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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山海情》运神思之笔，

从一个小伙子的成长写出了大时代

的奋进，用一个小村镇的故事讲出

了大中国的情怀，以小体量的篇幅

浓缩了大道之行的气象。

《山海情》的故事从 1991 年延

及至今，深情回望 30 年来，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宁夏回族自治区

扶贫攻坚的艰辛历程和巨大成就。

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东西

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到“精准扶

贫”的实施，我国 30 年来的扶贫历

程，通过《山海情》中从涌泉村、金滩

村、闽宁村到闽宁镇的衍变呈现出

来。“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

金沙滩”，今昔之间的脱贫史也是我

们党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而矢志不移的奋斗史。虽然剧

中的马得福、张树成、陈金山、凌一

农、吴月娟、杨县长等没有第一书记

和扶贫队长的称谓，但他们是众多

扑在精准扶贫一线的党员干部和各

方面贡献者的前锋。

在《山海情》中，山的故事和形

象从马得福起笔。这个“心眼子比

石头实，脾气比驴还犟”的西海固

人，19 岁从风沙中开始磨砺，话不

多、词不丽、手不停、脚不歇，立足在

“瘠苦甲天下”的乡土，跟着张树成

主任的脚步、围着大有叔、栓闷叔、

白校长、水旺、尕娃这些“吊庄户”的

日子转，在胼手胝足、执着隐忍中成

长，走忠于职守的“独木桥”、弃个人

荣贵的“高速路”。《山海情》所塑造

的马得福、张树成是宁夏人民的赤

子，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楷模。他

们的形象之所以立得住，是因为他

们根基立得深、立得稳。

《山海情》中有民情、有深情。

大有叔的暴脾气和小心思，在种蘑

菇时的“后发致命”策略和卖蘑菇时

的反复折损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马

喊水作为代理村主任履职尽责中惯

用的面如止水又暗度陈仓的精明，

在追补“吊庄户”和动员整村搬迁时

表现得精妙绝伦；那一句“从来都是

你讲故事我听着，哪轮得上我讲故

事给你听”的台词，把水花形象推进

到令人唏嘘不已的地步。《山海情》

把角色的语言、行动和心理与他们

的生活、身世、乡风写得严丝合缝，

把心与情写得深透，生活的质感已

不需反复描摹。

“登山则情满于山”，《山海情》

首先是写给宁夏人民的一首质朴的

颂歌。

《山海情》引入并开掘了“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战略，将福建省对口

协助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故事呈现出

来，通过剧情中从“闽宁村”到“闽宁

镇”的建设轨迹，将兄弟省区携手扶

贫的图景呈现出来。

《山海情》讲述的扶贫故事，将

西北内陆的宁夏与东南沿海的福建

并联在一起，从省区的层面领悟扶

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内涵，从

超越一地的国家视域中览略共同富

裕的蓝图，从东西对口协作扶贫的

战略来彰显全国一盘棋的设计。在

这部 23 集的小体量扶贫题材作品

中，蕴含着历史感和大格局。

“观海则意溢于海”，《山海情》

也 是 献 给 福 建 人 民 的 一 首 豪 迈

赞歌。

《山海情》中从陈金山误打误撞

式的报到，到郭闽航目标精准地走

进戈壁小学的校园，一干福建形象

和一串闽普口音，不仅让剧情灵动

起来，也让意味深厚起来。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志

合于闽宁两地对口协作的扶贫开发

事业，合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

标。在这个过程中，“同志”对于吴

月娟、杨县长、陈金山、马得福等人

涵义更丰厚了。在《山海情》中，福

建形象是间断出现、递进式联结的，

整体处于配角线上。但在戏剧板块

的设计中，福建形象常以“反客为

主 ”的 方 式 ，演 绎 出 己 任 在 肩 的

精彩。

最 突 出 的 就 是 凌 一 农 教 授 的

戏。他率直，戏谑挂职副县长陈金

山说话虚里吧唧；他真诚，听出了陈

金山不顾科研规律急于让村民种菇

挣钱的合理性，不再执着于按部就

班地培育菌草；他善良，看见农妇跟

随良久只为要一点青菜而低头无

语；他机敏，发现马得宝和水花可以

成为种菇带头人，遂收马得宝为徒

弟；他担当，自垫资金纾解金滩村蘑

菇保价的费用；他有血性，敢于向奸

商挥拳，自己被打得骨裂也畅快；他

有激情，在得知为了支援宁夏可能

几年都回不去家时，他感慨地说：

“ 现 在 真 像 我 刚 参 加 工 作 的 年 代

啊！”这一个形象，让所有参与过东

西部地区对口扶贫协作的人们都能

感到与有荣焉。当陈金山离职时用

西 北 方 言 对 马 得 福 说“ 饿（我）走

了”，而马得福回以闽南口音的“那

我好好刚作（工作）等你回来”时，方

言已经不再是戏剧桥段，而成了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感纽带。

一部《山海情》写出了贯通东西

的中国梦，系紧闽宁的中国结。与

风云并驱，与时代同行，《山海情》与

《跨过鸭绿江》《大江大河 2》一道，

为“理想照耀中国”电视剧展播呈现

了夺目的光彩。

（作者为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

心副主任）

下图为电视剧《山海情》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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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播出后反响热

