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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记忆的

社会性结构》一文中第一次完整提出“集体记忆”

概念着集体记忆正式进入了理论研究阶段，哈布

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并没有遵循个体记忆简单相加

的原则。［1］集体记忆在之后的研究中往往与战争

息息相关，在同一集体中，集体记忆也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不停变化，不同的人群往往持有不同的

观点，而这时就需要一个主导力量引导集体记忆

的正确建立。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出国作战

70 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各大卫视相继推出

了有关抗美援朝主题的相关电视节目，节目运用

不同的制作方式和艺术手段，再现了当年那段可

歌可泣的历史。2020 年 10 月 15 日北京广播电视

台北京卫视每晚 19:30 黄金时段连续播出影视剧汇

编特别节目《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该片以 

集体记忆视角下《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的 
叙事的创新探索

孙  奡  吴玉兰

摘  要｜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出国作战 70 周年，2020 年 10 月北京电视台播出抗美援朝主题的纪录

片《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运用不同的制作方式和艺术手段，再现了当年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最

早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个人的记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他所在

的社会所建构的”。《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以集体记忆为视角，采用不同于之前纪录片的既有创作

方式，以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关键人物与事件作为叙事逻辑，使用了大量的影视剧资料、人物访谈以

及重要物件静物拍摄的表现手法，打破了纪录片与影视剧之间的思维壁垒，以穿插经典影视片段的方法

来唤醒历史记忆，以亲历者、研究者的叙述还原历史记忆，以静态照片加深历史记忆，用 20 集的篇幅完

整展现抗美援朝整个历史，以文献、口述等材料作为叙事手段，大胆创新探索的纪录片拍摄手法，重新

唤起了民族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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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

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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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集、总时长 10 小时的体量，这一形式独特的“纪

录剧”，全景式展现了抗美援朝时期重要时间节

点发生的历史事件，取得良好收视效果和社会反

响，首播当日收视率位居省级卫视黄金档节目第

一，20 集的首播全国排名始终稳定在前五，最高

时达到全国第二甚至第一。在腾讯与爱奇艺分别

获得了 9.5 和 9.7 的评分，在 B 站平台更是得到高

达 9.9 分的好评。

《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以建构集体记

忆为视角，通过将影视剧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拍

摄手法，打破了固有的纪录片与影视剧之间的

壁垒，将两者融合起来，在纪录片中穿插经典

影视剧的片段，用经典电影镜头及插曲唤醒受

众共同的时代记忆，同时在画外音里补充当年

关键事件，为历史提供沉浸式回眸，唤醒受众

模糊了的集体记忆。并且以专家访谈、亲历者

口述等创新剪辑，实现了艺术与史实的跨时空

对话。在纪录片和影视剧的融合创作上进行了

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同时也营造出独特的审美

体验和艺术韵味。

一、以穿插经典影视片段唤醒历史记忆

与战争相关的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不仅

受到拍摄手法以及导演本人艺术风格的因素影响，

同时也会受到时代变化以及形势变动的影响。从

目前的战争纪录片的创作风格来看，主要还是沿

用了格里尔逊的画面加解说的拍摄风格，少部分

纪录片也会使用观察型纪录片、口述历史纪录片

和反身模式纪录片等。在镜头表现方面，一般主

要使用文献影像以及文字资料或者去到战争遗留

的历史遗迹以及相关地点的镜头拍摄。在声音方

面，往往使用以前所做的人物访谈以及口述的历

史资料等等，也有使用来源于当下的关键代表人

物的访谈。

《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大胆创新使用

了通过影视剧汇编的方式进行战争题材影视作

品的创作，影视剧作为纪录片的主体叙述对象

构成其时空序列，给纪录片审美带来了崭新的

体验。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已经过去了 70 年，

如今真正参与这场战争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从对抗

美援朝的历史记忆来说，大部分人对于这段历史的

了解多来自大众媒体的传播，尤其是纪录片和影视

剧中的描写。虽然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录片有很

多，但是从影响力来说无疑影视剧及其主题曲流传

得更为广泛。所以节目从影像建构的历史记忆这一

角度入手，让观众从对影视剧的欣赏和解读中重温

历史，建立对抗美援朝历史的整体认知和集体记忆。

而大众传媒对过去的再现、记载、转换以及重构，

使之成为现代社会重塑集体记忆与构筑国族认同的

主要途径。［1］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最早提出了“集体记

忆”的概念，他认为，“个人的记忆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由他所在的社会所建构的”。［2］大部分中国

