工作。

可以说，皇皇110多万字的“高原军旅三部曲”，读来让人心潮
澎湃，荡气回肠，感慨万端。用我在《守四方》读后感里的话说：“读
完作家贺贵成用满腔的激情、满腔的挚爱、满腔的热血创作反映高
原军旅生活的长篇小说，让我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受到震撼，让我的
情感一次又一次受到冲击，心中不禁升腾起一种深深的感动，情不
自禁地流下了滚烫的热泪，为作品中人物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
痛苦而痛苦。”“高原军旅三部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高唱时代主旋律，歌颂真善
美，传播正能量；集中展现高原官兵的爱国情怀，坚毅执着的战斗
姿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及一往无前的奉献精神。

被列为今年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献礼作品的长
篇小说《涌动的羊湖》，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武警水电部
队在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建设西藏羊湖电站工程为
背景，描述了3000多名官兵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水头最高、引
水隧洞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系国家“八五”计划期间援藏重点工
程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中，笑傲雪域高原，挑战生命极限，克服
恶劣的自然环境，穿越甘巴拉山胸腹，在世界屋脊的“生命禁区”
展开了历时8年的大会战，创造了西藏重点宣传“五种精神”之
一的“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科学进取”的“羊湖精神”，
同时发扬“老西藏精神”，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有着塑造英雄形象、建构英雄话语、弘扬英
雄精神的光荣传统。进入新时代，英雄叙事既要守正，亦要创新，贺
贵成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英雄叙事就是要守住这个“正”
字，理直气壮地扎牢自己的根，旗帜鲜明地张扬自己的魂。为培养
新时代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根铸魂，为担当复兴大
任的青年一代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艺术的魅力在于以情动人。创作建设工程的作品难度是很
大的，弄不好就陷入“见物不见人”的怪圈，很难引起读者的兴
趣。而45万多字的《涌动的羊湖》跳出了这个“怪圈”，它生动描
绘了水电官兵建设羊湖电站工程的历史画卷，着力刻画了一批
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赤诚奉献，以坚强、无畏、勇敢创造人间奇
迹的中国军人的鲜活形象。《涌动的羊湖》是一曲高原军人英雄
群体的赞歌，参加羊湖电站建设工程的官兵就达3000多人，但
作品只重点写了二三十个官兵的英雄群体，特别是写出了个性
的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这部作品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写了羊湖电站建设工程的大
背景，写了工程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人力、物力、自然环境等等，
但又没有被这些一个又一个的事件所缠绕，没有写建设工程事
无巨细的全过程，而是只写了最能表现平凡铸就伟大的军人英
雄形象的事迹，特别写了在工程建设中的友情、亲情、爱情，一个

“情”字贯穿始终。个人情感命运就像一串串微弱而又顽强的音
符，穿行于电站建设工程中，成为整部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和声。
人性之爱、战友之情、纯洁爱恋，对国家和民族的牺牲与奉献
……这些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构成了小说的主基调，
在情感共鸣中激扬英雄气概，使作品散发着隽永的美、永恒的
情、浩荡的气，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讲好英雄故事，弘扬英雄精神，重点在“讲”，难点在“讲好”，
关键是“弘扬”。为了弘扬“羊湖精神”，早已成果丰硕的知名军旅
作家贺贵成，依然如闻风在呼啸军号响，精神抖擞地承担起这一
创作重任。他敢于受命啃这样的硬骨头，这是相当有胆魄有信心
有责任感的表现。文学创作道行颇深的贺贵成怀着对高原军人
最真挚的感情，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风尘仆仆、鞍马
劳顿地深入采访调查，多方搜集素材，潜心构思，经过八易其稿
殚精竭虑的创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精心打磨，才有了这部
优秀的、有着独特思想锋芒和鲜明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涌动的
羊湖》。文学创作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作者的心血琢之磨之，才
能玉汝于成。整部小说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故弄玄虚的噱头，
但它情节生动、情感真挚、故事感人，充满科学和奋斗精神，官兵
们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业绩，默默无闻却又常常是惊天动地的牺
牲奉献，总令我们感慨备至而又唏嘘不已。作品通过主题内蕴、
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等手法，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
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显示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鲜
明品格，表达了深沉而厚重的民族情感，写出了厚重且深邃的中
国水电铁军的英雄史诗。

