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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近年来，重大革命题材（以纪实为
主、表现老一代革命领袖）和革命历史
题材（以虚构为主、表现普通人的革命
斗争与命运轨迹）影视剧佳作连连，在
观众中形成了上佳反响，其创作盛况、
艺术经验也得到了学界业界的高度肯
定，成为学术研究与论坛研讨的热议
话题。无论是近期热播的电视剧《西
北岁月》，还是近年来《海棠依旧》《伟
大的转折》《古田军号》《觉醒年代》
《1921》《啊摇篮》《邓小平小道》《大道
薪火》《追风者》《革命者》《望道》等一
批此类题材影视剧，其创新经验为未
来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思考与展望。

开掘深度：对党史革命史的探寻
钩沉

党史、革命史承载着中华民族追
求独立解放的不屈斗争精神，也凝聚
着血与火的国族记忆，蕴含着宝贵的
革命文化，始终是重大革命题材与革
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富矿。前文
所述的一批优秀影视剧深度开掘这一
创作富矿的细部深处，钩沉、探寻新的

“历史发现”与“历史细节”，使作品对
老一辈革命领袖、将领与英雄的历史
功勋、革命生涯、人生轨迹的把握增添
了更丰富的审美发现。

正在热播的《西北岁月》书写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西北大地的峥嵘岁
月。剧中，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成长
奋斗历程，刘志丹、谢子长等陕北革命
根据地领导人的斗争生涯，连同西北大
地革命战士的前赴后继、普通百姓的悲
苦“歌哭”这些此前不为观众所熟悉的
故事，在剧中得到了丰富感人的呈现。
作品始终葆有庄重而强烈的艺术张力
与感染力，成为一部史诗性佳作。

该剧从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李大钊先生英勇就
义、革命陷入低潮的严酷背景开篇，起
笔便展现了少年习仲勋对中国革命道
路的坚定选择、敢作敢为的坚毅个性，
以及他在狱中入党、坚定跟党走、为革
命奋斗到底的坚强意志，人物眼中炙
热的光、朴素平实的人物语言，无不生
气蓬勃、新鲜有力。

再如电影《邓小平小道》，讲述伟
人邓小平 1969年 10月至 1973年 2月
期间在江西南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的工作生活这段此前人们不太熟悉的
经历。影片生动展现了邓小平同志的
工作日常、照顾鼓励残疾儿子的浓浓
亲情，以及一代伟人在小道上无数次
往返时对中国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思
考；小道，也正是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通向改革开放这一康庄大道思想的宝
贵诞生地。在此，大小结合暗合艺术
规律的辩证法，以小见大，以小喻大，

将邓小平同志的人格魅力丝丝入扣、
感人至深地揭示出来。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历史
发现”与“历史细节”，可能是一个之前
未曾得到呈现的历史人物、一个历史
事件或一段历史材料……在作品中都
转变为党史革命史的新鲜审美发现。
习仲勋同志加入革命很早，13岁入团、
15 岁入党，不足 19 岁领导“两当兵
变”，曾被称为“娃娃主席”。在《西北
岁月》中，习仲勋最初的少年气被表现
得充分饱满，他和父亲关于“天塌下
来，让大个儿先顶着”的一段对话饶有
趣味：父亲舐犊情深、担忧孩子的安
危，而少年习仲勋则是勇毅坚定、敢作
敢当。

同时，这种“历史细节”常常伴随
着创作者精神灼照的神来之笔，从而
超越既有的创作思维。如新近获奖影
片《志愿军：雄兵出击》全景式展现抗
美援朝战争，片中作为中国赴联合国
代表团特派代表的伍修权在联合国义
正辞严的抗议掷地有声，代表团成员
唐笙高超的英文翻译水平和修养风采
令观众眼前一亮，而片中运输车司机
爱国华侨赵安南又是神枪手等情节细
节，则将揭秘的纪实感与强烈的戏剧
性紧密结合在一起，让观众心灵受到
精神洗礼的同时，又深深沉醉于影片
的吸引力。

另外，这种“历史发现”决不是对
历史的猎奇，或是对伟人生平身世的
传奇化书写与私密化编造，这方面新
世纪之初个别红色经典的改编一度走
过弯路。近年来该类创作以历史唯物
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来把握
领袖英雄的人生沉浮与命运轨迹，并
不总是表现伟人的辉煌时刻，也实事
求是地表现老一辈革命领袖的人生低

谷，如《古田军号》中毛泽东主席一度
病苦交加，《伟大的转折》中毛主席在
遵义会议前处于被排挤被边缘化的艰
难境地，但越是艰难，也越表现出毛主
席坚定的革命意志以及他对中国革命
前途的高瞻远瞩的预见力。

