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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都是一家人》讲述了改革

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同胞走出边疆山

寨，走进沿海开放城市，带着他们优秀

的民族文化和崇高善良的品德，在城市

中打拼创业的故事。剧情中，来自祖国

各地的少数民族同胞，用自己勤劳的双

手，为城市的改革建设做出贡献。

该剧编剧景宜采访和见证了上百

位到城市务工的少数民族同胞和基层

民族工作者的成长和进步，在和他们

的交往中，获得大量素材。该剧不再

满足于对一个或几个民族的生活、人

物的平铺直叙，而是选择了云海这样

一个全新的、共同的、现代的城市空

间，描写了十余个民族的生活场景和

奋斗历程，塑造了各民族在城市发展中

所完成的交往、交流、交融与进步。该

剧具有大众情怀，让普通百姓感到少数

民族兄弟姐妹就在身边，体现出各民族

正“一个不少、一个不掉队”地行进

在共圆中国梦的征程上。

电视剧《都是一家人》

歌颂民族团结
■陈发运 苏 航

电视剧 《国家孩子》 讲述上世纪

60年代，有3000名南方孤儿被送到内

蒙古草原，被充满爱心的蒙古族养父

母收养。他们性格不同，被不一样的

家庭收养，从此有了不同的人生轨

迹。他们中，有的变成富裕的商人，

有的成为心系草原的政府官员，有的

宅心仁厚、行医救人。他们最终都在

草原上扎下了根，用实际行动报答草

原和父母。草原母亲的无疆大爱感动

了电视机前许多观众。

《国家孩子》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

运紧紧连在一起，将艰苦年代的温暖

故事、辽阔草原的真情颂歌表达诠

释，以自然为美，向深处开掘，值得

品味深思和总结。文艺评论家李京盛

认为，《国家孩子》展现了现实主义题

材创作如何表达新的思考、如何表达

国家关怀和人性深度，以及如何表达

深层的文化思考等，对电视剧创作有

启迪作用。该剧导演巴特尔谈及创作

体会时表示，对于这个朴实的故事，

他尽可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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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草原真情
■林树德

春节期间，由故宫博物院等单位
出品的视频节目《故宫贺岁》通过腾
讯新闻、腾讯视频等平台播出。节目
组设置游览故宫+“圆桌讨论”，用文
化 名 人 + 故 宫 专 家 的 形 式 ， 通 过
“茶、饭、福、物、戏”五个主题，让
观众走进故宫了解传统年俗、家庭团
聚等故事。该片一经播出，受到观众
欢迎。

近两年与“故宫”相关的视频节
目中，多以恢弘大气的紫禁城、故宫
博物院中的历史文物为题材，而
《故宫贺岁》 的制作方选择以“过
年”为主题，在当代人与古代人生
活中寻求“公约数”，让观众以“平
常人家”的视角，带着好奇观看“宫
里人”的习俗。

该节目以生活化视角和现代化解
读，让观众了解古人是怎么过的，“宫
里人”是怎样过年的，了解传统“年
习俗”的文化和历史由来。比如，节
目中介绍了重华宫茶宴的来源，以及
乾隆选择在重华宫举办“私人宴会”
的缘由。有网友看完《故宫贺岁》后

在网上发表感言：“视频中展现的一系
列活动，让我们感到紫禁城里的年味
有很强的仪式感。看完视频，感觉故
宫里的年不再那么神秘。”

观看节目，观众知道了过去紫禁
城里过年会准备什么礼物，紫禁城
里的“福”字与民间有什么不同等
故宫传统过大年的习俗。这档节目
以朴实、有趣的方式传达了宫廷礼
仪和故宫文化。但节目风格的轻松
感不意味着降低历史的严肃性，《故
宫贺岁》 由故宫专家与观众一起在
故宫探寻传统年俗、家庭团聚等故
事，尽最大可能让观众看到历史细
节的真实样貌。
《故宫贺岁》 在真实的历史空间

和文物中探究传统过年的诸多习俗，
尝试让观众体会到传统习俗中的美和
感动。
《故宫贺岁》视频节目，把故宫的

专家学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创造性
地转化呈现给了大众。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视频形式进行展现，让大众感受
到故宫的春节文化温度。

视频节目《故宫贺岁》

讲述“故宫”的“年习俗”
■胡建厚 陈 明

家是游子魂牵梦萦的温馨港湾，是
人们心底最深切的牵挂。在中央电视
台综艺频道播出的电视节目《走在回家
的路上》，紧扣“初心”主题，邀请文艺工
作者作为节目嘉宾，用带有纪实性的视
角和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全程跟随嘉
宾回到家乡的脚步，挖掘他们难忘的故
乡记忆和成长故事，从多个角度阐释
“回家”的意义——“当我们走得太远，
不要忘了我们从哪里出发。当我们走
得太快，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而出
发”。节目播出后，赢得了业界的广泛
好评。