典型的人物形象是文学的灵魂。从大大小小的人物故事的步
步演进中，作家都有密缝细织的独特表达。作品把国与家、生与死
等话题渗透其间，更把爱国主义镶嵌在精神坐标里，共同演绎出
动人心魄的电站工程建设的交响曲。每每读到主人公石方竹虽然
疾病缠身却以身作则，带领官兵们奋战在一线，并让在华西医科
大学毕业的女儿裴婧也上高原，当了一名军医；连长月玉成放下
家中年迈的母亲和妻儿毅然来到羊湖电站建设工地；张顺、苏明、
吴忠海、杨成钢、刘富盛5名官兵为了羊湖电站工程建设献出了
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时，我们为这些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形象感动
不已，泪流满面。还有潘登、许林海、李晓明、宁林、高祥、李婷、鞠
燕等一系列平凡人物，个个栩栩如生，都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
都有内心的温存和忧伤。故事有根，人物有事，事出有因，这种个
性化的细腻写作风格，自然而然地让读者体味到人间真情和真
谛，感受到世间大爱，情不自禁为他们的生命故事而动容。作者怀
着深深的敬意和颇为冷静的态度，刺破生活的表层直达人物情感
的深处，揭示和描绘人物经历的生活与情感的苦痛，以及他们做
出的无悔无怨的牺牲和奉献。当这些情感像热泉涌流而出时，是
那样震撼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情不自禁而又感同身受地去体察和
咀嚼那种甜酸苦辣杂陈的滋味。作品使我们认识到，建设羊湖电
站的军人虽然与高原大山荒野相伴，但他们的性格并非粗砺不堪
和狂放不羁，相反他们的情感是细腻丰富、内敛隐忍的。他们以巨
大的意志力，把种种伤痛坚强地吞下，用青春和生命来书写军旅
人生的悲壮和辉煌，来证明军人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具有铁质的人
群。这群有血有肉的军人，在风雪中锻造着自己的钢铁意志，把军
人的形象、情感和精神大写在雪域高原，使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佩。
这部作品思想性、文学性、故事性、可读性强，写出了英雄的光辉
故事，也写出了英雄精神的传承故事，让英雄人物和他们的精神
品格在文学叙述中真正活了起来。只有塑造出立得住、留得下的
典型人物，作品才能有足够的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透过这部
阳刚大气、气势磅礴的《涌动的羊湖》，我们不仅深深地触摸到羊
湖电站建设工程的始末，更聆听忠诚与信仰共鸣的激昂旋律。

为英雄立传，为民族立心。致敬英雄，致敬作者！2019年8月
《守四方》在全国发行时，我写过一篇读后感《用热血谱写高原军
人的“大风歌”——读贺贵成长篇小说〈守四方〉有感》，刊于
2019年第3期《中外文艺》（大型季刊），文末对作者有一番勉励
的话：“文学是一座高峰，攀登没有止境。我们有理由对贺贵成的
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充满希望!”他确实没有辜负我们的热切
希望，又捧出了让人感动不已、潸然泪下的《涌动的羊湖》。今天，
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以他的才华、见识与韧劲，今后还会创作
出更好的作品。 （作者系安徽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

《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
之于国产战争电影升级换代的美学意义

□ 峻冰

《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年2月1日甫一上映，便携前作
《长津湖》之利势，在票房上一路领跑春节档（截止于2月6
日，《长津湖之水门桥》票房已超25亿元）；口碑亦不错（豆瓣
目前评分7.2分——《长津湖》豆瓣评分7.4分）。作为抗美援
朝战争电影的姊妹篇，也作为最新的国产战争电影巨制（隔
3个月先后上映的二者总投资13亿元，为国产战争电影之
最），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袂执导的《长津湖》与由徐克
独立执导的《长津湖之水门桥》，无疑是国产战争电影的升
级换代之作。之于国产电影的稳步拓进与中国电影强国建
设，它们显然具有需要总结的美学意义。

