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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赵琪编剧、董亚春执导，中央电视台、上

象娱乐等出品，以讲述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功德

林监狱成功改造国民党高级战犯为主要内容的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特赦1959》播出后广

受关注。作为一部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佳作，该剧秉持历史与艺术统一的创作态度，

实现了对重大历史内容和时代思想的深入探

索，多维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博大的胸怀、坚

定的信心和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为革命历史题

材电视剧创作提供了诸多启示。8月19日，由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中国电视艺委会主

办，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协办的电视剧《特赦

1959》研评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就该剧题材

呈现的独特的叙事视角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进

行了深入研讨。

创新题材呈现独特视角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李京盛谈到，在准确把握历史内容的前提下进

行题材创新，是当下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的一

大难题。1949年至1959年，中国共产党在北

京功德林监狱对国民党高级战犯进行了学习改

造，《特赦1959》选取这段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又复杂的历史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克服了诸多

困难，完成了一部叙事独特的电视剧作品。北

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表示，

《特赦1959》全景展现了国民党战犯改造的历

史事件和历史故事，该题材的唯一性和稀缺性

填补了此类革命历史题材剧的空白，创作者坚

定不移的创作态度体现出了敢于触碰难题的胆

识胆魄。

同时，《特赦1959》在实现题材创新的基

础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上海文

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郦国义认为，该剧是革命

历史题材和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标杆，作品体现

了共产党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光明日报》文

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表示，该剧通过独特的选

材，深入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民主的大胸怀、

大格局和大理想，是一部能令观众与之同频共

振的佳作。

独特视角突显历史内涵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中心主任尹鸿说，《特赦

1959》的独特视角，为思想博弈的表现和历史内

涵的揭示提供了巨大空间。中国电视艺术委

员会高级编辑陈芳表示，作品选用独特的叙事

视角，透视历史大背景，通过展现他们由坚持

反动立场到内心真正接受共产党的情感变化

的过程，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熠熠生辉的人

道主义情怀。与会专家表示，该剧的独特视角

既聚焦功德林的有限空间，也展现祖国建设的

新貌，特别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反映，从战犯

们对志愿军出兵朝鲜由唱衰、旁观转而支持

的立场转变，更深刻反映出新中国建设发展

对人的影响，把中国人民站起来表现得更震

撼，更有说服力。与会专家表示，该剧以战

犯视角呈现出解放军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

的英勇精神、抗美援朝不断传来的捷报等，通

过战犯的表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

的内在动力。

鲜活人物彰显艺术高度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伟国说，革命历史题

材电视剧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历史真实，但

也离不开想象和虚构，对人物塑造有较高的要

求。该剧塑造了王英光、贺春年、胡大树、梁冬

芳等源于历史和生活的虚构人物，他们呈现出

的美形成了对历史真实的丰富与补充，构成了

生动的艺术感染力。文艺评论家汪守德认为，

该剧巧妙利用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既对观众

耳熟能详的真实人物进行艺术加工，又塑造了

许多虚构角色。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表示，该

剧创作者很好把握了创作的度，有效规避了人

物形象的脸谱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

任周由强也谈到，剧中人物性格十分鲜明，人物

思想和情感的转变自然，符合生活逻辑和情感

逻辑，彰显了艺术高度。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刘梅茹

做总结发言，她说，《特赦1959》选取战犯改造

作为核心内容，不仅拓宽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的创作领域，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

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充分体现

了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

化自信，具有较高的政治站位。

毋庸置疑，《特赦1959》在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同时，完成了一次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电视剧的求新与突破，为同类题材树立了标杆。

未来，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应秉承历史与艺

术高度统一的创作理念，打造出更多呼唤历史记

忆，弘扬时代精神，烛照当下社会的经典之作。

来自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共上海市委

的相关领导出席会议，中国电视艺委会副秘书长

易凯主持会议。

（吕漪萌）

关 注

由山东影视传媒集团与中共临沂市委

组织部、市委宣传部等联合摄制，山东影视

制作股份有限公司与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共同出品的电影《梦想沂蒙》8月22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映礼。