人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记忆不单是建立在小说中，

也不单是建立在深居档案馆的影像资料，更多的

是通过影视剧作品认知和感知的。因此《上甘岭》

《英雄儿女》等电影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对于抗

美援朝战争的集体记忆的影像载体，这种记忆里

承载的英雄主义的力量以及爱国主义情怀的熔铸

成为国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这种认知随着影视作品的广泛传播，并随着新的

影视作品的出现而强化，不断建构着中国人的个

体认同和国家认同。国人对革命历史认知的情感

和态度，是建立在共同的或相似的价值观立场之

上的，这种集体记忆也成为中国革命历史文化和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由表 1 可知，《记忆的力量》共选择了 10 部

电视剧和 6 部电影。电影多是以五六十年代的黑

白片为主。而电视剧选取的大多是 21 世纪以来

拍摄的作品，为了保持影像风格的一致性，在每

个单集的影视剧选择上也经过了精心的处理，尽

量在每一集中都是用同样时代的片段。在影视剧

片段的过渡上，采用画中画的形式使得观众更加

投入其中。在整个节目中，为了增加情绪的感染

力，在每一集的最后都会出现《上甘岭》的主题

曲《我的祖国》，使得影片情绪升华，观众更能

身临其境。

［1］刘燕：《国族认同的力量：论大众传媒对集体记

忆的重构》，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

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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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记忆的力量影视剧运用节目表

标题 主要内容 采用的影视剧片段
抉择 主体反映党中央、毛主席决策出兵朝鲜的历史 电视剧《换了人间》

过江 主体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历史
电视剧《换了人间》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

初战 主体反映 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第一次战役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
电视剧《三八线》
电视剧《换了人间》

奇兵
主体反映 1950 年 11 月 7 日开始的第二次战役中，以德川奔袭战和奇袭武陵桥为代表的穿插
迂回作战历史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
电视剧《三八线》
电影《奇袭》

狙击 主体反映第二次战役中，以三所里阻击战、松骨峰战斗为代表的阻击战历史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
电视剧《三八线》

长眠 主体反映第二次战役中，以血战长津湖为代表的东线战场作战历史
电视剧《特赦 1959》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
电视剧《三八线》

永生 主体反映第二次战役期间，1950 年 11 月 25 日毛岸英烈士壮烈牺牲的历史 电视剧《换了人间》

挺进 主体反映 1950 年 12 月 31 日至 1951 年 1 月 8 日的第三次战役历史
电视剧《外交风云》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
电视剧《高地》

砥柱
主体反映 1951 年 1 月 25 日至 4 月 21 日第四次战役中，以汉江南岸阻击战、横城反击战为代
表的历史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

血火 主体反映以铁原阻击战为代表的 1951 年 4 月 22 日至 6 月 10 日的第五次战役历史 电视剧《三八线》
展翅 主体反映志愿军空军组建到 1951 年 1 月 21 日首次参加空战的历史 电视剧《壮志凌云》

鹰击
主体反映 1952 年 2 月 10 日，志愿军空军第 4 师第 12 团 3 大队大队长张积慧，击毙美军王牌
飞行员小乔治·安德鲁·戴维斯的历史

电视剧《壮志凌云》

铁血
主体反映志愿军以肉身与美军坦克洪流殊死搏斗，以及 1951 年 10 月 31 日，志愿军首开我坦
克击毁敌坦克先例的历史

电视剧《三八线》
电影《我的战争》
电影《英雄坦克手》

鏖战 主体反映 1952 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5 日的上甘岭战役历史 电影《上甘岭》
坚守 接续上集，继续反映上甘岭战役历史 电影《上甘岭》

