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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银幕上的新中国故事银幕上的新中国故事
██ 王王 凯凯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侵占沈阳，消息迅即

传到天津。自 9 月 19 日晨，天津各学校师生“已

纷纷开始活动，共商应付方针”。在随后天津学

生开展的抗日活动中，组织义勇军，进行军事训

练，做走上战场抗击日本侵略的准备，是非常重

要的一项抗日活动。

天津各校组织义勇军

9 月 20 日，南开学校大、中学部分别召开全

体学生大会，讨论今后的行动，其拟提出的具体

办法包括：“联络本市中等以上各学校同学组织

大规模之反日团体”，发表通电唤起国人的注意，

并准备“必要时组织义勇军，以各校学生军为基

本队伍”。20 日晚，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召开

全体学生紧急会议，成立了“国难后援会”，并且

议决“成立义勇队，全体学生加紧军事训练”，而

停止一切田径、球类运动。9 月 20 日晚，北洋大

学学生自治会在 19 日召开全体学生紧急会议

后，再次召开全体学生紧急会议，到会者 500 余

人 。 大 会 决 定 组 织“ 北 洋 大 学 学 生 抗 日 救 国

会”。21 日上午，北洋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即举

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救国军”，并于当日出

发上街开展宣传活动，向民众演说日军侵占东省

情形。9 月 22 日，天津工商学院全体师生召开大

会，尹凤藻、涂道明教授先后发表演说，“详述此

次侵占东北之暴戾情形……演述之际，声泪俱

下，会场空气异常紧张”。会议决定下半旗三日、

停止一切娱乐三日、对日经济绝交，并决定“加添

军事训练，于必要时组织义勇军”。

在这种情势下，9 月 22 日下午，国民党市党

部出面召集全市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开联

席会议。南开大学、北洋大学、高等工业专科学

校、女子师范学院、省一女中、汇文中学、南开中

学及中西女学等 22 校代表共 140 余人到会。会

议决定即日成立“天津市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抗

日救国会”，并电请教育部敕令全国各学校加紧

军事训练。9 月 25 日，国民党市党部致函省教育

厅、市教育局，通令各校即日添设军事教育。为

统一各校义勇军的组织、训练及便利指挥起见，

各校联合组织了天津市各校义勇军联合办事处，

决定了组织条例、训练方法等事项。随后各校学

生义勇军即展开了军事训练活动。

军事训练活动

北洋大学组织的学生义勇

军，共分为 4 个大队，每大队分

为 3 个中队，每中队分为 3 个分

队，共约 500 余人。义勇军每日

下 午 4:00—5:30 进 行 军 事 训

练。在训练中，学生们，不畏劳

苦，精神奋发。待时至 10 月中

下旬，天气转凉，当年天津市天

气奇寒，学生义勇军冒着寒风，

训练反益加紧认真，绝少出现

迟到、缺席的情况。而且为整

顿军容、,纪律起见，义勇军专门

制作了绿色军衣，质料纯取无锡所出国产布匹。

并且为增加学生对日认识之常识，于每星期六下

午特约学术界闻人举行对日研究之讲演。

在天津的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学生成立

义勇军以来，“每日黎明，在寒风冷口中越野练

习，从未懈怠。该校当局每星期更以两钟点划入

正课，以示紧要。训练指导，除该校原任教官外，

更 聘 任 本 市 河 东 沈 王 庄 宋 新 民 先 生 为 义 务 指

导。闻宋前曾任某军要职，现已退伍。此次鉴于

国难临头，毅然出任义务指导”。水产专科学生

义勇军的训练计划是于最短期间，完成各种基本

军事动作的训练，“俾使每人均有兵士及下级军

官之知识及操作。在过去六礼拜之期间，每周均

有十四小时之训练，关于场操及行军、前卫、后

术、前哨、防御等野外动作，由宋新民及贾恕忱两

先生热心指导，已有相当成绩”。该校反日救国

会议决，待基本训练完成后定期举行本校义勇军

大检阅及宣誓。

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有军事训练课

