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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抗日战争史》 再现了
宁波人民壮烈英勇的抗战记忆。

宁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宁波人民素有反抗外敌入侵的
优良传统。从明代的抗倭到清
代的抗英、抗法，宁波大地上
发生了多次闻名中外的抗击外
来侵略的战例。面对日本侵略
者的残暴行径，英勇顽强的四
明儿女同样不甘屈辱、不畏强
暴，奋起抵抗，誓死保卫家园。

宁波先是作为淞沪会战的
南翼军事节点，成为日军轰炸
的目标。后来日军为达到恐吓
宁波军民、封锁港口的目的，
再次对宁波进行长时间轰炸，
其中以 1939 年 4 月 28 日对宁波
城区的轰炸最为惨烈。灵桥附
近的商业繁盛地带遭到日机疯
狂轰炸，大火燃烧 12 小时，宁
波城区遭遇空前浩劫：炸死市
民 120 余人，炸伤 370 余人，焚
毁 商 店 行 号 及 住 宅 200 余 家 ，
烧毁房屋 500 余间，炸沉泊停
在奉化江边的民船 10 余艘。灵
桥几至被毁，商市一落千丈，
长期未能复原。

日军对宁波的多次轰炸、
实施细菌战等暴行在宁波人心
中留下惨痛的记忆。在灾难面
前，宁波人民同仇敌忾，展现
出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国
共两党共同积极营救美军飞行
员；“宁波帮”人士竺梅先在宁
波旅沪同乡会的支持下，在奉
化偏僻的山岙办起国际灾童教
养院，“国有灾难深重，希望寄
托在下一代，我们何忍祖国之
花受难凋谢！”

1938 年 10 月武汉会战结束
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日军在解决华南问题后，将切
断中国海上补给线的重点放在
了浙江沿海，镇海被日军列为
主要进攻目标。

1940 年 7 月中旬，日军在
镇海海面集结兵力 3000 多人，
1 艘航空母舰 （载飞机 7 架）、
30 余艘兵舰和 40 余艘汽艇参与
其中。自 16 日拂晓开始，日军
炮轰镇海要塞，国民政府军奋
起抵抗，战况激烈。当年的日
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 《日军
随 军 记 者 见 闻 录》 一 书 中 写
道：“激烈的手榴弹战，挥动着
白刃进行殊死的劈杀，双方相
继不断地有人倒下去。这不是
电影，这是流血的现场。望着
这可怕的场面，可真叫人心里
受不了啊！”战斗的悲壮惨烈可
想 而 知 。 22 日 ， 日 军 完 全 败
退。镇海保卫战是抗战时期浙
东沿海地区所取得的一次重大
胜利，被誉为“浙东台儿庄战
役”。

国民政府军的抗日行动得
到了宁波民众的大力支持，民
众 抬 运 伤 兵 ， 为 伤 员 包 扎 伤
口。中共庄桥支部派出战地服
务队，带着担架、急救用品和
慰劳品，赶赴镇海抗日前线，
积极开展救护伤员、慰问难民
和战地宣传活动。21 日拂晓，
还 有 老 百 姓 上 戚 家 山 送 咸 光
饼、绿豆汤，给抗日将士充饥
解 渴 ⋯⋯ 胜 利 捷 报 传 到 宁 波
后，各界人士组织了欢庆大会。

在 《宁 波 抗 日 战 争 史》
中，详细记录了中共抗日武装
的建立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坚持三北，开辟四明”方针的
制订与实施，巩固和扩大抗日
根据地的斗争，开展浙东抗日
根据地建设等。三五支队的美
名在四明大地广为流传。

宁波抗日战争的胜利，是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成果，全面
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
大民族精神。

宁波人民壮烈英勇的抗战记忆

赵淑萍

淞沪会战末期的“四行仓库保
卫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
场著名战役，彰显了中国军人的尊
严和勇气，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面
对外敌宁死不屈的精神。毛泽东曾
在《论新阶段》一文中，对“八百
壮士”有过高度评价，称其为“英
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
型”。尽管这场持续四昼夜的激战
已经过去了八十三年，近期电影
《八佰》 上映，依然激荡起无数观
众的爱国情怀。