止戈 主体反映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的历史，以及之前志愿军“奇袭白虎团”的历史

电视剧《换了人间》
电视剧《李克农》
电视剧《勋章》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

暗战 主体反映抗美援朝期间的反特行动 电视剧《三八线》

洪流 主体反映抗美援朝“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上的“反绞杀战”历史
电视剧《三八线》
电影《特学大动脉》

不朽 主体反映抗美援朝中志愿军前赴后继的战斗英雄群像。 电影《英雄儿女》

赞歌
以影视剧中耳熟能详的歌曲，如《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英雄赞歌》《我的祖国》等为
汇编主线，升华全篇，展现抗美援朝的胜利历史

电影《英雄儿女》

出现，并且出现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通过电视剧

高程度的展现历史，帮助观众们产生更高的还原感，

并对国家领袖产生崇敬之情。

《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大胆创新使用影视

剧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拍摄方式，让观众在欣赏经典

片段的同时重新建立起对于抗美援朝的集体记忆。

片中大量使用了经典片段以及主题曲，让人们可以

很快回忆起在当时看到这些影视片段时心中的想法

以及感受，也可以帮助受众重新回忆建立起属于抗

美援朝的集体记忆。随着新的抗美援朝纪录片以及

影视剧的不断推出，之前的历史记忆可能已被观众

慢慢淡忘或者产生改变，《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

影视剧的生动性和情节的张力对观众的观看效

果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以影视剧作为主体进行

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宣传教育能够产生一种平民化

的效应，更易于观众理解和接受。学者单万里在谈

到文献纪录片的定义时认为，文献纪录片就是“利

用以往拍摄的新闻片、纪录片、影片素材以及相关

的真实文件档案、照片、实物等作为素材进行创作，

再加上采访当事人或与当时的人物和事物有联系的

人，来客观叙述某一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

物的纪录片”。［1］而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

表现方面，《记忆的力量》突出了国家领导人，战

斗英雄和普通民众在不同层面对战争胜利所做出的

贡献和支援。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几个重要的历

史人物，比如毛泽东、周恩来以及赴朝鲜战场作战

的中国最高将领彭德怀等，他们在多期节目中均有

［1］单万里：《认识新纪录电影》，载《北京电影学

院学报》200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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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影视剧片段的就将各个时代的历史记忆集中起