程，九一八事变后于正课之外特别加增军事训练

的时间，并且所有军服一律改用国产布匹缝制。

该校四年级学生，本无军事训练课程，也主动要

求学校增授此课。学校当局同意增添军

事训练课程后，连日报名上课者极为踊

跃，且决定由伙食等费用中撙节成数制

作军服一套。学校当局也特别增聘了军

事训练指导教师。

全市学生义勇军大会操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训练，为检阅

训练情况，天津学生抗日救国会定于 10

月 30 日举行全市学生义勇军大会操。10

月 24 日，天津市学生抗日救国会原定召

开各校军事教官联席谈话，因人数未齐，

改由学生军大检阅各筹备委员开第二次

筹备会，并通过多项议案：筹备会向各校

分头接洽大检阅事项；函知各校教官，10 月 24 日

下午二时召开谈话会；大检阅地点在北洋大学操

场举行；正式通知省市当局，同时并派代表前往

接洽；等等。

10 月 27 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数名代表，分

赴省市政府及教育机关当局，陈述此次会操之意

义，并请届时派人员前往观操。前往省市政府的

学生义勇军代表要求分别谒见河北省主席王树

常及天津市长张学铭，请其莅场担任检阅官，王、

张各派代表接见了学生。学生义勇军代表还提

出发给枪械进行训练的要求。

但是 10 月 29 日傍晚，学生抗日救国会突然

接到国民党市党部训令称，“恐因时局不靖，人心

浮动，学生军若骤加检阅，难免滋事等”，要求取

消学生义勇军的大检阅。但学生抗日救国会认

为已无机会召集会议，且各校通知亦皆发出，事

实上已不能挽回前项决议案，故决定学生义勇军

的大检阅如期举行，但针对这一情况又提出了若

干“检阅时注意事项”。

10 月 30 日的各校学生义勇军会操，因有当

局的阻止，30 日上午，按时来到北洋大学操场的

学校仅有 4 个：汇文中学学生军 72 人，中山中学

57 人，水产专科学校 51 人，共约 400 人。此外，西

沽市立第 32 小学学生 130 余人，由校长率领到场

参观，列队于操场四面。时至 8:30，北洋大学学

生义勇军也集合并点名完毕，分为三个大队共

174 人。由北洋大学代理校长王季绪、水产专科

学校军训教官宋新民及其他学校代表等组成检

阅团登上检阅台，各校学生军依次列队检阅，之

后是检阅团各成员训话。中午 12 时许会操结

束，各校学生军整

队返校。此后，各

学校的学生义勇

军训练陆续宣告

结束。（作者系天

津师范大学教授）

““ 九 一 八九 一 八 ””后 天 津 学 生 的 军 训 活 动后 天 津 学 生 的 军 训 活 动
█ 李学智

国 庆 长 假 ，献 礼 片《我 和 我 的 祖 国》受 到 好 评 ，7 个 故 事 讲 述 了 大 历 史 背 景 下 人 们 的 奋 斗 和 命 运 ，每 个 故 事 都 让 人 感 同 身 受 。 正 如

《我 和 我 的 祖 国》所 指 出 的 ，新 中 国 70 年 是 千 千 万 万 普 通 人 努 力 奋 斗 的 70 年 ，这 也 从 另 外 一 个 角 度 诠 释 了 这 样 一 句 话 ：历 史 是 由 人 民 群

众 创 造 的 。 70 年 来 ，电 影 工 作 者 在 银 幕 上 讲 述 中 国 故 事 ，引 领 、影 响 了 几 代 人 成 长 。 作 为 一 种 人 文 情 怀 和 文 化 符 号 ，那 些 伴 随 我 们 一 路

走 来 的 经 典 影 片 和 它 们 所 表 现 的 家 国 情 怀 ，在 每 一 个 中 国 人 心 中 都 留 下 不 可 磨 灭 的 深 深 印 痕 。

1、决战在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北影、上影、长影和八一等电

影制片厂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反映解放战争题材的

经典影片，既有大兵团作战的全景式场面，也有细

节性描述，点面结合，铺衬适度，形象丰满生动，具

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

有重要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军事题材故事片

是《南征北战》，拍摄于 1951 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25 周年的献礼片。这部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

