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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产剧类型创新

以现代历史报告剧重构历史记忆
———电视剧《光荣与梦想》的类型剧探索

王一川

看完 40 集电视连续剧 《光荣与
梦想》，感觉有一种新鲜感。 让一位拍
摄过《媳妇的美好时代》和《老酒馆》等
有影响力的类型剧导演来执导建党百
年重大题材剧， 其目的显然是要让这
部剧赢得当代观众。 与 40 集系列短
剧《理想照耀中国》叙述不同时期 40

组人物及其故事不同， 也与 30 集历
史剧《中流击水》讲述五四运动至井冈
山会师十年故事不同， 它有着新的抱
负： 要从大约 35 年波澜壮阔的中国
现代革命激流中精心挑选一些别有深
意的故事浪花， 让它们向当代观众释
放鲜亮的斑斓色彩和动人的意蕴。

为实现这样的繁重叙事任务，该
剧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关于现代革命历
史事件的当代时事报告剧与重要历史
细节的深描剧之间的交融方式， 就是
以时事报告统领重要历史细节、 同时
以重要历史细节支撑时事报告，从而借
助历史细节叙事而强化思想理念的当
代现实引领价值。这就把现代历史剧样
式与时事报告剧样式紧密结合起来，形
成现代历史报告剧这一新样式，可以简
称为史报剧。这应当是当代中国电视剧
发展中一次有意义的类型剧探索。

这部史报剧值得分析和总结的方
面很多，这里单从叙事方式来看，其赖
以支撑的基本叙事方式可以称为略大
描细法。 这是一种概略叙述大事件轮
廓而重点深描小细节或小场景、 传达
当代历史观的电视剧表现手段。 这可
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它对历史

大事件采取简略概述的方式， 多用旁白
和大全景一闪而过；另一方面，对历史大
事件中某些小事件或细节则采取深描或
细描的办法， 这就形成大事件中见小细
节、大场面中出小景致的奇特美学效果。

这种有取有舍的方法的目的在于， 不拘
泥于全面详述历史事件， 而是着重传达
对待历史事件的当代历史观念。

这种略大描细法有着如下具体表
现———

首先是承前见。 这就是对所叙述的
整体历史事件及其宏阔背景， 更多地主
要承接观众此前的了解而无需正面予以
叙述。 这就让整个叙述建立在观众此前
理解基础上， 仿佛观众此前已经或多或
少地在整体上掌握了数十年间现代革命
历史事件的主要脉络， 而只需要现在补
充一些相关细节即可， 从而给叙述提供
了可省略和有铺垫的开阔空间。 假如不
是这样， 这部剧所承担的宏阔叙述任务
就难以完成。

其次是多旁白带全景。 全剧以较多
的旁白方式去权威地回溯历史事件脉络，

讲解历史事件的经过及其在当前的现代
价值， 同时辅之以相关场面的大全景展
示，从而给观众以历史情境重温中的新体
味。 第 25 集用旁白讲述中共七大的成
果；第 40 集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
领袖的对谈，点明全剧主题。这包括，以领
袖集体谈话方式一一闪过杨根思、 杨连
弟、邱少云、黄继光等志愿军烈士的不朽
英名，最后以领袖们集体旁白和闪回镜头
结束，特别是“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
的道路”这一句，在全剧中有着终极点题
句的特殊作用，也符合史报剧的特点。

再有就是厚细节。 即集中全剧中有
限的荧屏时空而重点深描一些有价值的
或近年党史军史研究中新发现的历史细
节或小场面，让其重新释放出厚重意义。

第一集从 1982 年板仓杨开慧烈士故居
维修时发现其诗词开始， 切换到晚年毛
泽东目睹杨开慧烈士遗物而流泪， 由此
开始追忆，从 1919 年开始，还原毛泽东
普通人一样的情感以及为国家前途命运
而不懈探索的非凡勇气。 第 18 集叙述
我党我军三名文化人的不同际遇： 陈毅

