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军老战士黄士俊。 原志愿军师政治委员聂济峰之女聂昭华。

� � � � 《上甘岭》

宣传海报。

����10 月 30 日， 国内首部以影像艺术全景式展

现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全过程的电视剧 《上甘

岭》在央视一套收官。 冲锋号响起，15 军的将士

们终于等来了大反击的时刻。 贯穿全剧的“上

甘岭智慧” 和“上甘岭精神” ，则通过该剧全面

而不失具体、宏大而饱含深情的讲述得以完整

呈现。

《上甘岭》的收视数据全线飘红，截至收官

前， 该剧观众规模突破 2 亿， 最高收视份额达

7.28%，酷云数据显示该剧目前位列 2024 年剧集

平均收视率年冠。与此同时，陪伴了整整 24 集的

观众也纷纷表达不舍，为这场残酷而艰难的战役

最终迎来了宝贵的胜利而唏嘘感慨，更对剧中呈

现的英雄们念念不忘。

荧屏外，一群特殊的观众同样心情澎湃。 他

们中， 既有当年曾在光荣的 15 军中亲历过残酷

战场的军人，也有为上甘岭战役做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的后代。

志愿军老战士黄士俊:

战役比电视剧残酷得多

今年 86 岁的志愿军老战士黄士俊，

就是光荣的 15 军的一员。 他是四川人，

1950 年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

参加志愿军。 在内江军分区军干校集训

后，12 月他随 15 军 29 师到达河北邢

台。“部队在那里做战前准备，并更换苏

式武器。我被分配到 86 团 1 营 3 连当文

化教员。 集训期间，我们用四川话交流，

刚离开家乡，心里满是不舍和难受，那种

离乡背井的滋味到现在都还记得。 ”

回忆起当年的战斗， 黄士俊直言，

“上甘岭战役比电影电视剧残酷得多” 。

1952 年 10 月 14 日， 上甘岭战役正式打

响，他所在的 29 师 86 团作为 15 军预备

队待命。 直到 10 月 28 日，他和战友们从

五圣山开始移动，29 号夜间向 597.9 高

地进发，一路上困难重重。 “敌人从 53、

153 高地方向进行封锁，炮弹不停地在周

围爆炸， 那片区域简直就是死亡之谷，前

进的每一步都充满艰辛。 我们在被炸碎

的岩石间匍匐前进，小心翼翼，不敢发出

一点声音，生怕暴露自己。 ”

前进途中，二班的副班长符光宇两腿

不幸被炮弹炸断，他强忍着剧痛，让同志

们从他身上踩过去。 连爆破组长邱宪章

带领两名战士， 在连续炸毁三个地堡后，

英勇牺牲。整个连在阵地上坚守了 4 天 4

夜，黄士俊回忆说，这 4 天 4 夜简直就是

煎熬，“我们时刻保持警惕， 打退了敌军

数次反扑。 敌军一次次地冲上来，我们一

次次地把他们打回去。这场惨烈的战斗过

后，全连 155 人只剩下 21 人。 ”

1954 年， 黄士俊随部队回到国内，

1981 年转业，1994 年 8 月退休。 在和平

年代， 他一直将自己的立功证书深藏起

来，从不提及这段经历，就连家人都不知

道。 直到 2018 年，退役军人事务部采集

退役军人信息时， 他的故事才被大家知

晓。 黄士俊说：“为国出征是我应尽的责

任， 真正的功臣是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有机

会去上甘岭烈士陵园，祭奠那些长眠在那

里的战友。 ”

原志愿军师政治委员聂济峰

之女聂昭华:

剧中很多故事是真人真事

原志愿军师政治委员聂济峰之女聂

昭华近些年一直在整理父亲有关上甘岭

战役的资料，电视剧《上甘岭》开播之前

她就十分关注， 她想知道，“今天的人们

怎么认识昨天的上甘岭” 。 在她看来，该

剧除了塑造了宏大战争场景外，也将英雄

的形象逐一展开， 除了邱少云、 黄继光，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战斗英雄，都随着剧情

