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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文艺创作中，历史题材电视

剧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题材类别进

入百姓的文化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

作家艺术家们该用怎样的历史观进行创

作、应该奉献给社会什么样的历史题材

文艺作品，是关乎新时代文艺坚持什么

样的创作立场、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

问题。

习主席曾经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

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

量。“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

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

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

络。”他号召文艺家要用手中之笔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用文艺形式来反映我们五

千年灿烂文明史。唯有如此，才能切实

发挥文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功

能。也只有在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以审美方式艺术地呈现“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

大同”的时代价值，我们的文艺才能真正

具有时代精神，才能受到人民的喜爱。

习主席的这些论述，是我们进行历

史剧创作的思想指南。历史是一面镜

子，一部优秀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能够起

到警世作用，能够唤起我们的民族自

觉。这些年，大批作家艺术家奉献出不

少佳作力作，仅就古代历史题材来说，就

有《大秦帝国》《于成龙》等反映我们民族

历史的大戏问世。这些作品与此前的

《东周列国》《汉武大帝》《康熙王朝》《大

明王朝》《贞观之治》等多部巨作，几乎无

缝链接地组成一道古代历史剧的文化景

观，被称为用电视艺术呈现的中国通

史。在这些作品中，中华民族历史上诸

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都得以艺术地表

现和形象地塑造。这些作品，不仅有助

于普及历史知识，也帮助观众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五千

年文明史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从而鉴

古知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近现代革命史，历来都是历史剧创作

中更为辉煌的篇章。在中央和地方省台

每年播出的电视剧中，近现代革命历史题

材历来占有最大的比重。党的十八大以

来，这类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电视

剧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这

些热播的历史剧引领着大众的审美走向，

满足了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这其

中，既包括《战北平》《长沙保卫战》《三八

线》《二十四道拐》《中国远征军》等对重

大事件的再现和叙述的作品，也包括《江

姐》《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铁血红安》等

着重塑造历史人物的作品。还有《潜伏》

《风筝》《面具》等高扬理想和信仰旗帜的

反映隐蔽战线的作品，成为持续数年的

收视热点，受到观众的特别喜爱。

重大纪念日，历来是缅怀先贤和进

行革命历史传统教育的重要节点，也是

历史题材剧创作的高峰期。2016年是

长征胜利80周年，全国各电视台播放的

纪念长征的作品就有10余部，尽管个别

作品似显题材雷同，但舆论和观众对这

类作品反响依然空前强烈。这些作品，

不仅让观众了解了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故事，也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

义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的思想。

纵观近年来涌现的这些作品，虽然

表现的历史事件不同，艺术水准参差不

齐，但在表现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建立社

会主义新中国这一目标上，都具有非常

明确的思想主题，即用文艺形式歌颂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

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英雄人物

和优秀共产党人的塑造和赞颂。

历史题材剧离不开现代视角，任何

一部历史剧，都是对现实的观照，都是通

过回望昨天烛照现实。许多关于近现代

革命史的作品，都为今天的共产党人乃

至整个社会提供了历史的镜鉴，其中不

乏治病良药。比如很多作品浓墨重彩地

叙述一个主题：对理想信仰的坚守和背

叛。像周文雍、江姐、赵一曼、彭湃、蔡和

森等，其形象和故事在历史题材剧中都

运用艺术手法得到展现。他们的视死如

归、正气凛然，与那些革命叛徒形成鲜明

对照。贪生怕死的叛徒们背叛革命的第

一步，无不是从背叛信仰开始，而背叛信

仰的第一步，又无不是从腐化堕落和追

求奢侈享受开始。从放弃生活小节到背

叛信仰再到背叛革命，成为一个无以逃

脱的魔咒怪圈。这些历史剧都在考问每

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向今天的人们敲

响振聋发聩的警钟：放弃了理想信仰，我

们的队伍还会出现下一个“顾顺章”“甫

志高”。所以，这些历史剧不仅仅是为了

回顾昨天，更是为了警示今天。不断用

这种形式教育我们的党员和群众，是保

持革命队伍永不变色的有效途径。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近些年来，历史

题材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比较欢迎的艺

术形式，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重要的

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们的文化审美需

求。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来看，在人物

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上都有新的开掘。一

大批为观众津津乐道的影视人物丰富着

中国影视艺术的人物画廊。但是，在当

下市场经济中，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也

越来越凸显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味

追逐市场、沾满铜臭气的如“无根的浮

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般的“三无

牌”历史剧依然存在。

比如，在表现历史时，有人一味追求

娱乐效果及商业利益，在作品中见事不

见史，甚至以游戏态度亵渎历史，将严肃

的历史话题和真实的历史故事碎片化、

小品化，创作严重向消费主义倾斜。如

此，展现在荧屏上的，诉说往往变成戏

说，历史往往写成秘史。一些被观众直

言批评的关于抗战题材的“闹剧”“神

剧”，便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怪胎。在这

样一些作品中，历史的神圣凛然、苦难庄

重、慷慨激昂，被变成哄堂一笑的戏说。

如果陷于这种娱乐化的沼泽中，历史剧

只能沦为流行文化的附庸，只能被市场

绑架。对于历史剧来说，这将失去它最

本质的功能。

在历史剧创作中，还有另外一种倾

向——历史虚无主义。当我们提倡表现

全民族抗战这一主题时，有人便一味夸

大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绩，有意弱化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作用。某些抗日题材剧还热衷于编造一

