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功

勋》等一批围绕建党百年创作的重大主题电视

剧接续热播。这些作品艺术再现建党百年波

澜壮阔的历史，深情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生动实践，真情抒写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动展

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为推动

新时代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从高原向“高峰”

迈进积累重要经验。

紧扣主题主线
创作史诗的生动实践

从 1980 年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

十八年》拍摄起，电视剧就肩负着讲述革命历

史的使命。 40 余年来，文艺工作者不断创新

革命历史题材，使电视剧为记录党的历史、弘

扬党的精神、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发挥十分重

要的作用。

庆祝建党百年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坚

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紧扣主题主线，再现

历史脉络，理性把握历史事件，注重刻画历史

人物，形成了兼具历史广度、思想深度、生活温

度的叙事风格。

一是通过全景式扫描与重大事件聚焦，构

筑电视剧恢宏的史诗气魄。这些作品有对历

史大潮的泼墨大写意，真实再现从新文化运动

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

八七会议、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从瑞

金再到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等重要历

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也有领袖伟人、革命

志士为了理想信念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慷慨

悲歌；有宏大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有颇具年代

感的生活场景、有穿透力的思想阐释和细腻感

人的情感故事。于光明与黑暗、正义与反动的

激烈斗争中，揭示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激荡

爱国主义精神，让广大观众通过生动感人的影

像接受历史教育，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光荣

与梦想》以编年体手法、全景式叙事再现从中

国共产党诞生到抗美援朝作战的历史过程，

《跨过鸭绿江》全景展现抗美援朝战争从最初

决策到最后签订停战协议的全过程，《大浪淘

沙》采用聚焦中共一大代表命运浮沉的传记写

法，《中流击水》以重要历史人物为主要视角进

行宏大叙事，等等，这些开拓为革命历史题材

电视剧增添创新性、多样性和贴近性。

二是大胆开掘题材，既有对观众熟知的历

史重大事件的再书写，也有对历史场景的新发

掘。《觉醒年代》将电视剧对党史的书写拓展到

1914 年 至 1919 年 间 ，延 展 了 历 史 书 写 的 维

度。此前，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描写自 1913 年

至 1918 年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革

命的故事，《中国 1921》以青年毛泽东的视角展

现 1918 年至 1921 年间的历史进程，《我们的法

兰西岁月》讲述部分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

1919 年至 1926 年期间留学法兰西的故事。《觉

醒年代》将历史观照进一步投射到新文化运动

和五四运动，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历史大变革时

期的社会思潮和不同阶层群体的历史镜像，深

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绝

密使命》首次聚焦鲜为人知的中央红色交通

线，填补了这一题材的空白，意味着党史题材

剧创作在关注历史主脉、重大事件的同时，也

着力于刻画丰富多彩的历史细部。新场景、新

故事与宏大叙事一起，完成对建党百年峥嵘岁

月、辉煌历史的深情书写。

三是小切口、多角度，深化人民群众对社

会发展的情感归依与理性认同。中国不乏史

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建党

百年主题电视剧，涵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将历史叙事、思想表达

和文化内涵融为一体，是创作史诗的生动实

践。在《理想照耀中国》中，章华妹由一个小商

贩成为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的故事折射新中国

经济发展的历程；描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第一支儿童脊髓灰质炎疫苗发明的过程，

反映了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再现《歌唱祖国》的

诞生过程、奥运金牌陪练磊磊的故事，反映的

是新中国文化体育的发展。《功勋》以 8 位功勋

人物的传记，歌颂中华儿女的拼搏与创造。宏

大叙事与中观、微观叙事并举，英雄楷模的故

事与普通人的故事相得益彰，犹如中国画中的

散点透视，在横移式视觉扫描中，徐徐展开百

年党史的恢宏画卷，最大程度调动起观众的共

情与共鸣。

构筑精神丰碑
释放出强大精神动力

庆祝建党百年的电视剧贯穿伟大建党精

神，以鲜明的价值观念、充沛的情感、动人的故

事，抒写理想信念，构筑精神丰碑。这些电视

剧，通过典型形象镌刻精神坐标，于历史进步中

彰显规律，在发展趋势中昭示未来，突出历史精

神的时代萃取和青春表达，释放出强大精神动

力，彰显文艺工作者书写新时代史诗的信心。

一是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拓展精神表达的广度。《光荣与梦想》通过气势

恢宏的行军长镜头、血战湘江的壮烈场面，展现

了长征精神。由天空俯视蜿蜒山川大河的画面

结合数字特效，清晰展现多路红军长征路线，既

有“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艰难困苦，也有“而今迈

步从头越”的豪迈激情。《百炼成钢》通过虚构小

战士马胜在会场外站岗的艺术手法，以普通战

士的视角体现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啊摇篮》

聚焦革命后方战线，以中央托儿所的保育员与

孩子的视角揭示红色血脉的赓续绵延，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阐释了延安精神。《理想照耀