电影《梦想沂蒙》从立项到开机，故事

从无到有，历时5个月的时间。在编剧赵冬

苓看来，一切顺利。先期，她带领主创人员

深入沂蒙地区，用了一个星期进行采访，之

后进入大纲创作，写了三稿，在这个阶段，

故事的细节与情节基本完备。之后的剧本

创作阶段用了两个月时间，赵冬苓与工作

室的一位年轻编剧三易其稿，开机前由导

演高一功又改了一稿。剧本经过四次打磨，

赵冬苓认为，这个剧本做得很扎实。

李剑波：请您谈一下该项目的缘起。

赵冬苓：去年3月份在北京参加两会，

我遇到了时任临沂市市长张术平（现任烟台

市委书记），他跟我谈了有关王传喜等人的

事迹，希望我能去写写这个电影。我对临沂

是有感情的，我在那里创作了《沂蒙》这部电

视剧，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剧本，我因为这

部戏拿到了飞天奖的最佳编剧奖，临沂也因

此聘我为临沂的荣誉市民。所以这个邀请我

没办法拒绝，当时就答应写这个戏。

李剑波：弘扬主旋律电影如何做到深

入人心？

赵冬苓：对于弘扬主旋律作品的写作，

我认为最应该注意的是一定要尊重艺术规

律。所以我们没有硬写人物怎么去奉献、怎

么去牺牲，我们要找到他这样做的心理动

机、情感动机，我们要尊重、理解这个人，从

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寻找他的心理动机、

行为动机，然后再艺术地进行阐释。比如，

故事中我们设计了几条线，最突出的一条

线就是他和母亲的关系，我们在戏里写了

一对不和谐的母子。这一条线最初当地领

导是有疑问、有担心的。按照我们的设计，当初主人

公梁嘉喜的母亲上山之后因为生活贫穷一次次想

逃跑，是梁嘉喜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导致母亲没跑

成，由此造成了母子之间多年的心理隔阂。母亲觉

得是儿子出卖了她，这个事情给他和母亲都留下了

感情创伤。当时临沂的领导觉得这样写会有损沂蒙

女性的形象，但是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恰

恰显示了临沂女性不甘受命运的摆布，努力反抗不

公命运的优秀品德。通过此种设计，过去的苦难与

贫穷给大家带来的伤痛，就可以有机地勾连起来、

艺术地表现出来。在该片的艺术构思上，我们下了

很多功夫。这个电影和一般的弘扬主旋律影片相

比，我觉得在如何符合艺术规律、如何真实地从一

个普通人的角度去阐释一个人是有其特点的。

李剑波：您之前创作过有关沂蒙题材的影视剧，

对沂蒙人、沂蒙这片土地、沂蒙精神是如何理解的？

赵冬苓：说实话，最早写《沂蒙》的时候，我没有

感觉出沂蒙人民跟别的地方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直

到这次写《梦想沂蒙》，我才发现沂蒙人民跟其他地

方的人确实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沂蒙毕竟经过了多

年的革命战争熏陶，而且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

始，党长期在那里开展群众工作，这一传统留下了

很深的痕迹，这种痕迹一直延续到今天，你会感觉

到临沂人跟别的地方的人相比，更重视集体主义，

更有奉献精神，他们会自觉为集体、为更多人牺牲

一些自己的利益。战争时期的临沂人就是这样，现

在为了写这个电影，我又采访了当地几个带领群众

致富的先进典型，更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这次主

要的人物原型是王传喜，他回乡以前在城里做生

意，很成功，但是当家乡需要他的时候就义无反顾

地回去了。我还采访了另外一个老典型，也有这种

特点，临沂人民受党教育多年，集体主义在

他们身上是个很明显的特点，我感受很深。

李剑波：采风中，这些基层党员骨干、

全国劳模给您的最大触动是什么？请详细

谈谈采风中遇到的深有感触的人和事。

赵冬苓：这些基层干部、全国劳模把公

众的幸福、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这种思想简单说是他们的觉悟高，其实已

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是发自内心的，我

有时觉得不可思议。比如王传喜，采访中我

注意到他的一个细节，他带我们参观农业

产业园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个烟头，我们

都视而不见，只有他赶紧走过去把烟头捡

起来，那种对土地、对家乡、对集体的热爱

真是发自内心的。

李剑波：《梦想沂蒙》在定位、主题、风

格上跟之前的作品有何区别？

赵冬苓：写这部戏，我努力从艺术片的

角度去写。我们过去对弘扬主旋律作品有

很多误解，很多人觉得弘扬主旋律作品就是歌功颂

德，上边让怎么写就怎么写，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

有坚持的同时一定要按艺术规律创作。剧本出来后

临沂方面也提过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该坚持的就

坚持，努力用我们的作品去打动他们，而不是无原则

地遵从。临沂希望我们去歌颂这个人物，我们也歌颂

了，但是我们把他当一个普通人去歌颂，当一个普通

人去写。

风格上，这部片子与纯商业片有很多不同，但

是与我一贯的写作风格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说我

在写作中始终更追求崇高的情感，更尊重一个人从

平凡到崇高的努力，在这部作品中，这一点是一以

贯之的。

李剑波：您跟高一功导演合作过多次，请谈谈

对他的印象。他为这部电影的哪些方面加分了，他

的优势在哪里？

赵冬苓：我对高一功导演的看法始终如一，我了

解他，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有很突出的优点。这次决

定由他执导这部电影，因为我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