以“八百壮士”为题材的电
影，已经拍过几部，有袁牧之、陈
波儿主演的1938年版，有柯俊雄和
林青霞主演的 1975 年台湾版。这
次 ， 管 虎 导 演 的 片 名 用 了 《八
佰》。中国古代军队的编制，十人
为什，百人为佰。这个“佰”字，
核心就是人。147 分钟时长的影
片，在经历紧迫、憋屈、愤懑、震
撼等一系列情感碰撞之后，留在我
们脑海里的是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他们中，有受过德式训练的正
规将士，硝烟中不失英雄本色，还
有些儒雅之气，如谢晋元、上官志
标、陈树生、山东兵等，更多的则
是那些扩充进来的所谓“散兵游
勇”，如老兵油子老铁、羊拐，精
于算计的老算盘，只想看看上海模
样就打算回家种地的端午、小湖北
等。那些曾经的油子、痞子、混
子，最初也曾怯弱，有过偷生的念
头，但在家国大义前，他们一个个
挺直脊梁，上演了人肉炸弹、护旗

等催人泪下的壮举。在四天血与火
的守卫战中，他们完成了一生的蜕
变。而原本待在租界里的各色人
等，也从最初的隔岸观火转变为后
来的加油助威，出钱出力。影片以
去精英化的视角，塑造了平民英雄
的群像，令人肃然起敬。

《八 佰》 的 摄 影 、 灯 光 、 服
装、化妆、道具等，都体现了华语
电影的较高水准。音效如此真实，
画面如此紧迫，给观众以莫大的沉
浸感。夜袭和破阵，拍摄得非常精
彩，扣人心弦。演员王千源、姜
武、张译的表演，可圈可点，充分
展现了实力。所有演员用心塑造角
色，虽然是脏兮兮地扮丑扮老，观
众则深深记住了这些形象。

影片因为专注于群像表现，线
路难免多且杂，有些地方匆匆带
过，浮于表面。比如辛柏青饰演的
方记者，一开始靠兜售情报获利，
没有自己的立场。进了仓库后目睹
战士们舍生取义，良心发现，从而
完成了自己的救赎。他放弃了独家
采访的“摄影机”，带着胶卷和战
士们的家书过桥。辛柏青的表演有
层次感，但对观众来说，毕竟缺乏
某些提示，有些疑惑不解。影片中
的送旗少女杨惠敏 （真实历史人
物） 和娃娃兵小湖北，与《辛德勒
名单》中那位红衣女孩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童真的美好和战争的残
酷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众多的
符号、众多的人物在呈现上略显堆
砌，还不够精致、集中。然而，不
管怎么说，这部片子仍不失为有情
怀的良心之作。

电影电影《《八佰八佰》》二人谈二人谈

硝烟中的平民英雄群像

曲 水

之前看过管虎导演的 《冬至》
《生死血符》《老炮儿》 等影视作
品，《八佰》一片延续了他鲜明的艺
术风格。

《八佰》的故事观众大多耳熟能
详，乃是国民革命军88师第524团
副团长谢晋元指挥坚守上海闸北区
四行仓库的一场顽强抵抗战。影片
一开始，是镜头快速推进的大片麦
田。麦田和天际的交汇处，是硝烟
笼罩下的上海。然而就在我们还没看
清片中人物的面孔时，率先映入眼帘
的是狡黠的老鼠、猖狂的乌鸦，以及
废墟上的焦土、瓦砾……寥寥几个镜
头，《八佰》便将观众带进那个“国破
山河在”的民族危亡时刻。

导演在《八佰》中采用了多种
对比手法。如苏州河两岸霄壤之别
的“天堂”与“地狱”：此岸是在日
军火力进攻下，孤军奋战的四行仓
库守军战士；彼岸则是霓虹闪烁、
歌舞升平，戏场、舞场、赌场中人声
鼎沸的公共租界。事不关己的英美人
士更是高举望远镜“隔岸观火”。日
军和“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中只有
四百二十名士兵，为壮声势，谢晋元
对外宣称有八百壮士）的数量差距为
另一重显著对比。片中，某外国记者
问谢团长：你们的这种抵抗固然英
勇，可终将失败。既然如此，抵抗
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回答之声刚毅
且坚定：“这里是我们的家！”

