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创作突破性贡献，
建党百年的这批好剧做对了什么？

胡祥 杨明品

建党百年主题电视剧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
观、 文艺观， 大力推动主题创作的艺术创新， 在
典型塑造和诗意表达方面取得的新突破， 拓展了
革命题材历史剧的叙事和审美空间， 开拓了主题
创作精神高度、 文化内涵、 艺术价值三者融合创
新的新境界。

创新历史人物典型塑造，拓
展审美广度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
度， 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 ， 也是时代的艺术高
度。 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 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
力、 感染力、 生命力。” 这一论断为马克思主义
文艺创作 “典型化” 理论赋予了新内涵。 典型形
象既是现实主义审美价值的承载， 也是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剧的艺术支撑。

建党百年主题电视剧的特色在于， 在尊重史
实的基础上通过典型场景、 典型人物、 典型性格
的现实化塑造， 打破模式化思维， 突出人物独具
特色的个性。 于是， 一批更接地气、 神形兼备的
人物， 穿越历史隧道， 焕发人格魅力， 将主旋律
电视剧的人物刻画推上新高度。

一是为典型化注入更多现实， 增强历史人物
形象的艺术表现力。 为避免共性大于个性， 以令
千人一面， 建党百年主题剧在人物典型化上另辟
蹊径。 创作者们追求如别林斯基所言 “熟悉的陌
生人” 的审美体验， 让人物形象活了起来。

以 《觉醒年代》 为例， 剧中对陈独秀的描述
不同一般。 当一群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争辩时，

他以不修边幅的邋遢形象心安理得吃着剩菜剩
饭， 其随性洒脱、 不拘小节的性格一下就跃然荧
屏。 蔡元培开会讲话时， 陈独秀在一旁不停将自
己的瓜子皮放在其面前， 两人反复拨弄， 最后以
蔡元培把瓜子皮推回自己面前告终， 这是人物宽
厚包容性格的真实写照。

领袖作为党史题材中的典型人物 ， 在建党
百年主题电视剧中也有了新的艺术特征 ： 弱化
“神性”、 放大 “人性”， 突出其普通人的一面 ，

展现出他们日常的生活状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比如 《光荣与梦想》 通过一把木梳深入毛泽东
青年、 中年、 老年三个时期的内心世界 ， 还原
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平凡人情感 ， 更加凸显人
格的崇高。

二是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 通过典型
人物来反映历史精神。 恩格斯提出著名的 “真实
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观点， 对于今天
的创作依然奏效。 好的典型人物， 必然要反映社
会命题， 折射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

在建党百年主题电视剧中， 我们能看到许多
历史场景的典型化 。 《中流击水 》 出现嘉兴南
湖上的红船意象寓意深刻 ， 毛泽东与何叔衡在
船头的对话深刻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

也寓意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

的艰难历程。 《理想照耀中国》 中， 镜头穿过火
车上一群各抒己见的年轻人定格在陈望道身上，

象征着当时纷乱复杂的社会思潮如迷雾重重 。

他回到家乡看到女性族人被欺压致死的悲惨场
景 ， 则是当时封建礼教迫害的真实写照 ， 寓意
落后反动势力顽固且强大， 这些都构成了陈望道
翻译 《共产党宣言》 的历史环境， 形成了人物的
心理动机。

三是发掘历史大潮中全新的典型人物， 丰富
历史人物长廊。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着眼于人类
社会新世界的创造， 要求艺术作品创造出新社会

赖以建立的 “新人” 形象。

相比以往主旋律剧作中以工农兵为主要
塑造对象， 建党百年主题剧里出现了越来越
多知识分子 ， 尤其是鲜为人知的知识分子 。

《理想照耀中国 》 里用法律保护劳工的律
师施洋 、 为修建红旗渠献出宝贵生命的工
程师吴祖太 、 发明识字速成办法为新中国扫
盲作出重要贡献的祁建华等 ， 他们与 《歌唱
祖国 》 里的作曲家王莘 、 《百炼成钢 》 中的
曹火星 、 《大浪淘沙 》 中为党的理论建设
作出重要贡献的李达等人 ， 形成群像 ， 展示
了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对民族解放 、 国家进步
的重要贡献 ， 也让革命叙事中多了文人情怀
和知识含量 。

建党百年主题剧对巾帼英雄的塑造也是
具有开创性的 。 《光荣与梦想 》 表现了杨开
慧烈士在被捕后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严正不屈的
英雄气概。 《啊摇篮》 讲述丑子岗、 唐素素、

马五婶等一群在延安后方的英雄保育员的故
事 ， 塑造出质朴坚韧的女性群像 。 《中流击
水 》 展现了青年邓颖超敢于同扣押爱国学生
的反动警局抗争 ， 彰显巾帼不让须眉 。 《大
浪淘沙》 通过描写王会悟对中共一大召开的重
要作用， 以及她一生为革命所作的无私贡献，

