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 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西北岁月》正

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热播。观众

在感动与崇敬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信仰的

光辉。

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西北岁月》首

播当天收视率为 2.904%，播出第二天收视率

超过 3%，开播以来在电视大屏累计收视 4.62
亿户次。

今天，我们为何重温西北岁月？电视剧

如何真实还原革命历史和革命先辈的精神风

范？在用影像打通时空隧道、与历史人物对

话的过程中，主创团队经历了哪些磨砺，又有

哪些故事触动心底？

全景式呈现波澜壮阔的
西北革命史

“ 电 视 剧《西 北 岁 月》是 一 部 以 西 北 波

澜 壮 阔 的 革 命 史 为 时 代 背 景 ，以 老 一 辈 无

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生平经历为主线的作

品。全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传播火

种、开奠基业的斗争岁月，描述了以毛泽东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中 央 领 导 集 体 立 足 陕 北 ，领

导 抗 日 战 争 、解 放 战 争 走 向 胜 利 的 历 史 轨

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沈学

明说。

从 1927 年 开 篇 到 1952 年 结 束 ，电 视 剧

《西北岁月》描绘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初 4 个历史阶段。陕

甘宁革命老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

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作为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

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

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 2021 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第一批纳入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发布，照金精神

是其中之一。

《西北岁月》总制片人王勇介绍，在认真

研究西北革命史后，他们感到影视作品对这

段历史的挖掘和呈现还不充分，于是开始收

集相关素材，在全国范围内走访专家，组建创

作团队。

全景式呈现波澜壮阔的西北革命史，必

须坚持正确党史观、正确历史观。党史、军史

各方面专家深度参与创作，龙平平等 11 位知

名编剧先后加入，主创团队在反复讨论、修

改、完善中形成共识。“要把西北革命放在中

国革命的宏大背景下去思考、去挖掘、去展

示，‘两点一存’奠基西北，是贯穿这部剧的历

史观。”王勇说。

在已播出的剧情中，叙事在宏大的历史

脉络与丰富的历史细节中徐徐推进。“历史教

科书在剧中‘活’了起来”“填补了我的知识盲

区”“每一集都好饱满”……在社交平台上，许

多观众这样评价。

“西北革命历史、陕甘红色根据地和边区

建设史，一直没有一部全景式的影视作品予

以呈现。这部剧填补了这一空白，丰富了革

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内容，也攻克了在创作上

的难关。”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

长李京盛说。

真切还原革命先辈的
精神风范

信仰之光，照亮漫漫革命征程，也照进了

今天。许多场景于细微之处见信仰、见理想、

见胸怀、见风骨，穿越时空、直抵人心，让观众

“ 不 由 自 主 看 哭 ”。“ 战 友 情 、父 子 情 、夫 妻

情 ……《西北岁月》的每一段情节都令人感

动！剧集质感好真实，一把就把我拉进那段

岁月中。”社交平台上的这则点评获得众多点

赞。打开视频网站，“泪崩”也是弹幕留言中

的高频词。

选题重大、内容厚重，愈加考验作品的艺

术品质和创作者的艺术功力。唯有思想性与

艺术性水乳交融、交相辉映，才能真切还原革

命先辈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风范。

“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

则，遵从党史、艺术再现，重温西北大地上的

烽火往事，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纪

念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我们以革命

前辈的精神为感召，精心打磨每一场戏，拼尽

全力拍好每一个镜头。”《西北岁月》总导演董

亚春说。

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历史现场，与革命先

辈的浴血征程共鸣共情，要注重塑造人物与

讲述历史的关系，避免作品见史不见人，避免

人物被历史事件所湮灭。董亚春认为，人物

是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戏眼在主人公，但

戏点要在每个阶段、每个场景的重要人物上

展现，尽可能让每个人物都生动起来”。一部

西 北 革 命 英 雄 谱 就 这 样 展 现 在 观 众 面 前 。

400 余个角色在剧中出场，其中有超过 300 名

历史人物。

“全剧一方面从宏观上展现我们党在西

北这块热土上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百折不挠

的毅力；另一方面，以微观叙事视角展示习仲勋

从贫苦农家子弟成长为能够肩负重任、主政

一方的优秀领导干部的心路历程，塑造了他

对党忠诚、坚守信念、深入群众、不负人民的

鲜活形象，进而深入揭示出全剧‘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的主题，深化了‘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的思想内涵。”沈学明评价。

