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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策划、创排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文艺演出——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于
2021年6月28日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这是一台
壮怀激烈、大气磅礴、意象丰满的演出，是一台多维度
呈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演出，更是一台学党
史、悟初心、催人奋进的演出。

以人民为主体的文艺创作。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
定性力量，人民的选择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
文艺作品，尤其是以“历史”为叙述对象的作品，只有
站在人民的立场，以人民为主体，反映人民的意志、情
感和愿望，才能被观众更为深刻、充分、真切地理解和
认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无一不是人民参与
的、依靠人民而取得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
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伟大征程》
所讲述的1921—2021百年党史，以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
党的十八大以来等四个阶段为叙事主线，以“浴火前
行”“风雨无阻”“激流勇进”“锦绣前程”为篇章标题，
艺术化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
同历史时期领导中国人民从弱小走向强大，进而走向
繁荣富强的、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
人民始终是主体，人民的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为之
奋斗的目标。那一段段真实再现的历史影像、一曲曲
感人肺腑的红色歌曲和一个个风格各异的舞蹈作品，
都让观众通过曾经的“历史”，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
大、人民的伟大。如戏曲与舞蹈《激情岁月》，表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进喜、史来贺、雷锋、钱学
森、焦裕禄等奋战在各个行业的人民“用青春激情绘
制理想、攀科学高峰为祖国争光”的风发义气和奋斗
群像。歌舞《特区畅想曲》则以建筑工人的舞蹈为主
体，描写了一代打工人为深圳特区的建设和发展立下
汗马功劳，动情地演绎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不懈
奋斗与昂扬风貌。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
创造的历史。”回首百年来，我们党在继承和发扬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指导着党和人民各项
事业的实践与发展。在这些思想理论中，“人民”一直是
核心要素和旨归。而《伟大征程》也恰恰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视角，解读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有理
论、有思想的政党，解读了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
够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并能取得一
个又一个胜利。如在描写抗洪救灾、汶川地震、抗击非
典与新冠、脱贫攻坚等环节中，那飘扬着的党旗，正是
秉承“人民至上”的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缺
席、永远是人民的主心骨的生动诠释。

对传统之“乐”内涵的扩展。其一，超越“乐”之内
涵的互文性表达。在古代中国，“乐”是一个复合的艺
术概念，包含着歌（诗歌）、器乐和舞蹈等艺术形态。而
不同于《东方红》《复兴之路》和《奋斗吧中华儿女》等

“音乐舞蹈史诗”，《伟大征程》带给观众的，并非一种
简单的“复调”式的表演集合，演出不仅有歌曲、戏曲
或舞蹈的跨界融合，有的节目还加入了戏剧表演的元
素，包括由影视演员参与的历史事件的艺术创造和舞
台上演员参与的历史事件的情景再现，突出了“情景
史诗”的艺术特点。在视听效果上，《伟大征程》颇具立
体性和丰富性，舞台上的歌舞表演与大屏幕上的影
像，形成互文性表达，彼此“诠释”。如情景舞蹈《起义
起义》，戏剧与舞蹈《长征》，情景大合唱《怒吼吧 黄
河》，戏曲与舞蹈《激情岁月》，合唱与舞蹈《行进中的
火炬》，情景交响歌舞《人民至上》，鼓乐歌舞《新的天
地》，器乐、童声合唱与舞蹈《命运与共》等，这些经过
艺术淬炼和提升的节目，蕴含着多元艺术形态的跨界
互文。如《命运与共》，表现了全国人民践行习近平“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实践。舞台后场与旋
转舞台上的乐手操琴，弹奏着主题旋律；中场身着红
黄蓝绿白五色服装的年青舞者们的表演，象征着五大
洲人民一起欢歌起舞；大屏幕上，一帧帧播放着的黄

河、珠穆朗玛峰、金字塔、亚马逊雨林、阿尔卑斯山、孔
子学院以及中国对非洲各国的援建、智利总统迎接中
国疫苗等影像，深刻地彰显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在全世界奏出的心灵交响。

本次演出的节目，除了立足人民性之外，还包含
时代性特征。节目编排以历史发展为主线，每一个节
目都与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相呼应，以歌曲、舞蹈、戏
剧及舞美等多样化编配，描绘出不同时代的特征，让
观众不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更对中国的
发展变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如在反映改革开放初
期深圳发展的歌舞《特区畅想曲》中，靓丽的青年男女
在舞台上跳起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街舞，让观众
很容易想起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年代，唤起他们甜蜜
的回忆。

其二，表演区域的多点并举与殊途同归。此次演
出大部分节目具有舞台表演的去中心化特点。舞台被
分为前、中、后三个主要表演区域，还可以划出左前、
右前等区域。每个区域的表演在统一的主题下，又有
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因此，与一般综艺性歌舞表演的
写意性“留白”不同，本次演出的大部分节目更多的是
对写实手法的运用，以舞台的密与实，彰显大气磅礴
的艺术风格。此外，舞台后方的大屏幕通过历史与当
代重要事件的影像播放，与舞台表演成为一体，形成
了表演区域立体、多点的特征。这些区域在功能上殊
途同归，共同完成对不同主题的多元化建构。

尤其要指出的是左前和右前方的旋转舞台。在其
一侧，是专门为戏剧表演预留的空间，这是本场演出
的亮点之一。如在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先驱
们的爱国抗争、在表现脱贫攻坚时期党员干部们的奋
勇当先、在表现抗击新冠肺炎斗争中医护人员的逆向
而行等环节中，分别由影视演员在这一方小舞台再现
了闽宁镇、十八洞村脱贫攻坚的真实故事，通过大屏
幕予以同步播放，并与中场的歌舞表演互为补充，共
同完成对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小康
的伟大胜利的书写。