让观众重新认识了这位唯一参与 “开天辟地”

的伟大女性。

这些建党百年主题剧的拓新 ， 都是对革
命历史题材剧典型人物塑造的创新与拓展 ，

进一步体现了历史自觉 、 艺术自觉和审美自
觉。

写实写意交融，以诗意化叙事
增强建党百年主题剧艺术感染力

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不仅要浓墨
重彩书写历史事件， 还要挖掘人物感情和精神经
历所蕴藏的丰富人文内涵， 并在与观众情感共鸣
中形成心灵感染和思想启发。 建党百年主题剧通
过文学化、诗意化、审美化的艺术手段，普遍采用
史、剧、诗三者融合的方式，铺陈出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进行不懈斗争和伟大建设的历史长
歌，让观众在审美沉浸中感悟革命激情、英雄情怀
和理想信念，获得精神力量和思想升华，将革命现
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推向新的高度。

创作者首先从中国传统文艺的创作手法中提
取精髓 ， 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 如 “托物言
志、 寓理于情”， 作品不单是激情四射的革命口
号和展示历史景观的宏大 ， 还特别注重捕捉细
节， 以 “微意象” 营造强烈的情境意境。 《觉醒
年代》， 毛泽东在大雨滂沱的长沙老街出场， 手
握 《新青年》、 脚踏污泥水， 恰与闻一多的 《死
水》 呼应。 这一幕中， 横冲直撞的士兵、 摔倒的
鱼贩、 被牵着走的牛、 路边的乞丐、 鱼缸里的金
鱼、 楼上的富家女等， 几乎所有意象都承担着隐
喻功能， 它们有机组合， 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
情感震慑力， 烘托出了旧社会的苦难与新力量的
诞生。 观众显然读懂了这份艺术化的创作意图，

网友弹幕这样评论毛泽东的出场 “他自苦难而

来， 如光芒般耀眼” “他来了， 天亮了”。

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的手法，《光荣与梦
想》 以克制手法表现人物情感， 毛泽东要前往革
命前线与杨开慧分别时 ， 杨开慧抱着毛岸英送
别，虽万般不舍，但毅然支持丈夫开展武装斗争，

二人言语不多， 但情感暗流喷涌， 时代使命与家
庭温情之间的两难冲突， 极为伤感极为动人。

二是在历史留白处展开艺术想象。 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创作要忠于历史， 创作的空间不大， 缺
少悬念感新鲜感。 建党百年主题剧创作遵循 “大
事不虚、 小事不拘” 的原则， 较好地把握了历史
真实与艺术想象的尺度， 这是党史题材剧新的突
破与进步 。 这些剧既在历史逻辑上严守大事不
虚， 又在小事不拘上做足文章， 加强某些情节和
细节的虚构， 这些虚构都符合特定历史情境下历
史人物的情感逻辑和行为逻辑， 以工笔画的形式
凸显戏剧性和审美感。

《觉醒年代》 虚构的陈独秀父子情感戏让许
多观众印象深刻。 陈独秀最初是在民族主义者的
立场上寻找救国之路， 陈延年一度是无政府主义
的信徒， 坚决反对暴力革命。 两人关系曾剑拔弩
张， 最终经由革命实践在共产主义的革命信仰上
走向统一。 父子三人在留学惜别时一个催人泪下
的拥抱 ， 再配合平行蒙太奇营造生死离别的效
果， 构成了十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种精巧的
虚构化戏剧处理将家国情与父子情融合在一起，

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可看性， 高浓度的情感叙事打
通了历史阻隔， 今天的年轻网友无数次通过这一
幕穿越百年， 感受信仰的力量。

《光荣与梦想》表现杨开慧的牺牲时，在刑场

傲然绽放的寒梅下， 出现了她与毛泽东携手同行
的幻影，情境悲壮，荡气回肠，不少网友称“是哭着
看完的”。《大浪淘沙》细致描述了中共一大上诸位
代表火药味十足的辩论， 内容虚构， 但人物的语
言、思想都符合历史上真实人物的性格，符合当时
国际国内革命的实际，显著增强了剧集的思辨力。