来，在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的同时，还将对于战争的

历史记忆与观看电视剧的年代记忆结合，组合构成

清晰的集体记忆。

二、以亲历者、研究者的叙述 
还原历史记忆

记忆作为过往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精粹，是受

众用现在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的视角，肯定会出

现与时代脱轨、无法完全理解的情况。所以拍摄

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时，如何让生活在现实时代的

观众去切身体会历史人物的言行是纪录片导演面

临的一个难题。因此在剧集中，往往在使用了影

视剧片段之后，通过对军事专家或者战争亲历者

等人的采访，与影视剧片段互相呼应，使得记忆

空间在最大程度上重现，在影视剧构筑的空间之

外形成一种延展和张力。

由表 2 可知，片中访谈主要为事件亲历者的志

愿者和事件研究者的军事专家。军事专家的访谈增

添了叙事的权威性，补充介绍了剧情的历史背景和

所塑造人物的真实经历。战争亲历者的采访增添了

影片的时代感和代入感。

表 2 《记忆的力量》人物采访表

标题 采访人物
抉择 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 马沈
过江 志愿军老战士 何宗光；志愿军老战士 周永复；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 马沈
初战 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历史学者 萨苏；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 马沈
奇兵 历史学者 萨苏；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 周鑫；军事专家 杨南镇
狙击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历史学者 萨苏
长眠 志愿军老战士 何宗光；志愿军老战士 周永复‘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永生 军事专家 杨南镇；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挺进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历史学者 萨苏；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李振林；军事专家 杨南镇
砥柱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历史学者 萨苏
血火 志愿军老战士 何宗光；志愿军老战士 周永复；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展翅 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刘玉瑅之子 刘飞保；空军专家 宋心之；空军专家 傅前哨；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之女 刘煜鸿 
鹰击 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刘玉瑅之子 刘飞保；空军专家 宋心之；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之女 刘煜鸿 
铁血 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 周鑫；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鏖战 志愿军老战士 何宗光；志愿军老战士 周永复 军事专家 杨南镇；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历史学者 萨苏
坚守 志愿军老战士 何宗光；志愿军老战士 周永复；军事专家 杨南镇；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历史学者 萨苏
止戈 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 黄学爵；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历史学者 萨苏；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 马沈
暗战 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 黄学爵；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历史学者 萨苏；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 马沈
洪流 空军专家 宋心之；空军专家 傅前哨；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历史学者 萨苏；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 马沈
不朽 志愿军老战士 何宗光；志愿军老战士 周永复；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 马沈
赞歌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 周鑫；军事专家 杨南镇；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比如在第七集《永生》中，将影视素材分成 4

个片段来讲述毛泽东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

的故事。并且在其中穿插了军事专家们的采访，

他们的采访帮助观众更能理解毛主席将自己儿子

送往前线的伟大人格。并且也增加了其真实性与

可信性。同时也向人们解释了毛泽东及他的家人

在革命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且被人们所爱戴

的原因。

此外，《记忆的力量》中用大量篇幅表现了中

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不怕牺牲、与敌人殊死搏斗、战

死沙场的壮烈场面。节目在通过影视剧对在空军作

战部队中志愿军将士刘亚楼、刘玉堤等进行了细腻

的刻画后，加入了对其子女的访谈，通过他们对父

亲的教导以及生前的工作笔记等的展示，更加突出

了英雄人物的高尚情操和爱国情怀，震撼心灵，催

人泪下，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悲壮的情绪

和审美体验。

在纪录片中穿插充满强烈感染力和生动表现力

的影视剧，可以帮助观众建立一种真实时空和虚拟

时空交错的感觉，更加能帮助观众解读历史事件，

这也构成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通过剧情与故事来

重现历史。让观众和节目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联系，

观众在节目中建构全新的集体记忆认知。

三、以静态历史新闻图片加深历史记忆 

新闻图片通过非语言符号形象再现新闻发生现

场的细节，使读者能最直观、最全面、最真实地看

到事物的全貌。《记忆的力量》每一集的最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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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多钟新闻图片的展示，藉此回顾本集故事中的

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进一步深化了该集的主题，

把虚构的时空和现实的时空结合在一起，极大地调

动观众的观看热情，进而增加了历史呈现的厚重感

和真实感。

由表 3 可知，《记忆的力量》每集精选了丰富

的历史新闻图片，从数量上看，多的运用了十余张，

最少的《过江》也有两张。从图片类型来看，有静

态的人物照片，更多是动态的场景，这些照片不仅

对文字叙述、现场真实感进行补充和再现，直截了

当地为观众提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具体形象，展现

出解说词无法表达的形象信息的魅力，增强纪录片

的可信度和现场感，使历史记忆在这些新闻图片中

栩栩如生。

表 3 《记忆的力量》使用照片列表

标题 使用的照片

抉择
毛泽东发表讲话的照片，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影，周恩来与朱德合影，毛泽东与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全国战斗英雄代
表团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合影，新中国成立一周年阅兵式照片，朱德与彭德怀的合影，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的照片，
毛泽东与彭德怀合影

过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国鸭绿江照片，志愿军召开誓师动员大会照片

初战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战斗画面，苏克之指挥黄草岭战斗照片，黄草岭战斗画面，三七 0 团四连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称号照片，
“黄草岭英雄连”奖旗现代照片

奇兵
三十八军军长梁兴除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照片，梁兴初向彭德怀汇报工作照片，三十八军站前动员照片，三十八军向德川挺进照片，
三十八军奇袭武陵桥照片