《八佰》细节上的不少安排显示
了导演的艺术匠心。譬如租界区戏
台上一开始传出的是浮靡之曲，后
来戏码换成了 《挑滑车》《长坂
坡》。前者说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率军
抵抗金兀术，后者演的乃是赵子龙

“单骑救主”。这些鼓舞士气的戏分
明就是唱给对岸将士们听的。管虎
还热衷于在影片中加入夺目的意
象。像《老炮儿》中有只突兀的鸵
鸟那样，这次《八佰》里窜出了一
匹健壮俊美的白马。在十三岁战士

“小湖北”的幻想中：夕阳之下，山
河壮美，那身跨白马的正是一身扎
靠的大英雄——常山赵子龙。这个
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场景与其说是

“小湖北”的憧憬，不如说是管虎的
想象，它无声诠释了古往今来，中
国军人身上一脉相承的那份为国尽
忠的情怀。这匹马后来还被赋予了
现实功能：日军指挥官要求和谢晋
元谈判。“小湖北”问谢晋元：“他
骑着高头大马，你 （难道） 就走着
去啊？”然后影片出现了下一个镜
头：谢晋元戎装白马，威风凛凛，
飒爽英姿力压日本军官。

电影说到底是一门艺术，所以即
便是展现无比残酷和惨烈的战争场
景，优秀的导演也总能熟稔地找到艺
术和现实无缝对接的关键点。《八佰》
的真实性和笔者此前看过的部分抗
战影片不可同日而语。以前的片子
中，我方将士总是打不死的，总能以
一当十地消灭敌人，牺牲前的最后一
刻还能与亲人、爱人见上一面……
《八佰》没有，它客观真实，一幕一幕
皆是蓦地中弹，瞬间殒命……炮火无
情，孰能幸免？

当然，该片也有碧玉微瑕之
处：年轻战士树生浑身绑满手榴弹
自五楼跳下，和试图靠火力爆破进
攻仓库的日军同归于尽的桥段，本
来可以拍得无比震撼。但不知何
故，此镜头竟是从仓库由内往外拍
摄，故而“平淡”不少。最后全军
撤退的场面则拍得过于血肉横飞。
或许管虎是想在结尾处增强些战士
们前仆后继的壮烈感吧。可如果按
照影片中日军的扫射密度来看，余
下的士兵没有几个能撤退成功。还
有铁丝网内的百姓向战士们伸出手
去的镜头，包括他们泪盈于睫的特
写，像MTV，有失水准。

但总体而论，《八佰》是一部具
有相当真实性和感染力的爱国主义
力作，拍出了这场象征价值远大于军
事价值的战役背后的意义。今天当我
们重新回首这段弱国被欺的痛史时，
最强烈的感受莫过于：唯有铭记方可
时时警惕，唯有自强才能真正不屈！

残酷战争的艺术表现

这本书，是为一座英雄的城市而书写！

2020 年 9 月 3 日 是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75 周 年 纪 念

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宁波出版社出版

发行了 《宁波抗日战争史》。这是国内第

一部研究宁波抗战史的学术专著，对人们

全面了解宁波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弘扬

伟大的抗战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有

重要意义。

一部新著，
全面讲述宁全面讲述宁波波抗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史

陈青 俞琦

《宁波抗日战争史》 的作者朝
泽江是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
员，写这本书源于 2006 年他从事
宁波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
财产损失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
接 触 到 宁 波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的 史
料，对日军侵略宁波造成的后果
感到震惊，也为宁波军民不畏强
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
气概所感动。”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为达到
侵 占 宁 波 的 目 的 ， 无 所 不 用 其
极 ： 轰 炸 、 炮 击 、 投 放 鼠 疫 病
菌、烧杀抢掠、性侵犯⋯⋯日军
在宁波犯下了累累罪行。然而，
宁 波 军 民 没 有 被 日 军 的 暴 行 吓
倒 。 从 1931 年 九 · 一 八 事 变 开
始，宁波军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
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旗帜下，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
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

