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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产影视剧
几乎将革命题材写尽
的 当 下 ， 《 特 赦

1959》开辟了一个新
的创作视角， 剧情的
新鲜度、 解密感以及
戏剧性十足 ；回望新
中国成立头十年的这
段特殊历史， 追溯共
产党人胜利的原因 ，

对当下亦是不忘初心
的精神观照

有情怀有暖度，真实的质感激发冷题材热传播
上海出品，首部聚焦特赦题材国产剧《特赦1959》收视喜人

今年暑期档 “爆款 ” 剧不少 ， 但

由上海出品的 《特赦 1959》 显得尤为

特别。 自 7 月底在央视一套播出以来，

每日平均收视率超 1%， 屡次排名同时

段第一 。 这部网台同播的剧集同期在

视频网站上 “引爆 ” 大量弹幕 ， 让年

轻一代对共和国成立初期历史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

《特赦 1959》 是我国第一部以

“特赦” 为题材的电视剧， 也填补了此

类影视剧的空白 。 作品讲述了新中国

成立后 ， 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历史的

高度上 ， 高瞻远瞩 ， 深谋远虑 ， 对战

犯进行改造和特赦的历史事件 。 冷题

材如何做到热收视 ？ 这部作品又将对

中国革命题材的创作起到怎样的示范

作用 ？ 围绕这些话题 ， 由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电视剧司指导 ， 中国电视艺术

委员会主办 ，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协

办的电视剧 《特赦 1959》 研评会昨日

于北京召开。

尽显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创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在国产影视剧几乎将革命题材

写尽的当下， 《特赦 1959》 开辟了一

个新的创作视角 ， 剧情的新鲜度 、 解

密感以及戏剧性十足 ； 回望新中国成

立头十年的这段特殊历史 ， 追溯共产

党人胜利的原因 ， 对当下亦是不忘初

心的精神观照。”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

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说。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后 ， 一场

