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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记忆角度谈
反法西斯影片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烽火映像：

银幕留存民族经验

夜幕低垂，前线将士浴血奋

战的黑白画面闪烁于白布银幕

上，在屏息凝神的观众背后则

是 支 离 破 碎 的 家 园 山 河 。 忽

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响

起，银幕上年轻的身影高呼着

抵抗侵略的誓言，唤起整个民

族的勇气。在这样的光影交错

中，苦难中的人们找到了片刻

的希望与力量。在民族危亡的

关头，电影不再只是娱乐，它记

录下战火中山河破碎的真实图

景，更将一段段民族苦难与抗

争经验封存在光与影的瞬间之

中。当历史的硝烟散去，这些

胶片成为留存民族集体记忆的

宝贵见证，映照出一个国家涅

槃重生的艰辛轨迹。

这样的场景正是由南京艺

术学院秦翼教授和张丹副教授

合著的新书《光影山河：电影与

抗战》所唤起的时代回声。这

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暨中国电影诞生 120 周年

之际推出的学术力作，以电影

为棱镜折射出 1931 年至 1945 年

间民族浴血奋战的史诗画卷。

作者没有将“抗战电影”简单视

作宣传工具，亦非浅尝辄止地

点评几部抗战题材影片；相反，

他们以十四年抗战的完整时段

为经、以战争时期多区域的电

影实践为纬，纵横交织出中华

民族影像抗战的壮阔篇章。透

过这样的宏大视角，战火纷飞

年代里的影坛众生相得到了系

统梳理：从“九·一八”事变前后

的民族电影觉醒，到全面抗战

爆发后电影业版图的裂变；从

重庆、延安等大后方和根据地

的胶片呐喊，到上海、香港“孤

岛”时期的暗流涌动；乃至沦陷

区炮火阴影下电影人的艰难求

生与文化抗争，都一一跃然纸

上。银幕上的每一道光影，都

在为我们诉说那段峥嵘岁月里

中 华 民 族 不 屈 不 挠 的 奋 斗 故

事。正如书中所揭示的，战争

年代的电影不仅见证历史，更

参与和影响历史：在山河破碎

之时，有志之士以胶片为武器、

以镜头为枪炮，记录真相、激发

民心，将光影化作民族抵抗的

利刃。

被遮蔽的影史：

寻找遗忘的记忆碎片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史对抗

战时期的书写并不完整。由于各

种原因，“沦陷区”的电影一直处

在被遮蔽的状态。那些在敌占区

艰难拍摄的影片，曾被简单地贴

上“汉奸电影”的标签，从而被主

流叙事排除在外。但无情的战火

却并未熄灭电影人心中的民族之

光：上海沦陷后，一些留守的电影

人被迫与敌方周旋，他们在歌舞

升平的消闲影片中暗藏刀锋，以

寓言式的画面隐喻映射家国蒙

难，以伦理戏剧寄托不屈的抗

争。“孤岛”时期的上海和香港银

幕表面繁华，实则弥漫着苦闷与

焦虑的气息；在伪满洲国和华北

沦陷区的片场，镜头背后也同样

上演着一场场文化暗战。《光影山

河》敏锐地意识到，忽略这些非常

时期的特殊创作，只会人为地割

裂历史。作者通过爬梳资料，指

出唯有正视沦陷区影像遗产，才

能理解战后电影文化延续与多

样发展的脉络。于是，在本书的

研究视野中，那些被压抑多年的

胶片记忆重新浮出历史水面。

透过尘封的审查档案、日记书信

和报刊影评，作者为我们还原出

电影人在炮火笼罩下夹缝中求

生存的真实图景：在日伪严苛管

控下，有的创作者通过拖延拍

摄、巧改剧本来对抗钳制，有的

则以乡土剧情、家庭伦理为幌子

表达对侵略者的不满。作者不

仅立足于宏观的历史脉络，更俯

身细察个人的经历与选择。他

们通过追踪战时流散各地的电

影人的命运轨迹，发现在民族存

亡与强权高压的双重考验下，每

一个镜头背后隐藏的艰难抉择。

也正因如此，本书赋予了那些业

已蒙尘的胶片以新的生命，使隐

没在影史角落的记忆碎片重新闪

耀出民族意志的微光。

与此同时，《光影山河》在史

料发掘和研究方法上展现出的创

新精神，也值得称道。两位作者

几乎倾尽十年心血，广泛调研了

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档案馆，细致