中国》里，渣滓洞年龄最小的烈士蒲小路面对反

动派监狱长的威逼利诱坚守理想信念，展现了

红岩精神，等等。既生动地再现历史，也注重描

绘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让荧屏绽放理想信念

的光芒，激发强大正能量。

二是将伟大建党精神与时代需求对接，

高度契合当下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觉醒年

代》中，青年毛泽东、周恩来，少年陈延年、陈

乔年，风华正茂、挥斥方遒，张扬创建“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的澎湃激情。他们的感召

力不仅来自青春的形象，更是来自振兴中华

的人生理想和使命担当，在青年观众中掀起

情感波澜。许多观众认为，陈独秀送别陈延

年、陈乔年的场景与多年后上海龙华刑场陈

延年、陈乔年牺牲的场景叠印出现，4 分多钟

的画面具有强大的情感震撼力、精神感染力，

迸发出穿越时空的精神伟力和信仰力量。数

据显示，《功勋》在 3 家主要视频网站播放量

均超 3 亿，观看《功勋》的用户中 18—39 岁占

到 67%，无数观众刷出“泪奔”“破防”等弹

幕 。《跨 过 鸭 绿 江》中 ，杨 根 思 、黄 继

光、邱少云等烈士舍生忘死，用生

命和鲜血点燃青春梦想、践行

青 春 使 命 ，赢 得 来 之 不 易 的 伟

大 胜 利 ，引 发 了 年 轻 人 的 强 烈

共鸣。

三 是 创 新 影 视 化 、艺 术 化 手

法 ，生 动 阐 释 伟 大 建 党 精 神 。《大 浪

淘沙》中毛泽东深入安源煤矿与矿工同劳动，

点燃煤油灯照亮工人前行道路，寓意共产党

人为劳苦大众带来光明。《百炼成钢》匠心独

运，以音乐为媒，以《国际歌》《万里长征》《黄

河在咆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最可

爱的人》《歌唱祖国》《为希望祝酒》《年轻的朋

友来相会》为题，以 8 首经典歌曲串联起党的

百年历史。此外，有的作品融入政论体论辩

式手法，极大增强了阐释思想的力度。《中流

击水》等作品，多次表现毛泽东与多位革命者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讨论，政论体的对白有

力体现了人物丰沛的精神世界与深刻的理性

思 考 ，还 原 了 思 想 活 跃 、争 鸣 交 锋 的 时 代 气

质，也推动着整部剧的情节发展与戏剧冲突。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品。总结和发扬建

党百年主题电视剧的创作经验，把守正创新贯

穿到创作生产全过程，着力提高原创力，进一

步提高剧作的生动性、感染力，在史、剧与诗的

交融中抵达美学新高度，重大主题创作将涌现

更多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图①：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剧照。

图②：电视剧《功勋》剧照。

图③：电视剧《光荣与梦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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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

