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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建党百年题材电视剧在荧屏
和网络平台收视热潮迭起，出现了丰收景
象，将主旋律创作推上新的高度。从多个角
度看，建党百年题材电视剧实现了全面突
破，通过讲好百年党史故事，全方位展示历
史事件，拓展历史认知纵深，生动刻画历史
人物，制作精良化程度显著提升。当然，众
多剧集聚焦同一类题材，对原创能力是一次
重大检验。从《觉醒年代》到《绝密使命》《大
浪淘沙》《啊摇篮》《中流击水》《理想照耀中
国》，再到《百炼成钢》，每一部都力图推进党
史题材的创新表达。在众多优质作品中，

《百炼成钢》也在原创能力方面有探索与创
新，推动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叙事理
念和审美范式的革新。

《百炼成钢》用八首歌曲跨时空全过程
再现百年党史，用《国际歌》《万里长征》《黄
河在咆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最
可爱的人》《歌唱祖国》《为希望祝酒》《年轻
的朋友来相会》八个版块连缀成百年党史组
歌式剧集，从革命史、创业史、奋斗史的角
度，以点带面，博观约取，以简驭繁，全程表
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淬炼成钢的秘
密，创新性地用堪称各历史阶段时代之声的
革命歌曲讲述百年党史。在叙事上既有表
现领袖的宏阔视野，又有小人物的底层视
角，两种叙事视角相互补充，紧密联系，构筑
起别开生面、极具表现力的叙事模式，吐纳
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形成贯通百年党
史激越昂扬的精神气质。从效果来看，创作
者对于百年党史的深刻把握提炼，对于艺术
创作规律的严格遵守，以及敢于打破常规的
勇气，标志主旋律电视剧创作进入新阶段，
彰显出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创新上
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革命歌曲是百年党史的情感记录和主
旋律，顺着歌声去探寻生动鲜活的党的发展
历程，能够激活历史和时代的强大力量。《国
际歌》版块通过一首歌曲构建一部剧版的简
明大革命史，涉及了众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
件，既有《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也
有《国际歌》相关词译者瞿秋白。在瞿秋白
翻译的初始版本中，“起来，受人污辱咒骂
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就是对当时中
国革命者的呼唤，引领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
光明。《万里长征》则揭开历史上著名的少共
国际师的神秘面纱，以一支只存在了一年多
时间的队伍折射伟大的长征历程。

《百炼成钢》在艺术上的另一大特色是
在再现歌曲创作的时代背景中，以革命浪漫
主义还原历史场景，尽情抒发人物情感，具
有很强的历史感、现场感和沉浸感。歌声能
营造情感境像，革命歌曲记载历史，也可还
原历史。在一首首激昂的歌声中，我们能听
到民众受压迫时的顽强抗争，听到民族危难
时的震天怒吼，听到冲锋陷阵时的嘹亮号
角，那是时代的呼声，是人民的心声，是党的
革命史经久不绝的回响。

《百炼成钢》通过青春化的叙事，形成跨
时代的精神联接。在当下众多建党百年题
材电视剧中，此剧的青春气息尤其充盈，青
春感、年轻化成为其醒目的审美标签和风格
特征。一方面，剧中讲的是年轻人的故事，

《国际歌》中的毛泽东、瞿秋白、陈延年、陈乔
年，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万里长征》中
的萧华、马胜等更是十几岁的娃娃兵，《黄河
在咆哮》中的冼星海、麦新都是年轻人，充满
革命蓬勃朝气；另一方面，每个版块结尾创
新性地采用音乐剧、歌舞综艺等年轻人喜爱
的形式，让剧中人穿越到现在，实现历史与
现实的联接，这种跨越时空的同框，没有让
人出戏，不少网友反而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青春化的表达，凸显红
色基因，建构革命先烈与当下年轻人的精神
联接，形成充溢全剧的蓬勃精神力量，感召
观众记住百年来众多先烈的信仰与牺牲、理
想与奋斗，激发起爱国强国、奋力拼搏的使
命担当，将青春华章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时代征程。 据《光明日报》

看取材于“人民楷模”王继才真实故事的电影
《守岛人》的第一印象，是它的老派。它不刻意求
新求时髦，叙事稳重，视听工整，整部电影的观感
就像它刻画的主角，透着内在坚忍的古朴气。电
影质感的老派，与主角王继才和王仕花的老派，或
许是相得益彰的。

王继才初上开山岛是在1986年，到2018年他
因病猝逝在守岛人的岗位上，他靠着因陋就简的
条件坚守边防孤岛32年。《守岛人》的叙事覆盖主
角一生的事业，时间跨度32年，对于电影剧作而
言，处理这样漫长的时间线是很棘手的。编剧和
导演出人意料地淡化了时间的痕迹：孤岛和守岛
的人被孤悬于海上，也被孤悬于时间之外。

电影开场是王继才在岛上的第一个夏天，遇
台风来袭。那是1986年，沿海县城里的“人民武
装部”带着一目了然的时代痕迹。但是在仅有一
座灯塔和边防哨所的孤岛上，年代感和空间感都
是匮乏的。当王继才因为恐惧而在山洞中幻觉出
现“狐仙”，边防重地仿佛是世外之地，时空感被抽
离了。

