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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主旋律电视剧频频让人喜出望

外。继《山海情》《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热

播之后，描写“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感人事迹的

电视剧《功勋》，再度点燃广大观众的热情，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该剧在 4 家卫视和 3 家视频

平台联合播出，观众在评分网站打出高分，相

关话题频频登上网络热搜榜。

看《功勋》、学“功勋”，崇敬英雄、礼赞时

代，让《功勋》从文艺作品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化

热点和社会现象。梳理《功勋》创作生产过程，

可为主旋律电视剧如何“找准选题、讲好故事、

拍出精品”，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故

事带来诸多启示。

心系“国之大者”
弘扬和激发家国情怀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

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时代的电

视剧创作者当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

者”，主动担当使命，为国家写史、为民族塑像、

为时代铸魂。这是《功勋》创作的第一点启示。

2019 年 9 月 29 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颁

授仪式上指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

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我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

雄模范，就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

着、朴实的鲜明品格”。

电视剧《功勋》形象地表现了时代楷模把

个人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所汇聚而成

的先锋力量，生动诠释出当代英雄的人格魅力

与社会价值，弘扬和激发家国情怀，让观众从

心底里增强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激

励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而接续奋斗。

历史证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

的根本保证。党历来重视加强和改进对文艺

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

者，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推动

了文艺精品在不同时期持续涌现。一系列主

旋律剧作在创作和播出方面取得的成功，再次

昭示党的文艺事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

优势。主动出题、组织创作，将国内一线创作

团队和制作班底在短期内迅速集结、强强联

合，实现了资源和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为

作品创作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人

才保障。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文艺工作者应把

握时代脉搏、承担历史使命，打造出更多思想

性与艺术性俱佳的精品力作，让主旋律创作在

新时代生机勃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强劲精神力量。

塑造典型达到新高度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

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民族是崇

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

同样需要英雄情怀。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

英雄故事、塑造英雄形象，让英雄形象更加深

入人心，英雄精神广为传扬。这是《功勋》创作

的第二点启示。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

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立得

住、留得下的典型人物，作品才能有足够的吸

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

尤为如此。《功勋》生动塑造了李延年、于敏、黄

旭华、张富清、申纪兰、孙家栋、屠呦呦、袁隆平

8 位英模，其中有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战斗

英雄，有为祖国强盛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也有为新中国妇女积极争取劳动权利的全国

劳动模范，每一位功勋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位

人物身上都有独特的闪光点和记忆点。该剧

既显现出这些英雄人物为人子女、父母、夫妻

的平凡之处，又彰显出他们人生中的高光时

刻，将平凡性与超越性融于一身，让英雄的崇

高信仰具有了更加强烈的感染力和召唤力。

《功勋》总导演郑晓龙坦言，真实的功勋事

迹和扎实的前期采访为塑造人物典型提供了

充足养料。为拍好《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主

创前往广西，同老英雄一同追忆他牺牲的战

友。为拍好《默默无闻张富清》单元，主创走进

张富清居住地，向邻居了解其刻意尘封的功绩

和过往。剧作的热烈反响说明，文艺创作方法

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还是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对待现实生活，创作者不但要身

入，更要心入、情入。只有从火热生活中体悟

人格境界、揣摩精神内核、汲取创作灵感，才能

塑造出血肉丰满、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才能

真正让角色与观众产生共鸣共振。

夯实精品理念
信仰在好故事里落地生根

衡 量 一 个 时 代 的 文 艺 成 就 最 终 要 看 作

品。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

的能力；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

诗的雄心。电视剧工作者要想锻造出精品，需

要把“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精品”的原则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实，那些高尚的精神

信仰就蕴藏在英雄人物的日常点滴中，就看创

作 者 是 否 有 功 力 和 智 慧 将 其 表 现 在 好 故 事

里。这是《功勋》创作的第三点启示。

在题材和内容方面，该剧首次通过电视剧

的叙事艺术，集中展现当代英模的真实人生经

历与高远人格境界，兼具时代性和新鲜感，并

努力做到原型人物真实性和艺术创作虚构性

的和谐交融，寻求契合时代语境的年轻态表

达，用青春、理想、成长、情感等精彩元素包裹

思想主题。在《无名英雄于敏》《屠呦呦的礼

物》等单元中，细腻的个体叙事和情感互动感

人至深，与观众实现共情，进而让信仰的力量

潜移默化地流淌进观众内心深处。3 家视频

平台的数据显示，观看《功勋》的年轻观众占主

流，18—39 岁的观众占比 67%，观众互动活跃，

好评如潮，3 家平台弹幕累计数百万，“致敬”

