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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

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

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

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

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电视剧创作步入持

续发展的繁荣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的发展尤其如此。从 1982 年短篇电视剧《周总

理的一天》播出开始，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电视剧创作已走过整整 40 年。前 30 年，以长

篇连续剧《长征》《延安颂》《恰同学少年》为代

表，一批优秀之作标志重大题材创作的丰硕成

果，也引领了我国电视剧的发展潮流。

这 10 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守正创新，重大题材电视剧进入持续走高

的繁荣发展期。从《换了人间》《海棠依旧》《历

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到《伟大的转折》《外交风

云》《特赦 1959》，从《可爱的中国》《彭德怀元

帅》《跨过鸭绿江》到《觉醒年代》《光荣与梦想》

《大浪淘沙》等，这些优秀之作凭借良好的品质

赢得广泛好评，其经验值得总结。

尊重创作规律
好作品、大作品层出不穷

综观这 10 年的发展，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

视剧好作品、大作品集中涌现，呈现显著特点。

在党和国家的重大节庆和纪念日，精心创

作的重点作品集中与观众见面。比如，2015
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推出《太行山上》；2016 年，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推出《绝命后卫师》《彝海

结盟》；2017 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推出《热血军旗》；2019 年，庆祝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 推 出《外 交 风 云》《特 赦

1959》；2021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推出《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光荣与梦想》

《大浪淘沙》等。这些优秀之作配合重要时间

节点播出，有力烘托了节庆氛围，积极扩大了

社会影响。

尊重创作规律，扎实推进方能行稳致远。

在非重大节点的年份，优秀作品成熟一部推出

一部，保证了优秀新作不断档。比如，《换了人

间》《海棠依旧》《彭德怀元帅》等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电视剧，虽然没有在重大节点推出，依然

凭借其良好的品质，赢得广泛好评。

现象级作品不断涌现，赢得良好口碑。尤

其是 2016 年至 2021 年的这 5 年，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的好作品、大作品层出不穷。像《海棠依