没有华丽的场景和虚构的情节，电
视节目《走在回家的路上》始终保持真
实朴素的品质，秉承“真人、真事、真感
恩，真情、真意、真旅程”的原则，用质朴

的镜头语言展现嘉宾回家过程中的点点
滴滴，更在这个过程中勾连起人们关于
家的记忆。比如，在演员于和伟回到老
家抚顺时，节目组真实记录了他在故乡
的旅程，吃亲人包的酸菜馅儿饺子，帮着
哥哥在早餐店卖包子，在充满烟火味道
的喧嚣街道上感受故乡的气息……在
与亲人、朋友、老师闲谈间，人物交流的
话语并没有人为设定脚本，只是实实在
在的真情表达。探望曾给予自己帮助
和关怀的吴老师时，看到记忆中的老师
如今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于和伟哽咽
难语，“我缓一会儿，吴老师”。节目中
这种真情实感的自然表达透过荧屏直
接触碰到观众内心。有网友留言说，
“观看节目时我想到了在家乡的过往岁
月，仿佛看到了最初的自己”“回家其实

是一次找寻自我的过程，亲情、友情、师
生情，那些经历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
富”。节目通过真实记录这些平凡的话
语和真切的行动，传递了家的温暖记忆
和情感力量，因此博得了观众的喜爱，
由故土深情与家乡眷恋而引发的讨论
热度也持续攀升。

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路的风景串联
起生命里的难忘记忆。曾经住过的地
方、昔日的玩伴、守望的亲人……作为
一档真人秀类型的电视节目，《走在回
家的路上》凭借真实客观的见证与记
录，捕捉嘉宾在家乡故土的感人经历，
有力烘托了初心与温情的主题，传播的
正能量内容直抵人心，这种创作方式也
给电视节目如何找准坐标定位、贴近观
众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参考。

电视节目《走在回家的路上》

真情与真实的力量
■王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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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讲述奋斗者风采的影片《那时
风华》春节前公映，受到观众好评。该
影片由著名导演李三林执导，田运章担
任总编剧。
《那时风华》电影讲述的是当年“六

女上坝”的真实故事：为响应国家号召，
六位年轻姑娘主动请缨，怀着壮志雄心
毅然奔赴塞罕坝，为祖国的环境保护事
业奉献宝贵的青春年华。

影片中，参加林场的大会战，唐学
燕主动请缨组成燕子突击队。于是，海
拔最高、气候条件最恶劣的千层坝成了
姑娘们的阵地。大风把地窨子埋了，暴
雨把马架子淹了，但在队长唐学燕的坚
持下，突击队没有一人下坝。他们利用
雨后最好的天气，终于在封冰之前完成
了千层坝的植树任务，让林场人和庄书
记刮目相看！
《那时风华》爱情主线是纯粹的、

动人的、令人尊敬的。英姿飒爽的唐
学燕成了吸引郑百团和苏铁目光的亮
点，而李建设喜欢苏铁拉马头琴的派

头，揣着红舞鞋的罗舒亚默默地爱上
了男子气十足的郑百团。真正的爱情
更多的也许是一种责任和承诺，当导
演通过长大后的孩子的口吻，述说唐
妈妈和郑爸爸补办婚礼的那一刻，令
人真切地感受到这段爱情的纯洁，让
观众为之动情。

影片还通过三代塞罕坝人的真实经
历展现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发生的伟
大变革。从第一代塞罕坝人艰苦奋斗创
造人间奇迹，却不被外界所知，第二代塞
罕坝人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到第三代塞
罕坝人走向世界为南非沙漠绿化改造贡
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代代相传，生生不
息。镜头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说，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塞罕坝几代林场
建设者的故事激励着所有人。画面中代
表们给塞罕坝的掌声是给我们这个伟大
时代的，也是给我们这个日益开放走向
复兴的伟大民族的。

电影《那时风华》

奋斗者的如歌青春
■赵真燕

资 讯

电影《那时风华》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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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间播
出的电视剧《绝境铸剑》，是一部“用心
用情用功”创作的优秀之作。该作品播
出以后，被观众称赞是一部别开生面地
表现党的历史和军队历史的作品，也是
在当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让人耳目
一新的作品。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同
时也是一部探索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
如何赢得年轻观众的成功之作。

作品写的是“党指挥枪”这样一个重
大主题。在这样一个主题下，写初建的
红军营如何克服流寇思想、如何同无政
府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等重要的历史故
事。整部作品以红军基层指战员为叙事
主角，成功塑造了李化成、陈天佑、吕臻、
唐运龙等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与以往革
命历史题材创作写大人物、大背景、大事
件的创作方法具有明显的不同。
《绝境铸剑》另辟蹊径，靠小人物、

