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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思树》是一部直击心灵、叩问灵魂的电影，是围绕
内蒙古阿尔山某边防连三角山哨所一棵“相思树”的真实故事
改编创作的。电影讲述了英雄连长一家三口驻守边关的感人
故事，再塑了新时代军人与军嫂的光辉形象。该片是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 2019 年度实施的重大主题文艺精品创作项
目，2020年 2月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列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
重点献礼影片，同年被中宣部电影局列为电影精品专项重点扶
持项目。

哈拉哈河静静地流过了崇山峻岭，流过了春夏秋冬，三角
山哨所的那棵“相思树”也在悄然长大。时光虽然斑驳了岁月
的痕迹，可那个凄婉悲壮的动人故事却依旧在流传，催人泪下，
更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1984年初夏，时任内蒙古三角山边防连连长的李相恩，带
队巡逻时突遇洪水，李相恩为救战友被湍急的河水卷走。他的
妻子郭凤荣抱着刚满两岁的儿子赶到部队，在丈夫失踪的河边
苦苦呼唤等待，也没能盼到丈夫归来。但她坚信丈夫还活着，
一定会回来的。为寄托思念，她在李相恩驻守的哨所旁种下一
棵樟子松，官兵称它为“相思树”。自此，作为一名军嫂，她没有
再嫁，忍着内心最巨大的伤痛，默默地独自抚养着幼小的儿子，
照顾在失子苦痛中悲伤的两位老人，带着期待和无尽的思念，
期盼着丈夫归来，用一生守候着这棵“相思树”，坚定地守护着
内心深处的那份真爱。2010年，身患癌症的郭凤荣临终前嘱咐
家人把她的骨灰撒进哈拉哈河，与亲手栽下的樟子松一起，永
远陪伴丈夫驻守边关。她用爱和生命为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

2014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冒着零下 30多度的严寒，沿着 58级陡峭台阶登上海
拔千余米的内蒙古阿尔山某边防连三角山哨所，亲切看望慰问
戍边官兵，现场倾听了官兵们讲述的“相思树”的故事，深受感
动，并多次询问李相恩家属的相关情况。

这个凄婉悲壮的动人故事不仅感动了习近平主席，也感动
了热衷于文艺创作的文艺家们。于是以这个真实故事为原型、
反映边防军人家国情怀、跨越 40多年时空的军旅爱情故事片

《守望相思树》诞生了。
电影在内蒙古阿尔山辽阔的原始森林和奔流不息的哈拉

哈河壮丽的背景中开始讲述，仿佛在向戍边将士用生命守卫的
这片热土倾情诉说。影片中，29岁的张忠良（以李相恩为原型）
连长为国捐躯，把悲痛留给了活着的人；诺丽丽（以郭凤荣为原
型）谢绝了公婆和同事们改嫁的劝说，把一棵樟子松栽在哨所
旁。就像许多独守家园的军嫂一样，她以孝顺和美德支撑起爱
的天空，持续不断地向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官兵送去家人般的
关爱。

从某种意义上讲，诺丽丽在哨所旁栽下的，绝不仅是一棵
普通的樟子松，也不仅是思念丈夫的相思树，而是一名持枪矗
立的当代军人的雄伟身影，是一座神圣的巍然屹立的界碑。

2010年，诺丽丽得知自己患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她将自
己存放多年的抚恤金全部拿出来交给组织，与亲人及官兵相继
告别，影片把亲人的血肉情、战友的生死情、军队与人民的鱼水
情表现得栩栩如生。诺丽丽在病逝前更是留下遗嘱，要将自己
的骨灰撒进哈拉哈河，与亲手栽下的樟子松一起，永远陪伴丈
夫驻守边关。

《守望相思树》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改编创作的，因此
这部电影割舍了戏剧性的情节和冲突，甚至连人物对话都不
多。作品忠于事实，围绕着人物和事件，舒缓而平静地讲述
着故事，演绎着各个人物的真情实感，在平凡中挖掘不凡，在
逆境中凸显不朽，用人物丰富的情感、纯洁的心灵，去感化受
众，催人奋进。