爬梳中外史料：从中央到地方的

电影审查记录、从旧报刊广告到

影人日记书信，无不纳入考据之

列。在此基础上，他们大胆引入

数字人文等新方法，通过对海量

的历史报刊进行数据检索和关

联分析，从中“打捞”出许多湮没

已久的电影资料与细节。这些

第一手史料的整合，不仅使书中

论述有了坚实凭据，更开拓出抗

战电影研究更为全面细致的可

能。在大量翔实证据的支撑下，

作者构建起一个纵横交织的抗

战影史全貌：不同地域的电影生

产、流通与创作如何通过人员往

来和作品传播产生关联；官方纪

录与民间娱乐如何此消彼长、互

动共生；乃至战争环境如何催生

类型影片的演变与观众心理的变

化，一系列论述层层展开，逻辑缜

密而说服力充足。通读全书可以

发现，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填补

了影史的空白，更在于提供了一

种跨学科、跨媒介的整体观照。

作者时刻追问着影像历史的叙述

权问题：面对官方史观、民族立场

与个人记忆交织碰撞的复杂真

相，他们主张将多元视角纳入统

一坐标系下考量，以冲破成见藩

篱。正是这种开放而包容的史学

视野，使本书超越了以往简单化

的叙事框架，呈现出抗战电影史

丰富多维的画面。

光影信仰：

文化情感与历史回响

镜头是枪，银幕是战场，观众

的热泪与呐喊则是胜利的号角。

烽火年代的电影工作者正是抱持

着一份信仰，将艺术融入抗战的

洪流，用光与影谱写家国赞歌。

书中细致解读的每一部战时电

影，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情感与

时代印记：有信仰，就有力量。例

如，《八百壮士》中以热血赴死的

场景彰显了“中国不会亡”的坚定

信念；《狼山喋血记》里借村民打

狼隐喻全民抗战的决心；《木兰从

军》以古喻今，在女扮男装从军的

故事中寄寓着民族奋起的隐秘呼

声。这些光影化作的故事既是特

殊年代里的精神催化剂，也是留

给后人的文化记忆。一卷卷胶片

连接起前线与后方、连接起不同

地域的人民，也连接起战争年代

与和平时代的情感共鸣。电影早

已超越了艺术范畴，而成为凝聚

民族认同的隐形纽带。

在评论这部著作时，书中涌

动的家国情怀与人文关切常常静

谧地流淌而出。《光影山河》的两

位作者以扎实的史料和冷静的笔

触，重建了一段几近遗失的影像

史实，同时又在字里行间激活了

尘封已久的集体情感。可以说，

他们完成的不仅是对知识的重

构，更是对情感和精神的唤醒：唤

起我们对烽烟岁月中那些电影人

与观众的共情，唤起我们对民族

文化韧性与创造力的敬意，也唤

起我们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再思

考。在波澜壮阔的史料长河中梳

理出有血有肉的故事，在宏观结

构的论述中不忘映照个人的命运

与信念，这种学术与人文并举的

书写，使得全书既厚重严谨，又饱

含温度。阅读此书，我们仿佛置

身于一座影像博物馆：在那里，硝

烟中的银幕一幕幕亮起，照见的

是民族的苦难辉煌，传递的是不

朽的信仰与坚守。

正因如此，《光影山河：电影

与抗战》的意义早已超出一本影

史专著的范畴，而成为连接历史

与现实的一座文化桥梁。在纪念

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它为我们

奉上一部凝结着史学深度与家国

情怀的光影史诗；既填补了抗战

电影史研究的空白，又以生动的

方式将抗战精神薪火相传。透过

这本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段

岁月中电影与时代的互动，体悟

影像在民族存亡时刻所迸发出的

力量和价值。当书页合上，仿佛

仍有悠远的胶片声回荡耳畔——

那是历史的回声，更是现实的警

示。山河远阔，硝烟已散，但在光

影中铭刻的民族记忆将长存不

灭，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

继续奋勇前行。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博士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毋庸置疑是二

