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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我
党我军历史上创建的第一块敌
后抗日根据地，是坚持华北抗
战及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
垒，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建
树卓著，崭新的民主制度及完
备的建构为新中国的成立积累
了宝贵经验。

晋察冀边区人民与日寇浴
血奋战，仅阜平县9万百姓当
中，就有2万余人参军。抗战
时期，晋察冀军区部队与日伪
军作战3.2万余次，毙伤日伪
军35万余人，百团大战、“五
一”反扫荡等战役取得了辉煌
战果，陈庄战斗、神仙山保卫
战等战斗影响深远。

这里曾击毙日军中将阿
部规秀。1939年 11月发生在
涞源、易县一带的黄土岭战
斗，晋察冀一分区部队歼灭
日军900余人，击毙了日军精
锐独立混成旅指挥官、山地
战专家阿部规秀中将。阿部
规秀是八路军抗战史上被击
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极大地
振奋和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
日信心。

这里是白求恩国际主义精
神的发祥地。白求恩是唯一一
位被毛泽东亲笔撰文纪念的国
际主义战士。

1948 年 4 月，毛泽东率
领中央机关从陕北来到阜平
城南庄，召开中共中央书记
处扩大会议，调整南线战
略，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
了坚实基础。

还有多个“第一”从这里
诞生：

1939年5月，聂荣臻发布
通令，“人民子弟兵”一词首
次用于称呼共产党领导下的人
民武装，深刻地诠释了军民鱼
水之情，迅速叫响全党全军。

1944 年，第一部 《毛泽
东选集》从这里诞生。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
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在城南
庄修改的《纪念“五一”劳
动节口号》，第一次具体描绘
了新中国的蓝图，发出成立
新中国的动员令。这是我国
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
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
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掀开
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
制度建设的新篇章。

整理/记者 寇国莹

跟保定有关的老电影有很多，而且大多是红色经典。
《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些影片反映的都是发生在保

定的抗战故事，故事原型在保定，影片拍摄也在保定。
熟悉的旋律，萦绕耳边；熟悉的镜头，印在心头。一部部红色经典电影，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

成长记忆。

抗战老电影里的保定故事抗战老电影里的保定故事

晋察冀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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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景区广场矗立着狼牙山景区广场矗立着
狼牙山五勇士塑像狼牙山五勇士塑像，，成为游成为游
人争相瞻仰的重要景点人争相瞻仰的重要景点。。

杜杜 船摄船摄

6 月 27 日
至 29 日 ，保 定
市“跟着老电影
去旅行”精品线
路 推 广 活 动 在
阜 平 晋 察 冀 边
区 革 命 纪 念 馆
启动。

杜 船摄

《小兵张嘎》电影剧照。

电影《平原游击队》中
的李向阳让日伪闻风丧胆。

阜平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参观。

杜 船摄

□□记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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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部老电影贯穿
整个保定抗战史

保定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一
片红色热土，因多部红色电影而
驰名。

以保定这块热土为发生地，以
保定人民的抗日斗争故事为原型拍
摄的 《小兵张嘎》《地道战》《狼牙
山五壮士》《野火春风斗古城》 等
著名老电影，谱写了一首首不朽的
战歌，成为代代传承的红色经典。

近日，记者见到保定市方志馆
副馆长、保定抗战历史研究会秘书
长冉白正时，他正在电脑前编著

《保定抗日战争史料长编》。编纂过
《保定红色文化文库》《保定抗战历
史图志》 的冉白正，对保定抗战史
烂熟于胸。从冀中平原到巍巍太
行，从古城到水深苇密的白洋淀，
从敌后武工队到雁翎队，从少年英
雄王二小到狼牙山五壮士，冉白正
谈起来滔滔不绝。

在保定抗战史料馆内，陈列着
大批保定抗战史料和书籍。随手翻
开一册，便是一首可歌可泣的壮
歌。随着冉白正的解读，记者仿佛
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岁月。

比如，杨成武在易县、涞源一
带指挥的大龙华、雁宿崖、东团堡
等山地歼灭战，使敌闻风丧胆；全
国民兵战斗英雄李殿冰等把麻雀战
运用得最为出色；民兵爆炸英雄李
勇等开展的地雷战，冀中平原清苑
县冉庄等地民兵创造的地道战，白
洋淀雁翎队创造的水上游击战以及
破袭战、围困战、挑帘战等无处
不在。

冉白正说，在党的领导下，军
民携手在保定敌后抗日战场，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这些几乎都
在老电影里得到了体现。