创作经得起观众和时间
检验的作品

主创团队说，从一开始，他们就坚定了

“拿出一部好作品”的决心，希望传递的精神

能量“留在观众的心里，留在时间的长河里”。

一系列数字，折射他们对好作品的理解

与追求。

2017 年开始，主创团队着手搜集史料，

剧本在开机前精心打磨了 6 年。每一场戏都

经过反复围读和集体讨论，曾经有一场戏出

过 17 次飞页。拍摄期间，剧组辗转陕西的延

安、榆林、照金、富平、西安以及河北、青海等

地。当时正值冬季，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20 摄

氏度，刺骨的寒风席卷黄土，人们几乎睁不

开眼睛……

阅读历史资料、访问历史场景，在对西北

岁月的无限靠近中，人们被信仰打动着、被先

辈感动着。

在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靠前指挥、侦

察敌情，不幸中弹牺牲。剧中，弥留之际的他

紧紧抓住地上的野草，望向无尽的天空——

一组组画面，让饰演刘志丹的演员于和伟也

落泪了。“许国难许家，西北岁月艰苦卓绝，我

想，革命者们或许并不觉得苦。”于和伟说，在

追寻刘志丹思想脉络的过程中，他强烈感受

到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由此

启发了自己对英雄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从

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将英雄还原为一个朴

素的人。”于和伟相信，观众不会拒绝真实。

在剧中扮演少年习仲勋的演员吴磊也做

了大量功课。抵达陕西后，他和剧组走访了

富平县烈士陵园、立诚中学、照金纪念馆、陈

家坡会议旧址、薛家寨等地。吴磊说，身处真

实的环境里，心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窑洞里

的桌椅、土炕，都会把人带回到那个年代。“从

群众中走出来的习仲勋更懂得群众的不易。

虽然他参与革命工作时很年轻，但战友眼中

的他，敏锐理性，有勇气也有胆略。”吴磊说，

这是他想与观众交流的。

作品好不好，观众的口碑是试金石。“真

理的光芒、人性的光辉、同志间的真诚……”

