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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周期长达 7 年，拍摄周期跨越春夏

秋冬四季，剧组辗转陕西、河北、青海等地

……回望《西北岁月》，这是一次既艰苦又难

忘的创作经历。

《西北岁月》是继电视剧《跨过鸭绿江》

之后我执导的第二部重大革命题材作品。

我的体会是，创作重大革命题材作品，主创

团队要秉持对历史、对先辈的敬畏之心，沉

浸在历史当中。一要认真研读剧本，二要广

泛阅读相关史料。搞清楚历史发展的来龙

去脉、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认识和把握重

大革命题材蕴含的历史主题和精神内涵。

创作者的心里要有一杆秤，作品的政治分寸

和艺术尺度不能失去平衡。

《西北岁月》以人物推动故事的方式，展

开大西北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但写人一定不是历史素材的堆砌和事件的

罗列，而是通过故事、行动、语言细节去展现

人及人性的光辉，让观众从观赏中感受到一

种精神，激发出一种力量。

我们认为，一部作品的成功，是让观众

通过作品重温革命先辈的辉煌历史，获取

精神上的振奋。《西北岁月》是一部群像戏，

真实人物加虚构人物，有名有姓的角色共

400 多个。在演员选择上，我们不是基于演

员受欢迎的程度，而是结合每一个历史人

物的独特性选择最合适的演员。演员表演

注重把握“戏眼”，挖掘深层次规定情境对

于人物的影响，让内心主导行为，让行为的

积累呈现人物的精神境界。演员只有放下

技巧，“身到”“心到”，人物才会真实质朴，

英雄形象才能被真切还原。

将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用诗化和留白创

造意境，提升作品的审美空间，让观众沉浸

在故事中，实现从情感的润物细无声到精神

层面的升华。剧中有一个刘志丹和父亲、妻

子、女儿见面的段落，一个打、一个抱、一个

吻，演员们的三个动作足以揭示革命先辈无

我的精神境界，足以打动人心。刘志丹和

习仲勋等人在“肃反”中被关进大牢，他们

坚信“天总会亮的”，一同高唱陕北民歌《羊

肚子手巾三道道蓝》，一首歌唱出革命先辈

对革命事业前途的乐观与信心。

每拍一场戏，我们都会静下心来和编剧

反复围读剧本。凡是剧本中有不合理、不可

信、有瑕疵的地方，大家就展开讨论，请教有

关专家，及时调整和修改，甚至整场戏推翻

重来。台词是人物性格最有力量的体现和

表达，我们力争人物台词朴实生动，掷地有

声。“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

情”“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不走群众

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战斗一生，快

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等等，这些深

藏于历史文本中的警句，在跌宕的剧情中展

现了人物的纯真性情，也符合当代青年人从

主旋律作品中寻求家国情怀的审美需求。

在去关中、陕北、陇东选景的途中，我

常 常 感 觉 ，面 对 大 自 然 ，生 命 是 渺 小 且 微

弱 的 ，但 西 北 大 地 上 那 种 紧 紧 匍 匐 于 大

地 、用 尽 全 力“向 上 拔 ”的 生 命 感 ，恰 恰 是

对西北峥嵘岁月的精神写照。《西北岁月》

的影像美学应该是崭新的而不是做旧的，

在 那 个 充 满 革 命 理 想 主 义 和 浪 漫 主 义 的

特 殊 时 期 ，无 论 是 对 未 来 还 是 对 过 去 ，革

命者的情感是炽热饱满的。《西北岁月》是

一 首 赞 歌 ，是 脑 海 中 的 回 忆 ，是 饱 满 情 感

的 流 动 。 我 们 在 镜 头 语 言 中 注 入 较 多 如

同 音 乐 旋 律 性 和 律 动 性 的 表 达 。 导 演 要

做会讲故事的人。

心里始终装着观众，精心打磨每一句台

词，认真对待每一场戏，拍好每一个镜头，不

忽略任何一个细节，作品中充满正能量的精

神财富才会留在观众的心里、留在时间的长

河里。

《西北岁月》总导演董亚春——

创作者心里要有一杆秤

39 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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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为戏剧主线的作品。该剧生动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

的艰辛历程，讴歌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

信仰、勇于献身的品格风范。

在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领域，全景式反

映西北革命历史的作品尚属空白。陕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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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发点，成

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

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

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却不为很多人熟知。《西

北岁月》的创作承担起填补这个空白的艰巨

任务。

全剧时空定位自 1927 年大革命失败至

1952 年天兰铁路全线通车，通过宏大叙事的

视角，展现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传播火种、开

奠基业、以燎原之势走向全国胜利的峥嵘岁

月，同时以微观叙事的视角，描述习仲勋从

贫苦农家子弟成长为肩负重任、主政一方的

优秀领导干部的心路历程。该剧史料挖掘

收集翔实深入，历史信息量丰富厚重。25 年

的西北革命史，涉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

要历史节点，全剧采用纪实手法，通过聚焦

主线人物经历与突出辅线重点人物经历，使

时代背景的铺垫有主次、有递进，既有宏观

视野的开阔，也增加了历史脉络的清晰程

度，显示了主创团队驾驭历史素材的功力。

剧中 4 场反映纠正“左”倾错误的戏，通过顾

林这一艺术形象串联起来，更多的深意在于

刻画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背离党的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导致