改造国民党战犯的 “攻心之战 ” 拉开

帷幕。 《特赦 1959》 以北京功德林管

理所为主要叙事空间 ， 讲述了共产党

人改造 、 特赦战犯的故事 。 剧中真实

还原了我们党对待战犯的一系列政

策 ， 细腻再现了时代大背景 ， 还将杜

聿明 、 王耀武 、 黄维等真实历史人物

搬上荧屏。

题材的独特性带来了新鲜感 ， 也

为叙事增添了不小的难度 。 功德林管

理所中展开的是空间相对固定的群像

戏 ， 讲述的故事很难有特别明显的起

承转合 ， 这是一道叙事难题 。 在清华

大学影视传播中心主任尹鸿教授看来，

《特赦 1959》 收视成功的关键原因 ，

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 ， 用合理的

戏剧冲突聚拢起原本零散的人物 。

剧 中 的 战 犯 之 间 也 有 明 争 暗 斗 的

“鄙视链 ” ———黄埔派看不起非黄埔

派 ， 将军看不起特务 ， 官大看不起官

小 ， 要求进步的和顽固不化的又相互

对立……剧中的主人公 、 负责战犯改

造工作的功德林管理所所长王英光虽

是虚构人物 ， 却是那个时代诸多共产

党干部的形象 “合集”。 他有文化、 有

教养 、 有担当 、 有胸怀 ， 革命立场坚

定 ， 因解放战争失去过至亲而对国民

党战犯有复杂的私人情绪 。 这种特定

境遇中错综复杂的人物互动关系与紧

凑剧情的交织纠缠 、 相互推进 ， 形成

了巨大的戏剧张力 ， 将观众牢牢吸引

在了荧屏前。

有情怀有暖度， 让信
仰更具时代穿透力

“《特赦 1959》 不光展现了共产党

的人道主义精神 ， 更凸显出共产党人

‘只有解放全人类 ， 才能最后解放自

己 ’ 的宽广胸怀 ， 也点出了政权更替

是人心向背的历史真理。” 上海文化发

展基金会秘书长郦国义说。

共产党的胜利不光靠枪杆子 ， 更

是靠科学的 ， 代表人类发展规律的先

进文化 。 没有硝烟的 “攻心之战 ” 有

时比战场上的兵戎相见更为艰难 ， 坚

定的信仰 、 理论的自信以及社会建设

的巨大成就 ， 让共产党人得以在思想

上征服对手 ， 将曾经的敌人拉回人民

的阵营。 在网上， 《特赦 1959》 中几

段酣畅淋漓的辩论， 有情怀， 有暖度，

被观众称为 “不忘初心” 的生动素材，

引发不少网友自发摘抄传播 。 面对起

初不接受改造、 一心想要 “马革裹尸”

的黄维 ， 王英光晓之以理 ， 指出 “一

个军人的荣誉 ， 是建立在人民基础上

的 。 离开了这个前提 ， 就没有任何荣

誉可言”； 面对对方 “胜者为王， 败者

为寇 ” 的论断 ， 王英光更借此指出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 是人民

的意志使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

和先进文化 ， 对战犯曾持有的落后文

化乃至反动文化的改造过程中 ， 哪一

方的文化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呼之

欲出 。 此外 ， 对于忠孝节义 、 仁义礼

智信等传统精神 ， 剧中也提到应该站

在时代的高度 ， 加以重新的诠释和理

解 ， 那才是真正的继承和弘扬传统文

化。”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文艺

评论家仲呈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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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特赦 1959》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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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品”矩阵出击：
以信仰的力量挖掘呈现丰厚壮阔的生活

六部获奖作品覆盖“五个一工程”评选五个门类，成绩斐然

图书 《战上海 》、电影 《我不是药

神》、电视剧《大江大河》《黄土高天》、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歌曲《一路走

来》，五大门类、六部作品榜上有名，上

海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

工程” 评选中交出了全国第二的优秀

成绩单。

目光投向这些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作品， 背后的创作真谛渐渐清

晰起来。这六部作品不仅标注了“上海

出品” 的新高度， 显现了近年来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的丰硕成果，也再次

验证了文艺创作的不变准则。 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有感而

发：“能在五大门类中有所收获， 这份

优秀的成绩单是厚积薄发使然， 是长

期蕴蓄在上海文艺工作者心头的创作

激情与才华的一次集中爆发。 ”

作为上海文艺创作多年来的目击

者、参与者，毛时安从往昔的创作历程

中读出了两层意味。其一，上海是红色

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汇聚交融之

地，“红色文化是信仰与信念， 江南文

化给予了我们底蕴， 海派文化则充溢

着追求创新的原动力， 如何在创作中

有机整合这些存留于城市血脉里的文

化底蕴与创造力， 关乎上海文艺创作

的实绩。”其二，榜上有名的是作品，真

正嘉许的是作品承载的创作精神与态

度———上海文艺工作者的目光和追求

始终向着远方、向着高峰，脚下踏进了

生活的沃土，“正因为志存高远的同时

也不断往生活的深处沉潜， 上海才丰

收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佳作， 才可能交出无愧于时代和

人民的精品力作。 ”

彰显信仰之美 ，让
精神之力浇灌出作品的
丰厚绚烂

图书《战上海》此次收获了沉甸甸

的特别奖， 它的奥秘悉数写在了字里

行间。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上海解放 70 周年，军史专家刘统

的新作带读者重返 70 年前硝烟弥漫

的战场。 当一个个中国共产党人与人

民群众同心同德的细节随笔墨流淌，

对于 “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赢的”“为什

么赢了”，读者自会得到答案。

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总编辑王为松回顾该书出版历程时

说：“2017 年我们与作者策划选题时，

就意识到要做的不仅是讲述上海解放

的历史，更是要为 70 年前用积极作为

和无畏担当赢得人民拥护的共产党人

画像，为 70 年来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奋斗史立传，为 70 年后我们再以战上

海精神激发起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排头

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蓬勃之力明德。 ”