小事件、小场景的故事取胜。人物只写
了一个红军基层独立营的官兵，地点也
只写了闽西后田的局部地区，以小见
大，映衬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
战争的壮阔景象。它通过一系列的小
人物和小故事，写出了毛泽东概括的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那样红
红火火的革命高潮。这些由小人物演
绎的故事，在观众看来，更有一种亲近
感，也更容易引发观众心灵的共鸣、得
到观众的审美认同，这也正是这部作品
收视率不断攀高的原因所在。
《绝境铸剑》之所以受到观众的普

遍好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编
导精准地把握历史精神和思想精髓，运
用非常独特的人物关系，进行巧妙大胆
地构思创作。这部电视剧运用富有戏
剧性和代表性的故事，写出了一支农民
武装最后发展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正
规部队的历史过程。

在这部作品中，个人的成长与一支
部队的整体成长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
体。比如李化成，最初他也不够成熟，但
经过学习和锻炼后成长了。在松毛岭

战斗后，战士们情绪消极，营长陈天佑也
提出来解散部队是唯一出路。李化成
不仅坚决维护了独立营的完整，还自发
地用信仰、理想等来振作士气，让战士们
在绝境中看到光明。李化成积极团结
指战员，信念坚定，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
的红军政治工作干部。从某种意义上
说，独立营的成长又是人民军队成长的
缩影，是中国革命事业曲折发展的缩影。

在整部作品中，古田会议精神是贯
穿始终的主题。比如，古田会议提出的
关于军队建设的种种问题，关于如何克
服流寇思想、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如何坚持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重
要问题，都是通过这支部队成长历程加
以表现的，从而更加衬托出古田会议的
重大历史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加革命前身
份为地主少爷的陈天佑这个人物，是这
部作品最出彩的主角之一。这样的设
计，本来就是非常大胆的艺术创作。历
史命运和特殊阅历，让这样一个本来不
会革命的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也就突
出了“绝境”中“铸剑”这样一个题旨。
陈天佑加入革命队伍后很快成长，在不
间断的矛盾和绝境中实现了自我价值，
最后终于在火线宣誓入党。此后在苏
区沦陷、大部队转移时，松毛岭战斗几
乎让陈天佑和独立营陷于绝境。身陷
绝境的陈天佑无奈之际，甚至曾经考虑
过解散部队。但是在苏书记的细心指
导下，他快速调整状态并决定带领部队
转移。在途经峡谷时遭到国民党部队
几面夹击，部队再一次深陷绝境：湍急

的河流，冰冷的河水，断粮的困难，敌军
的重重围困，一切困难都在短时间内压
向独立营。而陈天佑在绝境中果断指
挥，闯出了一条生路，最终战胜了难以
想象的苦难，这支部队也在一次次绝境
的锻打中百炼成钢。

对陈天佑这样一个人物的刻画，是
这部作品精彩的篇章。所谓《绝境铸
剑》之“绝”，在这个人物身上也得到最
为集中和充分的表现。一开始，陈天佑
由于自己被迫参加农民暴动，便与“反
动民团”结下死仇。起义后，他自己的
家又遭“反动民团”一把火焚烧，这是他
人生第一“绝境”。不得已参加红军，他
是被逼上“梁山”。此后上了战场却犯
了烟瘾，临阵听见枪炮响有怯弱之心，
几乎想打退堂鼓，这使他再陷绝境。但

此时已经退无可退，他再次战胜自己，
走出绝境。再后来，在战场上多次陷入
绝境，他一次次突出重围，战胜险恶，走
向胜利和成熟。“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
柔”。从一个出身地主家、遇到困难认
怂怯弱的少爷，到一个带兵作战的红军
营长，陈天佑这个人物是真实的，是一
个成长转变的人物。值得肯定的是，作
品并没有一味高歌他的英勇，而是写出
了人物的缺憾、并不断同自身缺憾进行
坚决斗争的故事，因此这是一个栩栩如
生的真实人物。这也正是观众喜爱这
部剧的原因所在。
《绝境铸剑》以浓郁的闽西地域特

色，对后田起义和闽西红军游击队的
创建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作品以
大量生动感人的故事，叙述了闽西革
命根据地的艰难发展过程，表现了古
田会议的伟大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建
军是我军战无不胜的灵魂所在。作品
把中国革命当中蕴含的思想精神力量
生动表现出来，这对当下年轻一代理
解中国革命、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翻身求解放的艰苦卓绝，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如何适应青
年观众的审美需求，如何赢得更多年
轻人的喜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
紧迫的任务。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创作，怎样做到思想性和艺术性更
加完美统一，是文艺创作中一个比较
突出的问题。《绝境铸剑》以大胆的探
索和创新，为这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
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特别是作品对
人物成长过程的描写，让年轻观众看
到那个时代青年的成长史，看到理想
信仰在那一代人身上不是简单的口
号，而是实实在在为之献身的实践。
这对于我们当下的观众、特别是青年
观众，无疑是一部学习党史军史，以
及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

《绝境铸剑》—

用心用情用功讲好中国故事
■陈先义

电视剧《绝境铸剑》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