从观众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真实朴素

自有千钧之力，真挚表达与诚意之作定能收

获理解与共鸣。

    下图为《西北岁月》总导演董亚春（左）和总制

片人王勇在工作中。   《西北岁月》片方供图   

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西北岁月》热播

信仰如光，照亮漫漫征程
本报记者   任姗姗

不追求夸张的情节，重大革命题材电视

剧《西北岁月》将镜头聚焦一群在西北追求革

命理想的年轻人，以恢宏的历史视野、细腻的

艺术塑造，引发众多年轻观众关注。

始于 1927 年大革命低潮，收于 1952 年天

兰铁路全线通车，一段横跨 25 年的西北故

事，何以拨动当下年轻人的心弦？

是对青春岁月的普遍共情。高原不缺青

春精神，15 岁的习仲勋、24 岁的刘志丹、30 岁

的谢子长……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年轻革命

家，前赴后继地投身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

不顾父亲的反对，习仲勋肩负起家国梦，少年

的赤诚让人动容；即便被枪指着，刘志丹毅然

选择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坚定地走上革命道

路，青春的热血让人共情……观众既见证了

贫苦农家子弟的成长之路，也被无数仁人志

士挥洒青春的勇气与力量所感染。

是对厚重土地的情感共鸣。真实，是打

动观众的“密码”。《西北岁月》一方面在尊重

史实的基础上，努力还原历史细节；另一方面

植根西北大地的文化土壤，以饱满的激情呈

现青春化表达。当这段烽火往事被揭开面

纱，观众能真切地感受到西北风情与革命激

情的紧密交织，体会到这片土地、这群年轻人

的坚韧与希望。

更是对理想信仰的精神共振。从星星之

火到燎原西北，从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到

欣欣向荣的大西北，其中有艰苦卓绝的跋涉，

有生死攸关的战斗，有运筹帷幄的谋略，贯穿

始终的则是对理想信仰的坚持。“早晚我会成

为一束，照亮别人的光”“不管前路有多艰辛，

多危险，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传递下去”……忠

诚于党的坚定信念、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扎

根群众的工作作风，照金精神成为跨越时空

的精神磁铁，吸引观众思考理想的意义，收获

信仰的力量。

一部光辉的革命史，一卷璀璨的群英谱，

更是一曲革命精神的赞歌。今天，《西北岁

月》中风云激荡的革命史诗仍在继续书写。

革命先辈对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不懈追求的

精 神 ，将 激 励 后 来 者 续 写 未 来 更 新 更 美 的

篇章。

一部革命剧，何以打动年轻人？
陈世涵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R

■新语R

本报北京 11 月 24 日电   （郁静娴、周

楠）11 月 21 日，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艺

术展演季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启幕，展演季

持续至 25 日。来自国内各地的 350 多位农

民演员、150 多位乡村工匠、200 多种乡村

非遗项目、500 多个农业文化遗产特色产品

进行展演展示。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文联

等有关单位紧紧围绕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组织开展“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

行动”系列活动，推动文化铸魂、文化培根、

文化养德、文化兴业。各地创新形式，举办

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把活动办

在村里、把资源引入村里、把消费留在村

里，促进乡村文化资源活化应用和乡村文

化产业创新发展。

全国乡村文化艺术展演季是“大地流

彩”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包括乡村文化成

果展、乡村非遗展、农遗良品展、优秀农民画

展、特色美食展等，同期还举办了多场乡村

文化艺术专题演出和研讨发布活动。展演

季邀请 2024年“村 BA”冠军队和各地农民篮

球爱好者开展交流展示活动，在中国农业大

学体育馆举办“村 BA”菁英赛、公益捐赠和

乡村特色文化展示等活动，发布“艺术点亮

乡村”计划和首批乡村文化艺术基地培育名

单，以及《大地流彩·乡村新风尚》农民宣传

画、全国乡村特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乡村文化

振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铸魂工程。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提升新时代

农民精神风貌，着力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建

设文明乡风。要保护传承优秀农耕文化，

强化文化遗产发掘认定和保护利用，繁荣兴盛乡村文化产

业，把文化艺术与古村落、古民居等活化利用有机结合起

来，大力发展民宿、研学、康养等新业态。要培育引进乡土

文化人才，把艺术引入乡村，鼓励引导各类文化艺术人才、

专家学者参与和带动当地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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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郑州 11 月 24 日电   （记者张文豪）第十五届中国

摄影艺术节开幕式暨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颁奖典礼近

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人相聚在

“天鹅之城”三门峡，共赴中国摄影艺术盛典。

本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包括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

奖者作品展、第二十九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原作收藏展、中

国第十九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等九大主题展览。艺

术节期间，还举办了“金像面对面”等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摄影金像奖是摄影艺术领域全国性的最高个人成

就奖。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纪实类、艺术

类、商业类共 20 名获奖者登上领奖台，2 名德艺双馨的老摄

影家徐永辉、何世尧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摄影）”。

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举行

本报北京 11月 24日电   （记者庞革平）近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戏剧院彩调剧《刘三姐》专场演出在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北校区礼堂举行。活动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图书和文化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