“走” 到观众面前。

“这部剧的出现是十分及时的，老

版《上甘岭》已经拍了很久 ，对当今的

年轻人来说，很多事情他们都不太清楚

了。 通过这样一部电视剧， 让年轻人明

白志愿军是多么艰难，又付出了多少牺

牲， 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年代， 这很重

要。 ” 聂昭华在清理父亲的遗留资料时

发现， 对老一辈革命者来说， 抗美援朝

战争尤其是上甘岭战役对其一生的影响

都是刻骨铭心的。

聂昭华根据父亲遗留的资料，并大量

走访了当年参加志愿军的战士和将领们，

最终写就了 《上甘岭： 攻不破的东方壁

垒》一书。 书中采访到了一位当年上甘岭

战役中 15 军炮兵连的老战士， 从他那得

到了很多关于上甘岭的一手信息，老人家

反复叮嘱聂昭华， 要好好写上甘岭的故

事，可就在采访结束后没多久，老人家就

过世了，而他的葬礼上则要求亲属们播放

那首《我的祖国》。

聂昭华本人在进入部队后，也更加强

烈地感受到了志愿军精神的感召，她至今

依然执着于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复

原上甘岭战役的原貌。 在她看来，作为 15

军的后代她责无旁贷，她要完整地讲述先

辈的经历， 让更多人知道上甘岭战役，知

道先辈们顽强奋斗的革命意志，并将这种

精神传承和弘扬下去。“这部电视剧里出

现的很多故事都是真人真事，比如为了救

下一个人而牺牲很多人，为了守住坑道在

极端缺水的环境下去喝尿。但我们讲述这

些故事，就要用史料去讲。 ” 聂昭华表示，

她的工作就是去找到这些史料，让真正的

亲历者去重现历史的真实情况，让真正的

英雄“说话” 。

烈士亲属葛保阳：

让上甘岭精神激励后人

葛保阳是志愿军 15 军 45 师 134 团

2 营 6 连排长葛洪臣的侄子，电视剧《上

甘岭》的播出，让他作为烈士亲属十分

激动。

在众多牺牲的烈士中，葛洪臣的战斗

故事异常惨烈， 曾多次被报道。 1952 年

10 月 25 日， 在上甘岭战役进行到第 11

天时， 美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 向我

537.7 高地北山发起连续进攻。 在打退敌

人两次冲锋后， 葛洪臣左臂再次负伤，仍

坚持战斗。 当美军第三次向我阵地冲锋

时，葛洪臣腹部中弹，肠子外流，他咬紧

牙关，把肠子塞进腹腔，裹住腹部又指挥

部队打退敌人两次冲锋。

当时我 7 号阵地上的指战员已全部

伤亡，葛洪臣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忍着

剧痛，继续坚持战斗，掩护伤员全部转入

坑道。 在弹药用完，敌人从四面包围上来

的时候，他毅然拉响最后一颗手雷，与敌

人同归于尽。

1953 年 4 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

给英勇无畏的优秀排长葛洪臣追记特等

功，追授“二级英雄” 的光荣称号。 葛保

阳说，至今在五圣山的石壁上，镌刻着他

们的英雄事迹和名字，“英烈们舍生忘

死、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确保人在阵地

在，誓与阵地共存亡，是他们用鲜血和生

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 影视剧中的故事

并非虚构，而他也希望如今的观众能够借

助影视剧的表达，更多了解真实的上甘岭

故事，让上甘岭精神激励后人，也将其代

代传承下去。

李夏至

� � � � 观看《云上的云》，脑中一度闪现顾

晓刚的《春江水暖》，二者都是萦绕的氤

氲诗意，皆为当下电影创作清流。 上来就

拿法国 《电影手册》2020 年度十佳影片

第七位的《春江水暖》作比，对跨界触电

的李玉刚来说有捧杀之嫌，然影片沁透的

那种克制与清新，不仅放眼全年商业市场

鹤立鸡群，在今年的艺术片里亦如锥之处

囊中。

说《云上的云》乃电影圈一股清流，

不仅是对躁动的业态而言，作品内在气

质也是如此。 以吕星辰饰演的女主角秋

拾为例，婺剧对秋拾可谓“赤泉给我饮，

员丘足我粮” ，无奈“高峡出平湖” 的时

代，曾经“高山流水” 的婺剧被截流了。

作为民族及戏曲艺术的执灯者，导演李

玉刚并没有为婺剧唱挽的意图，而是以

秋拾为载体， 最大限度地挖掘、 重塑婺

剧之美。 要说李云刚没有由己及人，怅

惘民族艺术复兴之心路， 那不可能，但