“放眼全国，还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像保定这样，滋养出这么多的
红色影视作品。”冉白正说，以保
定为背景的红色经典电影有很多，
大多拍摄于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
年代，而尤以抗战题材居多，比较
知名的约有10部。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
下神兵千百万⋯⋯”电影 《地道
战》 以清苑县冉庄地道战为原型，
也是在冉庄实景拍摄，是冀中人民
利用地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
缩影。

“昨日狼牙山顶屹立着壮士五
个，棋盘陀上的峭壁，壮士挺身跳
落。”1941 年 9 月份，在反扫荡的
突围战中，5 位八路军战士宁死不
屈的悲壮一跳，让 《狼牙山五壮
士》 这首壮歌至今咏唱。

夏天的白洋淀，绿波荡漾，一
只只游船画舫在芦苇荡间穿梭，不
时激起白色的浪花，《小兵张嘎》

的传奇至今在这片美丽的水乡传
颂。与日伪斗智斗勇的张嘎子的背
后，其实是雁翎队这支活跃在白洋
淀上的民间抗日武装与日伪抗争的
历史写照。

在 1963 年上映的 《野火春风
斗古城》，描述的是 1943 年冬天我
党地下工作者在保定开展秘密斗争
的故事，镜头里的西大街、老城墙
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除此之外，还有 《青春之歌》
《新儿女英雄传》《平原游击队》
《白求恩大夫》《烈火金刚》《少年
英雄王二小》 等多部反映抗日战争
期间，保定人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
慷慨壮歌。

“保定这片土地不仅为红色经
典电影提供了创作题材，更在中华
民族不屈不挠的奋勇抗战史上，谱
写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华 章 。” 冉 白 正
说，这10部老电影，几乎贯穿了整
个保定抗战史，谱写了一部壮丽的
保定抗战史诗。

红色热土为影视创
作提供丰厚滋养

2015 年 8 月，在纪念中国抗日
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时，《中国青年报》 调查显示，

《地道战》 以高票当选读者心目中
经典抗战剧之首，其他进入前十位
的还有 《狼牙山五壮士》 和 《小兵
张嘎》。

为何保定能孕育出如此多的红
色经典？而且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
间跨度里，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人？

“冉庄纵横交错的地道，闪耀
着冀中人民与敌抗争的智慧光芒；
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一跃，谱写了
我抗战军民的慷慨壮歌；小兵张嘎
和日伪的巧妙周旋，淋漓尽致地展
现了雁翎队在白洋淀与日寇不屈不
挠的斗争。”冉白正说，这些老电
影都源自真实的历史，有真实的故
事原型，都是根据保定涌现出的英
雄事迹创作的。

所有这些，都与保定当时所处
的历史地位息息相关。

“保定以其厚重的红色历史及
在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地位，成为
中国红色记忆里的重要节点。”冉
白正说，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处于华北敌后抗战的最前
沿，而保定地区则位于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的核心地带，是华北抗日的
主战场。

这片红色热土发生了无数可歌
可泣的事迹，涌现出无数前赴后继
的抗战英雄，这些都为文学创作和
影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这些电影塑造的一大批光辉
的英雄形象，其实是众多保定抗战
英雄的集体写照，都是活生生、有

血有肉的。”冉白正说，《小兵张
嘎》 中的嘎子, 《新儿女英雄传》
中的黑老蔡，《烈火金刚》 中的史
更新、肖飞，《野火春风斗古城》
中的杨晓冬、金环、银环，这些家
喻户晓的英雄，都呈现出鲜明的形
象和性格特征。

冉白正表示，这些老电影之所
以能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们都客
观地反映了历史事实，而真实是支
撑红色经典代代传承的核心力量。

英雄，因为真实而生动，因为
真实而让人敬仰。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美生
认为，大多数红色电影除了故事、
人物取材真实，也与其创作者在保
定的工作、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他
们出身于这片土地、熟悉这片土
地，和这里的人民血肉相连。

比如，《小兵张嘎》 的编剧徐
光耀，也是同名小说的作者。他是
土生土长的雄县人，13 岁参加了八
路军。辗转作战于冀中平原和山
区，经历了残酷的“大扫荡”。血
与火的生死考验，激起他拿起笔的
冲动，时常写些战地通讯、歌词、
快板之类投往报刊。渐渐地，他成
为一名在战斗时拿起枪冲锋的战
士、创作时奋笔疾书的“秀才”。

《野火春风斗古城》 的编剧和
同名小说的作者保定人李英儒，曾
长期在保定从事地下斗争。创作这
部长篇小说，正是李英儒取材于抗
战时期自己在保定开展地下斗争的
亲身经历。

