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

力的教科书。”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江

苏省委联合制作的百集微纪录片

《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

（以下简称《百炼成钢》），站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历史高度，

撷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的

重要事件，用历史故事的方式，形象

展示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

就，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以小故事

揭示大道理，生动回答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为广大

党员、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党史、

悟思想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本片自 3月 29日起在北京卫视、

江苏卫视等十家卫视、网站、IPTV交

互式网络电视以及多家新媒体平台

陆续上线播出，并在北京、杭州地铁

移动端同时播放，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 6月 20日，全网播放量已突破 26.5
亿，引起网友的持续关注和高度评

价，在青少年中反响尤为热烈。

《百 炼 成 钢》是 用 微 纪 录 形 式

生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有益

探索和尝试，为新形势下如何守正

创新、做好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很

好的经验。

党史学习教育作品必须旗帜鲜

明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

向、价值取向。《百炼成钢》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为根本

遵循，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

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

为基本依据，严格遵守两个“历史决

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准确把握党

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确保

选取内容导向正确、观点明确、史实

准确。这就是“守正”，“守正”才能

心中有谱、脚底有根、理直气壮。

在“守正”的前提下“出新”，创

新表达方式，用易读好看的故事把

坚实的历史内核贯穿起来，使深刻

的道理通俗化、大众化。《百炼成钢》

创作团队在提升内容品质、丰富内

容表达、拓展呈现方式方面作了很

多努力。本片抓取一个个生动可感

的小故事，有思想、有温度、有细节，

娓娓道来、轻松自然。注重文风的

改进，化学术语言为通俗、接地气的

家常话，朴实真诚、雅俗共赏。每集

8 分钟时长，短小精悍、以小见大、

以小见美、以小见深；采用大量珍贵

的历史镜头、历史文献、档案及大量

实拍画面，画面精美。尤其是注重

故事性，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感人

的细节和悬念强化吸引力，吸引观

众一集接一集地看下去。

要深入了解受众，主动走近受

众。创作团队将主要目标受众锁定

为青少年群体，注重研究青少年的

接受能力和审美特点，强化悬念、故

事和情感元素的吸引力，节奏明快，

制作精良。内容选取注重鲜活具

体，富有真情实感，让青少年觉得可

亲、可敬、可爱、可学。文字表达清

新直白，朴实而有温度，侧重从初心

使命、家国情怀等精神层面诠释行

为和成就背后的魂和因，既富张力

又具深意，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中汲

取信仰的力量、思想的力量、道德的

力量、奋进的力量。全片还使用了

动画、沙画、情景再现等观众喜闻乐

见的创作手段，针对青少年受众主

要使用新媒体、善于利用碎片化时

间等特点，在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

平台播出，实现了“厚重的道理、明

快的传播”。

要积极适应变化，认真研究新

媒体特别是移动媒体社交化、移动

化、可视化的传播特点，敢于进行理

念、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以图

片、视频、音频、动画、H5 等形式为

党史学习带来更多现场感、带入感、

共鸣感，与年轻人进行互动、交流、

交融，努力使党史学习在新媒体语

境下释放出强大的传播力、影响力

和引导力。

针对当前短视频传播节奏快、

扩散范围广的特点，《百炼成钢》坚

持移动优先策略，内容按不同主题

重新组合，实施“多元化”传播。创

作团队从 100 集 8 分钟正片中，剪

辑、制作出近千个时长为几十秒的

精彩片段，并冠以青年人感兴趣的、

有吸引力的标题，如“大浪淘沙 中

共一大与会者的不同人生”“‘共产

党’名称是如何确定的”等等，大大

增强了传播效果。

从众多网友的留言中可以看到，

《百炼成钢》产生了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的作用。年轻人从党的非凡历程

中清楚看到了红色政权从哪里来，新

中国如何建立起来，今天的幸福生活

怎么来的；真切感受到红色政权来之

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理解为什么历

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

么一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青年人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

不渝、勇往直前、敢于担当、不怕牺牲

的精神品质所折服，激发起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百炼成钢》的实践表明，新时

代，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应把握正确

导向，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勇于创

新、勇于变革，创作更多适合新媒体

平台传播的正能量作品，反映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用好全媒体，构建网上网下同

心圆，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更

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副院长）

下图为百集微纪录片《百炼成

钢》海报。

生
动
展
示
百
年
大
党
的
光
辉
历
程
和
伟
大
成
就

—
—
《
百
炼
成
钢
：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一
百
年
》
热
播
启
示

柴
方
国

7 月 1 日，我们全家早早守候在电视

机前，与全国人民一起见证这伟大的历史

时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真

是激动万分、深受鼓舞。

1975 年 3 月 8 日 ，我 在 部 队 正 式 入

党。我们业余宣传队条件有限，只有一面

小小的党旗，一台简陋的录音机，《国际

歌》播放完毕，我在党旗下郑重举起拳头、

庄严宣誓。从此，我有了人生信仰。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

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

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

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我为

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感到自豪。作

为演员，我要不懈努力，用优秀作品继承

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我在云南当过 4 年兵，部队生活形成

了我的英雄情结。张思德“为人民服务”，

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进喜“宁肯

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焦裕

禄“ 心 中 装 着 全 体 人 民 、唯 独 没 有 他 自

己”……这些英雄楷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平凡中见不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中国共产党员”。

