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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广角

《百炼成钢》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
设、改革的百年征程。

正如导演毛卫宁所言，《百炼成钢》“聚
焦于每一位党员是怎么‘炼成’的，如果每个
人物都是丰满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对于
观众来说，就会更有情感共鸣”。“百炼成
钢”，不仅仅指中国共产党本身，也意味着每
一位共产党员的“百炼”，正是他们的“百
炼”，才共同铸就了“成钢”的中国共产党。
在这些人中，有革命先驱李大钊、瞿秋白
等，有人民领袖毛泽东，有人民音乐家冼星

海、施光南等，有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等，
也有“最美奋斗者”焦裕禄、王进喜等。

《百炼成钢》 在人物塑造上注入了丰富
的生活细节。比如，陈望道在翻译 《共产党
宣言》 时，由于太专注，不小心吃了蘸墨汁
的粽子，感叹“真理的味道是甜的”。可是
真理的甜与现实的惨烈形成了巨大反差，让
他“没想到求索真理却如此血腥”。再如，
陈独秀被京师警察厅下达了抓捕令，李大钊
护送陈独秀出京，两人在一辆骡车上相约建
立中国共产党……正是这种种“百炼”，锻造
了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品格，从红船精
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
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到抗

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
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
攻坚精神等等，电视剧全景式、立体地呈现
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以歌咏史

《百炼成钢》将沉浸式音乐剧的元素融入
影像叙事。它以组歌板块串联起整个历史进
程，用 《国际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歌唱祖国》《在希望的田野上》《为希望
祝酒》《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多首歌曲，勾
连起中国共产党恢弘的百年历史。这是电视
剧以歌咏史的新形式。

作为一种以节奏为核心的艺术语言，音
乐是联结客观世界与主观情感的纽带。剧中
的音乐不仅承载着我们的历史记忆，还承担
着民族精神与民族情 感 的 “ 音 调 摹 写 ”。

《国际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等
在 剧 中 反 复 响 起 ， 承 载 了 很 强 的 叙 事 功
能。当瞿秋白在大街上听到人们齐唱 《国
际歌》 时，他喜悦的心情充满了对中国美
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任弼时生病后，毛泽东
批 准 他 去 苏 联 治 疗 ， 任 弼 时 表 示 服 从 决
定，希望大家一起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歌声响起，点出了是历史和人民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主题。当王莘看到
国家朝气蓬勃的景象时，喜悦之情浸染胸
怀，《歌唱祖国》的美妙旋律从他口中自然而
然地流淌出来。

美学风格独特

作为一部可视化的党史作品，《百炼成
钢》 在美学层面呈现出史诗与抒情的交织交
响。史诗的意味和动人，需要抒情和生动想
象。优秀作品则应善于表达时代和民族的精
神要义。

《百炼成钢》动人的宽广视角与细节淬炼
主要围绕“牺牲”展开，以此表现中国共产党在
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纵横演进与价值回响。

比如剧中，在李大钊行刑前，一名女学生对
他说，自己是他的学生，是在他的带领下走
上革命道路的，自己要先“走”。李大钊听
后，表示自己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
的，自己先“走”更合理。行刑前，他不
畏死亡，说出“绞死了我，并不能绞死共
产主义！”的豪言壮语。另如，在步履维艰
的核试验中，一位教授身受重伤，仍心系
试验，表示尽管燃料推进剂爆炸了，但燃
料效率提高了 8%。临去世前，还嘱咐让好
友钱学森将随身携带的钢笔转交给女儿，
告 诉 女 儿 自 己 很 爱 她 。 类 似 这 样 的 “ 牺
牲”故事在剧中数不胜数。在史诗品格与
抒情话语、集体经验与个体化经验的交融
中，《百炼成钢》 展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探
索 ， 意 旨 深 远 ， 影 像 编 码 和 打 开 方 式 独
特，为中国共产党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百年
征程，做出了坚实的注解。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

动人的芭蕾舞姿、恢弘的交响音乐、感人的故
事情节、全新的舞蹈编排，从剧本、音乐到服装、
布景、视频、灯光，处处体现苏州风情，洋溢着时
代气息。6月11日，历时两年精心创排与打磨的原创
芭蕾舞剧《我的名字叫丁香》（如图） 在苏州成功首
演，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以舞蹈语言
讲述一个关于爱与信仰的真实故事。

芭蕾舞剧 《我的名字叫丁香》 由苏州市委宣传
部、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工业园区管委
会指导，苏州芭蕾舞团倾力打造。舞剧以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的 《雨花台的那片丁香》 为文字
基础，讲述了烈士丁香、部队宣传员时钟曼、现代
青年乐丁香三代“丁香”的革命信仰传承。