的恶果。这是对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创作

的一次突破。两种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不

仅在剧中形成鲜明对照，也会进一步引发观

众的深入思考。

创作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常有一个很

难跨越的难关，即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

上，跳出历史框架的束缚，按照电视剧的艺

术创作规律赋予作品鲜活的生命力。在人

物塑造上，《西北岁月》将宏大的叙事风格与

细腻的人物刻画较好地融合在一起，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群像鲜活丰满。无论是创

建陕甘革命根据地，还是东征抗日；无论是

保卫延安，还是解放大西北、贯彻落实党的

民族宗教政策等重要历史节点，编剧导演都

较为巧妙地通过精编一组人物故事打开历

史画卷。

主 创 人 员 十 分 注 重 人 物 内 心 世 界 的

揭 示 。 剧 中 有 一 段 刘 志 丹 和 习 仲 勋 的 聊

天场景，二人憧憬革命成功后百姓生活的

样 子 ：孩 子 们 都 能 上 学 ，老 百 姓 天 天 能 吃

上饺子，而且必须是肉馅儿的。说这番话

时，身处险恶环境的两位革命者沉浸在遐

想的喜悦之中，是那么自信乐观。短短几

十 秒 的 对 话 ，将 人 物 的 信 念 生 动 勾 画 出

来，打动人心。剧中对习仲勋坚定贯彻落

实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等情

节的描写，是全剧的一大亮点和看点。

时空跨度大、人物众多，又基于主题的

严肃性和很强的政治性，《西北岁月》的艺术

创作难度很大。该剧克服了这类选题容易

陷入平铺直叙和沉闷说教等问题，其思想性

和艺术性都达到较高水平。剧情设计跌宕

起伏，有冲突，有高潮，有较强的故事性，感

情戏平实、朴素、温暖、感人。剧中沙尘蔽日

的战争场景雄浑壮阔，连绵无垠的黄土高坡

底蕴深沉，宏大景观与西北人的淳朴坚韧融

汇一体，加上高亢的秦腔和《信天游》等西北

文化元素加持，构成该剧独有的基本色调：

恢弘、本色、质朴。

《西北岁月》主题歌《先驱》，深情表达了

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革命先驱是什么样

的人？这部作品给出了形象化的答案。中国

共产党人为什么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

任，中国共产党人追寻的目标为什么能取得

成功？这部作品也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审）

右上图均为电视剧《西北岁月》剧照。

                       片方供图

        版式设计：张丹峰   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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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年 来 ，抗 美 援 朝

