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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新近制作亮相的影视作品为百年党史画像、立传、明德之八思

仲呈祥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著名文艺评论家）

影视创作中的百年党史：

镌刻初心照耀伟大复兴中国梦

（一）

以饱满的热情
书写党的奋斗历程
和光辉成就， 是社
会主义文艺工作者
的使命

以影视审美形式表现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 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当
代对人类艺术的一种独特贡献 ，也
是世界荧屏上一道独具魅力的灿烂
景观。 在当下庆祝建党百年、广泛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中， 中国荧
屏播出了一批以影视审美形式表现
百年党史 、为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
画像 、立传 、明德的精品力作 ，相映
成辉 ， 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能量。

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
别是影视作品 ，用心用功用情讲好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以饱满的热情
书写党的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 ，是
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这批
作品不仅引领和拨正了中国主题
性电视剧创作持续健康发展繁荣
的航向 ，而且为净化电视剧生态环
境 、 培育良好的群体性鉴赏修养 ，

作出了令人欣喜的重要贡献。

（二）

《觉醒年代》一
马当先揭开了这次
以影视这种覆盖面
广、影响力大、渗透
性强的现代化审美
形式参与回望百年
党史的序幕

《觉醒年代》一马当先揭开了这
次以影视这种覆盖面广、影响力大、

渗透性强的现代化审美形式参与回
望百年党史、 学习百年党史的全民
重大活动的序幕，起点甚高，反响甚
佳。 这部电视剧为自新文化运动起
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中
华民族觉醒的重要历史在荧屏上画
了像、立了传、明了德，为学习百年党
史提供了形象生动的荧屏教材，激起
了全党全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学习
党史、感悟党史、传承弘扬红色基因
和革命精神的前所未有的极大热潮。

接踵而至的 《中流击水》《大浪
淘沙》等也都各具特色，从不同视角
侧重抒写 ，互为补充 ，相映成辉 ，共
同成为了学习党的百年历史和中国
现、当代思想史的影像形象教材。

这种成功的艺术实践启示我
们： 人民的影视工作者以文化自信
和文化自觉的姿态，遵党之命，遵人

民之命，遵时代之命，以自己擅长的
艺术样式和审美形式， 艺术地呈现
百年党史、讴歌百年党史，引领广大
观众在艺术鉴赏中“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悟思
想，办实事 ，开新局 ”，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实在是功在当代 ，利及千
秋 ！ 这里的关键 ，是人民的影视工
作者务必自觉地把自己的个性化
的审美艺术追求 ， 融进为时代画
像 、立传 、明德的历史潮流 ，去实现
人生价值。 我们不赞成笼统地将文
艺从属于经济(或市场)，以利润思
维取代审美思维制约文艺创作 ；我
们也不赞成背离人民、 脱离时代地
用文艺去“咀嚼个人身边的小悲欢，

并拿这小悲欢当大世界”。 一批回望
百年党史、 讴歌百年党史的优秀影
视作品的成功艺术实践， 再次雄辩
证明了“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
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
一伟大真理。

（三）

要循序渐进 、

水到渠成地培养驾
驭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的创作新人

当然， 从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
验总结看， 这批以百年党史为题材
的影视作品创作的成功艺术实践也
再次雄辩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的 “两尊重 ” 原则是伟大真
理———一是要尊重艺术家， 二是要
尊重艺术规律。

先说尊重艺术家。 艺术创作的
主体是人，是艺术家。 这批以百年党
史为题材的优秀影视剧的成功艺术
实践启示我们 ：最重要的 “尊重 ”是
知人善任———知艺术家所长并善任
所长。 《觉醒年代》光剧本就磨了六
年， 编剧龙平平曾任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副秘书长，在逄先知、金冲及
等著名党史专家培养熏陶下工作几
十年， 并有过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
平 》的创作经验积累 ，此次创作又
带着参与创作的同事们组成的班
子反复深入当年陈独秀 、 李大钊 、

毛泽东等战斗过的地方考察学习 ，

获得了相当充足的党史学养和修
养 ， 具备了相当厚实的史识和史
德 ，从而确保了作为一剧之本的剧
作的坚实基础。 《中流击水》的编剧
黄亚洲 ，也曾有过 《开天辟地 》 《日
出东方 》等多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剧的创作经验积累。 《大浪淘沙》的
编剧刘星 、《绝命后卫师 》 《绝境铸
剑 》 《绝密使命 》 的编剧钱林森和
《啊摇篮 》的编剧王茜等，也都是数
年乃至十余年 “孕 ”一剧 ，都有过较
为丰富的驾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
创作经验积累。