坚持山地游击战， 腿负伤后强忍疼痛而
硬性用刀挖蛆， 带伤突出重围， 诗兴热
烈；方志敏抱定牺牲心理，拒绝脱党投敌，

临刑前在顾祝同面前大义凛然；瞿秋白拒
绝与师长宋希濂握手，高唱国际歌走向刑
场，还潇洒地表示“此地甚好”。 屏幕上跳
出瞿秋白和方志敏分别慷慨就义的时间
（1935 年 6 月 18 日和 8 月 6 日），继而
在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的内容旁白中结
束。这就重点刻画我党我军文化风骨的现
代价值，可谓一次富于浪漫诗情的现代革
命“斯文”的重构。 再有就是追溯红一、四
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疯狂要权，对前往
看望周恩来的徐向前加以斥责，使用了反
讽或“反语”，令徐向前倍感诧异，这为后
来徐向前同张国焘的决裂作了铺垫。有趣
的是，第 29 集叙述谁来抵抗胡宗南进攻
陕北根据地时，中央领导们都相约先不说
出，而是各自写在手心上，然后一起亮出
手掌，齐声喊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
将军”。这个细节应当出自虚构，但可以戏
剧性地凸显彭德怀的杰出军事家威望。毛
泽东在陕北王家湾山中遇险的场面被详

细叙述，浓墨重彩地突出毛泽东临危不乱的
领袖胆识和战略家的宏大气魄。 第 30集重
点叙述粟裕在率军南下问题上的 “抗命”事
件细节， 透露出粟裕的个人睿智和胆识，也
可以弥补以往相关题材作品叙述时的遗漏。

第 40 集，重点讲述狙击手张桃芳停战前放
弃打出最后一枪而创造击毙敌人 215 名最
高纪录的细节， 彰显出我军战士的和平之
心，可以有力地向当代世界传达出我国和我
军的和平愿望。

最后，该剧还有广视角的特点。即注意
同时兼顾我方、 敌方和外方等的彼此有所
不同的多视角叙述， 以便多方面地和立体
地展示现代革命历史的整体风貌及其当代
价值。第 25 集叙述皖南事变后中共对国民
党的抗争过程，巧借对手蒋介石的话而展现
周恩来的卓越才华和人格魅力。还以平行蒙
太奇手段，同时叙述中共七大与国民党六大
召开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地揭示两党之间
的分歧和差异，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
和未来国家战略。 第 26集通过美军观察组
谢伟思的话，揭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
民军队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和威信所在。这样

做可以增强历史视角的宽阔度和叙事
的可信度。

这部形式独特的史报剧在让历史
记忆由时事报告加以重构方面产生了
显著效果， 这就是让观众有关历史细
节的集体记忆在思想理念引导下得到
强化， 形象地感受信仰的力量———只
要信仰坚定， 就会产生开天辟地的历
史伟力。 不过，全剧假如在历史细节选
择上更加注意党史和革命史题材创作
的既定修史规约与此类题材的叙事美
学之间的平衡，将会让这部剧在重大革
命题材剧创作中的探索性意义更显珍
贵。 同时，全剧中如果旁白再少些而故
事性再多些，也就是将主题表达更多地
交由细节叙事去自动承担而无需特别
“说”出，可以更加强化故事本身的兴味
蕴藉价值，从而给观众开放出品味历史
故事细节的更加开阔而蕴藉深厚的想
象空间，想必全剧的整体品质会更佳。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
究中心教授、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

《光荣与梦想》：史与诗交汇，拍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光荣与梦想》 已完成了数轮播

出， 并持续在网上激荡涟漪。 该剧以编年体兼纪传体的艺术手

法， 再现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的壮丽史

诗， 在宏阔时代背景中折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以真实历史彰

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首播期间，《光荣与梦想》凭借剧中对思想路线的勾勒、对战争

场面的描写、对历史人物革命情怀细腻情感的刻画等，在血与火的

淬炼、史与诗的交汇中，点燃全网观剧热情，赢得广泛好评，曾连续

13 天在中国视听大数据、CSM63 城、CSM59 城等各大榜单上蝉联

卫视第一。 其中，东方卫视 CSM63 城平均收视达 2.168%。

日前，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指导， 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主办， 上海广播电视台承办的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电视剧 《光荣与梦想》 研讨会在沪召开。 专家学者、 主