1977 年，我从业余宣传队考入空政

话剧团，正式开始演员生涯。44 年来，我

演过李大钊、朱伯儒、焦裕禄、冯石、杨善

洲、甘祖昌等共产党员形象。我在创作中

跟他们交过心，自己的心灵也一次次被这

些崇高的灵魂涤荡着。

演“焦伯伯”就是演我
的父辈

电影《焦裕禄》临近建党 70 周年时上

映 ，掀 起 了 观 影 热 潮 ，这 是 我 没 有 想 到

的。我演焦裕禄时怀着两种情感。我父

亲是公社书记，我的老家山东菏泽离河南

兰考并不远，两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人际

关系、生活方式非常接近，黄河古道、大水

灾荒以及贫穷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拍《焦 裕 禄》是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末 90
年代初，那时候，国民经济发展很快，“时

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各种思潮

冲 击 着 我 们 的 传 统 价 值 观 念 。 有 人 疑

惑，《焦裕禄》拍出来有人看吗？我和导

演的想法是，哪怕全国的共产党员都能

看一看呢！

我爱人准备了很多关于焦裕禄的书，

我把它们带进剧组。我们先在峨眉电影

制片厂学习，听老师讲历史背景、讲长篇

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然后

去兰考体验生活。但我越是接近这个人

物，越觉得有距离，就越不自信。

到焦裕禄家访问，一进门就听说电视

剧《焦裕禄》的演员刚走，徐阿姨（焦裕禄

的夫人）见到演员就流下了眼泪。见到

我，徐阿姨有些不信任：“‘宋大成’怎么能

演焦裕禄呢？”我很痛苦。导演鼓励我，外

形有三分像就行，七分在神似。为弥补外

形上的差距，我的体重迅速减了 20 多斤，

白天体验生活，晚上熬夜，饿了就嗑一小

把瓜子，想方设法把自己熬瘦，也熬出劳

累感。

吃点苦倒没什么，关键是神似。我

问自己：焦裕禄的心灵是怎样的？小时

候，我觉得他是好人，现在我仍然从这点

出发：焦裕禄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最珍

贵的优秀品质。他经历了苦日子，在党

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干部，对人民有真

诚的心，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任，他乐于

为人民谋幸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体现在他身上绝不是一句话，而

是实实在在的优秀品质。焦裕禄对兰考

人民有一种朴实的感情，人民的疾苦最

能牵动他的感情。理解了他的感情，也

就理解了他的言行。

在兰考拍摄电影时，我切身感受到

兰考百姓对焦裕禄的感情。群众演员帮

助我们拍戏，一宿宿陪着熬夜，剧组要给

点劳务费，老百姓生气了：“怎么能收钱

呢！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随叫随到！”有

一 场 戏 ，老 百 姓 送 生 病 的 焦 裕 禄 去 医

院。这些群众演员的父辈，当年同样送

过焦裕禄就医。拍戏那天，他们身上穿

什么衣服、手里拿什么道具，家里的老人

早早就交代好了。这样的真情实感，给

了我们演员真实的创作环境和强大的情

感力量。

为 什 么 大 家 看 了《焦 裕 禄》会 受 感

动？影片的魅力来自哪里？鲁迅先生说

过一句话：“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

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焦裕禄》

表现了民族之魂，人民呼唤亲民爱民、艰

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

焦裕禄精神。

我很想重回兰考，到焦裕禄的墓前再

看一看。我想对他说：“焦伯伯，咱们实现

全面小康了。在实现小康的路上，大家学

习您的精神。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

程上，您的精神会继续影响大家。”

共产党员的职责不因
职位变化而改变

2011 年，我出演建党 90 周年献礼片

《杨善洲》。我对云南不陌生，对杨善洲的

事迹也不陌生。骨子里想演他，但心里有

个问号：这个年代有很多优秀党员，杨善

洲能好到这个份上吗？

我决定亲眼去云南看一看。一路接

触到很多人，走访与杨善洲一起奋斗过的

人，听当地老百姓谈起他，我逐渐了解到

杨善洲的好，为自己曾经有这个问号感到

羞愧。

这个戏创作时间紧张。拍摄期间，

我请了两位老师做我的表演指导：一位

是与杨善洲一起奋斗的第一任老场长，

一位是杨善洲的女婿。慢慢地，我在两

位老师的眼神里，找到了扮演杨善洲的

自信。

我当时上了大亮山的林场，看到曾

经是光秃秃的一片山，变成了郁郁葱

葱的大森林。这森林就是杨善洲

退休之后，带着一帮人在山里

20 多年干出来的。杨善洲

本 来 可 以 安 享 晚 年 ，朋

友 知 道 他 下 决 心 去

山里种树，纷纷劝

他：“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他说：“我的

职位没有了，但我是共产党员的职责没

有变。”