情感厚度：对革命史上伟人英雄
人生情感的亲切触摸

“青春化表达”作为建党百年影视
剧创作的重要特征获得了人们的高度
认同，但同时更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则
是该类创作对伟人英雄丰富人生情感
的真切描摹，这是拉近革命史上伟人
英雄和当下受众的距离、激发普遍审
美共情的一把钥匙。

如《西北岁月》中习仲勋对齐心的
一见钟情、一往情深被表现得自然美
好，毫不拖泥带水，与他果敢坦诚的个
性一脉相承，为人物增添了可爱率真的
人格魅力。他对百姓牵挂、关心，点点
滴滴，无不寄托着深情厚意，贯穿作品
始终；一句“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
这一边”，朴实亲切，道出的正是他作为
人民公仆的肺腑心声。剧中刘志丹的
人物形象塑造得也十分成功，为革命全
心付出，让他无暇顾及家人而充满歉
疚。面对忽然来到眼前的家人，这位铁
骨铮铮的革命家内心情感汹涌、泪水长
流，也令观众禁不住动容。

再如《啊摇篮》讲述烽火年代中延
安保育院的难忘历史，是对建党一百
周年真挚清新的别样献礼，剧中丑子
冈院长竭尽全力保护红色血脉，她的
个性既坚定坚韧又温柔美好，是女性、
母性与党性的结合。作品以女人和孩
子为表现对象，格局风格却开阔厚重，
丑子冈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革命女性
就像是人们身边的知心大姐，亲切感
人，充满力量。

时代热度：革命史与时代命题跨
时空回响，叩击大众心灵

近年来此类影视剧在题材内容上
不断寻求拓展，2024年有多部作品涉
及金融题材，如《追风者》表现上海金
融的股市风云，以及国民党中央银行
以改革始、以腐败终的闹剧悲剧，并通
过年轻人魏若来的命运沉浮与人生道
路抉择，表现了 1930年代初中央苏区
突破国民党金融围剿和钨矿贸易封锁
的曲折故事。而 2023年的重大革命
题材剧《大道薪火》和《破晓东方》即已
不约而同地涉及了金融题材内容，显
示出该类创作追求创新的前瞻性。

《大道薪火》将中央红军反围剿与
苏区的金融初创相结合，武戏、文戏彼
此交织穿插，将故事讲述得起伏动
人。剧中毛泽民任银行行长，从一穷
二白做起，救助会设计纸钞的黄亚光，
历经闽西商会筹款、苏区钨矿贸易无
法顺利开展等难题，也表现了毛泽东
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清廉作风与为民初
心，对当下观众而言充满新鲜感；同
时，经济、金融、贸易正是当下观众所
关注和熟悉的时代热点，也让人们产
生了强烈共情。这部剧相对 2010年
播出的《红色摇篮》来说，更是一种新
鲜的切入角度，《红色摇篮》主要从中
央苏区的军事斗争、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等着笔，毛泽东作为革命者、军事家与
诗人才情被表现得感人而传神。《大道
薪火》则为当下观众提供了一个更为
全面深广的中央苏区的全景图。

时代热度，还体现在此类题材影
视剧的表现内容触发当代话题，引起
跨时空的回响。近年来无论是《觉醒
年代》《大浪淘沙》《1921》还是《问苍
茫》《鲲鹏击浪》《追风者》，都将革命
者、年轻人的生存境遇、对人生道路的
抉择融会于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
的思考之中，作品中无论是伟人、英雄
还是虚构的普通年轻人，如青年毛泽
东、李达、陈延年陈乔年兄弟、魏若来
……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善良正直
的人性底色以及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
追求，都是人物得以跨越时空、叩击当
下年轻人与广大观众心灵的情感基
础。该类创作也因此能够完成主流意
识形态的价值赋能，借由荧屏艺术搭
建、打通当代年轻人学习党史革命史
的通道。

当然，叙事手法如悬念技巧、影像
风格、新技术赋能以及宣传推广手段
等，无疑都将助力革命叙事成功走进
观众心灵，而革命史的深度开掘、情感
表达的真挚深厚以及表现内容紧密连
接时代，或许可以为创作提供更多动
力源泉与内容根基。

开掘深度、情感厚度与时代热度
建构起革命史叙事新高度

在快节奏的时代，每个人都
在寻找那片能让心灵得以小憩的
净土。日前，现代都市剧《不讨好
的勇气》在腾讯视频开播，以其轻
快、解压、年轻态的叙事方式让观
众耳目一新。该剧用喜剧的外壳
将关于如何有效职场交往、如何
打破讨好型人格、如何实现自我
价值等与你我息息相关的社会性
议题巧妙剖析演绎，为每一位在
都市拼搏的年轻人带来了几分温
暖与治愈。