创团队与热心观众会同， 读解 《光荣与梦想》 的主题思想、 艺术

价值、 现实意义、 历史价值。

李星文：高技术与高艺术含量的视听语言，让党史见事见人
（知名剧评人）

《光荣与梦想》创作有三难：对革命史

脉络的把握，难；对 35 年间浩繁历史的详

略布局，难；建党百年的创作高峰期，面临

排题难。 主创团队以三招克服三难。

首先，浩瀚史料的选取，对有戏剧冲突

的部分， 相对展开详写， 戏剧冲突弱的部

分，通常用旁白补充，连缀成整体。第二招，

是在有限的篇幅里， 尽可能用新素材新发

现。对人尽皆知的内容相对略写，有开局空

间的展开详写。第三招，是让热血和燃情相

伴，以诗意和镜头加持。 历史绵延不绝，有

关党史的创作容易见事不见人，《光荣与梦

想》 运用了高技术和高艺术含量的视听语

言，打破纪录片感。

有三个长镜头让人印象深刻。其一，长

征开始时，8 分 10 秒的镜头展示了这次迁

徙的波澜壮阔。 镜头里起起落落、 兜兜转

转，红军长龙在江河丛林间蜿蜒前行。这一

刻，中国革命道路的蜿蜒曲折、祖国山川河

流的壮阔，在画面里尽收眼底。 其二，红军

攻占腊子口后来到哈达铺， 导演用一镜到

底，跟随陈赓逛街的视角，带观众领略了惨

烈战斗后难得的生活气息。 3 分 40 秒的镜

头中， 人们会感觉到 “文武之道， 一张一

弛”，红军都是钢铁汉，同时也都是血肉之

躯。 第三个令人难忘的镜头是对开国大典

的描摹， 导演用巧妙的画面语言通过对领

袖、 人民群众以及不同地方各个历史相关

人物的串联， 完成了由事实向史实再到史

诗的三层递进。

作品在保证历史基本面貌的前提下，

进行史料的删削和整合， 以及在历史暗场

中，遵循历史精神的虚构，实现了苦难与辉

煌交融的表达， 体现了中国影视工业当下

的制作水准。

尹鸿：充盈的史诗气质，一部党史教育的“影像教科书”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博导）

《光荣与梦想》正面写史，完整地呈现

了从 1919 年到 1954 年的这一段历史。 它

具有史诗的格局、 史诗的审美、 史诗的情

怀，是一部非常形象的“影像教科书”。

彰显史诗的格局， 不仅在于剧中呈现

的时间跨度， 也在乎剧本对历史细部的探

究。 许多人注意到了黄埔军校的较多篇

幅描写 ，这也许出于戏剧性的考量 ，但我

以为 ，这也是剧本历史观的体现 、对史实

的尊重 。 毛泽东曾指出 ，统一战线 、武装

斗争 、党的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

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这其中 ，黄埔

军校那一段 ，使中国共产党由此 “开始懂

得军事的重要 ”，确立了武装斗争的重要

性 。剧情以抗美援朝为终点也颇有讲究 。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立国之战 ， 那一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

威 、军威 ，剧情在此写下句点 ，同样意味

深长 。

史诗的审美，依靠见人、见戏剧、见历

史情境。 剧中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

命家的表现，有别于一些比较固化的形象，

用许多具有细节感的历史性瞬间作出了表

达。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学上对情境的

诉求。建党百年中涌现的这批作品，大多在

服装、道具、环境上做得比较考究，《光荣与

梦想》 在此基础上还做好了对历史大氛围

的呈现。主创运用了许多电影级视听制作，

还原了历史现场，让观众能沉浸在历史中、

战争场景中，近距离触摸历史。

史诗的情怀也让作品无比动人。 剧集

开篇从杨开慧的遗书切入， 毛泽东拿出梳

子梳头，表面看来是对夫妻情感的怀念，实

际上剧情用一种人之常情的代入感引观众

“浸入”历史，感受伟人的亲情、战友情，直

到最后对革命信仰的情感。 正因为情感建

立在亲情、友情等朴素情感上，人物革命信

仰的情感有了坚实基础。

正是这股充盈的史诗气质， 让观众触

摸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 中国共产

党所从事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的事业，《光荣与梦想》 讲好了党的故

事，讲好了中国故事。

毛时安：以“历史的真世界的真人物的真”，展现信史的品质
（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

《光荣与梦想》在艺术上，以一种沉稳

的语调， 展开激荡的历史风云； 以满腔柔

情，表现壮丽的情怀。 它突出了历史人物，

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巍峨的集体群像，在

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 最大限度展现中国

共产党人的人格风范和精神力量， 是一部

温情与悲情交织的“英雄交响曲”。

具体来说， 主创用电视剧建构了一部

中共党史的信史。今天，党史教育的途径和

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电视剧往往是其中具

有较大艺术虚构成分的艺术门类。 在艺术

虚构中如何保持信史的力量， 是党史题材

剧的极大挑战。《光荣与梦想》做到了，它在

“历史的真 、世界的真 、人物的真 ”三个维

度，展现出信史品质。

其次，作品在叙事中有效融合了三重要

素。 它描绘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信念，讴

歌他们始终怀抱的英雄壮志；它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人的人性之美，共产党人不仅能铸成

