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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与未来都值得全社会关

注和保护。每一个孩子

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这 种 可 能 性 在 很 大 程

度上会受到家庭教育、

学 校 教 育 以 及 社 会 环

境 等 各 方 面 因 素 的 影

响。近期播出的《九部

的检察官》便是一部关

注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反映未成年人涉案情况

的电视剧。

《九 部 的 检 察 官》

是“ 第 九 检 察 厅 ”的 缩

影 ，该 厅 也 被 称 为“ 未

成 年 人 检 察 厅 ”，由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于 2019
年增设，各地也相应设

置了专职部门，专门负

责 未 成 年 人 检 察 工

作 。 这 项 工 作 的 重 要

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是

为 祖 国 花 朵 构 筑 的 一

道“防风林”。

初闻该剧剧名，误

以为又是一部板板正正

的“司法工作剧”，看下

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刻

板印象被打破。该剧借

由雷旭、都子瑜、杨甜、

徐张荔等司法工作者的

视角，将观众带入基层

未成年人检察官的日常

工作，“亲身体会”每一

桩案件背后的愤慨、悲

伤、无奈与震惊。

《九部的检察官》并

没有采用过去以个体案

件为单元的剧情排列模

式，而是将司法程序的

严谨性与拍摄创作的戏

剧性有机结合，充分展

现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各种情感交织的复杂

性，反映了基层检察官办案的心路历程。事实上，

该剧也契合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事无大小”的特

点。“小案”让人啼笑皆非，两个小学生看完一部影

片，效仿片中反派角色，直接给不认识的人发了十

几封“勒索信”，这种行为也反映了未成年人容易

受周边环境影响的特点。少女性侵案背后则是性

质更加恶劣的黑恶势力犯罪和公权力被腐化成为

“保护伞”，折射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任重而道远。

该剧最吸引观众的地方莫过于人物形象与剧

情所构成的“正义与情谊兼顾”。比如，在剧中的

家长看来，揍孩子理应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检察官

不应当过多干预。但是，检察官都子瑜始终将“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理念贯彻于工作中，毫不犹豫地

说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职责——“孩子的事不

仅是你的家事，也是我们九部的事”。这仅仅只是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一个日常缩影。编剧并没有

试图将检察官刻画成一个个“无所不能”的英雄，

而是借由一次次的工作受挫等剧情，塑造出不同

工作风格的检察官。雷旭正义果断但又不失幽默

诙谐，都子瑜细腻干练，杨甜沉着稳重……细致入

微的人物群像与跌宕起伏的剧情，让该剧显得真

实生动。

未成年人涉案问题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未成

年人既是受害人，也是加害人”。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不单单涉及刑事侦查等。该剧没有因为要呈现

严谨的办案流程，就忽视了戏剧性，而是在剧情的

组织和描绘方面尽量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

在观众面前呈现了支离破碎的家庭、家庭暴力的

受害者、留守家庭的教育缺失等一系列令人唏嘘

的社会问题。这种不偏不倚的事实陈述也为观众

预留了足够的思考空间，使得部分观众切身体会

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不为人知的复杂、艰难。

观众对这一题材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认可，

说明该剧致力于传递国家及司法机关重视未成年

人保护的初心得到生动反映。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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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史学研究上的新进展，为新

时代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开辟
了新的创作路径，提供了更多丰
富和坚实的历史素材，也增添了
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表情”。

再造青春的中国，曾是当
年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年轻革命
家投入革命洪流的激情与动
力。把青春化叙事风格和人物
刻画手法，与厚重的历史沧桑感
相融合，为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在历史情感深度和时代情感浓
度的共情与共鸣上，找到了新的
审美链接。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记载着先辈们的

初心使命，传承着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彰显着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焕发出跨时

代的精神力量与艺术光辉。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 75 周年，本版聚焦近年来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

精品力作，重温优秀作品中波澜壮阔的中

国革命史，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编 者

▲《九部的检察官》剧照。 片方供图

中国革命史始终是中国当代文艺创作重要

的精神财富、题材宝库和故事资源。28 年波澜

壮阔的革命历史进程，经过 75 年中国几代文艺

家的倾情书写和热情礼赞，如今已经汇聚成一

卷卷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一幅幅耀

古烁今的历史艺术画卷，并诞生了一大批堪称

经典的文艺精品。

在这批优秀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电

视剧创作成果尤为显著，影响也非常大。从《开

天辟地》《日出东方》《寻路》《井冈山》《长征》，到

《延安颂》《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开国领袖

毛泽东》等，这些作品以影视艺术手法，基本上

还原了中国革命史的全部内容，并将其转化成

为具有博大精神和恢宏气势的文艺篇章。

新时代以来，在传承红色基因、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创作出一大批新

的优秀之作。在以往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创

作者秉承唯物史观，尊重艺术规律，坚持守正创

新，以新的时代视角和历史认知，借鉴党史研究

新成果，采用文艺审美新范式，开掘新的题材领

域，汲取新的艺术养分，实现了史学精神与美学

品格的新跨越。

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
讲述中国革命发生发展取
得成功的历史逻辑

中国革命史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生等领域发生的

一系列重大事件与变化密切相关。现代史是中

国革命必然发生发展的客观历史环境。在大历

史观的格局和视野中讲述中国革命诞生的起

因、缘由和意义，是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创作在史学观念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觉醒年代》开创了以大历史观的史学思维