彰显信仰之美，无疑是《战上海》获得殊

荣的创作要义。

无独有偶，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也

借助精神之力浇灌出作品的丰厚绚烂。上

海歌舞团首席演员王佳俊扮演剧中的男

主角、英模人物李白烈士。 他从最初扮演

一位英雄人物“觉得荣幸”开始；随着慢慢

走近角色，“荣幸变成了一种使命”。

为人民而创作， 以现
实主义的永恒滋养人心

2018 年的大银幕和电视荧屏上，有

两部“爆款”几乎消弭了所有年龄与所谓

受众圈层的壁垒：电影《我不是药神》和

电视剧《大江大河》。 两者都是从现实的

生活河流中取一瓢饮， 都对时代的变迁

与百姓生活报以诚实和坦荡， 也都凭扎

实的表演与制作赢得了掌声。

如今的文艺创作需要回答这样的问

题：为了谁。 拆解两部爆款与另一部口碑

之作、电视剧《黄土高天》，答案不言自明：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现实

主义的永恒魅力会借光影自然流转。

在评论家看来， 现实主义的魅力，在

于不回避崇高， 就是要让崇高以真实、感

性的姿态走进人心。电视剧《大江大河》改

编自“改革开放的奇书”固然有先发优势，

但真正聚拢观众的，是剧中踏踏实实的人

物塑造。主人公宋运辉，从学校到工厂，从

没有命中注定的“主角光环”。可恰是这平

凡人的经历，让荧屏里改革开放的挺进纪

事为无数人感同身受；也恰是这股曾经奔

腾在许多人内心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

打动了荧屏外同样逐梦人生的你我他。

现实主义的魅力， 也在于不回避真

实，而是让矛盾、困惑、艰苦都经由艺术

的加工， 拥有敲击现实、 抚慰人心的作

用。《我不是药神》取材自社会新闻，但又

比现实更温暖一些。 影片里，程勇、吕受

益、思慧、黄毛等人几乎个个都有内心的

冲突和忧伤。导演文牧野并不粉饰真相，

而是从现实主义的美学原旨中提炼人物

的千姿百态，去探触人性的复杂岩层。因

为足够真实， 当影片最后在伤痛里抱住

了良善与希望， 银幕前的观众自会热泪盈

眶，同时血脉偾张。

转换话语方式，为作品
注入新时代的青春气息

歌曲《一路走来》由小到大回顾展望了

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 从 “推开窗户”到

“敞开大门”、从“栽下幼苗”到“长成树林”，

歌词以小见大，旋律也可庄可谐。清新的乐

声中，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和辉煌成就，洋

溢着再一次出发的坚定信念。

毛时安给出关键词，“新时代的青春气

息”。他说：“我们的文化要写出新时代的青

春气息， 要努力转换艺术和文化叙述的话

语方式。 ”

更为典型的例子便是 《永不消逝

的电波》。 不到半年时间，该舞剧能先

后被文华大奖和“五个一工程”奖两大

重磅奖项青睐，举精神之旗固然重要，

而用今天的语言来讲过去的故事，让

今天的人喜欢我们曾经的历史， 这样

的创作手法更弥足珍贵。

收集这部舞剧的创作点滴，“在尊

重历史的基础上大胆原创”， 被业内外

一致视为作品成败的关键手。在人们耳

熟能详的英雄故事里融入青春色彩、浪

漫情怀，再加几分谍战氛围，多重流行

元素的调和， 为一个传颂了半个多世

纪的故事加注了契合时代的新鲜感。

“用今天的语言来讲过去的故事，让今

天的人喜欢我们曾经的历史。 ”

■ 这六部作品不仅标注了 “上海出品” 的新高度， 显现了近年来打响 “上
海文化” 品牌的丰硕成果， 也再次验证了文艺创作的不变准则。 这份优秀的成
绩单是厚积薄发使然， 是长期蕴蓄在上海文艺工作者心头的创作激情与才华的
一次集中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