朝泽江说，宁波因其重要的
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在中国抗战
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宁波与上海
隔湾相望，作为拱卫首都南京的
重要战略屏障，宁波在当时国民
政府的抗日战略中有着重要的地
位。同时，奉化溪口作为蒋介石
的老家，又使宁波在那时的抗日
战 备 工 作 中 具 有 特 殊 的 政 治 意
义，国民政府加强宁波的战备工
作，制订并实施了宁波防守计划。

宁波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
港口之一，是浙东各地工农业产
品的重要集散地。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上海、杭州等地相继沦
陷，由于上海仍有租界存在，沪
甬线班轮仍在通航，宁波成为内
地各省物资的转运口岸和中国连
接海外的主要海上通道之一。

沪杭甬三角地区，是全国著
名的鱼米之乡，人口稠密、经济
发达，交通方便，为日军、国民
党和共产党的必争之地。宁波沦
陷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把
握战机，作出了开辟浙东抗日根
据地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共领
导下的抗日武装发挥了中流砥柱
的作用，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
浴血奋战，为争取宁波抗日战争
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宁波也因其比邻日军统治中
国的重心上海曾被美军作为重要
的登陆地点来考虑，迫使日军部署
重兵把守，从而减轻了其他战场的
压力。而宁波军民先后两次营救 19
名美军飞行员，更使宁波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朝泽江认为，在民族危亡面
前 ， 民 族 矛 盾 始 终 大 于 阶 级 矛
盾，英勇抗日始终是主流，伟大
的抗日精神在宁波得到了生动的
体现，宁波为中国和世界的反法
西斯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宁波在中国抗战史上的特殊地位

《宁波抗日战争史》 是宁波市
文化研究工程系列丛书之一。著
名党史研究专家姚金果认为，作
为国内首部关于宁波抗日战争历
史的研究专著，此书填补了一大

空白。
《宁波抗日战争史》 的价值首

先体现在内容的全面性上。全书
分 14 章 47 目，按开端、发展、高
潮和结局四个阶段，对宁波抗日

国内首部研究宁波抗战史的学术专著

战争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
记述，既有宏大的时代背景和
全国抗战形势的介绍，又分析
了宁波抗日战争的特点；既表
现了国共两党以及宁波人民的
抗战，又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
宁 波 的 轰 炸 、 对 沿 海 的 袭 扰
以 及 实 施 的 细 菌 战 ； 既 详 细
叙 述 了 日 军 入 侵 宁 波 的 原 因
及 经 过 ， 又 深 入 探 讨 了 战 争
对 宁 波 造 成 的 后 果 和 影 响 。
日 本 侵 略 者 给 宁 波 造 成 了 惨
重 的 人 口 伤 亡 和 财 产 损 失 ，
对 宁 波 各 项 事 业 的 发 展 带 来
了 严 重 的 破 坏 ， 但 抗 日 战 争
也 发 展 壮 大 了 革 命 力 量 ， 虽

然 为 争 取 国 内 和 平 ， 新 四 军
遵 照 中 共 中 央 的 指 示 北 撤 ，
但 留 下 的 革 命 火 种 逐 渐 呈 燎
原 之 势 ， 并 成 为 以 后 解 放 宁
波的一支重要力量。

《宁 波 抗日战争史》 的价
值还体现在学术上。书稿运用
的史料非常丰富，其中有不少
是首次披露，并对一些广为流
传的史料进行了甄别。对于过
去 很 少 涉 及 的 国 民 党 战 备 工
作、侵占宁波的日军构成以及
日军犯下的性侵犯罪行进行了
深入研究，填补了宁波抗日战
争史研究的空白，为人们了解
这段历史拓展了视野。

从 1937年到 1941年，日机对宁波城区不断实施轰炸。图为宁波市
区遭日机轰炸后的惨象。

19401940 年年 77 月月 2222 日 晨日 晨 ，，
国民政府军击退日军国民政府军击退日军，，收收
复镇海复镇海。。

位于余姚梁弄横坎头的中共浙东区委员会旧址 （本文图片由朝泽江和宁波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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