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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潍水水烽烽火火书书写写英英雄雄赞赞歌歌

    11995533年年，，““昌昌邑邑荣荣誉誉市市民民””、、作作家家峻峻青青以以昌昌潍潍平平原原的的
烽烽火火岁岁月月为为背背景景，，创创作作了了短短篇篇小小说说《《黎黎明明的的河河边边》》。。这这部部
作作品品后后被被改改编编为为电电影影，，以以悲悲壮壮的的叙叙事事和和浓浓厚厚的的地地方方色色彩彩，，
成成为为革革命命战战争争题题材材的的经经典典之之作作。。作作为为潍潍坊坊大大地地孕孕育育的的文文艺艺
瑰瑰宝宝，，《《黎黎明明的的河河边边》》不不仅仅镌镌刻刻着着潍潍坊坊的的山山水水人人文文，，更更以以
炽炽热热的的革革命命情情怀怀跨跨越越时时空空，，为为当当代代人人提提供供了了精精神神的的灯灯塔塔。。

《黎明的河边》：

  “潍河，可爱的潍河，这是我
的故乡，是我永生都不能忘记的地
方。在战斗的年代里，我和潍河两
岸的人民一起同敌人进行过艰苦的
斗争，多少壮烈的事迹深深刻在我
的心里。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国民
党匪军侵陷了我们辽阔的昌潍平
原，那个时候的潍河正是浊流滚
滚，波浪滔天……”
  一段旁白中，潍河的画卷缓缓
展开，岸上杏花盛开，宽阔的水面
上泛着小舟，渔民撒网，一幅国泰
民安的美好图景。可随着镜头给到
滔天的波浪，紧接着就是激烈的战
斗场面。
  1947年，国民党军队侵占昌潍
平原。由于叛徒告密，武工队遭到
敌人的围攻，马队长牺牲。通讯员
小陈回河西司令部送信，司令部当
即派姚队长和杨副队长连夜赶到河
东，去领导武工队。暗夜中，为护
送两位队长过河，小陈的父亲两次
跳入河中，带着两位队长渡河，小
陈在河边阻击敌人，目睹母亲、弟
弟被敌人杀害。不久，我军大部队
展开反攻，小陈父子投入新的
战斗。
  “黎明的河边”这一核心之
河，正是潍河。

  《黎明的河边》是峻青在亲身
经历基础上创作的。1946年至1948
年，峻青曾在昌邑战斗和生活过，
昌邑人民多次救过他的命，并由此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一直把昌邑
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953年，峻青回到昌邑进行采
访和创作，在卜庄镇广刘村居住期
间，常与村民散步于潍河河堤，眺
望对岸郁郁葱葱的蔺家庄（“陈家
庄”的原型）。“小陈”的原型是
当年掩护峻青和其他同志通过敌战
区时牺牲的一名通讯员，峻青这次
重访潍河两岸，终于找到埋葬那名
通讯员的无名烈士墓。当夜，峻青
在广刘村果园的一间屋里，含泪写
下《黎明的河边》这一优秀短篇
小说。
  电影《黎明的河边》由峻青编
剧，陈戈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
1958年拍摄、上映。潍河的波涛
声、两岸的密林与果园，不仅为故
事提供了真实的自然背景，更成为
革命者与敌人周旋的天然屏障。小
陈父子护送姚队长和杨副队长渡河
的惊险情节，正是峻青对潍河地理
特征的巧妙运用——— 河流的湍急与
暗夜的危险交织，凸显了革命者的
果敢与牺牲精神。

  影片《黎明的河边》以1947年
国民党军侵占昌潍平原为背景，再
现了胶东军民的反围剿斗争。峻青
亲历过这段历史，他在潍河东岸遭
遇敌军包围的经历，被艺术化地融
入小陈一家的命运。电影中，小陈
掩护队长渡河的“沙丘之战”，目
睹亲人被害仍坚持完成任务的情
节，悲壮惨烈。这是对历史事件的
还原，呼应了真实事件中通讯员以
一当百的牺牲精神，更揭示了潍坊
人民在极端环境下舍小家保大家的
集体性格。
  峻青是“昌邑荣誉市民”，他
的创作始终扎根潍坊。其早期作品
《马石山上》描写八路军战士为掩
护群众突围全员牺牲，而《黎明的
河边》则聚焦普通通讯员家庭的奉
献。两者共同构建了“英雄群像”
与“个体觉醒”的双重叙事，凸显
潍坊作为革命老区的精神厚度。这
种叙事逻辑，既源于峻青对“故
乡”昌邑的深情，也折射出潍坊在

胶东战场中的战略地位。
  尽管电影未直接使用方言拍
摄，但“一个锅里摸勺子”“浮
水”等表述，有着浓郁的潍坊农村
生活气息。真实的地方叙事，让作
品超越了虚构的框架，成为潍坊人
民抗争史的缩影，是地方文化的隐
性书写。
  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潍河、果园
与麦田，不仅是地理符号，更被赋
予象征意义。战火中的潍河“漂流
着被害者的尸体”，而解放后的河
岸“麦苗如毯、果林蓊郁”，这种
对比暗合潍坊从苦难到新生的历史
轨迹，也隐喻革命精神如种子般在
土地上生生不息。
  峻青在创作《黎明的河边》同
期，还创作了小说《变天》，后改
编为电影《民兵的儿子》，1958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编导黄粲。
影片讲述的是1947年，山东某根据
地民兵队长的儿子机智勇敢、不屈
不挠与还乡团斗争的故事。

潍水河畔：文学与地理的双重烙印

烽火岁月：潍坊元素的时代投射

  广刘村村民张德平、张德利，
说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村里看露
天电影《黎明的河边》，“自豪、
满足”是不断重复的词语，小说是
峻青在广刘村里写的，拍摄是在距
离广刘村不远的潍河边，杏花盛开
的季节里，“我们看到电影中的场
景都十分亲切、真实”。
  在和平年代，《黎明的河边》
《民兵的儿子》等影片中的革命精
神依然具有教育意义。小陈坚韧不
屈的形象，为当代青年树立了价值
标杆。这种精神在潍坊的传承可见
一斑——— 昌邑市通过潍河生态廊道
建设，将红色记忆融入城市景观，

在潍水风情湿地公园打造峻青园，
塑峻青像。这种精神的延续，让
《黎明的河边》超越战争题材的局
限，成为激励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
图腾。
  从潍河岸边的煤油灯下到银幕
前的泪光闪烁，《黎明的河边》用
潍坊的山河与血肉，书写了一曲永
不褪色的英雄赞歌。它不仅是地方
文化自信的载体，更在时代更迭中
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在潍河绿道
漫步，眺望曾被鲜血浸染的土地上
崛起的现代化新城，或许更能读
懂：所谓“黎明”，既是黑暗后的破
晓，亦是对光明永不停歇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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