狙击
松骨峰狙击战战斗画面，松骨峰狙击战支援军缴获美军车辆照片，志愿军看押美国俘虏照片，松骨峰战斗次日我三十八军获得“万
岁军”称号照片，作家魏巍照片

长眠
志愿军在长津湖地区行军照片，在长津湖地区冻伤的志愿军战士照片，志愿军向美军发起冲锋照片，志愿军强攻美军陆战一师
阵地照片，长津湖战斗美军发射照明弹照片，在长津湖战斗牺牲的杨根思照片

永生
毛岸英照片，毛泽东与毛岸英在延安合影，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思齐，李讷在香山合影，毛泽东与毛岸英在香山双清别墅，毛
岸英与刘思齐合影，毛岸英担任苏联代表团翻译照片，毛岸英入朝前与战友合影，朝鲜人民向毛岸英墓献花照片

挺进
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照片，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后化雪为酒庆祝照片，志愿军聚歼英军皇家坦克营照片，被志愿军炸毁的榴弹炮
照片，被志愿军俘虏的英军皇家重坦克营俘虏照片，志愿军攻克汉城照片

砥柱
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照片，横城反击战俘虏敌人 7800 余人照片，志愿军战士一口炒面一口雪的照片，志愿军高炮掩
护铁路运输线照片，志愿军抢修运输线照片，铁道兵跨国鸭绿江抢修铁路照片

血火
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照片，担任穿插任务的部队追击敌人照片，志愿军抢占滩头阵地照片，志愿军某部八连被授予“开
路先锋连”照片，志愿军重创美军二十四师等部照片，志愿军在县里地区围歼南朝鲜军两个师照片，朝鲜老大娘向志愿军控诉
美军暴行照片，志愿军坑道宣誓照片

展翅
抗美援朝时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照片，刘亚楼与参战部队总结战术照片，刘亚楼听飞行员汇报战斗经过照片，空军一级战斗英雄；
刘玉堤飞行员证照片，刘玉堤和他的战机合影，刘玉堤和地勤人员合影，刘玉堤将军临终前遗书照片

鹰击
轰炸大小和岛的机队荣立集体二等功合影，志愿军飞行服照片，战斗英雄王海驾驶的歼击机照片，王海大队成员探讨战术照片，
抗美援朝空军战斗英雄合影

铁血
使用火箭筒打坦克的志愿军战士照片，美军坦克兵投降照片，敌军坦克履带被我军炸断照片，被志愿军俘虏的敌军坦克兵照片，
志愿军坦克兵出征前宣誓照片，215 号坦克车组收到嘉奖照片

鏖战
指战员在前线观察照片，志愿军步话机员为炮兵目标的照片，志愿军战士坚守阵地照片，“联合国军”遗留下来的炮弹壳，八
连官兵将战旗插上了上甘岭主峰照片，秦基伟军长与英雄八连代表合影，黄继光烈士英雄雕塑照片

坚守
受伤的志愿军战士在坑道中反击敌人照片，志愿军夜袭敌人碉堡的照片，后勤部队冒死为坑道内战友运送物资的照片，志愿军
战士为受伤战友接水的照片，上甘岭上布满单片的黄土照片，特等功牛宝才在战斗中使用的电话机照片，志愿军取得上甘岭战
役胜利的照片

止戈
停战代表谈判照片，双方代表签字仪式的照片，彭德怀司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照片，停战谈判期间彭德怀与李克农照片，中
朝谈判代表团成员合影，中朝英三语言版本停战协定照片，朝鲜当地民众庆祝活动照片，志愿军回国收到热烈欢迎的照片