他并没有倒苦水的意思，更多的是作为

一个传统艺术的拾遗者，用“间关莺语

花底滑，幽怨泉流冰下难” 的细腻，徐徐

打开一方水土的人文画卷，让观众自己

去嗟叹婺剧之美。

作为一个弱情节的文艺片， 程青松

的编剧如“岭树攒飞栱，岩花覆谷泉” 。

三段式的讲述里， 秋拾的部分是父亲突

然离世与婺剧场拆除， 其实这就是丧父

之痛与失业危机的双重打击。 文本并没

有着墨父亲之死的细则， 也没有过多刻

画离别之殇， 甚至连一个葬礼的呈现皆

无。 人世无常，事业和亲情皆如是，往往

来不及告别，精神世界突然被抽离。秋拾

的执念，无外乎要补父亲一场“告别演

出” ， 而选择父亲意外去世的采石场建

新剧场，在外人来看，荒唐而不切实际。

恋人青云段落， 代表的是常人的困

惑，或说世俗的种种。 青云对秋拾的爱

无可挑剔。 他远在深圳打拼， 为的就是

能给秋拾一个好未来，他已经够努力了，

也具备了接她走的条件。 秋拾有难，他第

一时间赶回，秋拾不走，他毅然选择留下。

这样的暖男，秋拾怎能辜负？ 然而青云赶

回的第一场戏，编剧就暗示了这对恋人的

结局———秋拾的心就像她家老门： 已上

锁。 青云对秋拾的不解，正是常人对秋拾

的困惑。 放到现实中，没有人能理解秋拾

倾家荡产 ， 非要在采石场盖戏院的执

念。 尹尘除外。

师兄尹尘的段落，是精神守护。 导演

李玉刚并没有给自己饰演的尹尘加戏，

而是把更多的镜头留给了秋拾。 尹尘始

终未对秋拾流露爱意， 哪怕是在第二段

青云的观察视角里， 其三角关系也似是

而非。尹尘对秋拾的守护是默默的，对她

的支持却毫无保留， 甚至变卖房产来实

现秋拾采石场的舞台梦。个中情愫，你可

以说是爱的守护， 也可以说是对同行由

己及人的恻隐使然。 毕竟， 秋拾是他选

拔、提携、培养起来的，是他舞台梦断的

精神延续。 也许正是师兄这份不能承受

的守护，成为秋拾不辞而别的最后稻草。

至于秋拾走了是否归来， 选择谁做情感

的落脚，那是商业片要纠结的问题，文艺

片更倾向留白。

故事看上去是关于爱， 关于亲情、

爱情和友情 ， 其实是满满的乡情与乡

愁。 古人的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

行舟” ， 现代人的乡愁则多了一重文化

的割舍，有时候你明明还在原地，却“无

可奈何花落去 ” ，甚至是“物是人非事

事休” 。

好在李玉刚没有当做悲情故事来讲，

转而追求另一番静听泉流的意蕴。秋拾对

父亲的情感，是“泉声咽危石，日色冻青

松” ，对恋人青云来说，是“可怜磐石临泉

水，复有垂杨拂酒杯” ，师兄尹尘，可谓

“冻泉依细石， 晴雪落长松” 。 故事中萦

绕的氤氲诗情和画意，对观众而言，则是

“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 时时闻鸟语，

处处有泉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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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816》：

大胆关注儿童癌症话题

� � � �“816” 是一间病房的号

码 ， 看 起 来 像 英 文 单 词

“BIG” ，住了一群“大心脏”

的孩子。 正在上映中的电影

《816》由魏德圣执导，郑又

菲、曾沛慈、陈博正、郭大睿、

田中千绘、范逸臣等主演，讲

述最温暖的孩子抗击最冰冷

的病魔的故事。 温暖舒缓的

治愈风格和满满的人文关怀

感动了不少观众。

片中，六组性格、背景迥

异的儿癌家庭和医护人员相

遇在“816” 病房，用乐观和

爱对抗最残酷的现实， 在笑

与泪中互相治愈。 影片延续

了导演影片中真挚的人文关

怀与深刻社会洞察， 以乐观

向上的心态，由浅入深、细致

入微地讨论了生命这一永恒

的主题。

魏德圣的作品几乎部部

题材风格都不一样， 这次拍

摄《816》，是因为他认为目

前关注儿童癌症话题的电影

不多，他想用最快乐的方式，

站在孩子的视角讲述这个故

事 。 电 影 的 英 文 名 为

“BIG” ， 也是想表达虽然抗

击病痛的孩子们很瘦小，但

只要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也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成

