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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的爱献给党清澈的爱献给党
————访编剧王朝柱访编剧王朝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许许 莹莹

七一前夕，记者如约来到北京香山脚下，拜访了有“书写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一支笔”之称的王朝柱。酒店门口值勤
的保安都同他很熟，王朝柱“躲”在西山一隅“写白了一头黑
发，写掉了一口好牙”，在香山脚下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一住就
是18年零4个月。进入房间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摞得高高
的浩繁卷帙，于我而言，这不仅是视觉的冲击，更是心灵的冲
击。他说，“城里找我的人多，还是这儿安静，没人来打扰
我……”

回顾建党百年来的风雨历程，老党员王朝柱感慨良多，一
连问了三个“容易吗”——“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无数党
员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头上的
三座大山，硬是把蒋介石拥有美式装备的800万军队打垮了，
容易吗？小时候我和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没吃没喝到
外面讨饭，中国共产党硬是带领人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屋，容易吗？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刚建立新中
国的我们一穷二白，硬是把拥有世界上最优良装备的美军从

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容易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受中
国人民欢迎、替中国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政党，作为一个讨饭
出身的人，我没有道理不拥护它，我热爱我们这个党！”

谈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就不得不提王朝柱，谈到王
朝柱就不得不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巨人的握手》《周
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回声》《张学
良》《冼星海》《八路军》《船政风云》《周恩来在重庆》《解放》《解
放大西南》《辛亥革命》《走过雪山草地》《寻路》《太行山上》《换
了人间》等出自其手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无一不是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呈现历史的。也
正因如此，同样一件史实、同样一位历史人物，王朝柱笔下的作
品便成为有别于同类题材的“这一个”。以《长征》为例，当时有
关长征题材的文艺作品已有百余部。有数据显示，2001年电
视剧《长征》首播期间,该剧全国收视率达10.01%,北京地区高
达17.9%,创下了同类题材的最高纪录。王朝柱告诉记者，韩
国曾一年内两次播放电视剧《长征》，越南人民看《长征》时更是

达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写《长征》的时候，我努力拂去人为制
造的灰尘，以足够的笔墨写出了广昌战役的惨败，血战湘江的
惨烈，爬雪山、过草地的悲壮；以极大的勇气写出党内错综复杂
的矛盾和李德、博古、周恩来等同志应负的历史责任；以大无畏
的精神不仅写出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而且还写到土城战役的
失利等。”《长征》中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塑造真实可信，自然
也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同。王朝柱坦言，在以往诠释长征的作
品中存在很多误区，比如有人说遵义会议是“担架上的阴谋”，
他扛起“匡正”历史的大旗，勇敢挺身而出，在电视剧《长征》中
通过血战湘江的失败，全体红军指战员都期望着毛泽东重新出
山，以及毛泽东坐在担架上耐心地做洛甫、王稼祥等同志的思
想工作的史实呈现，表明了长征不是“担架上的阴谋”，而是正
大光明的“阳谋”，是召开遵义会议所必需的思想准备。

王朝柱在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时有三个必须遵
守的原则：第一，历史距离今天越近，越不允许你胡编乱
造。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人还健在，容不得谁去妄下判断。第

二，历史人物地位越高、权利越大，允许你编的可能性越
小。例如《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在上海》《邓小平》等作品
尊重史实，成功塑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毛泽东、周恩来、
邓小平等一批人民领袖的感人形象。第三，越有争议的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允许你虚构的可能性就越小。对于西安事
变，世人有着各种议论。《延安颂》以可靠的史料为基础，
不仅写出了这段历史的内幕、真情，而且首次以艺术的形式
再现了周恩来与张学良肤施（即延安）会谈的情景。