烈，不仅因为全景式表现了抗美援朝战

争，也因其艺术呈现的扎实与努力。它把

我们带回那段高扬理想、充满激情的历

史，再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不畏强权，

敢于战斗、勇于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与家

国安宁的崇高精神。

革命历史题材是影视创作的重要领

域，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以真实的历史

人物与事件为题材进行的创作，受真人真

事的限制，虚构空间比较小，需要艺术家

有 把 握 历 史 并 把 历 史 转 化 为 艺 术 的 功

力。如何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产生

强烈的艺术吸引力，是一种挑战。

《跨过鸭绿江》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探

索与创新，使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审美

品格呈现新的可能与提升。作品努力呈

现真实的历史面貌，一是通过不同人物

之间的交流、讨论介绍事件的进程，二是

通过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再现历史，三

是 展 现 中 国 人 民 对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的 反

应。多线条有机推进，表现新中国建立

之初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必然性与

道德正义性，使作品具有了宏阔的视野

与高远的品格。

作品突出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使叙

述有效性得到强化。以党中央的分析决

策为主线，勾勒国际时局的变化及应对的

策略；以朝鲜战场的进程为时间线，描述

抗美援朝战争的大致过程；以多个国家的

反应为辅助线，反衬中央决策的正确与朝

鲜战场的变化。尤其是，选择能够表现战

争本质且独特的事件完成叙述，既有激烈

的阵地攻防，也有长途埋伏的突然袭击，

还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极为生动地表

现了战争形态的丰富性、多样性，使观众

总是处于审美的新鲜感受中。

塑造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是对作品

审美品格的检验。《跨过鸭绿江》中有名有

姓的人物约有 300 个，真实与虚构并存。

作品根据不同人物的年龄、身份、经历表

现他们的个性，使人物形象成为个性鲜明

的“这一个”。如毛泽东同志，既表现他高

瞻远瞩、决胜千里的领袖风范，也表现他

情感世界的丰实。志愿军司令部工作人

员众多，基本上每个人的性格都能表现出

来。彭德怀沉稳老练、指挥若定，但在得

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痛心疾首，潸然

泪下。其他几位副司令员如邓华、韩先

楚、洪学智等均各具特点。作品还虚构了

普通战士等人物，如郑锐、郑双雪兄妹，神

枪手陆乘风，汽车兵马金龙，医护人员金

俊鸥、王珍珠等，也都各有特点、个性鲜

明。描写外方人物时，没有简单化、脸谱

化，而是坚持了实事求是。

《跨过鸭绿江》的编创人员，在时间紧

任务重的条件下，以对历史的尊重、对志

愿军将士的敬仰、对艺术的执着，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地创作。他们研读了大量史

料，为全剧 30 多场重要战役设计出不同

的特点。制景不仅考虑真实还原，还考虑

光影变化与拍摄角度。哪怕一个烟缸、一

条毛毯、一本书，也尽力表现出应有的历

史感。从艺术表现力着眼，选择气质与形

象相适的演员来扮演角色。在拍摄盖马

