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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10 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重大题材电视
剧进入持续走高的繁荣发展期。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好作品、大作品集
中涌现。

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重大题材
作品思想艺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这10
年，一些代表性人物的艺术形象有了明
显的拓展和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
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
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
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
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电视剧创作
步入持续发展的繁荣期。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尤其如此。从
1982年短篇电视剧《周总理的一天》播
出开始，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创作已走过整整40年。前30年，以长
篇连续剧《长征》《延安颂》《恰同学少
年》为代表，一批优秀之作标志重大题
材创作的丰硕成果，也引领了我国电视
剧的发展潮流。

这 10 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重大题材电视
剧进入持续走高的繁荣发展期。从《换
了人间》《海棠依旧》《历史转折中的邓
小平》到《伟大的转折》《外交风云》《特
赦 1959》，从《可爱的中国》《彭德怀元
帅》《跨过鸭绿江》到《觉醒年代》《光荣
与梦想》《大浪淘沙》等，这些优秀之作
凭借良好的品质赢得广泛好评，其经验
值得总结。

尊重创作规律
好作品、大作品层出不穷

综观这 10 年的发展，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好作品、大作品集中涌
现，呈现显著特点。

在党和国家的重大节庆和纪念日，
精心创作的重点作品集中与观众见
面。比如，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推出《太行山上》；2016年，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 80 周年推出《绝命后卫师》《彝
海结盟》；2017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0周年推出《热血军旗》；2019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推出

《外交风云》《特赦1959》；2021年，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出《跨过鸭
绿江》《觉醒年代》《光荣与梦想》《大浪
淘沙》等。这些优秀之作配合重要时间
节点播出，有力烘托了节庆氛围，积极
扩大了社会影响。

尊重创作规律，扎实推进方能行稳
致远。在非重大节点的年份，优秀作品
成熟一部推出一部，保证了优秀新作不
断档。比如，《换了人间》《海棠依旧》

《彭德怀元帅》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
视剧，虽然没有在重大节点推出，依然
凭借其良好的品质，赢得广泛好评。

现象级作品不断涌现，赢得良好口
碑。尤其是2016年至2021年的这5年，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好作品、大作品层
出不穷。像《海棠依旧》《跨过鸭绿江》

《觉醒年代》这样的现象级作品接踵而
来，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提升思想艺术水平
题材内容、叙事视角、细节描
写均有突破

作家巴金曾说，作家靠作品生存。
我们评价电视剧时也应秉承这样的态
度，不论什么题材，最终要靠作品来说
话。就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剖析，10年
来的代表作特别是近5年的优秀作品，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开拓与创新。

其一，题材与内容的开拓。不少重
大题材电视剧都是第一次形象地表现
主人公一生的主要革命经历，对历史细
节和历史精神有不少新发现。《换了人
间》《海棠依旧》《跨过鸭绿江》则把一些
历史书写的难点拍成了作品的亮点，在
艺术转化方面有可贵的探索。

其二，叙事视角和创作样式的突
破。《海棠依旧》尝试以西花厅为主要叙
事载体，用抒情体的诗意表达来揭示周
恩来的内心世界。《大浪淘沙》用中共一
大 13 名代表的人生选择和结局作对
比，极其有力地告诉人们，崇高信仰的
树立和坚守需要信仰者的献身精神，需
要用生命来践行。《百炼成钢》从中共党
史上的若干重要时刻切入来表现建党
百年。《跨过鸭绿江》在宏大叙事中追求
经典意义上的史诗风格，在对历史的发
现中努力铸造崇高之美。这些艺术提
炼，都有助于创新与丰富重大题材电视
剧创作模式。

其三，注重细节描写的密度与深
度。细节描写是艺术生命的细胞，是刻
画人物、揭示主题的最基础、最有效的
手段。有些重大题材电视剧的艺术吸
引力、感染力不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细节描写缺少密度和深度。这 10 年，
这一情况有了很大改观，近5年的代表
作更是引人注目。

《跨过鸭绿江》塑造了丰富而生动
的国家民族英雄形象，从最高决策层，
到军师团营连，再到战斗英雄杨根思、
邱少云、黄继光等，很多人物让人过目
不忘，有不少细节是诗意呈现，尤其是
那一片“冰雕”的此时无声胜有声。

《百炼成钢》讲到“东风二号”失败原
因在于有一根电线是断的，这是此前
的电视剧没有写到的细节。这一细节
是主创对历史内容的新发现，也是对
人的精神的新发现。《可爱的中国》致
力于表现方志敏因为对信仰始终坚定
而具有的独特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
力。方志敏的人格魅力，对敌人是一
种震撼，对同志和其他一切保有良知
的人是一种感召。剧中，方志敏被敌
人押解示众，敌人妄图借此“打一打
他的锐气”。没想到，方志敏一出场，
所有的老百姓不顾生死，走上前去问
候他，高喊“释放方志敏”。方志敏入
狱之后，成了狱中难友灵魂的明灯，成
了他们的榜样。《觉醒年代》中，李大钊、
陈独秀在海河边目睹灾民时痛彻心扉
的哭泣……如此种种，密集又多彩，这
些细节描写符合生活逻辑和人物的性
格逻辑，既浓缩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内
涵，又入木三分、震撼人心，成为令人过
目难忘的华彩篇章。

绽放新的光彩
成功塑造革命人物艺术形象

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重大题材
作品思想艺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这10
年，一些代表性人物的艺术形象有了明
显的拓展和深入。其中，革命人物特别
是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塑造，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为电视剧人物形象的画廊增
添了新的光彩。

上述成功之作中，颇具探索精神和
经得起艺术分析的是《海棠依旧》和《觉
醒年代》。二者为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电视剧创作
提供了经验和
启示。

与常见的
编年体式重大
题材传记片不
同，《海棠依
旧》不以直接
表现重大历史
事件为主要视
点 来 构 造 故
事，而是把镜
头对准主人公
的情感世界，
围绕刻画人物
性格设置戏剧
冲突。周恩来
在视察灾区时
领唱《我们走
在大路上》，在乒乓外交中幽默地与科
恩对话等，这些情节都做到了以人带
事，用对人物人格魅力的揭示去照亮
历史，加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觉醒年代》是真正以人物为中心
的叙事型文艺作品。其对革命人物的
艺术呈现具有丰富性和生动性，充分表
现革命人物领导一个队伍、照耀一个
时代的人格魅力。该剧不仅以人为中
心，还真正由人物性格的碰撞来推动
剧情发展，成就戏剧冲突的高潮。比
如，陈独秀和陈延年的冲突中，陈独秀
把儿子捉弄他的青蛙扔回水里，这个戏
剧高潮完全是由二人性格最激烈的冲
突生发出来的，刻画了陈延年，也刻画
了陈独秀。

认真总结十年经验，是重大题材电
视剧创作走向更大繁荣的必要条件。
将新的经验与新的实践相结合，重大
题 材 创 作 有 望 取 得 新 的 突 破 。

据人民日报

重大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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