把领袖人物写“活”，王朝柱认为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
能够正确评价领袖人物，另一个是需要学习掌握更高明的艺
术表现手段。例如在王朝柱看来，毛主席的性格是自强不息，
他是湖南人，湖湘文化孕育了他刚强的个性。而周恩来祖籍
浙江绍兴，居住在江苏淮安，吴越大地赋予了他厚德载物的底
蕴。为了写出两位领袖人物的不同文化性格，并写出二人从
相识到相知的关系，王朝柱在电视剧《长征》中特意采用了“捉
虱子”的情节——毛泽东不能容忍一个虱子叮咬，公然提出进
行捉虱子比赛，对此，周恩来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久，周
恩来在过草地的前夕病倒了，邓颖超在他的毛背心上捉了
173个虱子。王朝柱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写出了毛泽东、
周恩来两位领袖人物的不同性格，更重要的是表现出自强不
息的毛泽东认识到，若想完成中国革命，就一定要和厚德载物
的周恩来亲密团结，共同战斗。王朝柱告诉记者，说到底，从
心里热爱这些领袖人物才能写好他们，王朝柱在书写领袖人
物时，已然探寻出一条把对领袖人物的情感认知升华为哲学
认知的可行路径。

熟悉王朝柱的人叫他“傻柱子”，他也愿意这样自诩。在
2018年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上，王朝柱和李准荣
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奖。人们常说，“傻柱子”懂
历史，有大学问，但他却从不卖弄学问，而是用一腔赤诚之心
与人倾心相谈。临别前，一位路过的陌生住客从敞开的房门
禁不住往里瞧，走了两步又退了回来，“你怎么这么多书啊，我
能进去瞧瞧吗？”王朝柱操着一口吴桥方言热络地答道，“能
啊！这算什么？我家里还有几万本书呢……”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
初心历久弥坚。“欲知大道，必
先为史”，中华民族向来重视历
史，并善于从中总结经验、汲取
智慧，党的百年历史是中国共
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
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庆祝建党百年的
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上，一批批优秀党史题材纪录
片应运而生。

匠心创作，在纪实光影中
学习党史。在纪实影像中回望
过去，在光影对比中感触今夕。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
剂，讲好讲透革命先辈的故事，
有助于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
脉。纪录片被誉为“国家相册”，
以真实性为本质特征，兼具开拓认知、提高
审美、社会教化等多重功能，而建党百年主
题纪录片，从革命历史中为走好新时代长征
路提供力量源泉，在时代脉动中书写奋进征
程，是助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方式。

20集大型纪录片《人民的选择》首次从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这一全新独
特视角，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洪流
中脱颖而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
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用一个个感人故
事、一份份真实档案、一段段珍贵影像，铿锵
宣示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历
史真谛。

《敢教日月换新天》则以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
懈奋斗史，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的历程为主线，全景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志气、脚踏实
地的苦干精神、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
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伟业。

在2021年清明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策划推出了6集纪录片《绝笔》，以“英烈
绝笔”入题，带领观众重温一封封临终绝笔
背后的家国故事。革命烈士的遗书、家信、入
党誓词等绝笔字字千钧、行行含泪，直击人
心，不仅让英烈们初心不改、信仰弥坚的革
命精神跃然纸上，也打通了情感共鸣的时光
隧道，让理想信念的光芒穿过历史，承载今
日的逐梦征程。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倾力打造的百集
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以山河为经、以岁
月为纬，以人物为峰、以党史为鉴，横跨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等
各个时期，全面、立体、生动地呈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诠释了党历经百年而风
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成功密
码”。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作的
人物传记片《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以人
带史、以史写人，通过革命先烈真实动人的
故事，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牺牲
精神和革命理想。

当长视频纪录片以信息丰富、深挖细节
见长时，中短视频纪录片则以短小精悍、表
达凝练另辟蹊径。例如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江苏省
委联合摄制的百集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
国共产党的100年》，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
以小故事揭示大道理，撷取100个重要事
件，用100集、每集8分钟时长的体量，采用
历史影像、情景再现、电脑动画、彩色沙画等
多样化手段讲述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党
史故事。

