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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提到了 “齐心协力

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 在包

钢的困难时期 ，神州大地同心聚力 ，全国支援

包钢建设 、帮助内蒙古 ；在面对自然灾害的困

难时 ，内蒙古的牧民群众奉献爱与担当 ，用自

己的奶水把“国家的孩子”抚养成人。

总书记的话， 让上影演员剧团国家一级演

员刘小锋连日来思绪起伏，反复涌上心头的，是

关于一部电视剧的日日夜夜 。 2019 年 9 月 26

日，由他担任总制片人并出演的电视剧《国家孩

子》在央视开播。 三天后，剧中乌兰其其格的原

型都贵玛老人获颁“人民楷模”国家荣誉。 作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点剧目，该剧首播

时收视率一直高居第一， 单集最高收视 1.41%，

最高收视份额 6%。

在央视和地方台重播十余
次，收视率始终领跑，一段千里
托孤的国家往事通过荧屏融入
万家灯火
电视剧播出后不断走高的口碑见证着———

一段千里托孤的国家往事通过电视剧融入万家

灯火，一批被党接纳的“国家孩子”的命运紧紧

牵系着观众的心，一群拥有草原般辽阔大爱的“额

吉”“阿爸”成为无数人心头了不起的平凡英雄。

“超越了血缘、地域、民族的亲情故事，是我

们 56 个民族一家亲的见证，也是始于上海的不

容忘却的历史。 ”刘小锋说，当年他有勇气将这

个“不被看好”的剧本搬上荧屏，因为“相信真实

的力量、人民的情感”。 事实没有辜负真实、真情

与真心。 距离首播仅一年有余，《国家孩子》在央

视和地方台已重播了十余次，每一次的收视数据

都能在同时段剧集中领跑， 每一次剧中的孩子

一声“额吉”喊出口，荧屏前就有观众泪流满面。

这次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

一次让《国家孩子》这部电视剧引发强烈关注，

让上海的影视创作者沉入了深深的思考。 从“三

千孤儿入内蒙”到《国家孩子》，复盘电视剧的创

作轨迹， 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的一则佳话

被锻造成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的过程。 正

如《国家孩子》挖掘到民族团结这一饱含深情的

内核，用好红色资源，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开掘创作的源泉，是新

时代影视作品的应有之义。

在“国家的孩子”特殊称谓里，
用影像建构对家国历史的认知

“孤儿”，本是人类一切关于不幸、痛苦、同

情词汇的注脚。 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孤儿却因

为强大祖国的呵护，党无微不至的关爱，成为了

国家的孩子，草原母亲的“宝贝”，健康成长。

上世纪 60 年代初， 自然灾害的席卷下，江

南地区大批孤儿被送到上海的福利院。 救助压

力巨大，眼看着福利院的米粮即将见底，当时，

周恩来总理和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主席达成共

识，将一部分江南的孤儿带到内蒙古，交由草原

牧民抚养。3000 多名孩子从上海出发，坐上火车

去往迢迢千里外的第二故乡。 电视剧 《国家孩

子》就以朝鲁、通嘎拉嘎、毕若水和阿腾花四个

孤儿切入，渐渐铺开他们的半生画卷。

刘小锋记得， 他随编剧柳桦一起在草原筹

备拍摄时，从没听到当地牧民嘴里说出一声“孤

儿”，“那批孩子里，最大的七岁，最小的只有几

个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家的孩子’，

都被草原牧民当成了心肝宝贝”。 善良的草原额

吉、 阿爸伸出援手， 并在漫长的岁月中兑现了

“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感人承诺。

3000多个孩子被千里托孤， 这是一次承载

了巨大勇气、担当，也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国家

行动。剧本曾用名《苍穹下》，就是想寄托草原般

辽阔、 星空般深邃的无疆大爱。 但刘小锋说服编

剧，把剧名改成《国家孩子》，“国家是个宏大的

词汇，孩子和妈妈又是极为细腻温暖的称谓。这

个特定的称谓，不仅碰撞出奇

妙的化学反应，更体现着我们国家的人文关怀”。

《国家孩子》中，折射着人文关怀、被观众念

叨的感人情节比比皆是。 领养孩子的消息像风

一样迅速传遍草原，年迈的额吉、中年妇女、新

婚夫妇，有的骑马，有的赶着勒勒车，有的步行

几百里，争先恐后地来；为了获得领养资格，牧

民中有人卖了自家的马只为换回一头奶牛，让孩

子喝上牛奶； 刚到草原的小男孩因水土不服病

倒，牧民深夜骑马奔波几十里找来大夫；负责管

理保育院仓库的大叔， 从没给自家孩子拿过一

颗糖果……草原父母们知道，“国家的孩子”称谓

背后是更大的责任、更宽广的爱。

“国家的孩子，这个蕴含着我们党和国家人

文关怀的特殊称谓，是一种创作的方法论，我们

借此用影像建构对家国历史的认知。 ” 刘小锋

说，这一个带着国家关怀和人性深度的称谓，也

给了团队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底气和勇气。 “我

自己演了 20 多年戏，深知一部好作品不能没思

想、没营养，观众爱看好故事，我们国家发展历

史中的真事真情，就是好故事的源泉”。

在“每一个蒙古包”里，找寻
勾连人民真情真心真意的链接点

“三千孤儿入内蒙”的背后，是上海与内蒙

古间的难忘情缘。 原本相隔千里， 没有血缘关

系，如今骨肉相连、生死相依。 荡气回肠的民族

团结佳话怎样找到创作的落脚点，3000 多名“国

家的孩子” 命运改写的过程该如何与今天的观

众产生情感链接点？

创作者说，没有秘诀，唯有在“每一个蒙古

包”里，在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中，找寻勾连起