“如何立足当代人的审美，用时代语言讲述红色
故事、挖掘红色精神是该剧创作的关键。”《我的名
字叫丁香》 编舞兼导演、国家一级演员王亚彬表
示。据她介绍，剧本在创作阶段反复推敲，修改了
九稿，把最能够体现人物信仰、最能够打动观众的
情节予以放大，删减了不必要的细枝末节，让整部
舞剧张弛有度，人物塑造有血有肉。演出中，丁香
与阿乐的婚礼双人舞，与之后丁香牺牲时的男女独
舞形成强烈的情感冲突，虽不是恢宏壮观的大场
景，却步步紧抓观众的心，令人为之动容。

“在宏大叙事下进行人性的探索，在人性的真情
实感中再现历史。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让更多的年
轻人喜爱，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可。”王亚彬说。

近年来，以丁香烈士为原型创作的艺术作品有

很多，但通过芭蕾的形式来展现还是第一次。除了
委约编导外，《我的名字叫丁香》中的音乐特别邀请
波兰音乐家西蒙·博索斯卡创作，由年逾八旬的指挥
家陈燮阳亲自执棒苏州交响乐团演出。该剧还邀请
苏州昆剧院的演员进行念白，芭蕾的温婉柔美和昆
曲的低吟浅唱相得益彰，回味无穷。

苏州芭蕾舞团艺术总监李莹表示，舞团多年来
积累了不少原创作品，也一直致力于打造“江南芭蕾”
品牌特色。“在这部舞剧中，我们特别强调将江南审美
的简约雅致融入创作中，无论是人物造型、舞美灯光，
还是多媒体视频都带有鲜明的中国韵味，从而使芭
蕾艺术能够在民族审美中展现出独特美感。”

苏州芭蕾舞团自成立以来秉承“一年一剧”的
创作节奏，不断丰富着自有作品库。“苏芭的作品是
中西文化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嫁接，也是民族化
的再创造。在以往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我们要树立
并强调精品意识。”苏州芭蕾舞团团长王全兴说，

“一部优秀的芭蕾作品最重要的是‘抓人心’。苏芭
怀揣着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心，不断探索，希望用
生动感人的艺术语言、平易近人的艺术风格，塑造
出可敬、可亲、可爱的英雄人物，实现红色主旋律
故事的可感、可知、可传播。”

据了解，在完成首演后，《我的名字叫丁香》还
将进行全国巡演，让作品在巡演中生根、发芽、成
长。在未来的发展中，除了完成“一年一剧”外，
苏州芭蕾舞团还将筹划“新中国舞蹈精品荟萃”，计
划邀请反映不同时代、展现不同风格的芭蕾经典作
品来苏展演，进一步促进艺术交流，推动江南文化
品牌塑造。

本报电（文纳） 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出品的特
别节目 《精神的力量》 于近

日开播。节目以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为主题，引导观众重返历史场景，聆听
动人故事，重温百年党史。播出后微博相
关话题阅读量超过 3 亿，引发年轻网友的
关注与共鸣。

从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
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
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到新中国成
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特区精神、抗洪
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
坚精神，《精神的力量》精心选择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中的 14 种精神，以 50 部红

色主题电视剧为基本素材，通过“电视剧
汇编+嘉宾宣讲+采访解读+外景拓展”等
多维度方式给予呈现。这些剧目既有 《长
征》《伟大的转折》 等观众熟悉和喜爱的
经典作品，也有 《觉醒年代》《山海情》

《在一起》等备受年轻人关注的时代新作。
在对经典剧情进行主题化提炼和精

编 重 组 的 基 础 上 ， 节 目 还 结 合 实 地 拍
摄、嘉宾专家现场探寻解读，构成“经
典影像、红色现场、融合表达、年轻语
态”的生动整体。每一期节目特别设置
了“主讲人”，他们或结合自己的影视作
品讲述红色历史、分享精神感悟；或追
寻祖辈足迹，满怀情感回望致敬烽烟岁
月 的 光 荣 与 豪 情 ； 或 者 以 亲 历 者 的 身
份，讲述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精神
震 撼 ； 或 者 怀 抱 年 轻 真 诚 的 心 灵 ， 在

“精神”缘起之地分享精神的滋养，将新
时代下对百年党史的感悟娓娓道来。

本报电（记者郑娜） 在大型民族歌剧 《沂蒙
山》 的精彩演出中，中演院线旗下北京顺义大剧
院于近日正式开幕，并对外发布 2021开幕演出季
剧目。除《沂蒙山》之外，本次演出季还包含宫西达
也绘本儿童剧《遇到你，真好》，中央民族乐团团长、
琵琶演奏家赵聪和她的朋友们带来的音乐会 《最
美时光》等多个艺术种类的演出剧目。

