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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作为时代影像志，具有独特的思

想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传播价值。今

年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面开展庆祝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主 题 纪 录 片 集 中 展

播，真实记录了百年大党走过的艰苦岁月和

辉煌历程，热情讴歌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之新

气象新面貌，传播效果良好，社会反响积极，

推动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宣传教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为

相关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真实生动呈现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

建党百年主题纪录片创作特点鲜明，主题

表达深刻。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讲

好讲透革命先辈的故事，有助于赓续共产党人

的精神血脉。

今 年 清 明 节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推 出 6
集纪录片《绝笔》。全片以“英烈绝笔”为主

题，通过发掘革命烈士的遗书、家信、入党申

请书，体现先辈的家国情怀，传递红色基因、

弘 扬 红 色 精 神 ，引 领 我 们 永 葆 初 心 、砥 砺 前

行 。 4 集 纪 录 片《留 法 岁 月》摄 制 组 历 时 3
年，寻访国内外 130 多家留法勤工俭学相关

机构，翻看数千本档案，采访 30 多位留法勤

工 俭 学 生 的 后 代 ，部 分 档 案 尚 属 首 次 公 开 。

比 如 ，揭秘了 1920 年 8 月 13 日，蔡和森写给

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必须建立中国共

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

先锋队、作战部”。1921 年，在毛泽东等人的

积极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留法青

年学生中成立。节目中许多首次公开的关于

历史重大事件的影像、档案和文物等资料，以

及对国内外多位研究专家、亲历者的深入采

访等细节，令不少观众为之感动落泪。网友

表示：“通过纪录片的讲述，我终于知道，为什

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6 集纪录片《八

月桂花遍地开》通过找寻安徽金寨走出的 59
位开国将军的足迹，采访多位在世的百岁老

红军，揭示了鄂豫皖根据地 22 年红旗不倒的

深层原因。

创作者不约而同聚焦“100”这个有着特殊

含义的数字。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精

心选取党史上 100 个重要时间节点，每集精选

一个主题，以时间为逻辑框架，通过重要事件

和人物故事渐次展开，叙事风格既有历史感又

有故事性，生动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精心挑选 100 件最具

代表性的美术经典作品，在每集 15 分钟的体

量里，采用虚拟演播室人物访谈结合故事短

片、作品展示、动画示意、历史背景介绍等手

段，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波澜壮阔的

光辉历程。百集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

产党的 100 年》，以画为体，以史为魂，通过 100
个重要事件串联 100 集精彩故事，以小切口反

映大时代，以小故事折射大主题，每集 8 分钟

时长，采用人物访谈、情景再现、历史影像、动

画和沙画等多种艺术手法讲述党史故事。

这些纪录片坚持与时代同行，从革命历

史中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汲取力量，在时代

脉动中书写奋进的征程。入选国家广播电视

总 局“ 十 四 五 ”纪 录 片 重 点 选 题 规 划 的《曙

光》，创新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拍摄模式，

以革命先辈的后代和新时代的青年学生作为

寻访人，解读当代年轻人为什么要坚定共产

主义理想，为什么要接过父辈的旗帜，继续走

好新时代长征路。

把握新技术、新生态下的传播
密码

建党百年主题纪录片采用新技术，主动适

应新生态，不断拓展纪录片的叙事空间，创新

表达方式，加深人们对党的百年历史内在逻辑

的理解和把握。

《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巧妙

设置悬疑开场，每集开头提出问题，抽丝剥茧、

层层揭秘，激发观众的求知欲，注重运用青春

化语态，深度挖掘党史故事看点，受到众多年

轻观众的喜爱。

《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为适应读图时

代的审美需求，创新推出原创手绘海报，将英

雄人物形象与时代背景、革命事迹融为一体，

让观众读懂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读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拼