些有反战倾向的日本兵故事，刻意淡化

日军侵略者凶残的本性，一度成为不少

剧作追逐的“时尚”。也有的打着彰显人

性的旗号对英雄人物进行虚无主义解

读，比如以红色经典“缺少爱”、没有“身

体叙事”为由，一定要给艰苦的革命战争

中的英雄人物加一个三角恋爱，结果把

红色英雄弄成“粉色英雄”。解构正义，

挑战良知，迎合市场，扭曲价值，在某些

作品中已屡见不鲜。

第三种倾向，就是有些创作者心浮

气躁，不下功夫研读历史，而是东拼西凑

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进行“车间式”加工

和排列组合，甚至把着力点放在花絮、偶

然、奇巧等一些专门吸人眼球的外在形

式上。于是，严肃的历史就变成宫廷的

权谋恶斗，变成调笑煽情的花边趣闻。

这样的作品，当然谈不上人物精神世界

的叙述，也就难以给人历史的启示和教

益，结果是离思想性很远，离低俗很近。

须知，人们观赏历史剧首要目的不是去

欣赏这些缺少思想内涵的花拳绣腿，而

是关注历史故事里所彰显的厚重思想、

所显现的规律性和趋向性，从而获得思

想层面的审美愉悦，在读历史中熟悉过

去、洞晓未来。

坚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自信，是

历史剧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放弃了这

个根本立场，文艺就会变为西方文化的

附庸。习主席曾提出，如果“以洋为尊”、

“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

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

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

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

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可

以肯定地说，缺失历史定力、缺少价值立

场的作品必然如无根的浮萍，难以成为

时代的扛鼎之作。

明年，我们将迎来五四运动100周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1

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这些重大庆典，必然有影视作品加

以表现，也必然出现历史剧的又一次热

潮。怎样在创作中毫不动摇地坚守马克

思主义历史观的自信，不拘泥于历史事

实的繁杂和历史情境下的特定现象，把

握好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讴歌人民

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从而同形形色

色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不妥协的坚决斗

争，抵制扭曲历史和反历史的各种行为，

依然是历史赋予文艺工作者神圣而光荣

的使命。特别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尖锐复杂的特殊形势下，文艺工作者如

何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化面前站稳立

场、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如何坚定不移

地运用手中之笔写好我们党、民族、人

民、军队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贡献，这是历史赋予的任务，也是时代

对每一名文艺工作者的严峻考验。

历史题材电视剧——

在坚守文化自信中探索前行
■陈先义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我转业离岗
后到建筑工地体验生活已过去快一
年。如今，自主择业的我虽然走上新
岗位，这段经历却一直让我难忘。因
为，它是我解甲归来融入社会之前的
一堂社会实践课，让我从中经受历练，
也感悟颇多。

从 2017 年 8月 31 日到工地报到，
至 12月 31日离开，我的这次打工体验
历时整整 4个月，每天下工之后坚持一
天一篇的《一位退役上校的民工日记》
也写到第 125 篇约 21 万字。本来，我
最初打算在工地做满半年，但到后期
才知道，很多工地一到 12月底就基本
停工放假了，再就是考虑到元旦一过
就是春节，以前在部队因为工作忙，已
有 11个春节没回老家过年，如今解甲
转身不那么忙碌，应当回四川陪母亲
和老家亲人过个春节，因此，我把这次
打工体验压缩到4个月。

还记得，刚来工地时，我还穿着短
袖短裤，中午的工地宿舍热得像蒸笼，
上工一天下来，衣服都要被汗水湿透
好几次；后来，秋风萧瑟，落叶纷飞；再
后来，雪粒飘洒，寒风刺骨。我就在这
座谁也不认识的异乡工地，埋头劳作，
潜心体验，度过了离别军旅后的第一
个夏末、深秋和初冬。

与 29 年军旅生活相比，这 122 天
让我真正改换一种活法，彻底融入工
地上的农民工生活，收获许多真挚的
情义。同时，我这副已经生长了 47年
的筋骨皮肉，经过每日粗活、累活和脏
活的摔打磨砺，虽说体重只减少几公
斤，但体力得到提升，身体也更加健康
壮实，由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的“军
中文官”，成为既能写写画画又能肩挑
背扛的“复合型汉子”。