《守望相思树》对于细节的把控是非常精准的。影片中，张
忠良带队巡逻时，部属劝阻他水大不要过河，但他面色坚毅地
说：“边境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和老蔫儿都是新兵，经验太少。
这样，我和巴图先探一下，你们等着。”这个平常的小细节不仅
彰显了戍边军人对每一寸国土的敬畏与担当，也侧面展现了人
民军队官兵团结一致、友爱相助的优良传统。

诺丽丽怀孕生产后，张忠良父亲曾抱怨：“这忠良太不像话
了，让丽丽跟孩子是足足等了一年他也不回来。”岳父却替女婿
解释：“亲家，这忠良是在保家卫国，这和平年代，边防部队尤为
重要。”简单的对话反映了军属对国家安危的关心牵挂，对戍边
军人的理解支持。

被救的蒙古族战士巴图教烈士的儿子骑马，直到孩子可以
像他父亲一样在草原上纵横驰骋。巴图用歌声纪念着战友，眼
含泪水为嫂子送行，这些细节的刻画让观众看到了烈士保卫的
这些人民的可爱与热诚。

影片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对女主人公隐忍的细节刻
画。忠良溺水之后，她与战友们吃饭时忍住了泪水，孩子与同
学发生争执戳到痛处时忍住了泪水，而在独自抚养着幼小的儿
子与丈夫书信往来中、在独自面对奔流的哈拉哈河寻觅丈夫身
影时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深切呼唤中、在弥留之际与战友们决别
时见到了忠良的幻影，她才不再隐忍，把积郁了多年的委屈、思
念、苦痛用无尽的泪水倾泻出来……这一刻的她不再是一个军
人家属，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一个想要依靠丈夫支撑
的女人。而这无尽的泪水又与她和忠良在河边互诉衷肠、在火
车站相见敬礼、在春节打电话报告好消息时，她发自内心的幸
福灿烂的笑容形成了强烈对比，永远定格在那些瞬间，令人潸
然泪下。

影片精彩的情节、耐人寻味的人物关系、可圈可点的矛盾
设计，都离不开细节的支撑。正是这些细节的刻画，让观众看
到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阿尔山茂密的森林里、在奔流的哈
拉哈河边、在金达莱的金色花朵漫山遍野开放时，战友们依旧
在坚守着戍边的哨所；浪漫而温馨的集体婚礼在哨所旁举行，
更多的“军嫂”与戍边战士们共同为保家卫国做着无私的奉献；
烈士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成为保家卫国的光荣士兵……

影片细微之处见精神，让观众在感人的故事和话语间感受
时代内涵，用生动细腻的电影语言，把边防军人捍卫主权、履职
尽责、牺牲奉献的思想情操表现得淋漓尽致。朴实的镜头直抵
人心，一个动作、一句对白中体现的是军人亲属对国家安危的
关心牵挂、对戍边军人的理解支持。

《守望相思树》是依据真人真事、经艺术改编而成的电影作
品，“真”字贯穿全片始终。影片中处处流露着真实，洋溢着真
情，映衬着真心。从编剧采写、导演创作，到演员表演、拍摄制
作，包括特效的制作和音乐创作，每一处都力求还原真实的细
节，用真诚、真实、真情来讲述这个真实故事。这是影片的看
点，也是影片的泪点。《守望相思树》不仅求真，在艺术创作上也
毫不含糊。片中的几处伏笔运用得恰到好处，军帽和大红花的
适时出现，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叙述方式的选择，也颇具匠心，
往事的闪回和现实的切入交替出现，始终有条不紊。

《守望相思树》出品人、总制片人、导演温馨是从内蒙古走
出去的艺术人才，她的父亲曾是一名边防军人。“相思树”的爱
情故事让她深受触动。在军属身份、职业敏感和家乡情怀的共
同作用影响下，她义无反顾地将这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搬上银
幕。

与真实剧情相结合的还有动听的歌曲，影片自始至终贯穿
着不紧不慢、真实自然的旋律，舒缓平和。音乐制作人吕燕卫
专门为该部影片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守望》，旋律优美，具有浓
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感染力，生动诠释了至真至纯至美的军旅
爱情。影片中巴图的扮演者——蒙古族著名歌手呼斯楞，被故
事原型的英雄事迹感动，也深情录制了歌曲《你是我的英雄》。