旧》《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这样的现象级作

品接踵而来，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提升思想艺术水平
题材内容、叙事视角、细

节描写均有突破

作家巴金曾说，作家靠作品生存。我们评

价电视剧时也应秉承这样的态度，不论什么题

材，最终要靠作品来说话。就作品的思想艺术

水平剖析，10 年来的代表作特别是近 5 年的优

秀作品，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开拓与创新。

其一，题材与内容的开拓。不少重大题材

电视剧都是第一次形象地表现主人公一生的

主要革命经历，对历史细节和历史精神有不少

新发现。《换了人间》《海棠依旧》《跨过鸭绿江》

则把一些历史书写的难点拍成了作品的亮点，

在艺术转化方面有可贵的探索。

其二，叙事视角和创作样式的突破。《海棠

依旧》尝试以西花厅为主要叙事载体，用抒情

体的诗意表达来揭示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大

浪淘沙》用中共一大 13 名代表的人生选择和结

局作对比，极其有力地告诉人们，崇高信仰的

树立和坚守需要信仰者的献身精神，需要用生

命来践行。《百炼成钢》从中共党史上的若干重

要时刻切入来表现建党百年。《跨过鸭绿江》在

宏大叙事中追求经典意义上的史诗风格，在对

历史的发现中努力铸造崇高之美。这些艺术

提炼，都有助于创新与丰富重大题材电视剧创

作模式。

其三，注重细节描写的密度与深度。细节

描写是艺术生命的细胞，是刻画人物、揭示主

题的最基础、最有效的手段。有些重大题材电

视剧的艺术吸引力、感染力不够，重要原因之

一就是细节描写缺少密度和深度。这 10 年，这

一情况有了很大改观，近 5 年的代表作更是引

人注目。

《跨过鸭绿江》塑造了丰富而生动的国家

民族英雄形象，从最高决策层，到军师团营连，

再到战斗英雄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等，很多

人物让人过目不忘，有不少细节是诗意呈现，

尤其是那一片“冰雕”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百

炼成钢》讲到“东风二号”失败原因在于有一根

电线是断的，这是此前的电视剧没有写到的细

节。这一细节是主创对历史内容的新发现，也

是对人的精神的新发现。《可爱的中国》致力于

表现方志敏因为对信仰始终坚定而具有的独

特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方志敏的人格魅

力，对敌人是一种震撼，对同志和其他一切保

有良知的人是一种感召。剧中，方志敏被敌人

押解示众，敌人妄图借此“打一打他的锐气”。

没想到，方志敏一出场，所有的老百姓不顾生

死，走上前去问候他，高喊“释放方志敏”。方

志敏入狱之后，成了狱中难友灵魂的明灯，成

了他们的榜样。《觉醒年代》中，李大钊、陈独秀

在海河边目睹灾民时痛彻心扉的哭泣……如

此种种，密集又多彩，这些细节描写符合生活

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既浓缩了丰厚的历史

文化内涵，又入木三分、震撼人心，成为令人过

目难忘的华彩篇章。

绽放新的光彩
成功塑造革命人物艺术形象

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重大题材作品思

想艺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这 10 年，一些代表性

人物的艺术形象有了明显的拓展和深入。其

中，革命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塑

造，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电视剧人物形象的

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

上述成功之作中，颇具探索精神和经得起

艺术分析的是《海棠依旧》和《觉醒年代》。二

者为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提供

了经验和启示。

与常见的编年体式重大题材传记片不同，

《海棠依旧》不以直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为主

要视点来构造故事，而是把镜头对准主人公的

情感世界，围绕刻画人物性格设置戏剧冲突。

周恩来在视察灾区时领唱《我们走在大路上》，

在乒乓外交中幽默地与科恩对话等，这些情节

都做到了以人带事，用对人物人格魅力的揭示

去照亮历史，加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觉醒年代》是真正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

型文艺作品。其对革命人物的艺术呈现具有

丰富性和生动性，充分表现革命人物领导一个

队伍、照耀一个时代的人格魅力。该剧不仅以

人为中心，还真正由人物性格的碰撞来推动剧

情发展，成就戏剧冲突的高潮。比如，陈独秀

和陈延年的冲突中，陈独秀把儿子捉弄他的青

蛙扔回水里，这个戏剧高潮完全是由二人性格

最激烈的冲突生发出来的，刻画了陈延年，也

刻画了陈独秀。

认真总结十年经验，是重大题材电视剧创

作走向更大繁荣的必要条件。将新的经验与

新的实践相结合，重大题材创作有望取得新的

突破。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

图片自上而下分别为电视剧《可爱的中

国》《觉醒年代》《光荣与梦想》《跨过鸭绿江》

《百炼成钢》剧照。

李 准供图

制图：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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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由内地和香港演员

联袂出演的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在央视综合频道

与观众见面。该剧一播出就收获高收视和好口碑，被

观众称赞“看到久违的港剧风华”。

“狮子山下，你我同守。”“狮子山”本是横跨香港九

龙与新界的一座山。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讲述香港

普通市民励志故事的电视剧《狮子山下》备受欢迎，“狮

子山”逐渐成为标记香港同胞自强不息、艰苦打拼的文

化符号。《狮子山下的故事》对“狮子山”进行了续写和

再创新。该剧围绕一家小小茶餐厅，勾勒出几代人的

悲欢离合和辛酸苦辣，用近 40 年跨度的时间线，还原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香港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改

善，对香港同胞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灵活应变的精神

进行了精细刻画。

香港的沧桑变化，不仅为历史所印刻，更浓缩在家

庭和个人的打拼轨迹中。正是千千万万心向家国、躬

身奋斗的小人物，汇聚成香港挺立不屈、始终向前的力

量。《狮子山下的故事》通过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回溯香

港的发展历程，诉说同根同源的中华情，串联《中英联

合声明》签署、香港回归、金融风暴、经济腾飞、北京申

奥成功等大事件，呈现了香港自 1984 年以来所经历的

变迁。逼真的镜头还原、饱满的人物塑造、生动的故事

讲述，让《狮子山下的故事》成为用心、用情、用功讲好

中国故事，特别是香港故事的一次有益尝试。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着力描述平凡的奋斗、展现