厂拍摄，根据中央有关部门指示，影片“以华东战

场上一次大歼灭战为背景，着力表现毛泽东运动

战思想，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中歼灭敌人有

生力量”为主题，这个命题奠定了《南征北战》的史

诗片地位。电影讲述了 1947 年冬，国民党军队对

苏北鲁南发动重点进攻，解放军在苏北七战七捷

后，诱敌深入，大踏步撤退至鲁南一带。对于我军

的战略转移，一些指战员和群众不理解，也有一些

牢骚。敌军以为解放军溃不成军，于是集中几十

万人马，意欲将我军合围。但解放军将计就计，在

运动中歼灭敌军李军长部；随即渡过大沙河，生擒

骄横的张军长和参谋长，敌人阴谋破产。

《南征北战》由沈西蒙、沈默君、顾

宝璋等人编剧，成荫和汤晓丹联合执

导。成荫来自延安，曾在陕北公学和延

安鲁艺学习，重点负责解放军方面的

戏；汤晓丹早年侨居印度尼西亚，1930

年代后先后在上海、重庆和香港从事电

影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上影。因为

汤晓丹长期在国统区工作，所以专门负

责拍国民党方面的戏。当年指挥解放

军在苏北和鲁南作战的粟裕将军对影

片非常关注，专门将成荫和汤晓丹请到

北京，亲自为他们讲解当年华东战场上

的敌我态势和战斗情形；解放战争期间

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也对

电影剧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亲自修

订了影片中的一些台词和对话。在陈

毅、粟裕等人的指导下，导演和编剧对剧本作了大

幅度修改与调整，公映后得到广大观众和社会各

界人士的高度认可。1957 年，影片作曲获得文化

部颁发的一等奖。1999 年，影片入围“新中国电影

50部优秀影片”。

作为一部史诗般的红色经典，《南征北战》历

史视野大气磅礴，拍摄场景真实细腻，人物刻画生

动鲜明，为以后战争题材影片的拍摄积累了丰富

经验。后来，成荫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先后

执导了《万水千山》《女飞行员》《西安事变》等多部

影片，其中《西安事变》荣获文化部优秀影

片奖，成荫也凭借此片获得第 2 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另一位导演汤晓丹

一直在上影厂工作，后来相继拍摄了《渡江

侦察记》《红日》《廖仲恺》和《南昌起义》等

多部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

《南征北战》拍摄完成以后，新中国电

影工作者又创作了许多反映 1949 年国共

双方大决战的影片，这些影片中既有反映

宏观历史史实的《大决战》《风雨下钟山》

《巍巍昆仑》，也有描绘具体战役和革命斗

争的影片《红日》《战上海》《渡江侦察记》

《解放石家庄》《济南战役》《烈火中永生》

《小花》和《佩剑将军》等，真实反映了那个

时代的历史风云，其中以电影三部曲《大决

战》最为引人注目。

《大决战》公映于 1990 年代初，以解放

战争时期三大战役为原型拍摄，按照战役

发起的时间顺序，第一部是辽沈战役，第二

部是淮海战役，第三部是平津战役。《大决战》详细

描述了国共两党在东北、华东和华北战场上的较

量，视野开阔，场面恢宏，国共两党领袖人物和高

级将领相继登场，再现了当年那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

1949 年后，新中国电影事业

蓬 勃 发 展 ，进 入 到 一 个 全 新 时

期。1959 年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

时，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各大电影

制片厂拍摄了《林则徐》《聂耳》

《春满人间》《万紫千红总是春》

《老兵新传》《宝莲灯》《青春之歌》

《风暴》《林家铺子》《水上春秋》

《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冰上姐妹》《笑逐颜开》《海鹰》

《万水千山》《回民支队》《战上海》

18 部电影作为国庆献礼片，这也

是新中国国庆献礼片的开端——

这些影片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反复上映，成

为几代人温馨的回忆。

1984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举

行了欢庆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的

盛大庆典，时隔 25 年后，人们又

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了震撼人

心的大阅兵。中央军委主席邓小

平乘坐红旗牌黑色敞篷轿车，在

阅兵总指挥秦基伟陪同下开始检

阅部队——这一幕一直留在中国

人的记忆里。

1985 年，第五代导演陈凯歌以新中国成立 35 年阅兵

为背景拍摄了电影《大阅兵》，张艺谋是这部片子的摄影，

空政话剧团的王学圻是主演之一。在军人出身的王学圻

看来，《大阅兵》真正触及到了军人的灵魂，多年以后他回

忆说：“有一场戏我听说前线下来一批大脑受伤的战士，

到医院去看他们，医生带我上顶楼，他们冲着我笑——台

词不多，我看着他们，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都被打傻了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陈凯