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境遇，唯有
接受和习惯，尤其是当我们不得不告
别深深热爱并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军旅
之时。对我来说，从一名正团职领导

到工地民工，这段打工生活正是磨砺
精神意志和心态的最佳过程。曾经的
荣誉与得失都已成历史，只有放下身
段，从零开始，才能坚定一颗看淡枯荣
任其风霜的心，才能在今后命运的任
何安排中宠辱不惊、坦然处之。

在异乡工地，没有人知道之前的
我曾经做过什么，只知道我是一名普
通的中年“小工”。这 122天，我们一起
上工，一起流汗，一起吃住，一起抽廉
价的香烟、喝辛辣的白酒，一起急切地
等待被拖欠已久的工资，共同品尝打
工的艰辛和底层生活的酸甜苦辣。

那位 68岁的山东工友老宋，已经
逐渐年老体弱，虽早已心生归意，但因
包工头每年都要扣押一部分工钱，他
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不知何时
才能给他彻底结清，让他舒心回乡；
我还听到隔壁宿舍工友打给老家妻
儿的电话，看到夜里摸黑蹲在小卖部
外面蹭WIFI的工友身影，他们单调枯
燥的工地生活，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份
牵挂。

到工地不久，一位老哥给我寄来
《重新发现社会》《底层立场》和《父亲
的江湖》，在劳作间隙，我一边读着这 3
本书，一边思考在工地的所见所闻。
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开发商和包工头
以及购房业主之间的利益纠葛，还有
政策与民生、建设与环保等等，这些离
老百姓最近的社会问题，一一真实地
呈现在我面前。

在工地上，我还近距离接触了一
些退伍兵民工，也在网上结交了许多
同样选择自主择业的退役战友，连同
自己脱下军装后的亲身经历，让我切
身感受到广大退役战友告别军旅回归
社会后的境遇和心声……

我知道，一些战友自主择业后，
选择当老板或到私企打工，甚至送快
递、开网店，有的还做起周游四方的

闲云野鹤……这都不奇怪，因为这就
是自主择业退役军人的真实存在。虽
然他们每月有了退役金，这一生温饱
有了保障，但他们正当年，渴望得到社
会的拥抱，渴望拥有再次施展抱负的
人生，同时也渴望继续报效国家，渴望
一杆凝聚人心的旗帜和团结向上的
力量。

对于我们退出现役的自主择业军
人来说，初心是什么？在脱离体制的
人生岁月中，又该如何不忘初心？

我的军旅生涯最后 5年在人武部
领导的岗位上度过。这 5年，根据社会
形势和群众关切，我一方面从廉洁征
兵和清除人武系统行业积弊陋习入
手，狠抓兵役机关作风整改，另一方
面，在引领社会尊崇军人职业方面，联
合当地社会爱国拥军力量推动开展了
很多创新工作。尽管做得很累很难，
甚至还不被理解，但我依旧痴心不悔，
因为我一直怀有这样的认知和心愿：

当前，社会确实还存有很多问题
和不足，但我们不能只做问题的发现
者和提出者，一味去吐槽和埋怨，而要
做问题的解决者，用一己之力推动我
们的社会朝美好积极的方向改变！

这不是大话、套话，而是我的心里
话。这也是我过去、现在和未来，面对
社会和人生的一个态度。如今，我虽
已告别军旅，但初心不改，心中的军魂
不变，依然是冲锋的战士，依然是当前
促进和谐与推动社会前行的一份坚强
力量。

今后，无论我站在哪里，那里就是
我余生的战场。

永远做冲锋的战士
■杨 鸿

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
时候，父亲已经开始训练我独自整理
内务了。自记事起，家中墙壁上就裱
着两幅题词：“参军光荣”“向老山英雄
致敬”。年幼的我抬起头问父亲：“爸
爸，那是什么啊？”父亲抱起我，脸上浮
现出自豪的笑容：“这是国家奖励给爷
爷和爸爸的，是咱们彭家的骄傲……”
虽然对父亲的解释似懂非懂，但我开
始觉得爷爷和父亲肯定是非常了不起
的人。

很多人对于长征那段战火纷飞的
往事都是从历史书中得知的。而我，
自小就在爷爷这个老红军的熏陶下，
对那些故事耳熟能详。爷爷出生在江
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是独子，家境不算
富裕。爷爷 16岁那年，曾祖母把他送
到井冈山当红军。爷爷训练刻苦，作
战英勇，后来随部队开始长征。在一
次战斗中，爷爷被敌人击中腰部，受伤
后与大部队失散，所幸得到老乡救助
保住了性命。