题材的影视剧创作呈现

爆发之势。从电影《长

津 湖》《金 刚 川》《志 愿

军：雄兵出击》、电视剧

《跨过鸭绿江》《侦察英

雄》《冰雪尖刀连》、短剧

《能文能武李延年》到今

年 国 庆 档 上 映 的 电 影

《志愿军：存亡之战》、近

期播出的电视剧《上甘

岭》，这些作品收获了市

场的热烈反响和观众的

热情好评。

    从近期热播热议的

抗美援朝题材影视作品

来看，对这一题材的深

度挖掘和文艺书写还会

持续下去，因为这里有

我们民族深层记忆中永

不磨灭的烙印和凝聚而

成的精神力量。以电视

剧《上甘岭》热播为例，

剖析其探索、创新与收

获，对于推出更多精品

影 视 作 品 具 有 启 示

意义。

高扬爱国主义、英

雄主义，歌颂革命精神、

奉献精神，是革命战争

题 材 影 视 剧 的 共 同 主

题，也是中国革命战争

剧在主题开掘上的共同

之处。抗美援朝是在世

界格局背景下的一场战

争，为中国战争题材的

影视作品打开更大的叙

事空间，容纳对战争主

题更深刻的思考和更开

阔的表现力度。电视剧

《上甘岭》通过对一场战

役的描述，让今天的观

众回顾这段历史，进而

思考：在新中国刚刚成

立、百废待兴的时刻，在

武器不如人、装备不如

人、国力不如人的艰苦

条件下，敢于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的军队打一场殊

死战争，我们的力量和底气从哪里来？《上甘岭》让观众知

道，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走到今天真正的力量所在。

还原历史人物形象而不失其真，塑造虚构的艺术人物

又能避免其假，处理好纪实性和虚构性、历史真实人物和艺

术人物塑造的关系，是我们写好战争剧需要攻克的难点。

《上甘岭》中段显峰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感人，不能说没

有一点真实人物的影子，但主要还是凭借艺术创作之力而

完成。英雄邱少云、黄继光，开国将领秦基伟、王近山、李德

生等真实人物的英雄事迹在《上甘岭》中得到还原，虚构人

物段显峰与历史真实人物相映生辉，没有让人感到隔阂，这

确实是一种难得的艺术功力。

文艺要写信仰之美、崇高之美。通过文艺作品，不断地

把价值力量、情感力量、艺术能量激发出来，让生活在和平

年代与平凡生活中、忙碌在日常琐碎中的我们，被震撼和感

动，从而更珍惜今天的生活。战 争 题 材 文 艺 作 品 讲 述 的

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和个人生死抉择的重大主题，

把 面 对 这 些 重 大 主 题 时 所 产 生 的 情 感 冲 击 力 上 升 到 审

美层面时，就是庄严感、崇高感和悲壮感。在国家安危、

民族尊严面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为保家卫国而舍

生忘死的壮举，使人们油然而生崇高感、悲壮感，那种浓

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气概，具有永恒的价值力

量 、情 感 力 量 和 艺 术 能 量 ，散 发 永 恒 的 艺 术 魅 力 和 情 感

感召力。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影视创作习惯从题材的流行度、话

题性、情绪价值等角度选取题材，计算哪些作品可以“燃”、

可以“爆”，哪些题材会有更大的市场反响。抗美援朝题材

的火爆，创作者投入的热情，观众对它的热烈反响，引人

深思。

从这个意义上讲，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作品为当下影

视创作重新校正了创作目标，也告诉我们：在寻找一时的市

场热点、观众热点、话题热点的同时，文艺创作还有永恒的

热点，它属于人们精神和情感的价值高地，也属于艺术审美

所要抵达的崇高境界。

    （作者为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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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展示西北革命历史画卷生动展示西北革命历史画卷
    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西北岁月》开播以来在电

视大屏累计收视 6.41 亿户次。该剧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波

澜壮阔的西北革命岁月，在共情共鸣中感悟信仰的光辉。

一段横跨 25 年的西北革命历史故事，何以吸引观

众，尤其是圈粉年轻观众？电视剧如何真实呈现革命历

史和革命先辈的精神风范，彰显昂扬充沛的精神力量？

本版邀请该剧导演和党史专家撰文，以飨读者。

                                ——编   者

电视剧《上甘岭》剧照。                 片方供图

近 日 ，由 中 国 文 联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等 联 合 出 品 ，中 国 电 视 艺 术 家 协 会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影 视 剧 纪 录 片 中 心 摄 制 的 电 视

专 题 片《放 歌 新 时 代》在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播出，聚焦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动文艺繁荣发

展的生动实践，引起关注。

专题片共 3 集。第一集《时代召唤》用优

秀 作 品 激 荡 文 脉 不 绝 、弦 歌 不 辍 的 历 史 回

响；第二集《人民期待》溯源“以人民为中心”

的 创 作 导 向 ，谱 写 崇 德 尚 艺 、守 正 创 新 的 文

化 追 求 ；第 三 集《新 的 使 命》高 扬 精 神 风 帆 ，

开启文艺事业的崭新航程。

《放 歌 新 时 代》从 夜 幕 下 天 安 门 广 场 的

流 光 溢 彩 和 悦 动 音 符 开 篇 ，大 气 磅 礴 、振 奋

人心，将观众带入一幅幅美好生动的文艺画

卷 。 新 时 代 文 艺 的 精 品 力 作 贯 通 专 题 片 叙

事始终，内容涵盖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电

影、电视、杂技、美术、书法、摄影等众多艺术

门类。

《放 歌 新 时 代》生 动 展 现 文 艺 工 作 者 的

内心世界和创作动力，讲述创作背后温润人

心 的 故 事 。 从 表 演 艺 术 家 牛 犇 83 岁 入 党 的

赤诚初心，到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多年坚

守马街书会的艺术情怀，再到表演艺术家李

雪 健 一 句“ 他 们 心 里 装 的 是 人 民 ，唯 独 没 有

自 己 ”的 肺 腑 真 言 ，充 分 表 现 了 艺 术 家 坚 守

艺术理想、与人民同行的情怀担当。

《放歌新时代》首次大范围、集中展现了

众多艺术精品的创作过程，汇聚文艺工作者

对“推敲好作品”的深度思考。民族歌剧《沂

蒙山》创作团队 11 次奔赴革命老区采风 ，从

成百上千个真实故事中提炼艺术灵感；作家

李迪呕心沥血，在病床上完成了报告文学《十

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大型情景史诗《伟大

征程》的创排过程是对全体参演人员信仰的淬

炼、信心的凝聚，最终在舞台上呈现一场视听

盛宴……《放歌新时代》从多个层次有力抓住

“人民”这个关键词，在这部专题片中，人民不

仅是书写的对象，更是创作的导向。

《放歌新时代》努力提出一系列文艺领域

的前沿话题。比如，对中国文艺与世界文艺的

关系、不同艺术门类的融合发展、技术与文化

的双向赋能、新文艺领域和新文艺形态的变化

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专题片集中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的组织制

度优势。一系列文艺领域的创新举措、文艺事

业的全新突破、文化创作的标志成果备受瞩

目，深刻揭示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方面的独特作用。  
这 部 专 题 片 不 仅 生 动 记 录 了 新 时 代 文

艺的精彩历程，也较为深刻地阐释了新时代

文艺事业的价值导向。

图为电视专题片《放歌新时代》海报。

                         片方供图

聚焦文艺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
——评电视专题片《放歌新时代》

王   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