十世纪人类发展历程的核心事

件，是人类历史中最为庞大而深

刻的创伤记忆。伴随着人类文明

的不断前进发展，关于二战的历

史反思与记忆研究，尤其是对二

战文化记忆的关注日益凸显出重

要意义。

文化记忆的内涵与重要意义

文化记忆是集体认同、民族

身份、历史意识、国家立场产生的

重要基础，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纽

带和链条，将社会成员紧密地凝

聚联系在一起，使集体中的每一

分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休戚与共

和血脉相连。文化记忆在社会中

具有教化的作用，能够稳定地传

达群体的自我形象。一个民族的

文化记忆，与该民族的起源、价值

观、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等诸多

方面密切相关，这些内容都是构

建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文化记

忆所保存下来的遗产，必须依托

群体的社会生活才得以长久传

承。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建构，以

一定的历史意识和时间结构为基

础，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自身历

史文化进行经典化和文本化的结

果。文化记忆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它可以在与集体记忆和个人

记忆的多元交流碰撞中不断活

化、更新与发展，文化记忆完成的

是“对意义的传承”。

从文化记忆的视野来看，同

一时代人们共同拥有的记忆，一

般只会存在于三代到四代人之

间，约为80年左右。2025年，正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人们活生生的

个体记忆转向文化记忆的历史窗

口期，电影艺术作为对历史事件

的再现与挖掘人性的媒介,成为人

类生活中反思战争的重要文化载

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亲历者作

为生命个体逐渐消逝之际，亟需

通过文化记忆这一超越日常生活

的、用严肃文化符号将记忆固定

化的方式，使世界人民反法西斯

争取和平的宝贵记忆不会随时间

流逝而消失殆尽。以影视艺术为

重要载体的文化记忆建构，是人

类不屈的精神获得传承与延续的

必要手段。

电影创作对

文化记忆建构的关键作用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
费罗（Marc Ferro）曾指出：电影与

历史是相互介入的，电影是“人类

历史的代言人”。后人所继承的

历史，往往是拥有“史笔”（话语

权）的史家借助各种媒介形态，以

文字、图像、影像等方法提取、存

留和建构的记忆。电影总是以其

特殊的方式记录和表现不同时期

的历史，构建一种鲜明具体、易于

理解的文化图景，进而让电影自

身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的显性载

体，同时又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

组成部分。电影是朝向历史的一

艘小船，帮助当下的人们实现与

过往历史的时间“摆渡”；电影又

仿佛是一扇窗，协助我们实现历

史传承的空间“洞见”。我们对于

电影创作和文化记忆的研究本

身，也终会成为文化记忆的一部

分，最终实现基于过去、当下和未

来的文化共构。

2025 年，围绕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80周年，将推出一批涵盖战争、

动作、悬疑等丰富类型、多元题材

的优质国产影片。纪录电影《山

河为证》反映了中国 14 年抗战艰

辛历程，《东极岛》展现中国渔民

人 道 主 义 的 英 雄 壮 举 ，《营 救

1944》讲述了美国飞行员与东江纵

队合作的惊险动人故事，《南京照

相馆》为南京大屠杀背景呈现了

平民互助求生的不凡经历，根据

东北抗联女兵李敏回忆录改编的

电影《生还》（暂名），则细致入微

地再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

争岁月……在这批国产重点影片

的创作中，既有从平民视角对抗

战题材中人物塑造的深挖拓展,

也有对国产影片战争叙事的阐释

创新，还有从当下主流价值观话

语机制出发与世界反法西斯主题

的深度互文。这一批精品力作大

力弘扬反法西斯精神，以艺术独

特的感染力激励人民捍卫国家和

民族尊严。多元影像风格、创新

视听表达的优质影片，以相同的

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共同纪念

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来之不易的伟

大胜利。

一个民族和国家抵抗外敌、

坚守正义的斗争记忆，其所拥有

的集体同一性构建作用，以及具

备的反思、批判与认同功能，对各

类艺术创作均具有启发与激励功

能。而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极

赋感染力、共情力的艺术表现形

式，不仅是展现社会现实和人文

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国家

文化价值、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

重要方式。在电影对现实的投映

中，关于抗战的创伤记忆由一种

国家耻辱仇恨记忆，逐渐转译为

具有深切人文关怀和现实教育意

义的文化记忆。

抗战题材影片通过大量的作

品积累和艺术沉淀，已经逐步建

立起一种具有共识度和系统性的

影像符号与文化记忆。随着对历

史反思的深入，一些个体叙述的

新视角也得以活跃起来。当下正

值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80 周年的

重要节点，过往的个体叙述和国

家的集体记忆交互而成的文化

记忆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一方

面，国家的集体记忆必然呈现为

特定个体的印象、记忆，历史只

有作用于个体、呈现在活生生的

一个人的身上时，才能得到具象

化的讲述和体现。另一方面，个

体记忆是在集体记忆框架下逐

步形成、并且一定程度上以其灵

活多元的记忆特点和自然的传

承与更新，持续补充着集体记忆

的叙事框架和丰富内容。事实

上，发生在社会层面的种种思想

文化的碰撞与创造，恰恰是文化

记忆的更新与发展的“源头活

水”，真正凝聚了民众的智慧，是

集体创造力的结晶。

因此，电影创作中所选取、加

工、表现的个体记忆，也同样是经

过时间和社会文化的检验，具备

广泛文化价值共识的记忆方式，

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维系、发展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断建构