顺义大剧院位于北京市顺义石园大街 10号院
顺义文化中心，是北京市顺义区文化中心“三馆一

院”（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的重要组成
部分，可提供戏剧、歌剧、舞剧、音乐会、大型文艺演
出等服务。作为中演院线旗下第 17 家直营剧院，
也是继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后，中演院线第二家位
于首都北京的直营剧院，北京顺义大剧院的正式
开业将填补顺义区综合性高端文艺演出场馆的市
场空白，成为传承京味文化、传播顺义文艺生活
新理念的又一艺术殿堂，助力打造顺义区“文化
地标”和百姓文化生活的“精神高地”。

《百炼成钢》

史诗与抒情的百年交响
丁亚平

红色题材的浪漫升华
本报记者 郑 娜

红色题材的浪漫升华
本报记者 郑 娜

弘扬共产党人精神弘扬共产党人精神

北京顺义大剧院开幕

打造百姓文化生活精神高地

初心咏唱红色旋律初心咏唱红色旋律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举办“初心咏唱·红色旋律”

主题歌咏比赛，41支参赛队伍激情放歌，近3000名党员干部同台
倾情歌唱，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图为参赛队
伍在现场放声歌唱。 司 伟摄

图①②③：电视剧 《百炼成钢》 中的
毛泽东、陈望道 （前排右一）、瞿秋白

（右一）。
《百炼成钢》剧组供图

作为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主题的电视剧，《百炼成钢》
既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是重大
现实题材。它首次在电视剧中运
用板块式的结构和音乐剧等多种
表现手法，以史诗与抒情的复调，
彰显党史题材独特的美学风格。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
群曾回顾自己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最
初机缘，当年正是读了著名历史学家
吴晗编著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才激
发了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从而报考了
历史专业，一心一意“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投身历史研究坚持至
今。《中国历史小丛书》影响到的年轻
学子，肯定不止卜宪群一人。读了一
套书，便决定躬身入局，在一个领域
奋斗终生，也不止历史学科。由此可
见，读书激发的能量，对一个人人生
际遇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中国历史小丛书》缘何能有这么
大的影响？关键在于丛书之“小”。

“小”，是指篇幅短小、用笔轻盈，但
思想的含金量一点都不少。我们现在
很多学者，埋头于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做科学研究，写出来的学术成果
都是一本本砖头似的“大书”，又长
又厚，艰涩难懂。自然科学领域的研
究著作探讨科技前沿，难以避免，不
少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也呈现出这种状
况。只顾往深里挖掘、却不知往周遭
拓展，把一门学问刨根问底、掘地三
尺的同时，也许也就忘记了这门学问
与真实世界的有机联系、与普通读者的情感共鸣。

哪怕是专业程度高的自然学科，也有一批可读性
强、趣味性强的优秀科普著作。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
基人竺可桢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副主席，他的《天道与人文》介绍中国的天文
星宿、气象物候，简易平实，通达流畅，丝毫没有冬烘
气。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所著

《爷爷的爷爷哪里来》，同样轻松易读，把古生物学知
识包裹进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里，再通过娓娓道来的讲
述，人类的起源、生物的演化等各种深奥问题都形象
化地立体、生动起来，堪称“大科学家写给小读者”
的典范之作。

实际上，“小书”最需“大家”写。为何竺可桢和
贾兰坡这样的“大家”能做到深入浅出？首先得益于
他们横跨文理、博通中西的学养。科普类、通俗类的
东西其实很不好写，作者不仅要对这门学问深刻洞察
与透彻了解，还要具备一支生花妙笔，把幽妙精深的
思想表达出来。如果表达得再生动而富于美感，就是
更高的要求。竺可桢和贾兰坡，都是“上知天文下知
地理，文经武律以立其身”式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辈
子孜孜以求，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耕耘出一片灿烂田
地，底子厚，语文功力足。到了晚年灵感觉醒，智慧
勃发，把一生的学养修养贯通成简白晓畅的文字，惠
及读者。

一本书、一篇文章能否撬动读者心扉，还要发前
人未发之秘、辟前人未辟之境。美学大师宗白华一生
学术作品量不算多，但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体大思
精的理论、中西交融的华彩乐章，文字亲切美好。读
先生文章，好似一位温柔敦厚的邻家长者与你抵足长
谈，真如穿越初盛春林、沐浴春风十里，熏陶享受，
美不胜收。怪不得学界有这样的说法：宗先生 《美学
散步》 里一篇文章能写一本大书，摘一句话能写一篇
论文。读先生书，确有其感。

卜宪群并没忘记历史普及的重要性。由他牵头编
写的五卷本 《中国通史》 和百集纪录片 《中国通史》，
近来都取得了不俗反响。从中我们看到几代中国学人
为了学术的通俗化、平民化所做出的努力。我们期待
更多大家，在学术研究之余，写出更多凝练精悍、言
简义丰的普及性作品，方便普通人攀登文化昆仑，窥
睹经典堂奥。惟其如此，读者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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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观众在北京顺义大剧院拍照留念。 方 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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