电视剧《红旗渠》，再现

了 上 世 纪 60 年 代 河 南

林 县 人 民 在 县 委 领 导

下，克服艰难险阻、修建

红旗渠水利工程的生动

故事。围绕这一感人史

实，多种艺术形式提供

了 丰 富 的 叙 事 蓝 本 ，

1998 年 播 出 的 电 视 剧

《难忘岁月——红旗渠

的故事》，至今让人记忆

犹新。电视剧《红旗渠》

以质朴清新的气质亮相

荧屏，让新时代的人们

再 次 感 受 50 多 年 前 林

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动

人华章。

电 视 剧《红 旗 渠》

带给观众深深的感动，

首 先 是 红 旗 渠 本 身 的

奇 迹 和 红 旗 渠 精 神 赋

予的，更是由作品所真

切 还 原 的 历 史 质 感 与

烛 照 时 代 的 精 神 内 涵

带来的。

朴 实 无 华 的 风 格

渗 透 在《红 旗 渠》的 方

方面面。剧中，太行山

的崇山峻岭、黝黑的山

洞隧道、贫瘠荒野的土

路，林县百姓朴实的面

孔 、素 朴 的 装 束 ，眼 神

中写满对水的珍视、对

幸福生活的憧憬，都尽

力 还 原 出 几 十 年 前 的

环境氛围，以及当年修

建 红 旗 渠 的 物 质 条 件

与技术水平。

全剧开篇，林县大

旱缺水的情形着墨不多

却极具冲击力：水生娘

因打碎水罐自尽，吴念

祖妻子因缺水病故，当

地百姓、家族因缺水、找

水、争水产生矛盾冲突，

瞎子叔因找水摔伤死去

……这为当地从百姓到

以县委书记林捷为代表

的县委班子，下定决心

修建红旗渠水利工程提

供了充分的行动理由和

精神动力。

引漳河水入林县，

修建红旗渠，是一个巨

大而艰难的水利工程，剧中对此表现得充分而细

腻。当地自然条件恶劣、地形险峻，在太行山悬崖绝

壁上施工险象环生。当时，技术条件与机械设备落

后，物资匮乏。没有水泥，自己造；没有炸药、自己

造；没有水平仪，青年突击队自己做。林县人民为修

建红旗渠克服了无数技术难关。作品还表现了当地

农民最初因缺乏科学素养，不按图纸施工、胡乱挖掘

与技术员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这一切都自然地

构建起全剧沉实有力的叙事动力，让情节一波三折、

张力十足。

为修建红旗渠，突击队员先后有几十人牺牲，悲

壮中，让人感受到林县人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坚韧不拔。这一点，既表现在学生们

齐声背诵的《愚公移山》篇章，也渗透在恩师路长信

教授在弟子牺牲后亲赴红旗渠工地、收水莲做学生

等催人泪下的场景中。

在《红旗渠》中，以水莲为代表的年轻女性是修

建红旗渠的重要力量。作品适度再现了一些人对修

建红旗渠的干扰，表现出红旗渠修建不仅要克服自然

环境险峻、物质条件匮乏等困难，还要解决观念落后

等问题。这种干扰凸显了以林捷为代表的县委多位

领导干部的高风亮节与责任担当。剧中，令人感动的

一幕是林捷坚持继续修建红旗渠二期工程，并立誓如

果失败，将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当地百姓谢罪。

人物形象动人、可信，也是该剧比较成功的基

础。林捷、李明阳、孙士厚、童昆等多位人物形象个性

鲜明。林捷对百姓始终怀着一颗滚烫的心，是一位真

正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的好干部。剧末，他

因挪用国家专项资金用于修建红旗渠而被审查，县委

班子成员、银行行长、水利局局长等多位领导以主动

揽责来保护林捷，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林捷的人格魅力

和林县县委的凝聚力，以及共产党人敢于负责的担当

精神。其他人物形象，如青年突击队的水生、水旺，水

莲、桑红以及石头爷等都生动而鲜活。

红旗渠精神已深深沉淀并铸造着中华民族的伟

岸脊梁，将不断感动一代又一代人。这是本剧带给

观众的重要启示。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下图为电视剧《红旗渠》剧照。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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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为切入点，

聚焦于蓝、田华、于洋、金迪、谢芳、王晓棠、祝

希娟、秦怡和牛犇等电影演员的纪录电影《演

员》日前上映。

这部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等出品，潘奕霖

导演的纪录电影，以其特有的对话方式，呈现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从艺经历和生命感悟，是

一部有情怀、有追求，兼具历史价值和现实关

怀的电影史电影。

《演 员》的 历 史 价 值 毋 庸 置 疑 。 上 世 纪

60 年代，经过评选，来自上海电影制片厂、北

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

制片厂等单位，包括赵丹、白杨、张瑞芳在内

的 22 位演员，被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

观 众 称 他 们 为“ 二 十 二 大 电 影 明 星 ”。 半 个

多世纪已过去，《演员》镜头里的每一位年逾

八旬的表演艺术家，画面中的每一部特定年

代的影片片段，通过有意味的剪辑产生新的

叙事性及情感张力，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

献，值得观众认真揣摩、反复回味。

《演员》以演员为中心，精心搭建了一个导

演与演员、演员与演员，演员与电影、电影与观

众，以及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互动共生的

叙事框架和情感结构，生动再现了老一辈艺术

家的精神世界和艺术追求，也深刻阐释了为谁

而演、如何表演的命题。

曾参演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于洋

说：“希望我们现在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还

是要向生活看齐。”祝希娟回忆自己学习表演

的第一节课，就是“演员的道德”。电影《上甘

岭》中杨德才的扮演者张亮等人回忆，1956 年

影片主创来到上甘岭，看到战争的炮火让那里

“没有一块完整的岩石，没有一棵绿的树”，想

象到黄继光和战友们是如何艰苦卓绝地战斗，

他们被深深震撼，明白了要用心演戏，而不是

用技术演戏。王晓棠坚持用艺术形象说话，对

角色投入最大的感情、对自己保留最大的冷

静，“表演上没有止境，只有好和更好，没有最

好”的话语掷地有声。

尽管影片在镜头运动、画面组合与全片节

奏等方面，还存在可以更完善之处，但总体上

看，它改变了这类题材电影常见的全知叙事视

角，使观众浸润在一种由演员内在气质与导演

个人经验所构筑的影音世界和情绪氛围里，完

成了一部纪录电影应有的使命，表现出对现实

的强烈关怀。

（作 者 为 北 京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副 院 长 、

教授）

左图为电影《演员》海报。 资料图片

纪录电影《演员》

生动展现老一辈艺术家的精神境界和艺术追求
李道新

核心阅读

总结和发扬建党百年主题
电视剧的创作经验，把守正创新
贯穿到创作生产全过程，着力提
高原创力，进一步提高剧作的生
动性、感染力，在史、剧与诗的交
融中抵达美学新高度，重大主题
创作将涌现更多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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