不同于传统偶像剧的常规套
路，《不讨好的勇气》在剧情设计上
进行了大胆创新。大厂女孩吴秀
雅（李庚希 饰）在一次机缘巧合中
偶遇高中同学史野（魏大勋 饰），
并通过脱口秀这一全新的娱乐方
式找到了可以直率表达自我的舞
台，从而开始着手改变自己一成不
变的生活状态，逐渐地找回了那个
年轻时热情、张扬、自信的自己。

剧中多位新派喜剧演员，如
自带喜感的魏大勋、张弛和王皓，
以及多次登上春晚舞台的小品演
员牛莉的加入，不仅为剧集增添
了轻松愉快的观赏氛围和创意活
力，更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到了
生活的真实与美好。在《不讨好
的勇气》里，每一名表演者都在用

最接地气的语言，四两拨千斤地
解构着生活中的种种不易，让观
众在捧腹的同时，也不禁对那些
日常琐碎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不讨好的勇
气》在视觉呈现上也颇具匠心。
在不少舞台表演场景中，导演通
过明暗变化、光影交错的灯光设
计，配合服装、妆造和道具等元素
的巧妙运用，潜移默化地突出着
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和身份特
征，增强了剧情的层次感和视觉
冲击力。特别是吴秀雅拿起话筒
走上脱口秀舞台的那一刻，看似
是一场普通的社交表演，却是剧
中人物与现实生活的独特对话。
这种既真实又梦幻的视觉设计效
果，将演员与观众紧密连接起来，
不仅能让观众置身剧集之中，充
分理解各个人物，又能保持清晰、
立体、全面的观察角度。

从目前剧集播出的口碑来
看，《不讨好的勇气》像是一场心
灵的按摩，正在用独特创意和方
式轻轻抚平着观众内心。《不讨好
的勇气》也在试图告诉观众，即使
面对再大的困难，也要保有那份

“不讨好”的勇气，在笑声与泪水
中勇敢地做自己，见证成长的美
丽，更活出真实的自我。

《不讨好的勇气》

以喜剧之名 解构青春的勇敢

电视剧作为满足大众精神文
化需求的文艺形式，不仅提供了比
历史记录更加细腻、温暖的文化记
忆，还构建起普通百姓之间的情感
纽带，形成共同的精神家园。近
日，由正午阳光出品、张开宙导演
的电视剧《小巷人家》正在热播。
该剧的故事从20世纪70年代末讲
起，围绕居住在江苏苏州某棉纺厂
家属区一条小巷中的庄、林两家展
开，剧中人共同经历恢复高考、知
青返城、个体经商户兴起、住房制
度改革、家电普及、上海浦东开发
等历史事件，让观众在品味这方小
院里的人间烟火气的同时，感受风
起云涌、变化万千的时代脉动。

生长于同一时代的人们，总
有属于他们的独特时光印记。《小
巷人家》遵循“年代剧”这一类型
对纪实美学的追求，通过大量真
实的画面，展现出动人的、充满情
感的百姓日常生活。所谓“人间
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是庄、林两
家即使粗茶淡饭，也能把日子过
得有滋有味；是孩子们跑到先买
了电视机的人家，簇拥在一起看
黑白电视；是夏夜一家人手摇蒲
扇吃西瓜……看似琐碎的家长里
短，却洋溢着值得细细品味的生
活气息。在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生
活中，这个娓娓道来的温情故事
提供了一种情感慰藉，打动人心。

这部剧以诙谐幽默、轻松有
趣的喜剧风格，讲述普通家庭的
故事和人生百态，揭示了那个年
代人们的“生活哲学”。剧中，林
栋哲活泼调皮，宋莹与丈夫林工
常因儿子的教育问题感到头疼，
但他们始终尊重孩子的选择，努

力将其培养成更好的人；宋莹一
家为了攒钱购买电视机和冰箱，
过上了极度节俭的生活，有一段
时间全家人一直种蛇瓜、吃蛇瓜，
但为了帮庄家大儿子庄图南买自
行车，宋莹又把钱借给他妈妈黄
玲……这些磕磕绊绊又苦中作乐
的日子，体现了两家人想把日子
过好的共同追求，也蕴含了源于
生活的深刻感悟。随着文艺作品
越来越注重面向全年龄段的受
众，这部剧彰显出独特的共情力。