讲述中国革命史的新思路。它以五四新文化运

动为历史舞台，以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为起点，生

动、形象、细致地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

旧中国风雨飘摇的残酷现实和一批志士仁人寻

求救国救民之路的艰难探索，并由此得出中国

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这样的创作思路，让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有了更加纵深的历史背

景、更加鲜活的历史场面、更加丰厚的历史土壤

和更加生动的历史细节。

把中国革命史嵌入中国现代史的宏大背景来

书写，进一步丰富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史学内

涵，同时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反击。它突

破了以往仅仅围绕革命历史中的具体时间、地点、

阶段、人物的局限和对具体事件、会议、战争等革

命史实的一般性讲述，给革命历史题材以更大的

历史展示空间，也让中国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有

了更加清晰准确的历史定位。

电视剧《鲲鹏击浪》，讲述了 1918 年毛泽东

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到 1921 年参加中国共

产党一大的心路历程。在记录青年毛泽东在北

京生活和工作这段个人经历的同时，作品也用

了大量的篇幅，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

状态、北洋政府的腐败以及底层社会民不聊生

的现实等，做了充分的展示与评说。电视剧《问

苍茫》在讲述 1924 年到 1927 年大革命时期我党

革命斗争历史的同时，剧情也涉及大量中国现

代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与人物。把中国革命史

与中国现代史做整体性和交汇式的讲述，这种

对中国革命史的立体呈现和大历史观的创作视

野，进一步突出了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

必然性，让观众从中获得更多历史启迪，使革命

历史题材电视剧具有了更加客观和理性的史学

品格，以及更生动引人的观赏性。

借鉴党史研究新成果，
打开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新
路径

新时代以来，党史领域通过不断深入的研

究和考证，以实事求是精神和科学理性态度，发

掘出了一批新的史实史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订正了过去的一些疏漏，厘清了党史中的一些

疑点和难点，突破了以往一些相对陈旧和保守

的观念，等等。这些史学研究上的新进展，为新

时代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开辟了新的创作路

径，提供了更多丰富和坚实的历史素材，也增添

了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表情”。

在建党 100 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推出的一大

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新作中，这些成果就得

到了很好的体现。《大浪淘沙》《中流击水》《光荣

与梦想》等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对历史

事件的讲述更加具体细致，对历史人物的塑造

更加丰满立体，对革命精神的开掘更加深刻丰

厚，对历史事实的把握更加坚实有据。

同时，这批作品突破了以往在革命历史题材

电视剧创作中具有一定敏感度的内容限定。比如

对陈独秀的形象塑造，能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是其

所是，非其所非；对在党内犯过“左”倾或右倾错误

的早期领导人形象，也不再脸谱式地将其做人格

矮化，而是把重点放在党内思想交锋的层面上来

展示。《大浪淘沙》等作品对曾经是党的一大代表、

后来又脱离了革命或背叛了革命的陈公博、周佛

海、张国焘等人，不再简单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

将其从最初对革命的投机心理，进而对革命信念

的怀疑、动摇，直到个人私欲与野心膨胀，最终堕

落的人生轨迹，以一定的篇幅做了如实描述，让革

命历史洪流的汹涌澎湃和大浪淘沙的过程获得了

较好的艺术呈现。

近年来，在党史研究中挖掘出一些新的历

史细节、故事和人物，比如陈望道在翻译《共产

党宣言》时把墨汁当作糖水蘸着吃粽子而笑称

“尝到了真理的味道”；共产党员张人亚的父亲

为保护党的机密文件，为儿子造了一座空坟，把

文件埋入其中，等等。这些曾经被藏在历史褶

皱中的珍贵史料和生动细节，也都进入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之中，从而让作品具有了一