的文化记忆对于民族之兴衰存亡

也具有着决定性意义。

反法西斯影片创作的

多维拓展

当下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

群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导演编

剧和演员，由于在时间上已远离

那段屈辱的历史，叙事视角和叙

事语态也自然发生了丰富的变

化。从叙事基调上看，逐渐改变

了传统的凝重、悲怆风格，采用

明快、大气的基调完成对历史的

重新连接与再认识，大多数影片

已经超越了简单表现暴力、残忍

与受难、悲恸的二元对立。由于

影片主创们属于战后二代或三

代，不是战争的亲历者，而是某

种意义上的“幸存者”，他们自觉

倾听、审视、反思父辈和祖辈的

历史，从具有个性的反思角度出

发，积极参与并丰富着属于当下

时代语境的独特思考。

文化记忆建立在共时性和

历时性的双重维度之上这一特

点，决定着文化记忆需要在庞大

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中

得以代代相传。文化记忆既有

一种作为档案和规范意义的“绝

对视野”，也具有一种由当下出

发、不断变化的相对视角，即“过

去”在当代语境中被采用并被赋

予新的涵义。在根据真实历史

改编的影片《东极岛》中，一艘满

载战俘的货轮在东极岛附近海

域被击沉，上千名战俘命悬一

线。危急关头，中国渔民在一次

次面对日本人的威胁与压迫下

奋起反抗，冒死参与了一场海上

国际大营救，为落难的战俘打开

宝贵的求生通道，并在日军的大

规模搜查中保护、营救了数百名

英国战俘。影片筹备多年，历经

200 天拍摄，在天气变幻莫测的

浙江省舟山市东极岛上进行了

实景搭建，“1：1”还原多种形态

的里斯本丸号，并积极创新拍摄

手法，在水下进行了大量高难度

的潜水实拍。《东极岛》主创团队

以精良的制作水准和高度的历

史文化自觉，为观众奉献了一部

难能可贵的工业巨制，真实还原

海难场景并通过“世界级难度”

的海洋视效，呈现一场前所未见

的海上奇观，在电影视听维度，

刷新着观众的感官震撼程度，也

实现了反法西斯题材影片的创

新追求。

改编自东北抗联女兵李敏

回忆录的影片《生还》，以年轻女

兵的叙事视角讲述东北抗联小

分 队 杀 出 重 围 奋 勇 求 生 的 故

事。影片的创新之处，一是通过

环环相扣的求生桥段营造时时

命悬一线的紧张氛围，使用较强

的纪实感手法创作出“沉浸式”

求生突围动作场面，在东北白雪

皑皑的自然环境中更加完整地

衬托出抗联小分队逃生行动的

艰苦卓绝。二是影片以积极的

革命乐观主义、充满阳光斗志的

明亮调子，取代了常规的苦难叙

事和血腥沉重，以小切入口反映

女性主角及小分队成员紧张曲

折的求生过程，让人物命运处在

动荡而充满不确定的特殊场景

中，使叙事本身充满情感张力，

拥有鲜活而生动的主观色彩。

这种凝练的个体视角，力求在

“微观叙事”中追求与个体息息

相关的真实情感与坚定信念。

当这种细致而微观的聚焦到达

一定程度时，自然会深入到人们

的精神世界、也必然会进一步打

开历史的纵深，不断扩展着文化

记忆的内容和历史反思的视域。

随着战争亲历者的离世，世

界范围内关于二战的记忆出现

了明显的“回流”，对二战记忆的

关注进一步促进了对历史的“抢

救”和银幕叙事的拓展。曾经的

施害者、受害者角色如何被年轻

一 代 的 创 作 者 重 新 挖 掘 和 表

现？历史的真实性和罪责的公

正性是否应该在当下的国际政

治视野中被进一步审视？在新

一批抗战题材影片中，显示出了

从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身

份审视历史的创新意识，也体现

着中国当代创作群体通过个性

视角对抗战历史进行主动反思

的积极态度和文化自觉。在不

断的追忆和想象性建构中，创作

者们逐渐扩大了电影观照历史

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这一动态过

程推动了国产抗战题材影片以

一种更彻底的、更具“情感通约”

的共鸣视角重新审视历史并完

成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作者为中宣部电影频道节

目中心电影创作部制片人，电影

学博士）

■文/王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