编剧如此，主演也是如此。 尤其
是作为百年党史题材， 饰演重要历

史人物的特型演员恐怕是绕不过去
的选择难题。 全景式表现抗美援朝
的史诗剧《跨过鸭绿江》就选择了广
大观众普遍认可的唐国强饰毛泽
东、孙维民饰周恩来，选择了虽然首
次饰演、 但从反复试镜中表现出无
论形似还是神似都较以往饰演过彭
德怀的四位特型演员更具综合优势
的丁勇岱， 结果确保了完成片在表
演艺术质量上的一流水准。 这种主
要体现在知人善任上的尊重艺术
家 ，是党在新时代领导文艺创作的
重要经验，需要珍惜。 当然，长江后
浪推前浪 ，新人辈出是文艺事业发
展的必须 ，所以我们也需要循序渐
进 、水到渠成地培养驾驭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的创作新人和新的特型
演员。

（四）

走进英雄人物
的精神世界， 以英
雄的精神拍摄讴歌
英雄的作品

再说尊重艺术规律。 《跨过鸭绿
江》是尊重艺术规律的典范。

一是努力实现题材资源的优化
配置。 物质生产有个资源配置的优
化课题， 精神生产同样也有一个资
源配置的优化课题。 抗美援朝这一
百年党史上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

过去拍摄过的影视剧不少， 但此次
定旨为 “全景式 ”“史诗剧 ”，则对题
材资源的开掘与配置提出了更高更
新的要求。鲁迅说:“选材要严，开掘
要深。 ”此乃真谛。 为了深入开掘抗
美援朝题材的深度和广度， 发现其
蕴含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蕴， 实现
资源的优化配置， 深刻揭示出它在
当时世界总体格局和新中国的立国
之战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 ，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充分发挥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

理论优势和文化优势， 集中力量办
大事、 办急事， 组织全国著名的党
史、军史专家和电视艺术家，群策群
力，集体智慧，明主旨，定结构，塑人
物，选细节，逐集讨论、修改剧本。

二是实现创作生产力诸因素
（编、导、演、摄、录、美、音、化、服）的
强强联合， 选调全国电视剧各专业
行当的一流人才组成高素质的创作
集体，确保全剧做到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

三是坚定不移地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的 “创作方法有一百条 、

一千条 ，最根本 、最牢靠的只有一
条 ，那就是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 ”

创作集体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 ，深
入当年抗美援朝冰天雪地的战争
环境 ，走进抗美援朝英雄人物的精
神世界 ，以抗美援朝精神拍摄 《跨
过鸭绿江 》， 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创
作任务。

（五）

注重培养在艺
术实践中逐步形成
的实绩优异的创作
集体

要注重培养在艺术实践中逐
步形成的实绩优异的创作集体 ，并
助其相对稳定 ，充分发挥他们以高
质量影视作品奉献人民的主力军
作用 。

不能忘记，新时期新时代以来，

以王朝柱为编剧、 为核心的创作集
体，一发而不可止地以《长征》《周恩
来在上海》《寻路》《八路军》《太行山
上》《解放》《解放大西南》《周恩来在
重庆》《开国领袖毛泽东》《太阳出来
了》等20余部近700集电视剧，几乎
完整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创造的辉煌历史搬上了荧屏。 王朝

柱在中共中央文献党史研究室 、军
事科学院的扶持下， 长驻北京西郊
香山30余年，学习党史，钻研党史 ，

感悟党史 ，真正做到了明理 、增信 、

崇德 、力行 ，写花了一头黑发 ，思掉
了一腔白牙， 为中国电视剧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创作留下了立得住 、传
得开、留得下的一批精品力作。 他的
创作集体功不可没。

如今，“红色三绝” 的成功同样
有赖于一个优秀的创作班底。 袁锦
贵晚年出任总策划， 组成由编剧钱
林森、主演张桐为骨干的创作集体，

连续以《绝命后卫师》《绝境铸剑》和
《绝密使命 》 亮相央视一套黄金时
段，产生强烈社会反响，赢得广泛赞
誉。 “三绝”均采自福建老区地方红
色资源 ，剧中主角陈树湘 、李化成 、

潘雨青都是党史上铁骨铮铮、 信仰
弥坚的共产党人， 都有真实的原型
人物为依据。 袁锦贵带领创作集体，

严格遵循艺术规律， 深入剧中英雄
人物活动、革命故事发生之地，向老
区人民求教，向革命圣地探源，要求
做到“革命故事要理直气壮地讲，要
充满感情地讲， 要花大气力讲”，并
从中培根铸魂， 启智润心， 终于令
“三绝 ”部部打响 ，观众叫绝:荧屏
“三绝 ”是党史的形象教科书 ，是锤
炼初心使命的精神营养剂。

（六）

以科学思维 ，

塑造百年党史中的
众多人物形象

从审美创作思维上讲要坚守正
确的历史观、党史观，努力摒弃曾长
期制约过我们的二元对立、 非此即
彼的单向思维， 而自觉代之以全面
把握、关注转化、辩证和谐的科学思
维。 这一点，对塑造好百年党史中的
复杂历史人物形象尤为重要。 鲁迅
曾说过，“知人论世，当考其全人。 ”