三是巧用音乐、 美术、 舞蹈、 技术手段， 增
强诗意的表达力量。 建党百年主题电视剧在运用
跨媒介形式上， 更加丰富也更加成熟， 形成更强
烈的艺术表达。 比如 《觉醒年代》 的片头和片尾
以版画的视觉形象加以呈现。 黑白的主体影调和
粗粝的线条勾勒 ， 配之以大提琴低沉粗重的音
色， 激发出观众内心深处对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
历史记忆。 《光荣与梦想》 以一个 8 分 10 秒的
镜头展示了长征的波澜壮阔。 数字特效俯拍镜头
下， 红军长龙在江河丛林间蜿蜒前行， 展现中国
革命道路的蜿蜒曲折、 祖国山川河流的壮美。 而
在表现血战湘江时， 导演以航拍、 水下摄影、 特
效摄影结合， 还原了绝命后卫师阻击敌军时的悲
壮场面。 《百炼成钢》 则创新性地以八首经典红
色歌曲搭建八个板块结构， 串联起与之对应的特
定年代。 而每个板块结尾的场景再现， 采用歌舞
形式达到情绪渲染的高潮， 在声画舞结合中凝结
建党百年历史中观众的集体记忆。

建党百年主题剧创作形成了宏伟的交响， 尽
管有瑕疵， 总体质量是可喜的。 其中的优秀剧集
便成为标志， 铸就此轮主题创作的突破性贡献。

（作者分别为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编
辑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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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点播别成“朝钱点播”
孙欣祺

9 月 1 日， 热播剧 《扫黑风暴》 “超前”

收官， 围绕剧集播出方式的争议也告一段落。

在上海市消保委的督促下， 腾讯视频、 爱奇艺
先后调整了超前点播的解锁规则。 对于企业知
错就改的态度， 消保委表示支持， 但有些网友
仍不买账， 直指超前点播 “虽不违法， 但绝不
合理”， 应当予以取消。

其实， 超前点播本应成为企业和消费者的
需求平衡点。 一方面， 一些视频网站常年盈利
困难， 需要探索全新的创收形式。 另一方面，

具备版权意识的消费者愿意为优质剧集付费，

并渴望得到更流畅连贯的观剧体验。 在双方共
同意愿的作用下， 超前点播应运而生， 其出发
点正是在满足消费者合理需求的基础上让企业
得以合法获利。

然而自 2019 年试行以来， 各大视频网站
的超前点播模式就争议不断 。 爱奇艺曾因超
前点播 《庆余年》 被告上法庭。 尽管法院判决
消费者胜诉， 但同时表示超前点播的商业模式
并不违法。 这纸判决成为超前点播常态化的
依据 ， 而相关争论并未就此平息 。 一个两厢
情愿的选项 ， 为何成为双方互不让步的矛盾
焦点？

究其原因， 是超前点播的现有商业模式未
臻成熟。 个别网站在探索过程中出现跑偏， 产
生了 “会员之上的会员 ， 套路之中的套路 ”，

不仅吃相难看 ， 更是触及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当需求平衡被打破， 观众惊觉这钱花得不
值 ， 而企业则仍以 “超前点播不违法 ” 为借
口， 对消费者的呼声爱答不理。

也正因此， 有关部门及时发声遏止， 既是
回应广大消费者的强烈呼声， 同时也避免了超
前点播进一步滑向 “一切朝钱看 ” 的商业陷
阱。 相关企业的发声表态， 则是第一时间纠正
错误， 在偏离正轨的方向上踩了一脚刹车。

光踩刹车是不够的， 还需要辨清未来的方
向。 商业平台谋求利益， 这本无可厚非。 尤其
在当下， 各大视频网站纷纷推出高质量的 “自
制剧”， 精心打造 “专属剧场”， 在内容生产上
较以往投入更大的成本， 自然希望通过营销渠
道收获更丰厚的回报。 对于播出方式的选择，

企业要平衡提前播出的收益与剧透带来的潜在
风险， 以此实现利益的最优化。

但必须指出， 无论模式如何迭代升级， 手
段如何花样百出， 企业都要从消费者体验的角

度出发 ， 更应严格恪守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底
线， 不能仗着剧集受欢迎就动了薅消费者羊毛
的歪脑筋， 更不能为了急于盈利而反复收割。

一集三块钱事小， 消费者权益事大， 花式套路
也许能让网站短期获利， 但信用打折终究会损
害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从腾讯视频、 爱奇艺的表态中不难判断，

随着各网站热播剧的陆续推出， 超前点播等一
系列新播出方式可能会进一步常态化。 但相关
企业应当注意到， 此次事件为点播模式创新及
收费方式探索划定了更为明确的红线， 对消费
者权益的核心地位进行了重申。 今后的剧集，

无论播出形式怎么改， 无论会员权益怎么变，

平台企业对观众呼声的重视、 对消费者权益的
保护， 绝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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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火”了话题“窄”了思考
———从《我是真的爱你》和《我在他乡挺好的》

两部近期都市题材剧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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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风暴》中的那些法律知识流
是什么让慢综艺不再“疗愈”

不该漏了施先生
———写在《施蛰存译文全集 ·小说卷》出版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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