同样以多元化讲述手段为特色的《美术
经典中的党史》以画为体，以史为魂，精心挑
选出100件最具代表性的美术经典作品，生
动再现中国共产党100年来波澜壮阔的光
辉历程。在每集15分钟的体量里，采用虚拟
演播室人物访谈结合故事短片、作品展示、
动画示意、历史背景介绍等多种手段和元
素，在提高可看性的同时也增加了节目的信
息量。

此外，由芒果TV出品，全国妇联、新华
社联合出品制作的历史文献网络纪录片《党
的女儿》以百集篇幅，每集约6分钟的轻巧
体量，选取建党百年间共百位优秀女党员代
表，通过真实记录、情景再现和年轻化语言
等表达方式，勾连起细节更为丰富、情感更
为细腻、受众更为感动的百年党史。

“纪实＋”，拓展党史可视化表达边界。
近年来，在跨界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纪
实+”大大拓展了纪录片的边界，在新技术、
新受众、新生态下，纪录片主流化、品牌化、
年轻化、国际化等发展趋势日益凸显，纪录
片的融合传播力、社会影响力、舆论引导力
也得到明显提升，纪录片正成为年轻一代观
众的心头好，而多元化、年轻化的“纪实+”表
达探索，正为党史纪实影像的可视化表达打
开更大的想象空间。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浙江省委宣
传部指导，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出品的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特别节目《精神的力量》，以
纪实为内核，通过“电视剧汇编+嘉宾宣讲+
采访解读+外景拓展”等多维度呈现方式，构
筑起百年党史征程上一个个熠熠生辉的“精
神坐标”。

此外，浙江卫视还创造性地与“学习强
国”浙江学习平台联合推出融媒体互动答题
节目《世纪航程：中国共产党党史知识学习
达人挑战赛》。节目采用“纪实+竞赛”的综艺
形式，将新时代的鲜活故事融入党史故事
中，吸引年轻用户参与，激发他们学习党史

的热情。
同样以“纪实＋”为框架，

以电视化、艺术化进行创新表
达的主题电视节目《时间的答
卷》，以具体事件、具体人物
和鲜为人知的档案文物为故
事载体，采用情景再现、跨时
空联动的手法，以革命文物
和演员的演绎为载体，“特邀
讲解员”于演播室场景讲解事
件的方式，生动勾勒出16位
不同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鲜
活群像。

由中国视协、中共江西省
委宣传部、江西卫视联合制作
出品的《闪亮的坐标》，用“纪
实+讲演”的组合形式，邀请嘉
宾走进演播室，在对英雄人物
事迹的动情讲述过程中，调动
多种视听手段，营造沉浸式氛

围，让一位位英雄人物，从历史深处“走”到
观众面前。

融合传播，用心打造党史“爆款”。少年
强则国强。引导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更需要讲究方
式方法。这就要求创作者，不仅要在内容层
面进行“纪实+”等年轻化表达的探索，也要
创新融合传播手段，凸显纪录片的感染力、
影响力、传播力、引导力，吸引更多青年人关
注和参与其中。

例如《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推出的
水墨彩绘人物手绘海报，将人物形象与时代
背景、革命事迹有机结合，让人眼前一亮；而
精心制作的23条短视频及宣传片，在新媒
体平台发布后，也得到了广大网民的点赞评
论。又如，浙江卫视组合推出的《精神的力
量》和《世纪航程》，以多元搭配的节目模式
和精彩内容，吸引年轻人关注。再如，《闪亮
的坐标》每集只有15分钟左右，并以段落化
的环节来结构节目，这就满足了短视频传播
的需求，有利于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多屏
共振。