朴实的幸福、勾画互助的关系、诉说暖心的情感，是《狮

子山下的故事》唤起观众心理共鸣、情感共振的魅力所

在。剧中，博学儒雅的罗梓良在中学当教师，时尚睿智

的罗梓康成为金融投资好手，坚强美丽的李友好投入

医院护士工作，刚毅阳光的劳永逸考进警队，倔强英气

的劳永安是新闻记者，沉着优雅的谢朗峰成为建筑师

……《狮子山下的故事》择取最能代表香港发展和香港

精神的故事题材，通过形象化呈现，精心描绘了一幅跨

越数十年的发展图景，观众很容易从中发现时代变迁

的轨迹。哪怕仅有寥寥数句台词的街坊邻居、匆匆过

客，角色塑造也不乏闪光点。

为刻画一辈又一辈香港人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

《狮子山下的故事》在戏剧矛盾设置、情景再现、拍摄手

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守正创新。它既是一

部写实力作，讲述平凡人的悲欢离合、柴米油盐；又是

一部情感大戏，用社群团结齐心、不抛弃不放弃的奋斗

历程传递积极的价值观和社会正能量。在丰富鲜活的

人物画像背后，是奋斗拼搏、互帮互助、善良勤劳、坚强

不摧等人性光辉构筑起的深层次精神内核。有梦但不

虚无，现实却不悲观，《狮子山下的故事》用细腻温暖的

手法致敬生活中每一个默默努力的平凡人，拨动了观

众心弦，收获了由衷的掌声。

得其小者兼其大。小人物的故事往往最动人，也

最能折射时代的变迁。《狮子山下的故事》通过展现大

千世界里的众生相，透视社会与个体、家国与个人之间

的联结关系，探讨家国情怀和个人成长之间的互融关

系，接地气更有正气，有灵气更长志气，带给观众一种

强烈的现实力量。以小人物刻画大环境，让时代变迁

从人物命运中缩影，让社会进步与日常生活辉映，这种

小大结合、小大由之的写实手法，折射出《狮子山下的

故事》对电视剧艺术的理解和运用。

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在时代和历史中留痕的艺

术经典，一个演员之所以能塑造出吸引人、感染人、打

动人的艺术形象，关键就在“匠心”二字。《狮子山下的

故事》的主创大都来自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

传承了港剧制作的匠心追求。主演胡杏儿在剧中大放

光彩，对角色各年龄段的拿捏颇为到位。不仅因为她

本人就是香港过去几十年变迁的亲历者，也因为她和

剧中许多演员一样，自带奋斗打拼的光环。电视剧拍

摄前，胡杏儿特地去多家茶餐厅搜集资料，观察茶餐厅

的运作、伙计与客人的互动。演员倾注精力打磨和塑

造角色形象、一言一行把握和体认人性色彩，因为较

真，所以能叫座又叫好。

香江潮涌，浪奔浪流；狮子山下，云卷云舒。歌曲

《狮子山下》为什么能传唱几十年？《狮子山下的故事》

为什么能打动今天的观众？这印证了，自强不息、拼搏

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始终为港式文艺作品所吸纳，也为

广大受众所欢迎。讲好同心筑梦的香港故事，香港文

艺工作者必能创造更多精彩作品，香港同胞必能谱写

狮子山下新的奋斗传奇。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讲好同心筑梦
的香港故事

陈昌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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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浙江影视集团出品的电视剧《春

风又绿江南岸》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热播。

该剧以浙江乡村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论指引下的巨大变化为切入点，讲述了一个

县级领导班子，在历经一系列“春风”改革举措

后，全面提升执政能力、统筹城乡发展，并最终

带领群众走上高质量绿色发展道路的故事。

《春风又绿江南岸》坚持现实主义的美学

精神。主人公严东雷是一名敢讲真话的干部，

在环保部门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深知在整个

经济转型升级中，保护生态环境的重大意义。

调往江南县工作后，严东雷积极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遭遇重重阻力。这既与江南县其他

干部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执政理念相矛盾有关，

又与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复杂性有关。

在剧中，县长张途为发展江南县落后的

工业基础，同时应对江南县环保工作被“一票

否决”的危机，大力推行以整治农村无序散养

为切入点的专项行动。这与严东雷推动环保

工作的目的与思路存在差异，两条叙事线就

此展开。

剧作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勇气，直面环保工

作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深化了剧作对现实生活

描写的广度与厚度。从一次针对无序养殖的

专项整治工作，到一次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从

治理一段流域，到复垦一片农田；从改造一个

村，到更新一座城。穿梭在城乡之间，波澜壮

阔的绿色发展画卷在剧中徐徐铺展。一叶知

秋，以管窥豹，《春风又绿江南岸》看似只写了

江南县，实则折射出整个中国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共识和实践。

把镜头直接对准县级党政机关的电视剧

并不多见。县级党政机关作为直接服务群众

的基层治理机关，上接省、市级党政部门，下连

乡镇党政单位，处在承上启下的枢纽环节。《春

风又绿江南岸》选择从县级党政机关切入，围

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绿色发展

观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讲述了浙江一批

具有前瞻性的基层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的新时代故事。严东雷刚上任县委书记，由于

管理经验不足，部署干部拆迁污染砖厂时过于

简单，引起群众不满，表扬严东雷的文章恰在

此时刊发，从而引发网络舆情。严东雷没有回

避问题，而是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实

践中不断反思，迅速成长。张途尽管与县委书

记严东雷的发展理念存在分歧，但面对工作存

在的问题时却没有撂挑子，而是主动承担责

任，积极化解矛盾。该剧还栩栩如生地塑造了

正直担当的副县长王华、个性坦荡的女宣传部

长刘妙妙和细致耐心的副县长牛一龄等基层

干部形象。

《春风又绿江南岸》在叙事时，注意描绘家

长里短，赋予烟火气，呈现鲜活的生活质感。

剧中，严东雷的妻子刘珂和女儿严苗苗，对其

就任县委书记，从一度不理解到最终支持，其

心路历程演绎得生动细腻。王华发现妻子重

病之后，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情节，令人为之

动容。唐石头的小作坊因违反环保法规而关

停，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后来转变理念，唐石

头最终用双手打磨出符合要求的环保砖，找到

了新的商机。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900
多年前，王安石曾经写下名句，抒发他眺望江

南、思念家乡的情怀。《春风又绿江南岸》呈现

了当今江南大地新农村的生活景象，观众看后

或许可以说：诗人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

江南绿色发展的生动画卷
范志忠

核心阅读

这 10 年，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坚持守正创新，重
大题材电视剧进入持
续走高的繁荣发展
期。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电视剧好作品、大
作品集中涌现。

人物形象的成功
塑造，是重大题材作
品思想艺术水平的重
要标志。这 10 年，一
些代表性人物的艺术
形象有了明显的拓展
和深入。

▲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剧照。 浙江卫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