钢铁长城，也有儿女情长；它在民族大义的叙

事同时，也关切人的命运，通过对不同人物在

作出不同抉择后的命运走向对照，反映出中

国共产党何以成为历史与人民的必然选择。

此外， 整部剧的时间跨度取舍非常独

特。从 1919 年一直到 1954 年，这段历史尤

其能彰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大无

畏。 那是一种用生命和热血铺平一条走向

未来道路的英雄主义气概———围绕这一核

心，《光荣与梦想》让我们理解了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传奇和事业，是怎样在血与火的考

验中铸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铸就的。

《光荣与梦想》 剧照。

让伟人凡人化的一面链接更多观众

刘江（导演）：

党的百年华诞， 用一部精品电视剧来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站起来”的壮阔历史，这是我们电视剧创作者的使命担当，也是

巨大挑战。为此，我们确立了“见人、见诗、见细节、见冲突”的创作法则，

以期捧出一部守正创新的作品。

《光荣与梦想》兼容了编年体和纪传体，努力发挥两者之长。编年体

方面，剧作撷取历史高光时刻，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美援朝胜利期间

的主要历史事件为点，连缀成线，辐射及面。 纪传体方面，剧本对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的刻画笔墨充足；对贺龙、叶挺、彭德怀、陈毅、陈赓、粟

裕、孙中山、宋庆龄、张治中、蒋介石、张国焘等各自成传；陈独秀、李大

钊、董必武等人物在不同单元前后勾连，经纬密织；还用一定笔墨描写

了群像，如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群体、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群体等。400

多位人物形成合传，人与事互相映衬、互为表里。

在表现手法上，我们定下了以人带史、以凡人写伟人的总体策略。

文学即人学，只有将人物塑造生动，故事才能讲述成功。 我们尝试把伟

人普通人的一面展现出来。这样更容易与观众建立情感链接，让观众知

道，伟人在生活中也是普通人，有着与观众一样的喜怒哀乐，但他们在

关键时刻做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如此，观众能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伟人

的伟大之处。为表现共产党人的情感世界，我们选择毛泽东、杨开慧、毛

岸英一家为代表，以他们的情感交织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让观众从人

之常情里感悟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思想力量、信仰力量。

剧中多次出现梳头和梳子的细节。梳子既是三人间感情的交流，也

是他们革命情怀的层层递进。在剧作开篇，老年毛泽东在箱子里拿出梳

子和手表，分别是妻子的赠物、儿子的遗物。 他哭泣是作为夫与父的难

忘与不舍，配乐却是《国际歌》，我们想以此表明，领袖一家人是为了国

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奋斗。此处，个人感情与革命事业

交融，情感有效推进革命主线，使得人物更立体丰富，与观众自然而然

达成共情共鸣共振。

从一亿字中勾勒出波澜壮阔的历史

赵宁宇（编剧）：

《光荣与梦想》要以 40 集篇幅表现 35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是我创

作生涯中时间跨度最大、覆盖面最广、人物最多的一次。对分寸的把握、

人物的设定、篇幅的增删等，都经过反复研究，可谓如履薄冰。

我此前的创作生涯里，几乎走过国内所有的革命圣地，从上海的中共

一大会址到西边的青海、西藏、新疆，从位于广东的黄埔军校旧址、中共三

大会址，到黑龙江的东北抗联博物馆等，几乎都去过。经过数十年有意或顺

访的积累，对历史有了一点浅薄认识，越研究越发现，我们党百年历程之不

易，感慨我们党的光荣与伟大。 因此，这部作品定位“光荣与梦想”恰如其分。

于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前期案头工作至关重要。除了党

史专家、各大馆方提供的史料，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所阅读资料超过 1

亿字。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本，建党以来重要资料汇编，《星火燎

原》20 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文史资料，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邓小平等领导人相关著作、史料、回忆录等。大量的历史功课让我们

在剧作上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在早期的成长过程

中面临的艰难困苦与个人品质的表达，实现了新的突破。 比如，对于朱

德同志在从南昌起义到湘江之战中发挥的巨大军事作用和政治作用，

也拓展了以往同类作品的叙述空间。又如，我们较为精彩地展现了抗美

援朝中的最高峰一战和最传奇一战，同样是少有的表达。

今天回想起来，这次创作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学习的机会，是以

前创作的总结和提升，也给创作指明了新的方向。我从中感受到一种力

量———党的职责和任务“永远在路上”，创作团队也要秉承“永远在路

上”这个信念，努力为国家、为人民奉献过硬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