为自己的勇士。

《816》的故事听起来悲

情， 但影片整体风格却温馨

治愈，还插入不少动画桥段，

充满童真色彩。 导演坦言，自

己并不是在讲述难过的故

事， 而是在呈现生命的勇气

和渴望。

袁云儿

第 37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

中国电影周“金鹤奖” 揭晓

� � � � 新华社电 第 37届东京

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闭幕

式和 “金鹤奖” 颁奖典礼 10

月 29 日在东京举行。 中日嘉

宾与电影界人士高度评价

“2024东京·中国电影周” ，认

为其让日本观众通过电影发

现中国魅力、感受中国发展。

作为本届东京国际电影

节相关活动，“2024 东京·中

国电影周” 于 10 月 22 日至

29 日在东京举行，其间放映

了 13 部中国优秀电影作品。

青年演员刘昊然和张钧甯分

别凭借《解密》和《默杀》斩

获“金鹤奖” 最佳男女主角

奖。 由唐季礼执导的《传说》

获评最佳作品奖；《红楼梦之

金玉良缘》 摘得评委会特别

奖；《云边有个小卖部》获评

最受欢迎影片。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

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 今年

是 《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缔

结 45 周年，期待两国相关人

士以“东京·中国电影周” 为

平台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为促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独

特贡献。

日中电影节实行委员会

副理事长渡边满子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其外

祖父、 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

认为日中民间文化交流十分

重要，因此她选择以参与日中

电影交流的方式接过日中友

好接力棒。 “这些年来，我切

实感受到中国电影在不断发

展，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这令

我感到欣喜。如今我的很多朋

友都成了中国演员的粉丝。 ”

� 文艺片《云上的云》：

电影圈一股清流

曾念群

电视剧《上甘岭》目前位列 2024 年剧集平均收视率年冠

“战役”收官上甘岭精神代代传承

电视剧《上甘岭》目前位列 2024 年剧集平均收视率年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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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公布———