王继才在开山岛上的32年，是外部世界剧变
的32年。电影在台词中、在画面的细节里，不动
声色地截取到深入日常生活的变化。王继才的渔
民朋友承包了渔船，半天的收入抵得过公职人员
半个月的工资。岛上昔日驻军军官的儿子，从迷
恋霍元甲的穷孩子，成为经营武校的老板。普通
人的穿着打扮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成片青蓝颜
色的中山装，换成色彩五花八门的T恤和Polo衫，
大棉袄换成剪裁合体的呢大衣。沿海小镇的市井
陋巷，翻新成开阔敞亮的街道，私家车鱼贯而过。

但是汹涌的海水隔开了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
和开山岛。岛上日升月落，潮起潮落，开春桃枝发
芽，入冬狂风卷雪，年复一年是这样的光景。王继
才和王仕花日复一日地升旗、巡岛，穿着三十年不
变的民兵迷彩服。说不清是时间遗忘了他们，还
是放过了他们。

电影里只有一次正面呈现王继才和岛外世界
的正面交集。那是他的上司、县城人民武装部政
委临终时，他顶风冒雨进城，见了老领导和好兄弟
最后一面。从医院离开后，他被猝不及防地投入
滚滚红尘，车水马龙在他身边呼啸而过，他的脸上
霎时流露惊惶。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片段。这个
后来被评为“时代楷模”的汉子，其实长久地被割
裂于时代之外。自他血气方刚登上开山岛的那一
刻，他留在岛上，而时间停滞在他身上——电影里
的孩子长大了，旁的角色老去了，唯独王继才数度
沧桑，他猝然地死去，却没有老过。这个从惶惑和
动摇走向坚定的信仰者，这个彻底的奉献者，孤独
地存在于陆地之外，也在时间之外。

主演刘烨为了“王继才”这个角色，付出良多，
在海岛上受日晒风吹，像真正的海岛民兵那样，皮
肤皲裂黝黑，满身是蚊虫咬出的坑坑洼洼，脸上身
上没一处皮肤是好的。最难得他以赤子的热情，
演出了一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傻气和耿直，把无
私演出感人至深的信服力。这种信服力在于，后
来人即便无法在精神层面理解这个角色，但仍然
会被强烈地触动。就像张一山扮演的受过王继才
救命之恩的少年，曾在岛上短暂地陪伴过这位大
哥，他很快离开，却感念至深，若干年后他在外面
的世界飞黄腾达，在重访故地时说出：“我无法成
为你，但我敬重你。”

这也是影片整体叙事的一个重要特色——剧
作、视听和表演，每个环节注重的是对这个角色外
部痕迹的刻画，不贸然向人物内部刺探，不解释、
不妄议主角内在的精神世界。这个孤独又执著的
人，一次次在人生选择的三岔口，为什么选择坚
守，而非离开？在时代的语境里，在时代的滤镜
下，旁观者对此也许有各自的理解和困惑。但是，
看着王继才在布满岩石的小岛上踢正步、舞国旗，
敏感的观众能体会到，在这些看似单纯、执拗、甚
至傻气的行为背后，存在着一部剧情片所无法展
开的复杂的精神光谱。

整部影片最意味深长的段落是王继才被评为
时代楷模、成为“网红”后，人们蜂拥去探视这位

“岛主”，或大或小的渡船远远环着孤岛，所有人向
着海岛的方向敬礼致意。这是最热闹的时刻，也
是最孤独的时刻，人们朝着一座精神堡垒致敬，却
没有一个人能登陆并进入这座堡垒。

据《文汇报》

通过展现人物生活
化的一面，并在片中加入
青春元素，《革命者》让观
众能够与之共情共鸣。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
影片，电影《革命者》以多
视角、多线索的结构勾勒
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
人之一李大钊的伟大一
生。我们试图用一种新
的叙事手法重新结构李
大钊的一生，在影片中采
用倒计时的方式展现他
人生中最后 38 个小时的
故事。

对于革命历史题材
作品，要坚持“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在
考证大量史料的基础上，
影片中的关键情节都基
于史实，研究李大钊的专
家学者也帮助进行内容
把关。此外，我还阅读了
大量关于李大钊的作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
了解了李大钊更多鲜为
人知的生平细节，也一次
次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如何拉近影片与当
下观众的距离，是创作中
不可忽视的问题。李大
钊在 30 岁出头时就参与
创建了中国共产党，38岁
时英勇就义，我们希望体
现出他的青春热血。在
人物形象塑造上，展现一
个更加丰富立体的李大
钊，表现他作为一个人的
更多面向。他是伟大的
革命者，也是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他不仅是可敬
的，也有脆弱的时候、困
惑的时候。通过展现人
物生活化的一面，并在片
中加入青春元素，《革命
者》让观众能够与之共情
共鸣，更好地亲近历史人
物，接受和理解影片传递
的理念和精神。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
上，影片进行了适当的艺
术化加工。在李大钊的
一生中，他遇到过许多贫
苦的人，片中的徐三和庆
子就是从中提炼出来的
典型形象。我想要表现
出李大钊和民众们在一
起时的生活状态，当他走
进胡同里，会不会和邻居
们打招呼？当有人落难
时，他会不会伸出援手？
通过这些细节，更能体现
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伟大
的人。

对我而言，拍摄这部
电影就像上了一堂中国
近现代史的课。李大钊
是革命者，他所代表的那
一代有志青年都是革命
者。影片的英文名是“先
锋”的意思，他们就是那
个时代的先锋。这部影
片的主题是“牺牲”，这些
革命者是用鲜血和生命
去铸造恢弘历史的人，他
们的牺牲不是抽象的，而
是鲜活的，我们要拍出一
个个鲜活的人物。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