高原长津湖伏击中，演员要在零下 20 多

摄氏度的环境中匍匐 20 多个小时，许多

人在完成演出后都站不起来。

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重现历史的真

相，还原战争的原貌，把观众带入真实的

情境。那样的流血牺牲，那样的义无反

顾，那样的信念与坚守，那样的自觉与自

信：用火热的胸膛挡住枪眼的黄继光，抱

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忍受

着烈焰直至牺牲的邱少云，独自坚守阵地

毙敌二百余的胡修道，在最后时刻拉响手

雷的孙占元……英雄难以尽数，充分说

明，这是一支必胜的军队，这是一个伟大

的民族。

《跨过鸭绿江》，把历史从时光的隧道

中重现出来，在纷飞的尘埃中闪射动人的

光芒，使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感奋，从琐碎

日子中警醒。这种崇高之美，激发了人们

的崇高之情，不仅属于荧屏上的艺术，更

属于我们行进中的现实与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左图为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剧照。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审美创新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的品格与追求

杜学文

核心阅读

《党的女儿》给了我荣誉，
给了我不老的灵魂。演党的
女儿，做党的女儿，是我不懈
的人生追求

1991年

总政歌剧团根据同名电影改编

了 6 场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由阎

肃执笔编剧，王祖皆等作曲。北京

京剧院推出京剧版《党的女儿》。

2001年

庆祝建党 80 周年，总政歌剧团

复排演出民族歌剧《党的女儿》。

2011年

庆祝建党 90 周年，总政歌剧团

演出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电视剧

版《党的女儿》播出。

2016年

为纪念建党 95 周年、红军长征

胜利 80 周年，国家京剧院根据同名

歌剧创排改编现代京剧《党的女儿》。

2019年

山西省晋剧院根据同名电影和

歌剧改编出新编晋剧《党的女儿》。

图片自上而下为电影《党的女

儿》剧照、扮演“白毛女”时期的田

华、田华珍藏的电影《白毛女》获奖

证书。

制图：蔡华伟

经典的回响

今年，我们迎来建党百年，我从事革

命文艺工作也到了第八十个年头。回忆

我的艺术道路，思绪万千。因为主演电

影《白毛女》被全国人民知道，“喜儿”成

了我的代名词，但让我一辈子感到无比

自豪，对我激励教育最大的，还是在电影

《党的女儿》中扮演共产党员李玉梅。

《党的女儿》根据作家王愿坚的《党

费》改编，讲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李玉梅在

与党组织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始终忠于

党的事业，不顾自身安危与敌人斗争的

故事。现在看这部电影，我自己也要流

泪的。

1958 年，《党的女儿》开拍。导演林

农看过我演的电影《白毛女》，对我充满

激情又质朴的表演比较认可，就选定我

饰 演 主 角 李 玉 梅 。 相 似 的 革 命 斗 争 经

历，以及在中央戏剧学院 18 个月的理论

学 习 ，给 了 我 扮 演 李 玉 梅 有 利 的 条 件 。

但 由 于 当 时 不 了 解 南 方 人 民 的 生 活 习

俗，开始创作时，我感到比较吃力、忐忑，

毕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所幸我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了来自