他的水平线在哪里，他适合这部戏。高一功对人物的

把握和剧作结构的准确把握是他的优势所在。

李剑波：写这部电影，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吗？如

何解决的？

赵冬苓：很多编剧会惧怕写这类作品。跟一般

的自由创作相比，写这类题材个人的创作空间会更

小，因为是受托、遵命写的一个故事，会受到很多限

制。我很早以前写过很多这类作品，我从来都是用

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我不会完全将其当成遵命文

学，我一定要将它当成自己的作品去写，我不会潦

草从事，也不会完全听命于人，这是我自己一个很

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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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特赦1959》：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求新与突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求新与突破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8月25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

办的“我爱你中国——优秀电视剧百日展

播活动”启动仪式在山东青岛举行。自即

日起，一批优秀电视剧将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全国各省级卫视、主要视频网站进

行集中展播。这些作品聚焦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奋斗历程，

尤其着重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

性成就和变革，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

美好生活的奋斗实践。

据悉，广电总局自去年以来即在中宣

部指导下开始筹划、推动全国电视剧制作

机构紧紧围绕致敬新中国70华诞开展创

作，在充分了解、论证、指导及综合考虑电

视剧制作进度、内容品质等各方面因素基

础上，共遴选出86部优秀剧目向全国各

级电视台推荐播出。截至目前，已相继播

出的《可爱的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破

冰行动》《麦香》《共和国血脉》《花开时节》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特赦1959》《小欢

喜》等作品，受到观众的喜爱，共同为庆祝

新中国70华诞营造了良好文化氛围。百

日展播活动期间，一大批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时代的重点

作品如《伟大的转折》《激情的岁月》《希望

的田野》《奋进的旋律》《外交风云》《陆战

之王》《空降利刃》《在远方》《老酒馆》《遇

见幸福》《奔腾年代》《觉醒年代》《光荣时

代》《新世界》《瞄准》等也将陆续推出，共

同唱响团结奋进的新时代主旋律。

启动仪式当晚，国家广电总局、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

领导等同86部剧目的近500名主创人员

齐聚一堂，牛犇、李雪健、斯琴高娃、唐国

强、刘佩琦、于和伟、秦海璐等老中青演

员代表登台表达心声。整场仪式旗帜鲜

明、庄重大气，通过现场片花播映、演出

表演等多种形式对优秀剧目进行了集中

推介展现，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电视剧工

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

心、用情、用功创作文艺精品的初心、使

命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路斐斐）

由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粤剧院出品，广东珠影影视制作

有限公司承制的首部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日前在京举办

了观摩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珠江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创作指导处承办。

《白蛇传·情》由张险峰导演，莫非担任戏曲导演、编剧，曾小敏、文

汝清领衔主演。过去戏剧电影多数为实景拍摄，保留较多戏曲舞台感，

而该片在以往戏曲电影的基础上大胆探索，超过90%的镜头为特效画

面，从观感上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其中水漫金山的特效场景更是长

达6分钟。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垂林表示，《白蛇传·情》

既保留了传统戏曲艺术的特色，又发挥了现代电影的特长，是中国历

史悠久的传统粤剧艺术与现代化电影艺术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

与会专家表示，该片将奇幻的电影表现手法和戏曲的艺术表达

手法有机结合，以歌舞演绎故事、以虚实结合的方式拿捏情绪，既最

大限度地保留和传承了戏曲的艺术特色，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电影

艺术的自由表现力和想象力。影片追求写意风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人文气息的独特魅力，是一部具有探索性和开拓性的作品。同时，