除了某部具体作品的融媒体传播创新之
外，值得关注的还有日播栏目的传播创新。
《国家记忆》是国内第一个定位为“四史”学习
教育栏目的日播纪录片栏目，栏目在融媒体
传播创新上效果显著。为了让“四史”触达更
多受众，《国家记忆》不仅构建立体传播矩阵，
还深谙社交媒体传播之道，高燃的背景音乐、
二次包装的短视频、MV延伸作品、强调热点
意识等创新手段，使得节目话题屡屡出圈。此
外，《国家记忆》还在传播创新上不断探索线
上线下的融合，通过海报展示、短片播放的形
式“现身”城市核心商圈大屏幕、地铁公交电
视、站台通道等人流密集区域，拓展了纪录片
传播的新局面，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将节目
影响延伸至日常生活中，用实践丰富着“四
史”表达。

百年潮已起，青春起而行。从匠心创作
到长短搭配，从边界拓展到融合传播，注重
新视角、开掘新细节、注入新创意，为讲述
党史故事的红色纪录片赋予了全新的创造
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一部部可视化精品力
作，在润物无声间向观众传达党史知识、传
递红色精神，有效发挥出纪实影像培根铸魂
的作用。

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电视剧《中流击水》日前在央视一套黄金
时间热播。剧中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的扮演
者、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丁柳元的演技和
形象得到了观众高度认可。

20多年来，丁柳元坚持演绎红色经典、
传承红色基因，成功塑造了江姐、杨开慧、贺
子珍、龚全珍等女性形象，她们的人格风范
和精神风骨，不仅感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深刻影响丁柳元的心灵状态和演艺生涯。
今年年初，丁柳元退出了现役，但她表示，仍
将以传承红色基因为己任，继续“红”下去。

“对于饰演的每个角色，我都是豁出命
去演！”

丁柳元在《中流击水》中饰演的“高君
曼”，性格坚强、隐忍、宽容。最闪光的品质，是
敢于跟封建制度决裂。为真实感受那个年代
的气息，丁柳元泡图书馆搜集书籍史料，钻研
角色。“我不是一个天资很好的演员，但我愿
意花时间和精力做足功课。对于每个角色，
我都是豁出命去演，将情感与角色打通。”

为塑造好电视剧《江姐》中“江姐”这一
形象，丁柳元曾关掉手机，连续40多天专心
研读剧本、史料和文学作品，并自己绘制了
一张“江姐”年表，做到对所有历史人物和事
件如数家珍。她还几次去红岩纪念馆、“江
姐”牺牲地，寻找“江姐”当年的影子。

拍摄“江姐”受刑片段时，为寻找最真实
的感觉，丁柳元的头一次次被按进水缸，身
体被捆绑着长时间吊在半空，脸被绳索勒
肿，手腕也留下深深伤痕……就这样，坚毅、
执著、顽强的“江姐”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
面前。

2010年，因主演电视剧《江姐》，丁柳元
荣获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被誉为

“第三代江姐”；2018年，凭借在《初心》中成
功塑造龚全珍这一角色，她再次登上金鹰奖
领奖台，获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如今，丁柳元即将带着另一位女性形象
出现在观众面前——在《我的父亲焦裕禄》
中扮演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影片中，徐俊
雅这个角色虽着墨并不算多，但丁柳元的每
个镜头都充满了真情实感。拍摄焦裕禄弥留
之际的场景时，丁柳元走进徐俊雅内心，真
实感受她的悲痛，心情沉重到连续多日失
眠、体重迅速下降，拍摄完毕她仍沉浸在戏
中。看了丁柳元的表演，焦裕禄的二女儿焦
守云拉着她的手说：“你仿佛让我看到了当
年妈妈的样子。”

“她们的闪光品质，像拼图一样，拼成了我”
从影以来，丁柳元主演了40多部影视作品，饰演

过众多革命女性角色，95%以上的作品都在央视一套
和央视八套黄金时段播出。“红色经典是一个民族的
集体记忆，我在荧屏上多一分努力，观众就能多感受
到一分坚持与信仰。”20多年来，丁柳元塑造的这些
女性形象，感动了观众，也改变了她自己。