江西兴国的妇女代表刘友秀和范秀英。

她们参加过苏区对敌斗争，详细给我叙

述了红军长征前后苏区的斗争形势。介

绍中，她们还情不自禁地唱起兴国山歌

来 ：“ 哥 哥 出 门 当 红 军 ，斗 笠 背 在 背 中

心 。 祝 福 哥 哥 打 胜 仗 ，消 灭 敌 人 不 留

情。”这一切，让我真实感受到当年的斗

争情景：红军为什么要转移，李玉梅他们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是怎么坚持斗争

的，最后又是怎样牺牲的……我只要一

合上眼，就是刘友秀、范秀英和李玉梅三

个人的形象，也会想起参加革命的经历，

我觉得一下子抓住了李玉梅这个人物的

精髓，有了非常强烈的创作冲动，很快投

入紧张的拍摄中。

虽然时隔 63 年，《党的女儿》创作集

体的每个日夜、每个场景、每句台词，以

及所有的大小细节，我都历历在目。

影片中我饰演了成年的女儿小妞和

母亲李玉梅两个角色。两人经历不同，

内心世界不同，我用不一样的眼神来表

现。小妞是文工团演员，她活泼稚气，眼

睛水汪汪的，她穿的文工团演出服是我

自己的服装。某种程度上，小妞演的是

我自己。母亲李玉梅则复杂了很多。李

玉梅与参加红军战略转移的丈夫分别，

她 抱 着 小 妞 ，眼 睛 里 含 着 泪 水 ，低 下 了

头，用此来说明她的成熟。我没有让她

哭哭啼啼的。李玉梅回到八角坳，看到

同志们牺牲在街头的场景，她的眼中没

有泪水，而是一丝冷峻的光，是对敌人的

仇恨和愤慨。影片高潮部分，李玉梅为

了掩护同志而被敌人带走，她对小妞说：

“听妈妈的话。”导演给了李玉梅的眼睛

特写镜头，依然没有泪水，而是为革命牺

牲的无畏气概。

电影中三次党小组会让我印象尤为

深刻：第一次，李玉梅和两个女党员在山

洞里学党章，选小组长，决心在与党组织

失去联络的情况下继续斗争；第二次，她

们开会决定发动群众，将在村头的革命

烈士遗体安葬起来；第三次，她们决定为

没盐吃的游击队筹集腌菜，以这种特殊

党费的形式表达对组织的深厚情感。这

些都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每一个党员就

应该这样，无论在何种艰难的情形下，都

要永远保持对党的信念和忠诚。

影片公映后引起轰动，成为红色经

典的代表作品。很少写影评的茅盾先生

破例发表了《关于〈党的女儿〉》的评论文

章，评价“田华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

的。没有她的表演，这部电影就不能给

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有人说，

这是党的女儿演《党的女儿》，我觉得这

是最贴切的比喻，是对我最大的激励！

我生长在河北一个落后的小山村，

儿时记忆大都是亲人被日本侵略者残害

的场景。12 岁，我报名参加抗敌剧社，成

为儿童舞蹈队的一员。自此，我的生活

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记得我参军后学唱的第一首歌曲，

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姆妈！你在斗

争中成长，你在斗争中壮大……”我参加

慰问“百团大战”指战员凯旋，爬上梯子

向我们胜利的官兵敬礼，直到最后一个

士兵通过，胳膊都举酸了，但心里特别高

兴，特别骄傲。后来，我参加剧社创作的

《子弟兵和老百姓》《清明节》《红枪会》等

文艺节目，还参加过对敌政治攻势，在房

涞涿敌后炮楼下的村庄演出，历经炮火

的锤炼，思想上也成熟了。

16岁那年，我入了党。在面向党旗宣

誓时，我决心一生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

党忠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部队打

到哪里，我就跟随抗敌剧社演到哪里。从

保定、石家庄到天津，再到张家口、宣化、

北京，为部队官兵演，为驻地群众演。

战争让我从无知的孩子成长为有理

想、有追求、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文艺战

士。这样的经历，让我塑造“党的女儿”

形象，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种真情流露。

所以，李玉梅与我水乳相容、交织在了一

起。我的血液里，融入了李玉梅的血液！

大家对电影《党的女儿》评价很高，

不是因为我演得好，而是王愿坚的原作

写得好，是林杉再次创作加工得好，是导

演导得好，是摄制组付出全部心血的结

晶，更是一代共产党人牺牲的壮烈和崇

高的精神感动和教育了观众。

《党的女儿》给了我荣誉，给了我不

老的灵魂。演党的女儿，做党的女儿，是

我不懈的人生追求。从艺 80 年来，我所

有作品都与不同的时代主题同步而行，

一页页翻着看，可看出中国共产党所走

过的道路，共产党人高扬的理想信念，和

为了信仰接续奋斗的脚步。

如今 93 岁了，我还能用演员职业的

特 殊 身 份 ，坚 定 不 移 地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电影人，我扮

演人物从来不分戏重戏轻、主角配角，只

要党和人民需要，我都像演主角一样认

真严肃、一丝不苟，以一个革命文艺工作

者的良心去感恩生活，为民演出。

人都会老的，但艺术常青。在新时

代，我还要做一个有信仰、有情怀、有担

当的文艺战士，把表演作为为人民服务

的事业，只要生命不终结，我的表演事业

就不会落幕。

（作者为电影表演艺术家）

演《党的女儿》
做党的女儿

田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