而执导 《青春之歌》《小兵张
嘎》 的导演崔嵬，《平原游击队》
和 《狼牙山五壮士》 的编剧邢野，
则都是在晋察冀边区成长起来的文
艺创作骨干。

“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
文化事业生机勃勃，为新中国成立
后密集的文学和影视创作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谢美生说，当时晋察
冀边区军队文化团体、地方文化单
位多达数十个，培养了大批专业人
才。他们以文化做武器，用各种文
艺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唤起民众，
鼓舞士气，打击敌人，为抗战胜利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新中
国成立后密集的文学和影视创作提
供了人才储备。

新中国成立至 1966 年，我国
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迎来一个高潮。
谢美生说，这17年间，有大批影响
深远的作品问世，百花齐放，盛极
一时，有很大一部分是晋察冀边区
文化的延伸。

其中，《野火春风斗古城》《小
兵张嘎》《平原烈火》《新儿女英雄
传》《烈火金刚》《狼牙山五壮士》

《敌后武工队》《地道战》 等多部表
现保定地区人民英勇抗争的红色经
典作品脱颖而出。

“很快，多部同名电影被搬上
银幕，形成一股红色旋风，传遍
大江南北，传承半个世纪。”谢美
生说，正是这片英雄的土地和英
雄的人民，为红色经典的创作提
供了丰厚的滋养，让经典更加隽
永绵长。

传承好是对经典的
最好致敬

传承经典，子遵父愿。2015年
9 月，新版 3D 电影 《狼牙山五壮
士》 于易县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纪念
日在跳崖地开机，执导该片的是
1958年版电影 《狼牙山五壮士》 史
文帜导演之女秦燕。

重拍 《狼牙山五壮士》、将狼
牙山五壮士的未尽故事写入新片，
是史文帜生前未竟的愿望，深以为
憾，只好临终前将此遗愿嘱托给女
儿秦燕实现。

“本着传承英雄精神、创新红

色经典的使命，一定
要把 《狼牙山五壮士》
这部红色经典用数字电影
科 技 打 造 成 新 时 代 的 新 精
品。”电影开机之初，秦燕便立下
大愿。目前，该片正在进行后期制
作，将于2019年春节前完成。

新版3D 《地道战》 电影也正在
筹拍中。巧合的是，为该片张罗的
正是老版 《地道战》 导演任旭东之
子任鹏。

此外，八一电影制片厂新任厂
长柳建伟透露，该厂将计划重新开
发 《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
等经典老电影 IP，赋予新时代风
采。

记者注意到，2015年 《中国青
年报》 的调查数据显示，前十名经
典抗战影视剧中，《亮剑》《小兵张
嘎》《铁道游击队》 等新拍影视剧
赫然在列。受访者表示，这些新拍
影视剧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
们在达到好看效果的同时，最大程
度地尊重了史实，情节设计、逻辑
推进等与史实合拍。

“之前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一
些制作粗糙、情节夸张、偏离史实
的抗日‘神剧’，令人反感。”谢美
生说，影视剧创作既要尊重革命历
史、再现革命历史，也要努力提升
艺术水准，将革命精神的精髓进行
艺术转化，把更多生动鲜活的形
象、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现给公众。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
神，实现路径不仅仅是重拍经典。

近年来，保定市重点挖掘红色
旅游资源，把发展红色旅游作为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
要载体。

6月27日至29日，保定市“跟
着老电影去旅行”精品线路推广活
动再次在阜平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
馆启动，活动将当地红色经典景区
串联，打造成一条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让游客“看红色经典电影，走
红色精品线路，游红色之城保定”。

“红色景区多，红色电影多，
这是保定发展红色旅游特有的资源
优 势 。” 谈 及 丰 厚 的 红 色 文 化 底
蕴，保定市旅发委主任李洪强非常
自豪。

李洪强介绍说，保定有中国早
期革命家摇篮——留法勤工俭学运
动发祥地，有中国北方最早红色政
权——“阜平苏维埃”，更有全国
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

据介绍，保定现有12处省级以
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有3处。

“看红色经典电影，走红色精
品线路，游红色之城保定，是对保
定革命先烈奋斗精神最好的纪念和
传承。”李洪强说，整合优质红色
旅游资源，推出红色精品线路，让
游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把红色资
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是这一代人的重
要使命。

发展红色旅游，不仅是让革命
精神再次润泽人心的具体实践，也
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红色旅游+
扶贫”正发挥显著作用。

依托阜平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
馆，阜平县把红色旅游和美丽乡村
建设相结合，打造古朴传统、和谐
宜居的太行小村落。距离晋察冀边
区革命纪念馆 5 公里的花山村，对
76 户村民的原住房进行改造提升，
发展特色农家乐。

按照业态丰富、结构优化、功
能配套、效益显著、带动力强的发
展思路，保定还将建设 4 个红色旅
游产业聚集区，在把保定建成全国
一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同时，使
红色旅游成为带动农民增收、产业
转型的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