丁柳元常说：“与其说是我塑造了英雄角色，不如
说是英雄塑造了我。她们的闪光品质，像拼图一样，拼
成了我想要的我。”对于她饰演过的每一个人物，都会
在她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拍摄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期间，丁柳元反复研
读关于焦裕禄的著作，不断感悟焦裕禄立党为公的平
凡人生和崇高品质。丁柳元含泪说到：“这些作品，让
我看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样子，更让我读懂了为何焦
书记已离开多年，但当地百姓仍旧对他充满无限崇敬
与感激。”整个拍摄过程，丁柳元都怀着无比敬佩之心
去诠释角色，焦裕禄身上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就像一
面镜子，不断涤荡着她的心灵。

八路军小战士冯玉兰、“白区”地下工作者江姐、
敌后武工队妇女主任汪霞、八一学校教导主任龚全
珍……“那些我演过的人和事儿，我都觉得我自己真
正经历过。”

演完《江姐》后的几年里，丁柳元只要听到《绣红
旗》和《红梅赞》，眼泪就忍不住地往下掉；重访渣滓
洞，她表情严肃，心情不自觉变得沉重，仿佛这里就是

自己当年遭受苦难、顽强抗争的地方。
每饰演一个角色她都真正把自己融入其

中。为饰演好“龚全珍”这一形象，她曾多次去
江西看望龚全珍老人，感受老人的真实生活，
不仅和老人成了忘年交，也让她对“信仰”二
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江姐》中“江姐”代表的是“红岩精神”，
《中流击水》中讲述一大前后的“红船精神”，
《我的父亲焦裕禄》中的“焦裕禄精神”……丁
柳元是一名有着21年党龄的党员，她说，能
与这些优秀人物在荧屏、银幕中“相遇”是一
种幸运和幸福，“这让我能够真切体悟到中国
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力量”。

“即便脱下了军装，我还是一名战士”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战士是永远年

轻的；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战士是不
知道畏缩的……”这段文字出自巴金1938年
创作的散文《做一个战士》。

20年前，丁柳元刚刚大学毕业，偶然间
在报纸上读到这篇文章，便剪下报纸用一个
木框装裱了起来。

这些年来，她家搬了不少次，这个相框她
一直带着，总是摆在书桌的正中间。在演艺道
路上，每当感到倦怠、困惑、迷茫时，她便走进
书房，读一读这篇文章。“别看这纸张已经发
黄，文章我也能背下来，可每读一次，感觉就
是不一样。”她说。

做一名战士，是丁柳元打小的理想。她的
爷爷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爸爸

也是一名军人。受他们的影响，丁柳元高考结束后，面
对解放军艺术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两所学校发来的
拟录取通知，她毅然选择了前者。

她记得，毕业后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名专业
演员，饰演的第一个角色就是一名八路军女战士。虽
然戏份不多，但八路军战士身上的革命精神，给她心
灵带来了很大震撼。“那时没想过自己会演那么多女
英雄，但也许从那时起，内心就选定了方向。”

从影20年，她也演绎过都市剧、职场剧等现代
影片，发现“还是那些红色经典形象，有我想要的精
神和品质”。

今年年初，丁柳元退出了现役。但她觉得，只要自己
还在饰演那些红色经典形象，就没有离开那个给予她温
暖和力量的大家庭——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5月底，她作为终评委参加了退役军人事务部组
织的“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主题演讲比
赛。在现场，听着退役老兵们的故事，她几度掉泪。“若
有战、召必回！听了老兵们的事迹，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她在微信朋友圈写道。

前不久，丁柳元参加了人民艺术家田华从艺82
周年纪念活动。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前辈同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她脑海里又浮现起田华老
师对她的叮嘱：“共产党人的血脉是红色的，无论在何
种情况下都不能褪色！”

“站在这些坦坦荡荡、清清贫贫的艺术家当中，我
感觉身边都是‘大写的人’，我也想成为他们这样的
人。”丁柳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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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百年主题纪录片中在建党百年主题纪录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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