国产战争电影要建构真实可信的战争观

众所周知，战争是残酷的。只要是正常人，无人愿意有
战争。人类历史上的不少文明成果多毁于战争，多少鲜活生
命也因之罹难。尽管战争（尤其是局部战争）迄今不断的原
因比较复杂，但强势一方对另一方的武力相向（导致被迫反
抗），常是战争遽起的原因。换言之，强加于一个国家或民族
的战争乃是不得不打的战争。

很明显，《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较为客观地展示
了中国抗美援朝的实质、意义及真实可信的战地情境。前者
开篇对战争已强加于中国这一情势的掠影与剧中人对中国
抗美援朝缘由的直陈（如片尾梅生所说：“这场仗我们不打，
我们的下一代就要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们不再打
仗”），都对此作了明确的呈现。特别是两者自始至终对战争
参与者的平等对待，即以一种令人信服的视角来审视参战
双方（对己方不过度拔高，对敌方也不丑化），实是一种美学
进步：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脱出了以往不少国产战争电
影过度矮化敌人、拔高自我的窠臼，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褒
扬了物质条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处于劣势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不畏强敌、保家卫国、敢于牺牲、争取胜利的钢铁
意志——片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缺衣少吃、缺重火力、多靠双
脚机动的境遇，与机械化的敌方军队形成鲜明对比。

毋庸置疑，两片对实力极为悬殊的参战双方的生死搏
杀既宏观又细致的浪漫现实主义再现，是真诚可信的，也清
晰地说明了：战争既要靠国家实力，也要靠国家意志、战略
部署及参战官兵的勇气、信念、胆识。这是国产战争电影需
要秉持也应该秉持的观念：不盲目蔑视实力要素，也不主观
抬升意志要素。需要强调的是，为高扬的意志品质所统摄的
实力往往能让实力焕发出大大超出自身的抗争力量。

国产战争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

国产战争电影务必讲好中国故事，即要以合乎情理的
故事架构、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新颖逼真的情节细节来震
撼人心、打动观众：或触及其兴奋点，或抚慰其痛点，或调动

其基于现实情势、历史记忆等的家国情怀，较大程度催生其
观赏兴趣、认知欲望，激发由好口碑支撑的观影热情。显而
易见，《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已经或正在践行这一为
影史一再证明了的叙事与抒情策略。

实事求是地讲，《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叙事
线索（国家意志线索、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七连官兵战斗及
生活的线索、美军官兵作战及生活的线索三线并举，并以七
连的行动线索为主线）是较为合理全面的；敌对双方人物的
形塑也比较立体客观：主要人物（如志愿军七连连长伍千
里、新兵伍万里及出身七连的三营长谈子为等，美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美第十集团军军长阿尔蒙德等）均有血有肉，富
有个性。可以说，恰是契合规定情境的典型人物的成功塑
造，才使两片迸发出充盈的审美魅力。虽然二者以特殊年代
伍氏三兄弟的个体命运所引领的“以小见大”的叙事（个人
命运见出国族命运）在赢得广泛认同之时，也使影片在宏大
事件的全景展现与情节结构的合理营建方面存有不尽人意
之处（过度背景化、私人化导致宏大逻辑断裂而使具体事件
显得零碎和缺乏有机性）。当然，《长津湖》于此更明显，《长
津湖之水门桥》因故事集中于三炸水门桥，着力展示敌我双
方斗智斗勇而在叙事的合理性、有机性上大为改观；梅生嘴
刁女儿照片驾车拼死冲向敌阵，七连幸存的伍万里拴在树
上标识不屈意志的红围巾，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面
对长津湖不无祭奠意义的深鞠一躬等细节，既照应前文，也
自然有力。