后来，爷爷辗转来到长沙，因为腰
伤无法训练，成为一名工人。新中国
成立后，政府曾找到爷爷，要追认他的
红军身份，并给予一定补助。“娘要我
好好跟着党，但我没走完长征，当年受
伤后没联系上大部队，心里一直有
愧。我好歹留了一条命，靠自己干活
饿不死，当年有很多老表都牺牲了，他
们家里比我更需要这些钱！”爷爷毅然
决然地拒绝了。

爷爷奶奶生育了6个子女，尽管每
天辛勤工作，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还是没办法让一家人解决温饱。
父亲继承了爷爷艰苦朴素的作风，从
小读书就很用功，后来考上大学。

快毕业时，学校计划把父亲分配
到省机械厅当一名对外贸易翻译。一
个偶然的机会，父亲遇到来学校做征
兵宣传的某部干事，他极力推荐父亲
参军，临走之前还拍了拍父亲的肩膀：
“小伙子，看你这体格，天生就是一个
当兵的料，来部队建功立业吧！”

父亲自此陷入沉思。一边是专业
对口的翻译工作，待遇优渥且能接触
很多新事物，而参军曾是父亲儿时的
梦想，到底该如何选择？血脉里的倔
强与担当在父亲胸腔涌动：“对！当
兵去！”

经过军校一年培训，父亲来到南
疆前线。身为工程兵排长的父亲带领
侦察兵排雷、埋雷 2000余颗，击毙、击
伤敌特工 2人，从雷区抢救战友 31人，
因此父亲在前线火线入党并多次受到
师部嘉奖。

在还有一周时间就可以轮换回到
后方时，父亲所在分队奋战两昼夜，从
雷区中将聂晓辉排长与 13名战友一
步步抬了出来。这是充斥着残肢、血
腥与地雷轰鸣声的两天，也是父亲人
生中最漫长的两天。战友救回来了，
父亲的右掌大部、左小腿永远留在了
南疆，因为眼里残留有弹片，右眼近乎
失明。

昏迷 8天 8夜的父亲，靠着顽强的
意志和广大战友捐献的 6400 毫升血
液挺了过来。从睁眼的那一刻起，他
从革命军人变成了伤残军人。

作战英勇的父亲受到军委首长的
关怀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他回到家

乡，成为一名教员。然而，仅剩光感的
右眼、残疾的右手、永远残留在眼球的
弹片，给父亲带来常人难以想象的痛
苦。尽管生活艰难，父亲没有忘记军
人的身份与职责。为国负伤光荣，战
胜苦难同样光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的战士，决不能也不会被苦难所击
倒！每次系里因评估或做项目加班，
总能看到父亲的身影，他成了系里最
刻苦的“初学者”与“老同志”。2007
年，父亲加入《高级英语视听说》编写
课题组，经常顶着冬夜的寒风到学校
录国外电视节目。将近半年时间，父
亲中午没回过家，总在加班加点完成
刻录任务。半年后，这套教材荣获国
防科技大学自编教材一等奖，并被列
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受到父辈激励，我在高考后选择
成为一名国防生。大学校园美好的生
活没有阻挡我前行的脚步，毕业分配
时，我毅然选择扎根一线部队当一名
基层干部，手持钢枪，继续践行彭家人
保家卫国的理想。“儿子，你能吃多少
苦，以后就能走多远。再苦再累，扛过
去，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父亲的叮
嘱，陪伴初入军营的我度过一个又一
个难眠的夜晚。我深深知道，真正的
好钢是要经过烈火淬炼的。无论世事
如何变迁，我对军营的这一份热爱不
会褪色。

时光将沧桑印上爷爷与父亲的脸
颊，却未曾改变他们的报国壮志。从
戎的信念贯穿彭家三代人，融入了家
族的血液，刻进了我们的灵魂。如今，
我骄傲地站立在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
方。比起外面世界的霓虹闪烁，或许
军营生活多了几分枯燥与寂寞，可生
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
田野。你的诗如云一般飘逸，而我的
诗将如磐石一般坚强。

三
代
从
戎
报
国
志

■
彭

博

塞外天高暑未收，关山夜雨叹临秋。

红旗漫卷迎旋日，碧树逶迤步哨楼。

汗洒柳营无怯悔，诗吟马上写风流。

休言岁月如川水，看剑青春不复求。

秋日寄怀
■何 红

迷彩服有几种颜色

有人说一种

大自然的色彩

有人说两种

太阳的光辉

大地的苍碧

有人说三种

和平的绿色

战争的灰暗

国土的赭黄

有人说四种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四个季节的重叠

有人说

可能更多

还有战士汗水的颜色

军人忠诚的颜色

祖国尊严的颜色

人民希望的颜色……

迷彩服的颜色
■梁庆蔚

野狼突击队（油画） 曹加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