影片画面色彩介于油画和水墨画之间，工笔写实，不浓墨
重彩。如同一篇感人的文章无需过度使用华丽的词藻，却能够
处处扣人心弦，让人感动落泪。

全片真实、质朴、纯净，你能看到原野的芳香，听到悠扬的
歌声，感受最朴实却饱含深情的人物对话。正是这种“真”，让
观众为漫长等待中细微的情感泪目。

《守望相思树》是一部成功的影片，让观众在热泪盈眶和荡
气回肠中看到军人的艰苦与牺牲，看到了军属的隐忍与坚守，
感受到国泰民安、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军人和家庭的竭力
承担和无私奉献，懂得了有国才有家、国泰才能民安的道理，有
力地烘托和升华了影片的宏大主题。

一场跨越40多年的爱恋，一个拥有坚定信仰的人，一棵守
望着的相思树，于无声处渗透着热烈深沉的情感。《守望相思
树》紧密融合了军人的家国情怀和坚贞爱情这两大主题，以不
同时代的军嫂对话方式徐徐展开、环环相扣，展现出在中国漫
长的边境线，一代代淳朴可爱的边防军人形象，他们用青春和
生命履行着卫国戍边的坚定誓言。影片通过讲述至纯至美的
军旅爱情故事，讴歌军人军属无私奉献、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怀，
在全社会吹响了关心国防、崇尚军人、敬重“军嫂”的集结号。

（源自：内蒙古日报）

一棵相思树 代代戍边情
——评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获奖电影《守望相思树》

“日本读者十分关注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这
些年，购买中国漫画、小说的读者变多了。”在日本
东京的内山书店，店主内山深告诉新华社记者，在
当今日本读者喜欢的漫画中，中国作品出现频率越
来越高。

位于东京都神保町的内山书店最初于 1917 年
在中国上海开设，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内山
深是书店的第四代传人。据他介绍，来店里购书的
顾客，日本人约占八成，中国人约占两成。

近年，给内山深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动漫是
《罗小黑战记》。2020 年，《罗小黑战记》电影登陆日

本院线，收获 37.5 万人次观影、5.8 亿日元票房的成
绩，位列年度日本动画电影票房第 9 名。

内山深回忆说，最初一位 20 多岁的日本女读者
想要订购《罗小黑战记》漫画书，书店才决定进货，
至今一直有很多日本书迷前来购买。大家都觉得

“罗小黑”画得很可爱，动漫里也蕴含了很多中国文
化要素。

内山深今年 50 岁，自 1998 年开始打理书店，至
今已有 24 年。他说，店里以前也卖中文漫画书，但内
容多是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作品，读者一般用来学中
文。但近年来，中国作者原创的漫画书籍不断增加。

据介绍，2016 年，漫画在内山书店总销售额中所
占比重为 5.6%，到了 2021 年，该比重已增至 18%。
2021 年，书店中文漫画销量也为 2016 年的 2.7 倍。

日本年轻一代，特别是女性，十分青睐中国漫
画，尤其是古风漫画。记者在书店畅销区看到，除

《罗小黑战记》外，书架上还放着《非人哉》等其他多
部中国漫画作品，不时有顾客翻看购买。

内山深拿起一本《新手学古风美少女漫画技
法》介绍说，很多人来买这套书，因为喜欢漫画的人
往往也会自己动手绘画。“有客人专门为了看中国
漫画而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

日本是动漫大国。近年来，具有鲜明中国文化
特色的作品开始在日本市场崭露头角。以中国原
创漫画改编、中日合作推出的动画《灵剑山》《一人
之下》2016 年相继在东京首都电视台播放；2017 年 9
月，中国漫画《快把我哥带走》在知名漫画网站“少
年 JUMP+”连载。

看动漫是很多国家年轻人的共同爱好，他们在
交流中自然接触到他国文化。内山深说：“一些日
本读者在购买中国漫画等书籍时，就是对作品本身
感兴趣。以此为窗口，他们希望了解更多中国文
化。” （据新华社电）

从内山书店看日本的中国动漫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