国产战争电影要呈现“有意味”的战争奇观

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提出“有意味的形式”的
论断，认为这种“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标识任何艺术
都是创作主体按照审美的规律和形式法则对物质世界和情
感世界合情合理的把握。无疑，战争电影亦可呈现出“有意
味的形式”。

因战争并非司空见惯之物事，电影对它的展现多聚焦
战斗场景、战地生活场景（吃穿用行等）及战地情感（战友
情、官兵情、婚恋情等）。而这些发生于特定境遇（战地）中的
行为和情感富有奇观展现的新颖要素。成功的战争电影多
在场景、细节上抓住了它们并予以“有意味”的视听呈现。在
较高的审美意义上，只有“有意味”的视听奇观才是具有视
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的。对当今具有浪漫现实主义风格
的国产战争电影而言，复杂的战斗场景与战地生活景观要
基于当下观众的欣赏习惯而有所取舍，突出有新意的事件
细节和情感要素，使其展呈为“有意味”的形式奇观（宏大奇
观和微奇观）；在合理性的前提层面，应追求写实基础上的
写意神似，而不应以完全意义上的所谓写真生活的形似为
旨归，因为这是电影在讲战争的故事，而非战争的又一次在
场，尽管假定前提下的具体场景、人物言行及动机都有着逼

真而令人信服的面貌。
对《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而言，本文视听奇观的现

实主义书写是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环境描写和影像修辞
有机结合的；影片也因之具有张弛有致的节奏、新颖贴切的
叙述视点、蕴涵深刻艺术感染力的典型环境和细节。在一定
程度上，正因影像奇观与细节密度的相得益彰，二者才有了

“有意味的形式”。无论是敌机扫射砾石滩、敌机投掷燃烧弹
等场景，还是子弹击中炸药包爆炸、敌我击发的坦克炮弹摩
擦出火花等景观，以及伍万里收藏的红围巾、冻硬的熟土豆、
梅生女儿的照片等细节，乃至于谈子为对伍万里所说的“没
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的
话，准备拼死进攻的七连官兵面朝祖国的方向一边敬礼一边
说“新中国万岁”，片尾曲《天地我来过》对“是战斗的使命，召
唤我”“是军人的荣耀，激励我”“记住我，我来过，我爱我的祖
国”“我来过，燃烧我，我身后是祖国”的反复咏叹，都令人震
撼、回味。它们有力地凸显了战争本质，烘托了人性与情感，
增强了影像叙事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国产战争电影要揭示题旨的哲学深度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和平、发展、合
作乃当今世界主题。有着“东方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历来
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乃中华传统美
德，其核心可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自然而
然，为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的国产战争电影，在阔广的题旨层
面，理应彰显礼义、仁爱与和平的思想。

无疑，战争并非解决人类争端的最佳选择。或者说战争
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不得不选择的手段，其目的是“以战致
和”——在终极意义上，和平是战争的目的。各国和平共处，
不同种族的人们安居乐业；彼此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应是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愿景。

应该说，《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在哲思意义上
指向了人类和平与种族大爱（伍千里制止伍万里再次开枪
射击重伤垂死的北极熊团团长，并说“有些枪必须开，有些
枪可以不开”，即是明证），也契合具体叙事情境服务于英雄
礼赞的人性人情呈现与家国同构的宏大主题有机相融。有
着明确意识形态诉求，也有着显明宣教认知功能的两片，在
趋同大众文化心理之时，亦复刻出已成历史但依然可触可
感的活的战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及穿行其
间的活的人与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让人深刻体悟到生命
个体与祖国母亲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家
国共同体”的想象实为二者题旨所依托的基本语境；它们成
功的浪漫现实主义书写，建构了题旨的哲学深度和观众的
审美宽度。显然，这也是它们能快速掀起观影热潮的主因。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四川省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