与会者建议，影片的情节转换应更加流畅、自然，人物形象的塑造应

多一些对当下的思考与互动。 （余 非）

专家研讨粤剧电影
《白蛇传·情》

致敬新中国70华诞

优秀电视剧全国展播活动启动

46集年代剧《老酒馆》于8月 26日起

登陆北京卫视和广东卫视，腾讯视频全网

首播。该剧由编剧高满堂、李洲共同写就，

导演刘江倾情执导，陈宝国、秦海璐领衔主

演。该剧讲述了闯关东来东北的小人物陈

怀海历经磨难，来到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

连，开老酒馆谋生计，并通过老酒馆结交

抗日志士，传播抗日思想，与殖民者斗争

的故事。酒馆虽小，却激荡历史风云。这里

发生的一个个救国护民的传奇，歌颂了中

国人民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英雄情怀，弘扬了中华民族“仁义

礼智信”的传统美德，展现了中华儿女“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

尚气节。

“我家从爷爷那辈开始闯关东来到大

连，居住在大连的兴隆街，我父亲就在这儿

开了酒馆。”编剧高满堂记忆中的兴隆街从

不缺人气儿，有挑担赶路的，有支摊算卦

的，有推车送货的，有走街串巷的，有吆喝

叫卖的，街边店铺林立，有茶馆、当铺、药

房、点心铺等等，这其中就有父亲的山东老

酒馆。老酒馆里鱼龙混杂同时也藏龙卧虎，

抬参的，闯崴子的，闯关东落脚的，山场子

水场子滚过的。“我崇拜父亲，也崇拜那些

来老酒馆喝酒的平民百姓和英雄好汉。”斯

人已逝，兴隆街已化为废墟，高满堂怀着对

历史的敬畏，在父亲百年祭的时候，落笔开

始书写这个已在脑海中千回百转的故事。

《老酒馆》的叙述从 1928 年至 1949

年，跨越了20余年的历史，刘江带领创作

班底分外注重对不同历史时段的细节考

究。为了还原历史风貌，剧中的好汉街高度

复刻了高满堂记忆中的兴隆街，东北菜馆、

张记豫菜、贝莎点心店、丝琪美发店……灰

瓦灰砖的中式居民楼，颇具西方风情的现

代化商业街，店门口的传统红灯笼与墙壁

上的民国都市丽人照，无不细致入微地展

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大连独特的城市风貌。

除了熙来攘往的闹市街景，剧中还有一段

发生在丛林中的复仇情节，为了最大限度

地还原细节真实，刘江率剧组扎在原始森

林中足足待了20多天。

剧中老酒馆历经半个世纪沧桑巨变，在

不同年代几经更名，最后在2013年重新用

回“山东老酒馆”这个名字，这背后喻示着一

种不忘初心的精神传承。该剧立足当下，植

根人民，回首过去，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它不仅是高满

堂献给父亲的一封感人至深的家书，也是献

给观众的一首悠长隽永的浪漫诗歌。

（许 莹）

《老酒馆》讲述救国护民传奇故事

由河北省文联专项资金扶持、河北省影视家协会与

河北省影视精品创作促进会联合举办的河北省微电影人

才培训班7月31日至8月3日在北戴河举办。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白石以《影视创作的

几点体会》为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

视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扼

要分析了影视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导演阚卫平结合自己

近30年的创作经历与体会，以《将自己的观念赋予自己

的形式》为题，从敢于担当的黄钟大吕，讲到微电影的艺

术特质，形象生动，细致入微。河北省文联副主席郭靖宇

同培训班学员分享了自己走上艺术道路独特而生动的人

生轨迹。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培根铸魂，守正创新》为题讲座，结合近年来国内

外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一些情况，举例分析、概括、讲解

了大量具有代表性和经典意义的文学艺术作品，并结合

本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评选情况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情

况，对优秀作品进行解析，对如何解决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创作中的瓶颈问题，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

出前瞻性的科学分析。河北省影视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汪帆

以《影视精品是怎样炼成的》为题，结合四位专家讲座及学

员学习情况，从“什么是精品”、“如何打造影视精品”、“如

何创作微电影”等方面为大家作辅导讲解。 （河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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