《第二十条》《志愿军：雄兵出击》

各获 7 项提名

� � � � 第 37 届金鸡百花电影

节将于 11 月 13 日至 16 日

在厦门举办， 组委会近日在

京公布了电影节主视觉海

报、主体活动、各奖项评委会

提名名单等。 中国电影金鸡

奖设最佳故事片、 评委会特

别奖、 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

及专业奖项共 20 个，本届金

鸡奖收到符合条件的报名影

片共计 251 部。 《三大队》

《年会不能停！ 》《志愿军：

雄兵出击》《我们一起摇太

阳》《热烈》《第二十条》获

最佳故事片提名。

张艺谋的 《第二十条》

获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

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

女配角、最佳美术、最佳音乐

7 项提名； 陈凯歌的 《志愿

军：雄兵出击》获得最佳故事

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

佳录音、 最佳美术、 最佳音

乐、最佳剪辑 7 项提名。

韩延执导， 韩延、 李亮

文、王小艾、杨富芝编剧，彭

昱畅、李庚希领衔主演的《我

们一起摇太阳》 获最佳故事

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

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

女配角、最佳音乐、最佳剪辑

共 8 项提名， 为本届金鸡奖

提名最多的影片。

11 月 9 日至 11 月 23

日，将有 75 部影片在厦门各

影院展映。 除此之外，包括金

鸡创投、金鸡奖·鼓浪屿论坛

等学术活动、“金鸡电影市

场” 等将在电影节期间举办。

刘江华

《第二十条》海报。

《云上的云》宣传海报。

《816》剧照。

� � � � 观看《云上的云》，脑中一度闪现顾

晓刚的《春江水暖》，二者都是萦绕的氤

氲诗意，皆为当下电影创作清流。 上来就

拿法国 《电影手册》2020 年度十佳影片

第七位的《春江水暖》作比，对跨界触电

的李玉刚来说有捧杀之嫌，然影片沁透的

那种克制与清新，不仅放眼全年商业市场

鹤立鸡群，在今年的艺术片里亦如锥之处

囊中。

说《云上的云》乃电影圈一股清流，

不仅是对躁动的业态而言，作品内在气

质也是如此。 以吕星辰饰演的女主角秋

拾为例，婺剧对秋拾可谓“赤泉给我饮，

员丘足我粮” ，无奈“高峡出平湖” 的时

代，曾经“高山流水” 的婺剧被截流了。

作为民族及戏曲艺术的执灯者，导演李

玉刚并没有为婺剧唱挽的意图，而是以

秋拾为载体， 最大限度地挖掘、 重塑婺

剧之美。 要说李云刚没有由己及人，怅

惘民族艺术复兴之心路， 那不可能，但

他并没有倒苦水的意思，更多的是作为

一个传统艺术的拾遗者，用“间关莺语

花底滑，幽怨泉流冰下难” 的细腻，徐徐

打开一方水土的人文画卷，让观众自己

去嗟叹婺剧之美。

作为一个弱情节的文艺片， 程青松

的编剧如“岭树攒飞栱，岩花覆谷泉” 。

三段式的讲述里， 秋拾的部分是父亲突

然离世与婺剧场拆除， 其实这就是丧父

之痛与失业危机的双重打击。 文本并没

有着墨父亲之死的细则， 也没有过多刻

画离别之殇， 甚至连一个葬礼的呈现皆

无。 人世无常，事业和亲情皆如是，往往

来不及告别，精神世界突然被抽离。秋拾

的执念，无外乎要补父亲一场“告别演

出” ， 而选择父亲意外去世的采石场建

新剧场，在外人来看，荒唐而不切实际。

恋人青云段落， 代表的是常人的困

惑，或说世俗的种种。 青云对秋拾的爱

无可挑剔。 他远在深圳打拼， 为的就是

能给秋拾一个好未来，他已经够努力了，

也具备了接她走的条件。 秋拾有难，他第

一时间赶回，秋拾不走，他毅然选择留下。

这样的暖男，秋拾怎能辜负？ 然而青云赶

回的第一场戏，编剧就暗示了这对恋人的

结局———秋拾的心就像她家老门： 已上

锁。 青云对秋拾的不解，正是常人对秋拾

的困惑。 放到现实中，没有人能理解秋拾

倾家荡产 ， 非要在采石场盖戏院的执

念。 尹尘除外。

师兄尹尘的段落，是精神守护。 导演

李玉刚并没有给自己饰演的尹尘加戏，

而是把更多的镜头留给了秋拾。 尹尘始

终未对秋拾流露爱意， 哪怕是在第二段

青云的观察视角里， 其三角关系也似是

而非。尹尘对秋拾的守护是默默的，对她

的支持却毫无保留， 甚至变卖房产来实

现秋拾采石场的舞台梦。个中情愫，你可

以说是爱的守护， 也可以说是对同行由

己及人的恻隐使然。 毕竟， 秋拾是他选

拔、提携、培养起来的，是他舞台梦断的

精神延续。 也许正是师兄这份不能承受

的守护，成为秋拾不辞而别的最后稻草。

至于秋拾走了是否归来， 选择谁做情感

的落脚，那是商业片要纠结的问题，文艺

片更倾向留白。

故事看上去是关于爱， 关于亲情、

爱情和友情 ， 其实是满满的乡情与乡

愁。 古人的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

行舟” ， 现代人的乡愁则多了一重文化

的割舍，有时候你明明还在原地，却“无

可奈何花落去 ” ，甚至是“物是人非事

事休” 。

好在李玉刚没有当做悲情故事来讲，

转而追求另一番静听泉流的意蕴。秋拾对

父亲的情感，是“泉声咽危石，日色冻青

松” ，对恋人青云来说，是“可怜磐石临泉

水，复有垂杨拂酒杯” ，师兄尹尘，可谓

“冻泉依细石， 晴雪落长松” 。 故事中萦

绕的氤氲诗情和画意，对观众而言，则是

“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 时时闻鸟语，

处处有泉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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