种“熟悉的陌生感”。

扩大题材的叙事格局，
揭示革命战争蕴含的深刻
历史主题和时代意义

战争叙事历来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

的重点篇章。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

义、反“围剿”、长征、游击战、平型关大捷、百团

大战、敌后抗战，到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和抗

美援朝战争等，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建立和巩固

政权的历史道路，让战争叙事成为革命历史题

材电视剧的一大鲜明特点。爱国主义与英雄主

义、牺牲精神与奋斗精神，铸就了革命战争题材

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之魂；崇高与悲壮，赋予了革

命战争叙事作品鲜明的美学品格。

新时代以来，革命战争题材的叙事作品也取

得了新的成就，《跨过鸭绿江》和《大决战》就是其

中的代表。它们都突破了一些战争叙事中对战

役、战斗、战术及战争场面的过于集中化的呈现，

也突破了“会议加战役”的单线叙事模式，而是以

历史宏观视角，将国际与国内、政治与军事、精神

与武力、敌军与我军、统帅的运筹帷幄与战士的

英勇顽强、战争的胜负与民心的向背等事关战争

全局的内容和对战争本质的思考，整体性地融入

战争叙事之中，让文戏与武戏相映生辉，斗智与

斗勇交错并行，敌方与我方的角逐同样激烈精

彩，既有对战争全局的宏观掌控，也有对战斗细

节的微观描摹，极大提升了战争题材作品的思想

内涵、内容含量和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在《跨

过鸭绿江》和《大决战》这两部作品中，对革命战

争的历史主题和本质，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对

敌人失败的必然和革命战争必胜的历史规律，也

都做出了更深层面的开掘。和平需要以战争来

保卫，是《跨过鸭绿江》揭示的主题。民心向背决

定战争胜负，兵民是胜利之本，是《大决战》揭示

的主题。对革命战争叙事作品主题的深刻表达，

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使宏大叙事兼具诗性
品格，增强观众对中国革命
的历史认同和情感认同

宏大叙事与史诗风格，是多年来在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形成的基本艺术特征。在

宏大叙事的历史语境与艺术框架内，更加关注

细节的丰富、关注对历史人物内心精神世界与

情感世界的刻画，让剧中的人物与事件，不再仅

仅停留在对历史教科书的刻板还原中，让历史

鲜活生动，使人物血肉丰满而真实可信。这种

“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创作思路，既保持了革命

历史的宏大叙事规模，也避免了因追求宏大而

忽视“历史感性”的遗憾。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上，在将

历史叙事转换为艺术叙事、将历史思维转换成艺

术思维的理论探索中，近 10 年来的创作实践也

取得了新成果。“史有余而诗不足”，曾是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近 10
年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一方面，深入

挖掘中国革命本身蕴含的丰富的诗性特征、人性

内涵、情感张力、人格力量和文学意境；另一方

面，努力借助影视艺术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将革

命历史赋予诗性升华，使作品具备“史中觅诗”

“诗中有史”和“诗史间融”的艺术效果。在《大道

薪火》《问苍茫》等作品中，基于史实基础所展开

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历史情节的浪漫主义

画面呈现，对历史场景的诗意渲染，让作品具有

了一种诗性意境。对革命历史题材的诗性开掘，

不但提升了作品的美学品格，也使中国革命历史

具有了更大的情感冲击力。

在对革命历史题材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方

面，新时代的电视剧创作也取得了以下成绩。

一是在内容叙事上，把中国革命史和新中

国建设史做了“贯通式”讲述，延伸了对中国革

命的历史书写跨度，让革命的精神力量在新中

国初期的各项建设事业中，继续发扬光大。《破

晓东方》从 1949 年的“上海战役”开始讲述，直到

上海解放，开启中国共产党人从领导革命战争

到领导大城市建设的历史转折。《走向大西南》

延续的也是这一创作路径，从历史转折时刻写

起，讲述从解放大西南到建设大西南的历史进

程。《外交风云》更是以新颖的题材内容和别开

生面的创作视角，以 30 年的历史时空，展现了在

新中国诞生前后，打破帝国主义外交封锁、开启

新中国外交的破冰之旅，为新中国赢得崇高国

际地位和声望的外交历史风云。

二是在作品形式上，以单元剧和板块式的

框架、更加富有当代性的艺术元素，创新戏剧结

构，让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有了更加灵活多样

的体例和风貌，更加符合当下的审美特性与观

赏习惯。《百炼成钢》以音乐为媒，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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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板块，以 8 首时代

经典歌曲，串联起百年党史中的重大事件、人物

与故事，从而实现了在一部作品中对百年党史

的深情回望，让音乐与叙事交相辉映，具有了独

特的艺术魅力。《理想照耀中国》则以“革命”“建

设”“改革”“复兴”四个历史板块和 40 组人物故

事，艺术地浓缩了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的名人

名事和名场面。其中《雪国的篝火》等精致的短

章剧集，更是细腻而深情地再现了历史瞬间，成

为革命历史题材短剧创作的典范。

三是把青春化叙事风格和人物刻画手法，与

厚重的历史沧桑感相融合，为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在历史情感深度和时代情感浓度的共情与共鸣

上，找到了新的审美链接。再造青春的中国，曾是

当年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年轻革命家投入革命洪流

的激情与动力。对革命历史题材的青春化表达，

也让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增添了许多具有

青春色彩的革命家形象。比如《觉醒年代》中的陈

延年、陈乔年等人，他们激情四射的青春风采和大

义凛然、慷慨赴死的壮举，深深打动了当今的年轻

人，使他们在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认同的基础上，更

加大了情感认同的分量。

新时代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取得

的这些成就，让中国革命史焕发出新的时代之

光和艺术之美，也为中国当代文艺注入了更加

充沛的历史激情和精神力量，并将鼓舞人们以

更加坚定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续写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史诗。

（作者为中国广播电视艺术资料研究中心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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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问苍茫》剧照。

图②：《觉醒年代》剧照。

图③：《跨过鸭绿江》剧照。

片方供图

版式设计：蔡华伟

①①

②②

③③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