观众真情真心真意的链接点。

“人民楷模”都贵玛是剧本里的一大情感支

点。 她是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

民，19岁起，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将28名

江南孤儿全部培育成人。《国家孩子》 里借乌兰

其其格一角， 细细复盘了都贵玛温柔的爱和辽

阔的胸怀。剧中的乌兰也只有19岁，被招进临时

保育院，尚未结婚生育，已开始夜以继日地承担

起照料28个孩子的任务。 照顾国家孩子的日子

里， 年轻的草原额吉每天从早忙到晚， 筋疲力

尽。夜里是最难熬的时候，一个孩子醒来哭，其

他孩子就跟着闹。一旦孩子生病，乌兰就要冒着

凛冽的寒风和被狼群包围的危险， 深夜去往几

十公里外找医生。 剧中的乌兰把国家的孩子当

作自己的亲生儿女般养育。 在她的坚持和精心

照料下，28名国家的孩子，没有一个致残 ，更无

一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又经常挨饿的年月，创

造了一出爱的奇迹。

现实中，孩子经由都贵玛悉心照料、习惯草

原环境后，被一个个新家庭接走继续抚养。 对这

位草原额吉来说，每一次与孩子分离，都有着骨

肉分离般的痛苦。剧中，因为亲人的突然离世，年

幼的小鱼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 从此不再开口

说话。 乌兰在小鱼身上倾注了母亲般的爱，孩子

虽依旧不肯开口， 但神奇的是她的夜晚梦呓中

会轻声嗫嚅“额吉”两字。 一天，书记为小鱼找到

了合适的新父母，乌兰不舍，却又希望小鱼能获

得更好的治疗。 就在送走小鱼、乌兰转身离开的

瞬间，小女孩第一次哭着喊出了“额吉”。

《国家孩子》的剧本孵化在上海，剧情也从

上海起步。 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重温感动，剧

组选择了故事原型的所在地———四子王旗作为

最重要片场。 在那儿，刘小锋有幸见到了现实生

活中的“国家孩子”。 那是电视剧开机当天，一位

74 岁的“国家孩子”特地来到片场。 老人当时在

车上远远地看着开机现场的电视剧海报和背景

板泪流不止。 剧集杀青时，刘小锋终于见到了这

位老人， 他特意把装裱精美的剧本连同剧中的

道具合影打印了一份送给老人。 意外的是，老人

端详道具照片，认为它就是见证了历史的旧物。

无论创作者怎么解释， 老人都不相信那是道具。

她坚持照片上前排第五个就是自己。那一刻，与其

说道具以假乱真，不如说，真实的力量撼动着历

史的亲历者、电视剧的创作者。

剧中的故事讲述了50年，纵贯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历史上最重要

的几个阶段。现在回想起来，刘小

锋说：“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 ，国

家是一个大家庭，只要我们56个民

族的大家庭团结在一起，没有克

服不了的困难， 这是我要表达的

现实意义。 ”而今，《国家孩子2》已从

去年开始筹拍。 上影集团同时

希望将这则佳话搬上大银

幕，为党史、新中国史留下

更悠扬动人的电影叙事。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

从理解历史到认识当下， 感受祖国的伟
大。 在特定的困难时期，有内蒙古的父
母收养这三千孤儿，这是区别于西方
其他国家的收养孩子的慈善行动，

这是国家行动， 充分显示了我们国
家的优越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 新中国在危难时期救助孤儿有独
特的国家优势，并且在这个行动中 ，对收
养孩子的家庭还有一定要求 ， 并给予补
贴，尊重孩子的意愿……都是因为这是一
个国家行动也是国家意志， 才能做到的。

电视剧中，没有渲染历史的苦难，但十分
动人，在很多细节上充分表达了草原人民
背后的情感，视角独特新颖。尤其是这些孩
子在内蒙古成家立业， 但没有忘记自己的
根，最后通过理解了父母就理解了历史，理
解了历史和当下的联系， 进而感受到我们
国家的伟大。

中国广播影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李京盛：《国家孩子》 在电视剧创作上给予
了新的方向， 展现了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如
何表达新的思考、如何表达社会苦难、如何

表达国家关怀和人性深度， 以及在剧中表
达深层的文化思考，包括故乡、亲情的讨论
等等，《国家孩子》 在文化提升的角度将现
实主义题材重新阐述。

《国家孩子》 制片人、 演员刘小锋：

《国家孩子》 深度还原 “国家孩子” 历史，

不仅是对我国民族团结 、 感情融合的一
曲赞歌 ， 也是影视创作者们承担社会主
流媒体责任、 积极弘扬主旋律文化的具体
表达。

通过《国家孩子》这部剧，我们踏踏实
实做了一部大家喜欢的好剧， 成为传播社
会正能量的重要载体。未来，我们将继续聚
焦现实、深入刻画人性，用更多正能量的作
品完成新时代赋予电视人的光荣使命。

《国家孩子》编剧柳桦：在内蒙古和“国
家孩子”们朝夕相处了两年，扎根草原，和
他们同吃同住，最终走进了他们的内心，将
自己对人生和情感的体会写进了戏中，希
望自己能够再接再厉写出更真诚的作品。

《国家孩子》导演巴特尔：尽可能用原
生态的表现形式，真实地表达草原的美、草
原人民心灵的美。

电视剧《国家孩子》在央视播出受到广泛关注，专家

们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该剧体现了文艺创作扎根现实的要求，更切

中了人民对于质朴感情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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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母亲”张凤仙夫妇和她收养的 6 ?孩子及家人的全家福。 （新华社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