“泪目”“好看”“有质感”的弹幕刷屏，对英雄的

敬仰、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为美好时代而奋斗

成为“最大公约数”。

在结构和制作方面，该剧以单元体例铺陈

叙事，每个单元 6 集篇幅，短小精悍、情节紧

凑，顺应了当下精品短剧的创作趋势。电影感

的画面处理，别具匠心的细节描摹，高度还原

的场景、服装、道具等，都彰显了作品的审美质

感与创新追求。为拍好李延年带领连队夺回

346.6 高地的英勇事迹，剧组花费一个月在延

吉复原当年的战地。《孙家栋的天路》剧组，近

乎一比一还原东方红卫星，管线和螺丝的位置

都做了详细研究。申纪兰的故事背景是上世

纪 50—60 年代的乡村，当时的村落场景现在

很难找到，剧组就对拍摄地进行改造。《功勋》

在“软件”和“硬件”上的精益求精，将对影视剧

创作产生示范和引领作用。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

辉映着伟大的时代。文艺工作者不断增强书

写新时代史诗的雄心壮志，聚焦历史性成就和

历史性变革，向着思想和文化的高峰努力攀

登，主旋律创作必将焕发蓬勃生机。

（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版式设计：赵偲汝

电视剧电视剧《《功功勋勋》》创作的启示创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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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6 集纪录片《岳麓书院》在湖南卫

视播出，受到关注。“无论面临怎样的挫折和荣

耀，始终坚持逆而不坠、悲而不颓，始终昂扬着

向死而生、舍我其谁的气势。”这是《岳麓书院》

对中国精神的最高礼赞。该片以一个个生动感

人的故事，一页页美丽厚重的画面，论述了岳麓

书院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揭示了中华

文明生生不息、弦歌不绝的根源所在。

《岳麓书院》选取了较高的立意起点。纪录

片不仅意在引领观众欣赏文物古迹、人物趣事，

更希望透过这些细节进入宏大的历史场景，展

现中国思想史的衍化脉络。自两宋开始，中国

古代思想史经历了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明清实

学、清代考据学等重要思潮。晚清以来，中国近

代思想史又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新文化

运动等的洗礼，继而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道 路 。 思 想 史 相 对 抽 象 ，影 视 化 呈 现 难 度 较