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演出。

彩调剧《刘三姐》首演于 1959 年，是中国舞台艺术的经

典之作，是广西文化艺术的代表剧目。该剧首演 65 年来，

历经多个版本，至今已在国内外演出 3000 多场，入选文化

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

工程和展演活动，被列入《文化和旅游部重点传统（经典）剧

目复排计划名录》。

彩调剧《刘三姐》取材于传说故事，塑造了勤劳善良、美

丽聪敏、真率泼辣、能歌善舞的刘三姐形象。此次彩调剧

《刘三姐》（2024 年版）是在 2004 年版本基础上展开的再创

作再演绎，其剧目艺术指导团队由原版导演和主演组成，体

现对经典的传承与创新。

彩调剧《刘三姐》在中央党校演出

本版责编：肖   遥   曹雪盟   董映雪

石板巷道，辙迹纵横；明清古建，

鳞次栉比；砖雕石雕，栩栩如生……

行走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仿佛进入

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

统计显示，金溪县拥有格局完整

的古村落 128 个，其中中国传统村落

57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7 个，

保存明清古建筑 1 万多栋。

“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金溪古村的

灵魂。在金溪古村中，不同类型的建

筑 记 载 了 从 宋 朝 到 清 朝 的 历 史 变

迁。”金溪县文物研究保护中心工作

人员吴泉辉介绍，金溪县在保护和活

化 利 用 古 村 落 方 面 不 断 探 索 。 从

2017 年开始，该县先后成立了“老屋

办”、古村落保护开发中心等机构，聘

请百余名党员担任古村落文保员；组

建了 43 支传统建筑建造和维修施工

队伍，设立工匠库，确保古建筑修缮

质量；出台奖补政策，激励村民自发

抢修保护老屋。

此外，金溪县多管齐下，破解古

村落保护和活化利用方面的资金难

题。 2018 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与金溪县人民政府合作启动“拯救老

屋行动”，筹措资金 8000 万元，抢救

性修缮古建筑 1000 余栋。 2020 年，

金溪县探索古村落古建筑收储托管

机制，托管后古建筑产权不变，投资

人可以用部分古建筑经营权作抵押，

向银行申请“古村落金融贷”。

“‘古村落金融贷’有效解决了管

理者和产权人的修缮资金难题，推动

全县 2000 余栋古建筑的保护修缮。”

金溪县古村落保护开发中心党组书

记陈旭说。

修缮后的古村落古建筑，如果置

之不理，随着岁月流逝，或将面临再

度破败的风险。对古村落古建筑最

好的保护方式，就是活态传承、活化

利用。

该县在保护古村落古建筑原始

风貌的前提下，建设书吧、茶吧等游

客休闲场所，积极探索“古村+美景”

“古村+体验”“古村+民宿”等系列实

践，丰富相关业态，提升接待水平。

如今的金溪县古村落，古色古香

的书吧、茶吧、铁匠铺、豆腐坊、篾匠

坊、丝绸坊等各类店铺和作坊让人耳

目一新。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前来体

验古村旅游的独特魅力。

（邓兴东参与采写）  

江西省金溪县探索古村落保护利用

古建留古韵   古村引客来
本报记者   周   欢

本报上海 11月 24日电   （记者曹玲娟、刘军国）第五届

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长三角文博会”）近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党委宣传部在长三角文

博会上联合发布《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 2024》《第二

批长三角人文经济典型案例》《2024 年度长三角文旅产业重

大项目》。2023 年，长三角地区规上文化企业达 23955 家，营

业收入达 44384 亿元，占全国的 34.27%。长三角地区的网络

视听、数字出版、沉浸式演艺等新型业态实现了快速增长。

长三角文博会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党委

宣传部共同发起，从 2018 年开始举办。本届长三角文博会

展览面积 8.1 万平方米，汇集了全国 1300 余家参展商。

第五届长三角文博会在沪开幕

本报广州 11月 24日电   （记者罗艾桦）近日，广东省广

州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了《粤剧粤曲文化（荔湾）生态保护

区 总 体 规 划（2021—2030）》（以 下 简 称《规 划》），提 出 到

2030 年努力建成“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群众受

益”的粤剧粤曲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

《规划》将粤剧粤曲文化（荔湾）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对象

和内容分为非遗代表性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文物及与

非遗相关的实物、民俗活动、文化场所等 5 个方面。

根据《规划》，保护区空间划分为传统核心区、现代展示区

和传承发展区。传统核心区将着力开展重要粤剧粤曲场馆遗

址、遗迹的修复重建和活化利用；现代展示区将推动粤剧粤曲

文化与文创、旅游等相关产业积极融合，加快粤剧粤曲文化

产业升级；传承发展区将完善传承体系，推动粤剧粤曲文化

保护与荔湾人民日常生活、民俗活动相结合，实施生活化保

护。《规划》还提出生产性保护、抢救性保护、分类保护、数字化

保护 4 种保护方式，以及加强资源调查和档案管理、完善非

遗名录制度、加强非遗传承人保护等 9项保护措施。

广州建设粤剧粤曲文化（荔湾）生态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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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江苏泰州兴化市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色彩斑斓，碧水与杉林相映成趣，呈现一幅美丽的冬日画

卷。图为 11 月 24 日，游客在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赏景游玩。

周社根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