杨善洲生在大亮山，小时候家里穷，

他被过继给别人，靠在山上挖草药卖钱当

学费。他的梦想是有一亩自己说了算的

土地。新中国成立，他不仅分到了十几亩

地，还有两间屋子、一头牲口。他打心眼

里感谢党、感谢政府。他不止一次看到村

里的“担架队”，共产党员是上山抬着担架

后 头 、下 山 抬 着 担 架 前 头 ，出 力 总 是 最

多。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共产党

员。在杨善洲心里，共产党的形象是一点

一滴建立起来的。杨善洲要报恩，并找到

了最适合他的方式：用生命来报恩，完成

好党和组织交付的每一项工作。这是他

心里的誓言。

我在当地收集了很多老百姓写给杨

善洲的顺口溜。“活到老，干到老。”“大官

他不像，像什么？像，像个种田郎！富翁

他不当，当什么？当，当个共产党！”“杨善

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

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短短几句顺

口溜，就生动描绘出了杨善洲与家乡父老

之间的深厚情感。

杨善洲 82 岁才下山，他在弥留之际

对女婿说：“我做梦了，梦见山里孩子想喝

咖啡、想吃巧克力。”20 多年来，年轻人跟

着 他 没 少 吃 苦 ，他 内 疚 ，始 终 牵 挂 着 他

们。这些真实的细节，让杨善洲这一共产

党员的形象生动可敬。

因为《杨善洲》，我获了华表奖、北京

国际电影节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奖、“春

燕杯”4 项荣誉。我把 4 个奖的奖杯、奖

状、奖牌，送回云南保山杨善洲奋斗过的

林场。

尽全力创造不负这个
时代的角色

2014 年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我深

切体会到，扎根到生活里去，有创新，才能

出来真正好的作品，才能跟得上时代。

我演过赵树理。他不是一个月两个

月，而是经年累月地深入农村，写出了《小

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成就了“接地

气、传得开、留得下”的经典。

《杨善洲》之后，我在电影《老阿姨》里

扮演甘祖昌将军。甘祖昌 1927 年入党，

1955 年 授 少 将 军 衔 ，1957 年 解 甲 归 田 。

还乡 29 年，他修桥修路、修水库修水渠，

惠及十里八乡。可惜的是，这个片子公映

我没能参加，因为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家

人朋友都为我揪着心。进手术室前，儿子

流泪对我说：“爸，你塑造的这些角色，大

家都会记住的，你这辈子没有白活……”

没想到，在那之后，我还有机会塑造

新的角色。这些年，我参与了《希望的大

地》《河山》《我们的新时代》几部戏。虽然

创作上有些困难，说话不太清楚，但我不

甘心，赶上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环境，

我还想接着演，用有生之年有限精力、尽

全力来创造不负这个时代的角色。

我的追求还是那句话：在通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道上，做一颗

坚硬的铺路小石子！

我是共产党员，也是一名演员。作为

演员，我要完成角色的创作，要吃苦在前，

为角色下最大功夫。每一个角色不管大

小，都要问自己尽力没有。

我曾讲，要做一个称职的演员，珍惜

“演员”两个字，因为来之不易。演员是文

艺工作者，是心灵的工程师，要为观众提

供精神食粮。演员对职业使命的认识有

深浅之别，但这个基本的理念要有。在新

的征程上，我们得想想自己的使命、自己

的责任，想想这份职业的意义，也得问问

自己：你是什么角色？你的位置在哪里？

常有人问我：“你扮演了这些优秀共

产党员，有怎样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希

望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越多越好。

每当想起李大钊、想起焦裕禄、想起

杨善洲，我的心里总会响起那首歌：“我们

共产党人好比种啊子，人民好比土地，我

们到了一个地呀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

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任姗姗、徐馨、崔畅采访整理）

图①：李雪健接受采访。

崔 畅摄

图②：电影《焦裕禄》剧照。

图③：电影《老阿姨》剧照。

图④：电影《杨善洲》剧照。

资料图片

版式设计：蔡华伟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李雪健

核心阅读

焦裕禄对兰考人民有一
种朴实的感情，人民的疾苦
最能牵动他的感情。理解了
他的感情，也就理解了他的
言行。

杨善洲本来可以安享晚
年，朋友知道他下决心去山
里种树，纷纷劝他：“你这不
是自找苦吃吗？”他说：“我的
职位没有了，但我是共产党
员的职责没有变。”

赶上这么好的时代、这么
好的环境，我还想接着演，用
有生之年有限精力、尽全力来
创造不负这个时代的角色。

①①

②

③③

④④

副刊副刊 2021年 7月 18日 星期日88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0.6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