大。一般而言，纪录片主要有体验式、文献式、

再现式 3 种讲述方式。《岳麓书院》从视觉感官

体验角度还原历史场景，以精炼的语言、丰富的

内容、精美的影像，让普通观众能够从一个书院

的故事了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让高立意

有了扎实生动的呈现。

《岳麓书院》选材角度巧妙，尤其是其中的

人物故事寓意深远。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集

先秦私学、汉代精舍、魏晋玄谈、隋唐禅修的教

育制度与思想精华于一体，故而成为中国传统

教育的典范。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

延至清代仍然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书院，可视

为中国传统书院的典范。纪录片以小见大，通

过一个小院落的不同人物、生动故事，与宋以后

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变迁、重要思想转型联系

起来。譬如，透过一些历史人物故事，表现出中

国思想文化的开放胸襟：二僧购买儒家典籍办

学，体现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晚清魏源、曾国

藩“师夷长技”，推动中国近代化第一步。中华

文明的近代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岳麓书

院》力图客观真实地还原，而不是简单地得出结

论，如对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王先谦与梁启超

之间关系等情节的处理就是如此。

虽然纪录片讲述的是上千年历史叙事，但

这些名震史册的历史人物与岳麓书院的故事，

往往发生在他们求学的青春时期，故而许多场

景画面充满青春气息，既体现出岳麓书院至今

延续办学的生命力，也是古老而长新的中华文

明朝气面貌的展现。

影视是一门综合艺术，要求以浓缩的艺术

化时空展现广大的历史性时空。该片将有关岳

麓书院的历史事件、人物全面交织融合在一起，

聚焦主题，延展视野，提炼内涵，是一部集思想

性、艺术性、创新性为一体的优秀纪录片。其以

纪录片的艺术形式，完成了对中国思想文化的

一次探寻，生动展示宏大历史的内在规律和文

明走向，能够激发普通观众的兴趣，十分难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创作历史文

化纪录片，严肃、虔敬才是最正确的态度。岳麓

书院不仅是湖南一张鲜活的文化名片，也是中

华文明弦歌不绝的一个缩影。我们要更多、更

好地挖掘、梳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

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纪录片《岳麓书

院》就是一个生动案例。

（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国学研究

院院长）

纪录片《岳麓书院》

以现代气息讲述历史文化
朱汉民

通俗网络小说的影视

改编，在当下影视剧创作

中占据了不小的比例。这

其中有爆款，有口碑好剧，

但也有烂尾剧和低分剧。

与此同时，经历了一段时

间的低迷，优秀的传统文

学作品越来越被影视改编

所青睐，正朝着一个良性

的方向发展。

大量传统文学作品的

生命力被时间所检验，同

样也被影视改编所检验。

古典小说如四大名著、《聊

斋志异》等，早早被列入影

视剧的改编序列。而《城

南 旧 事》《边 城》《阿 Q 正

传》《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孔乙己》《林家铺子》《围

城》《四世同堂》等现代小

说，也被一一搬上荧屏或

银幕，一些作品如《四世同

堂》播 出 时 竟 至 万 人 空

巷。如果说很多通俗网络

小说主要依靠想象力编织

的传奇性情节取胜，那么

传统文学作品，则依靠其

深厚的文学功底、深刻的

思想内涵、丰富充沛的人

性情感、积极向上的价值

取向，再度引起当下制作

公司或平台的关注，成为

接下来开发影视剧优质内

容的优选。

之前二三十年，当代

传统文学作品为影视剧提

供了大量的优秀内容。如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徐

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麦

家 的《暗 算》、都 梁 的《亮

剑》、刘静的《父母爱情》、

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

的《尘埃落定》等优秀小说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以及

毕飞宇的《推拿》和《摇啊

摇，摇到外婆桥》（原著《上

海 往 事》）、莫 言 的《红 高

粱》、麦家的《风声》等改编

的电影作品，都是由小说

家提供了扎实的母本。就

当下来看，小说被改编为

影视剧并不是作家们写作

的初衷或目的，部分小说

家甚至排斥影视剧改编，

但是作为一种强大的视听媒介，影视无疑已成为小说

原著传播的重要途径。这一点慢慢被作家们认识到。

扎实做剧、内容为王已经成为影视界的共识。优

秀传统文学作品提供的醇厚养分，使影视改编更容易

成功，更接地气。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一部适合影视

改编、有着好故事、充满人性正能量的小说，很难不被

影视界的“文探”们发现。从近两年根据忽培元小说改

编的《花开山乡》（原著《乡村第一书记》）、根据赵德发

小说改编的《经山历海》（原著《经山海》）等，我们可以

看到，传统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势头正好。

近几十年来，影视艺术快速发展，其优秀者同样能

够为文学增色添彩。如《闯关东》《北平无战事》《大明

王朝 1566》《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优秀剧目，最后也转

化为同名小说，其剧本故事构架比有些长篇小说作品

更牢固，更见内涵，更有丰富生动的人物。从这个层面

上来理解，文学和影视作品其实是互通的，相互依存，

相互成就。传统文学是影视重要的支撑力量，在影视

创作当中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一个伟大繁荣的时代，一个良好的影视创作环境，

让传统文学作品有了更大的生长空间。百年党史中无

数平凡又不凡的人物与故事，新中国 70 多年的发展成

就，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沧桑巨变，都是创作者们挖掘

不尽的创作富矿，是“描摹当下”的最佳素材。

传统文学坚守的思想性和独特气质，能赋予影视

改编作品特殊魅力。作为一名小说家和编剧，我十分

期待传统文学在影视作品改编中发挥更大作用，两者

相得益彰，繁荣共赢，也期待传统文学作品读者和影视

作品观众群体能够高度重合。这是不同艺术样式之

间、人与艺术之间的美好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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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电视剧《花开山乡》剧照。
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

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
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
有创作史诗的雄心。电视剧
工作者要想锻造出精品，需
要把“找准选题、讲好故事、
拍出精品”的原则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核心阅读

图①：《功 勋》

海报。

图②：《功 勋》

剧照，《能文能武李

延年》单元。

图③：《功 勋》

剧 照 ，《袁 隆 平 的

梦》单元。

①

②

③

图为纪录片《岳麓书院》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