《小巷人家》也表现了中国人
宝贵的精神品质。剧中，黄玲是一
位出色的棉纺厂女工，性格坚韧、
质朴，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厂里的
工作，都处理得井然有序；宋莹则
热情直率，是与黄玲形成性格互补
的女性形象，各自展现出独特魅
力；黄玲的爱人庄老师虽然有点传
统保守，但他执着于教育事业，耐
心指导年轻人，反映出老一辈人对

“知识改变命运”的崇信；林工富有
生活智慧，对家庭的责任感以及对
妻子宋莹的尊重和爱护显而易见
……此外，庄、林两家的邻里之情，
黄玲与宋莹的姐妹之情以及年轻
一代的友情、爱情等，共同绘制了
该剧明亮温暖的人物画卷。

《小巷人家》在内容、表达的
多种尝试中，体现出普通人与时
代的同频共振，更借植根于生活
的百姓群像，书写了中国人的“精
气神”。故事后期，小巷中的人们
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映射出
人们多样化的追求。他们都在跟
随时代的步伐前进，而剧中那一
幕幕温馨场景，也长久地萦绕在
观众的心头……

《小巷人家》

呈现岁月温情和时代印记

11月26日晚，2024北京·天桥音乐剧
年度盛典在京举行。当晚，2024北京天桥
音乐剧年度盛典推优揭晓。盛典上，除了
颁发荣誉之外，现场还呈现了《献给阿尔
吉侬的花束》《婚礼歌手》等音乐剧片段，
演唱了《悲惨世界》《伊丽莎白》等经典音
乐剧曲目，尚未公演的《金风玉露》也首次
亮相，精彩表演观众先睹为快。

来自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
示，2024年1月到10月，我国音乐剧演
出场次 1.36万场，票房 13.96亿元，观
众人次超过了 580万。在整体市场环
境当中，可谓逆势上扬。其中，1到 8
月，投入市场首演的原创音乐剧项目
达到了 68个，演出场次已经将近 1400
场，票房超过 4000万元。原创音乐剧
的上升态势也令参加盛典的音乐剧人
们感到兴奋和鼓舞。何念、阿拉丁·阿

斯哈力、丁臻滢、喻越越等多位音乐剧
从业者在现场表示，好剧本，尤其是能
讲中国故事的好剧本，是未来原创音
乐剧能越来越好的根本。

在演员阿拉丁·阿斯哈力看来，虽
然音乐剧是舶来品，但要创造出属于
我们本土的优秀音乐剧作品，就需要
在借鉴西方音乐色彩的同时，融入传
统文化的音乐旋律。“要做好中国原创
音乐剧，故事必须过硬。”阿拉丁·阿斯
哈力呼吁更多经验丰富的音乐剧编剧
能参与到这一领域，共同推动中国原
创音乐剧的发展。

演员喻越越也表示，中国原创音
乐剧应更加关注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
事。“希望中国音乐剧能够更多地讲述
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同时可以有更多
不同类型的原创音乐剧作品，以满足

观众多样化的需求。”
要想创作出更多优质的中国原创

音乐剧，优秀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
导演何念认为，中国原创音乐剧为音
乐剧演员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
同时让他们在舞台上积累经验，提升
与观众的互动能力。但同时，何念也
指出，现在很多音乐剧演员在唱功上
已经非常出色，但缺乏舞台经验和与
现场观众互动的能力。因此，他希望，

“通过更多的原创音乐剧演出，为中国
音乐剧界输出大量的人才”。

德语原版音乐剧《伊丽莎白》音乐
剧版音乐会摘取“年度最佳引进剧目”
的桂冠，《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中文
版则荣获“年度最佳改编剧目”，“年度
最佳原创剧目”由《大江东去》获得，
《爱情神话》的导演何念、《亦梦亦真》

的编剧许锐分别获“年度最佳导演”和
“年度最佳编剧”。

“年度最佳男演员”“年度最佳女演
员”两大奖项中，宗俊涛凭借在《爱情神
话》中的精湛表演将“年度最佳男演员”收
入囊中；丁臻滢则因《胭脂扣》中的出色表
现赢得了“年度最佳女演员”的桂冠。

“年度最期待剧目”“年度最具人气
男演员”“年度最具人气女演员”三项大
众评审选出的奖项分别由音乐剧《扬名
立万》、演员王凯和杜鑫艳获得。王凯
表示，“作为一名歌剧演员，在音乐剧舞
台上立足，不光要唱、要演，还要跳，挺
难的，但是我做到了。”继去年获得最具
潜力女演员后，杜鑫艳今年又被观众票
选为“年度最具人气女演员”，她开心表
示，“希望接下来的一年可以一直自信、
骄傲，光彩地站在舞台上。”

中国原创音乐剧 要多讲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