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一颗糖 闻一朵花是这么难” 志愿军：存亡之战 献给最可爱的他们

在2024年国庆档期，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以其震撼的战争场面和深沉的情感叙事，席卷全国影院，累计票房突破12亿
元，成为年度现象级影片。这部由陈凯歌执导的战争史诗片，聚焦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原阻击战，通过志愿军第6
3军25万将士与近5万“联合国军”12昼夜的生死搏斗，展现了“最可爱的人”用血肉之躯铸就“铁长城”的壮烈事迹。
影片以一颗糖和一朵花为情感纽带，串联起家国情怀与个体命运，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影片开篇，志愿军司令部高级参
谋李默尹辛柏青饰与儿子李想朱一龙饰、女儿李晓张子枫饰在短暂的团聚中，展现了温馨却又沉重的家庭氛围。李晓送给哥哥
一朵小红花，李想将其夹在笔记本中，象征着对和平生活的向往。随后，彭德怀将军将一颗来自国内小朋友的糖果交给李默尹
，辗转传递至李想手中。这颗糖果不仅承载了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关怀，更成为李想与妹妹李晓在战场重逢时的情感寄托。在
战壕中，李想将糖果喂给妹妹，自己却只留下糖纸，细嗅残留的甜香。这一幕成为影片最催泪的场景之一，糖纸裹着干花顺水
漂流的画面，如同一封无声的家书，寄托着对“理想”与“希望”的追思。 铁原阻击战是抗美援朝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志
愿军第63军面对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和火力，凭借“钉子战术”和“稻草人战术”，顽强守住阵地
，为后方物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影片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还原了炮火连天的战场：战壕中尘土飞扬，志愿军战士们在敌
军坦克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依然坚守“一步也不退”的誓言。李想作为188师1营教导员，带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敌
军重装甲部队，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他的牺牲不仅是为了保卫阵地，更是为了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正如影片中
战损记录员杨三弟张宥浩饰哭着说：“他们的亲人需要知道他们牺牲在哪，听他们是怎么牺牲的。”每一个名字都值得被铭记
，每一个牺牲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 影片中，糖果与花朵的意象贯穿始终，赋予了战争片深刻的人文关怀。在硝烟弥漫的战
场上，战士们分享山楂果，露出满足的笑容闻着李晓送的小红花，感叹“好日子的味道”。这些细节与残酷的战争形成强烈对
比，凸显了志愿军战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观众感受到和平的来之不易。陈凯歌导演在广州路演中解释：“干花寄托着理
想，漂走的干花和糖纸就是希望。”朱一龙也分享了一则感人故事：一位小朋友看完电影后表示要攒糖给志愿军战士吃，展现
了影片对年轻一代的深刻影响。 除了李氏一家，影片还塑造了多个鲜活的角色。吴本正朱亚文饰从质疑抗美援朝到亲赴前线
，逐渐理解战争的意义孙醒陈飞宇饰从松骨峰的创伤中走出，找回战斗的勇气杨三弟从新兵成长为记录战友牺牲的勇士。这些
人物的成长轨迹，折射出志愿军群体在战争中的蜕变与信念。影片不仅展现了战争的宏大叙事，更通过个体命运的刻画，让观
众感受到每一个战士背后的情感与牺牲。 志愿军：存亡之战的成功，离不开陈凯歌导演“文戏武拍，武戏爆拍”的创作理念
。剧组在河北天漠搭建了20万平方米的战场，挖掘万米战壕，真实再现了铁原阻击战的惨烈场景。枪炮声、爆炸声与抒情音
乐的结合，营造出震撼而悲壮的氛围。影片结尾，李想引爆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时，超现实镜头中出现墙壁上的红瓢虫，与开
篇的日常生活形成呼应，传递出“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生命哲思。 全国路演活动中，观众的热情反响印证了影片的情感力量
。在合肥路演中，一位小观众的童言童语引发全场共鸣：“我想把糖都攒起来给志愿军。”这样的反馈不仅体现了影片的文化
传承价值，也唤起了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敬仰。另一位观众动情表示：“看这部电影是最有意义的国庆活动，我想对先辈们说，
家里一切都好，请放心。”影片通过真实的历史叙事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成功将志愿军精神传递给新时代的观众。 志愿军：
存亡之战不仅是一部战争电影，更是一曲献给“最可爱的人”的赞歌。它让我们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珍惜今日的和平生
活。正如片尾曲绽放所唱，志愿军战士们将归乡的期盼深藏心底，毅然奔赴战场，守护了祖国的山河无恙。糖果的甜香、花朵
的芬芳，在战火中显得如此珍贵，却也因此更加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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