歌和张艺谋为《大阅兵》创作了

一首歌，王学圻到现在还能背

出歌词，当时很多战士都把歌

词抄在笔记本上，“如果凯歌和

艺谋他们对部队没有深厚的情

感，写不出这样的歌词来。”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横空出

世》《集结号》《云水谣》等一些

重新审视和回顾以往革命岁月

的电影陆续问世，这些优秀作

品使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新的

思考。

2019 年国庆前夕，《我和我

的祖国》公映，关于这部电影的

评论随即刷爆了朋友圈。《我和

我的祖国》形式新颖，分为《前

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

你好》《白昼流星》和《护航》7 个

故事，每个故事都独立成篇，由

7 位导演执导——故事虽然不

同，但都让人泪流满面。

新 中 国 70 年 银 幕 演 变 历

程，其实也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开国大典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盛

事，为了新政权的建立，无数仁人志士奋

斗了几十年。著名电影导演黄建新曾经

说过：“就像美国人知道华盛顿、林肯一

样，中国的年轻人应该知道我们国家建立

的这个过程。”而电影恰恰是让年轻人了

解这个过程最便捷的一个方式。

第一部全景式记录开国故事的影片

当 属 长 春 电 影 制 片 厂 拍 摄 的《开 国 大

典》，1989 年 国 庆 节 前 在 全 国 上 映 。 电

影由李前宽、肖桂云联合执导，古月、孙

飞虎等老戏骨倾情演绎，用纪实手法展

现 了 从 中 国 共 产 党 取 得 三 大 战 役 胜 利

直 至 在 北 京 举 行 开 国 大 典 的 历 史 进

程。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从河北

西柏坡迁往北平，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

谈判，最后谈判破裂。毛泽东发布向全

国 进 军 的 命 令 ，百 万 雄 师 过 大 江 ，红 旗

插 上 了 南 京 总 统 府 。 蒋 介 石 在 家 乡 奉

化拜别母墓，黯然离去。中共中央进入

北平后，积极筹备开国大典，9 月 30 日，

毛 泽 东 等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在 天 安 门 广

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10 月 1 日下

午 3 点，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文明古国进入

一个崭新时代。

20 年后，又一部全面展示开国盛况的

电影《建国大业》浮出水面，影片讲述了从

抗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发生的一系

列故事，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为主线，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夕那段

峥嵘岁月。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的献礼作品，《建国大业》在表现形式和思

想内容上都有所突破，一些新的史料得到

挖掘和表现；同时，影片制片人韩三平和

导演黄建新以零片酬方式，邀请了华语影

坛百余位明星加盟，使这部主

旋律电影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双丰收的良好效果。

2019 年春，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片《决

胜时刻》在北京香山正式开机，

曾在《建国大业》中饰演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人

物的原班人马悉数回归，这也

成为影片的一大看点。电影以

1949 年 党 中 央 进 驻 北 京 香 山

后的活动为主线，讲述了国共

和谈、渡江战役、政协会议和开

国大典的故事，艺术再现了党

中央在香山这段鲜为人知的历

史，是讲述开国故事的又一部

佳作。

在 同 题 材 电 影 中 ，《天 安

门》表现形式则有所不同。其

他 开 国 类 电 影 主 角 都 是 国 共

两党领袖人物，讲述的也都是

当时的历史风云，但《天安门》

却 将 视 角 放 在 了 几 个“ 小 人

物”身上。影片讲述了解放军

某部剧团舞美队在 28 天内将

萧条破败的天安门修葺一新，迎接开国

大典的故事。这是近年来少有的表现普

通人情感的主旋律电影，由知名导演、叶

挺后人叶大鹰执导，这也是叶大鹰继《红

樱桃》和《红色恋人》后再次“触电”革命

历史题材。

2、开国故事

电影《南征北战》海报。

3、走进新时代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海报。

电影《开国大典》海报。

“九一八”后的义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