暗战
美国和南朝鲜派遣特务的前哨基地照片，志愿军攻占大和岛的照片，大和岛上的敌特投降照片，志愿军抓捕敌情报课长金银柯
的照片，反特工作得到朝鲜民众大力支持的照片

洪流
洪学智司令员照片，自愿赴朝的汽车司机待命出发的照片，工程兵在山洪激流中冒险架桥的照片，志愿军后勤部队冒着枪林弹
雨向前运送物资的照片，汽车运输兵文修潮向前线运输物资的照片，志愿军后勤运输部队不分昼夜抢运物资的照片，志愿军战
士们拆除飞机投下的定时炸弹的照片

不朽
特等功臣杨根思的照片，特等功臣赵先友的照片，苏克之只会黄草岭战斗的照片，五次战役中志愿军英勇作战的照片，第七批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的照片

赞歌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照片，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战斗画面，三十八军向德川挺进，志愿军在长津湖地区行军，志愿军
突破三八线，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战斗画面，第五次战役担任穿插任务的部队追赶敌人的画面，彭德怀司令员在停战协定上签
字的照片，志愿军战士回国的照片

新闻图片通过瞬间的形象直观地展现新闻事

件，以适度的冲击力真实、生动的瞬间形象，满

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比如在《永生》一集的最后，

伴随着背景音乐《我的祖国》的歌声，节目组选

取了毛岸英生前的多张照片，与父亲毛泽东、妻

子刘思齐以及与战友的合影等，最后是毛岸英的

墓地图片，这些文献资料式的照片与电视剧中的

场景进一步形成了呼应，使观众对新闻现场的状

况、氛围乃至当事人的情绪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节目整体的设计和布局更加激发了人们对毛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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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的痛惜和怀念之情。

新闻图片常常有独特的观察，可以展示易被人

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细节，在《鹰击》这一集节目

的最后，选取了“王海大队”的多张照片，包括英

雄王海驾驶的战斗机以及他穿戴的战斗服，以及“王

海大队”成员探讨战术的照片等等，抓拍的典型瞬

间，唤起读者心中的回忆，激起情感的共鸣。与之

前受的影像资料以及采访视频作为前后呼应，也更

加突出表现了“王海大队”们战斗英雄的奉献与伟

大，达到了一图胜千言的效果。

有学者曾经指出：“场景再现能够给予个体情

绪充分的表达空间，一方面更易推动情节发展，另

一方面通过片中人物的命运感让历史人格化，让观

众随历史人物经历心绪起伏。纪录片将历史课本中、

史料记载中的文字变成了镜头下的丰富色彩，历史

也随之有了更加立体化的呈现，影片的演绎也不再

囿于历史影像黑白枯燥。”［1］在最后一集《赞歌》

当中，在结尾处按照抗美援朝的时间顺序使用了符

合该时间段的新闻图片，将整个节目连接贯通起来，

用一张张照片帮助观众回味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发生

的故事，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照片也将整部节目升华，

不再单单是一部节目，节目也寄托了人们对于抗美

援朝战斗英雄的崇敬与思念。

在节目中，虚构人物的影像和真实人物新闻图

片交替出现，静态照片与采访人物来回切换，受众

对虚构的人物影像建立的情感和认知会自动转移到

对真实人物的认知上，引发观众的共鸣和联想，达

成一种心理的真实。

集体记忆是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的，并且

不同的人群对同一段记忆都会持有不同的观点，这

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主导力量来引导集体记忆的正确

建立。而《记忆的力量》它使用记忆的力量作为主

题，以穿插经典影视片段的方法来唤醒历史记忆，

以亲历者、研究者的叙述还原历史记忆，以静态历

史新闻图片加深历史记忆。同时，作为抗美援朝战

争题材的历史纪录片创作，其影视剧的虚构方式提

升了纪录片本身的艺术表现力，带给观众新鲜的审

美体验，并产生了凝聚集体记忆构建国家认同等积

极的价值引领效果，也增强了其本身的艺术韵味和

艺术表现力，其创作思路和艺术效果值得进一步探

究和实践检验。

［孙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

院硕士研究生］

［吴玉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教授］

［1］张淼：《纪录片正在呈现全面真实立体的国家形象》，《光明日报》2020 年 12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