搏奋斗、走向富强的精神密码。

网上网下融合传播，凸显这些纪录片的

感染力、影响力、传播力、引导力。有的纪录

片是先在网络播出，有的是电视与网络同步

开播，有的是将每一集纪录片剪辑成若干短

视频在网络传播。《山河岁月》中李大钊生前

唯一一段影像资料、向警予给孩子的书信等

珍贵史料，一经播出便在微博热传。

纪录片创作者践行“四力”要求，坚持以人

带史，以史写人，拒绝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真

实的前提下构建宏大叙事，走进历史内在逻辑

的深处。建党百年主题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

为我们今后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带来诸多启

示。始终聚焦重大主题主线、精心选取关键性

事件、走访寻找关键性人物、创新表达方式，纪

录片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只有用心

用情用功，才能更好地为党写史、为民族铸魂、

为人民立传。

（作者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高级

编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纪录片—

讲述党史故事
汲取前行力量

马 晶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

一……”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

的开篇，伴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

中国共产党》中写下的激扬文字，阡

陌纵横、山脉绵延、森林广袤、大河奔

涌，祖国壮美的山河地貌扑面而来，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史诗般画卷

徐徐展开。

《山河岁月》以代表空间的“山

河 ”为 经 ，以 代 表 时 间 的“ 岁 月 ”为

纬。按照时间分为四季：第一季是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前 后 到 西 安 事

变之前的讲述，第二季是对西安事

变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呈现，第三

季从 1949 年讲到党的十八大之前，

第 四 季 是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的 故

事 。 它 力 求 以 人 带 史 、以 事 绘 史 ，

选 择 党 史 百 年 中 的 关 键 事 件 和 代

表性人物，呈现一代代伟人指点江

山 、激 扬 文 字 的 壮 志 豪 情 ，追 寻 革

命志士筚路蓝缕、追求真理的信仰

之 路 ，讴 歌 革 命 英 烈 前 赴 后 继 、无

怨无悔的非凡人生，生动再现我们

党与人民血肉相连、携手奋进的光

辉 历 程 。 它 用 心 讲 述 、创 新 形 式 ，

文本与影像相得益彰，调用大量珍

贵的历史影像、挖掘众多不为人知

的历史细节，赋予历史以真情以温

度，让观众在现代影像与历史文献

构 成 的 激 情 对 话 中 ，倾 听 岁 月 回

响，重温奋斗征程。

山河巨变，百年同心。《山河岁

月》以深情的讲述，深刻揭示了：为

了山河壮美，为了岁月静好，100 年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性飞跃。

（任姗姗）

《山河岁月》

重温百年奋斗征程

“ 我 的 孩 子 ！ 今 后 —— 愿 你 用

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

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红岩》

中“蓝胡子”的原型蓝蒂裕烈士，英

勇就义前在一个破烟盒纸上写下对

5 岁儿子最后的期望。一字一句，深

藏柔肠的温情，更满怀革命必胜的

豪情。

6 集专题纪录片《绝笔》中，像这

样用生命写就的信仰诗篇还有很多，

一封封革命烈士的遗书、家书、入党

申请书，无不彰显着生死关头共产党

人的先锋本色，无不展现出黎明前夕

革命先烈的信仰弥坚。为了更加真

实地还原英烈形象、诠释革命精神，

纪录片摄制团队先后走访 11 位烈士

后代，挖掘并记录下许多感人历史细

节。烈士吉鸿昌之女回忆与父亲最

后一次通话的那一幕令人动容：年幼

的她不停追问父亲为什么还不回家，

而电话那头的吉鸿昌已哽咽得无法

开口。在家与国的抉择中，吉鸿昌写

下了他的回答——“国破尚如此，我

何惜此头”。许多首次在荧屏上呈现

的珍贵文献档案，如叶挺在狱中写下

的《囚歌》手稿、车耀先的自传原件

等，更让人们得以从铿锵字迹中，感

受革命先烈的赤子之心。

纪录片《绝笔》创新表达方式，采

用多种高科技手段，使薄薄的信纸在

历史与现实中往来穿行，带领观众领

悟信仰的力量。光影交织中，一道道

力重千钧的绝笔，如一盏盏明灯，照

亮今人奋进的道路。 （马苏薇）

《绝笔》

生命写就信仰诗篇

“从这些年轻党员身上，我不仅

看到了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也看到

了为民服务的精神面貌，我要以他们

为榜样，向他们学习。”在《在线 3：年

轻党员云在线》纪录片下方，这样的

评论有很多。这部引发广大年轻党

员干部共鸣的纪录片，反映了 5 位一

线基层党员“云在线”的工作场景，以

独特的视角生动记录年轻党员通过

先 进 技 术 发 挥 党 员 作 用 的 生 动 画

面。无论是利用数字化技术为病患

治疗的 85 后医生，还是通过电商解

决农产品滞销难题的驻村干部，抑或

通过短视频宣传法制知识的基层民

警，他们将互联网与田间地头连通，

让更多人体验到先进科技对生活的

改变。影片紧紧围绕“在线”二字展

开叙述，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善于运

用互联网技术，而且始终身体力行，

深耕在脱贫攻坚的现场。更重要的

是，尽管在工作当中会遇到挫折、困

难，但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始终“思

想在线”，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不懈努

力，这种热情也感染、带动了许多荧

屏外的年轻人。

纪 录 片 中 的 年 轻 党 员 ，是 中 国

千千万万优秀党员的缩影。科技的

发展让时代发生了变化，共产党员

的初心和使命不变，红色基因薪火

相传。 （任飞帆）

《在线 3：年轻党员云在线》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八月桂花遍地开……”2015 年

2 月，98 岁的方子翼将军再次听到家

乡亲人哼唱这首民歌小调，流下了眼

泪。镜头闪回，多年前他回忆 1929
年金寨县佛堂坳小学的罗银青老师

带领大家唱这首歌，眼神里满是少年

人的热烈。

6 集纪录片《八月桂花遍地开》是

少有的以一个县为原点展现恢宏革

命历史的尝试。上世纪 20 年代初，中

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先驱者蒋光慈等

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蒋光慈的自传体小说《少年

漂泊者》七年里重印了 16 次，引领无

数少年走上革命路。他的启蒙老师

詹谷堂在他的影响下成为共产党员，

建立起金寨第一个党小组。第一集

的叙事方式决定了全片的叙事气质。

鄂豫皖苏区曾是仅次于中央苏

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红军摇篮》

《生死转战》和《北上先锋》呈现了“将

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的金寨

战士如何转战千里万里，最终与刘志

丹部队胜利会师。最后一集《将星璀

璨》，讲的是这些大将们如何在枪林

弹雨中淬炼初心、不断成长。十几岁

参加红军的皮定均，在 1946 年创造

了中原突围的“皮旅”传奇。抗美援

朝战争中有 56 名金寨将官参战，詹

大南率部歼灭了自以为不可战胜的

美军“北极熊团”，方子翼亲率空 4 师

参战，击落美机近百架，洪学智指挥

志愿军战士打造出一条炸不垮的后

勤供应链……

抢救性的人物采访、有节制的情

景再现、红军后代一次次重走长征

路、老红军一件件捐赠回来的革命文

物……这是送给“山山埋忠骨，岭岭

铸英魂”的那抔热土的礼物。

（杨雪梅）

《八月桂花遍地开》

枪林弹雨淬炼初心

图①：1924 年 9 月，李大钊在莫斯科大剧院演讲。

图②：纪录片《山河岁月》中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图③：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用沙画

的方式再现历史场景。

图④：纪录片《在线 3：年轻党员云在线》海报。

图⑤：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剧照。

图⑥：纪录片《八月桂花遍地开》航拍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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