这无疑是唯物史观理应把握的一个
原则。

过去， 我们的荧屏上的陈独秀
艺术形象， 多着意于表现他在第一
次国共合作时期严重的右倾错误 。

当然， 这错误确实给党和革命带来
了极大损失。而《觉醒年代》中，以极
大的篇幅和感人的细节在荧屏上重
塑了被毛泽东誉为 “五四运动总司
令”的陈独秀的艺术形象，还原了那
段历史的真实 ，也让今日之观众尤
其是青少年观众实事求是地了解
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真实
面貌 。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 。同样 ，

《觉醒年代 》 还浓墨重彩地塑造了
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北京大学校长
的蔡元培的艺术形象。 他的“抱定
宗旨”“砥砺德行 ” “尊师爱友 ”，他
的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他的力
倡 “科学 、民主 ”……这些都是那
段历史的真实 ， 予以审美艺术表
现正是创作思维力图摆脱简单的

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的结果 。 但
如果用 “考其全人 ”加以衡量 ，如
陈独秀的严重右倾错误 ， 使今天
的 我 们 能 客 观 公 正 地 对 历 史 先
贤们是其所是 ，非其所非 ，全面辩
证地从他们的波澜生涯中获取历
史营养 ， 那么就有必要用把艺术呈
现的历史向后延伸的《中流击水》《大
浪淘沙》来互补了。

（七）

从平民视角写
普通人物在百年党
史中的精神成长和
灵魂演进， 也是不
可或缺的必要补充

从百年党史的题材选择上 ，注
重从建党写起到百年历程中的重大
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 无疑都
是必须的和首要的， 否则会失去史
诗品格。 但另一方面，从小视角写小
人物、 从平民视角写普通人物在百
年党史中的精神成长和灵魂演进 ，

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充， 否则，这
荧屏上以影视审美形式抒写的形象
党史也是不全面、不丰满的。 在这方
面，《理想照耀中国》《啊摇篮》等作品
做出了很好的探索与呈现。

（八）

实现知 、 情 、

意、 行统一的中华
美学追求， 这正是
以百年党史为题材
的影视作品在艺术
品格与美学追求上
的可贵收获

还须提及， 这批以百年党史为
题材的影视作品， 不仅在精神高度
与文化内涵上有新的追求， 取得了
可喜的成就， 而且在艺术品质尤其
是美学品位上，也有了自觉的探求，

攀上了更高的美学台阶。

观众普遍反映： 这批优秀作品
空洞的口号和大话少了， 接地气的
真情实感和人话多了； 事件的铺排
少了，感人的细节多了。 究其缘由，

是坚持以人带史，而不是以史带人，

是人物牵着事件的鼻子走，而不是事
件牵着人物的鼻子走。 《觉醒年代》是
以李大钊 、陈独秀 、毛泽东 、蔡元培
和辜鸿铭、黄侃等人物为聚焦点，围
绕着刻画这些人物牵出一系列历史
事件，精雕细刻地再现如“美食小牛
蹄” 之类的展现人物性格的生动细
节。 《中流击水》以毛泽东为叙事视
点和主线， 牵引出那段历史中的重
要历史事件。 唯其如此，除却了公式
化 、概念化痕迹 ，提升了审美化 、艺
术化水准。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要传承和弘
扬中华美学精神， 倡导要讲求托物
言志 ，寓理于情 ；讲求言简意赅 ，凝
练节制 ；讲求形神兼备 ，意境深远 。

强调要知、情、意、行相统一。 这批优
秀作品努力学习、领悟、践行了这些
重要指示。 在审美创造的运作思维
上，注重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觉醒
年代》里的“红楼”，《中流击水》里的
“红船 ”，《大浪淘沙 》 里的 “浪 ”与
“沙”， 都寄托和言说着人物的情与
志；在审美创作的结构上，注重言简
意赅 ，凝练节制 ，如此纷繁复杂 、波
谲云诡的历史，如此精神丰满、文思
如泉的人物，在《觉醒年代》《中流击
水 》《大浪淘沙 》和 《绝密使命 》中都
能表现得相当精准得当，扣人心弦；

在审美创作宗旨上，注重形神兼备，

意境深远，《觉醒年代》 所营造的呼
唤科学与民主、 唤醒国民觉悟的时
代意象，《大浪淘沙》 那一幅幅大浪
淘沙的画面组成的人生意境， 都较
好地实现了知 、情 、意 、行统一的中
华美学追求。 这，正是以百年党史为
题材的影视作品在艺术品格与美学
追求上的可贵收获。

◆ 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
视作品，用心用功用情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以饱满的热情书写党的奋斗历程和光辉
成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 人民的影视工作者务必自觉地把
自己的个性化的审美艺术追求 ， 融进为时
代画像、立传、明德的历史潮流，去实现人生
价值。

◆ 这批影视作品不仅在精神高度与文
化内涵上有新的追求，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而且在艺术品质尤其是美学品位上，也有了
自觉的探求，攀上了更高的美学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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