再如鼓乐歌舞《新的天地》中，百面大鼓在空中擂
响，在威亚的调度下进行左右和上下的队形变换；百
名号手则在舞台上吹响号角，以乐声与鼓声相和；舞
台上除了数十面大鼓外，数百名旗手舞动着红旗又与
鼓乐相应，描摹出一幅气象万千、新时代民族复兴的
盛世画卷。

艺术与科技的水乳交融。其一，屏幕的设计。由
8000多块LED屏幕组成的大屏幕也是本场演出的亮
点之一，它几乎与鸟巢一样高，宽度有数十米。当不同
时期的历史画面及新创影像在大屏幕上出现时，带给
观众的是扑面而来的震撼力，加上灯光元素的精准运
用，为现场观众营造出更为真实的观演效果。舞台左
前和右前方旋转舞台的其中一侧，也安装了显示屏，
其播放的内容或与主屏构成统一的画面，或独立成篇
与主屏呼应。另外，在舞台的中部，安装了可以向上折
角近90度的地面屏幕，在不同的场次，它发挥着不同
的功能，如刻画抗美援朝时期战斗之惨烈时，它用于
表现战士们一次次的冲锋，并最终夺取了阵地，取得
了胜利。

第二，舞台的设计。此次演出所用的舞台，有后场
的阶梯平台、中场的平面场地，在舞台的前部两侧，除
了可旋转的舞台，可升降的舞台也是颇具新意的设
计。虽然旋转和升降舞台并非主要表演空间，但它们
的使用，则是表演空间立体、多点视觉效果形成的主

要原因。
应该说，从艺术呈现到舞台设计，《伟大征程》从

各个层面为观众解读了“中华美学精神”在新时代语
境中的新境界，即着重表现为以歌、舞、演、声光电及
视频等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多维手段，带给观众立
体、丰富的感官审美体验。

社会功能：从成果展示到精神激励。作为一台大
型史诗类文艺作品，《伟大征程》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各类文艺汇演以及大型主体性文艺演出如音乐舞蹈
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奋斗吧中
华儿女》等，并非只存在差异性，在功能上有内在的一
致性和延续性。首先是成果展示。歌曲无疑是描写时
代发展和风貌最快捷的艺术形式，本次演出中，我们
不仅听到了《八月桂花遍地开》《在希望的田野上》《我
的中国心》《走四方》《春天的故事》《今夜无眠》《走进
新时代》《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经典歌曲或其改编，还
听到了在新时代涌现出的《小康之歌》《人民至上》《强
军战歌》《未来你好》《领航》等优秀作品，这是历代音
乐工作者在红色主题音乐作品创作上的成果体现，演
出更是推动本土音乐创作的重要途径。其次是人才培
养。一次大型主题创作、排练和演出过程，对于参与其
中的年轻演员而言，不仅丰富着他们的舞台经验，强
化着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也极大地
改变着他们对于艺术创演规律、组织和协调规范等方
面的认识，并引发对于自己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责任
和态度的反思。正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所
产生的后继贡献：“为新中国未来文艺人才树立典范
形象”“为新中国未来文艺事业提供骨干力量”“为新
中国未来文化繁荣确立价值取向”那样，本次《伟大征
程》的排演，无疑也将为新时代培养一批思想认识过
硬、艺术水准较高的文艺骨干。再次是文化认同。简单
说来，在不同节目的表演中，台上与台下、演员与观众
同唱一首歌的气氛，正是观众对于中国文化特质、中
国共产党的贡献和中国人身份的强烈认同。第四是增
强民族自信。《伟大征程》全面书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
发展及成果，展现出大国气象、大国风范。当领袖和民
族英雄出现在大屏幕上，当战士出现在舞台上，当我
们在生态、工业、科技、医疗、军事等方面的建设发展
成就一一出现在眼前时……全场观众热情地挥动手
中的党旗和国旗，并且由衷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
声，这即是新时代中华儿女民族自信的最有力表征。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根本原
因是始终坚持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学习党史、新中
国史的目的，正是让我们懂得党的初心和使命之可
贵，理解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之重要。观看完《伟大征
程》，我们无疑都会被一代代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所
深深感动，也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更体会到时代榜样的力量以及长征精神、井冈
山精神、延安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
神、抗疫精神等精神丰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
的重要意义，也让我们的党史更加生动、立体地“活”
在了观众心中，进而激励我们将这种感动化为前进的
动力，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而这，正是这场大型情
景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核心意义所在。

（总摄影师：林毅 图片：林毅摄影团队）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多维呈现
——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观后 □赵 倩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北京市主办的文艺演出——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日
前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这部作品综合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并
配合以目前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来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
进新时代的壮美画卷。

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随着一场绚丽的烟花绽放，大型
情景史诗《伟大征程》拉开了序章的帷幕。戏剧与舞蹈作品《破
晓》再现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饱经磨难，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
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在观演现场，烟花散去之后的硝烟味
道，伴随着战火连绵的影像资料，将人们的思绪瞬间带入了曾经
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旧中国，这是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过往，
也是一段觉醒的年代。面对国家的屈辱、人民的苦难，正是早期
中国共产党人救亡图存，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的“第一篇章”以“浴火前行”命
名，情景舞蹈《起义 起义》、歌舞《土地》、戏剧与舞蹈《长征》、情
景大合唱《怒吼吧 黄河》、合唱与舞蹈《向前 向前 向前》等节
目，集中展现了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革命
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所经历的重重磨难。长征路上、抗日前线、解
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步履坚定，浴
火前行，最终实现了国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这组演出运用
了小场景戏剧表演与大屏幕切换呈现相结合的方式，并配合以
一首首人们耳熟能详的革命乐曲，将这一段充满艰难险阻的历
程展现在观众面前，使人在困苦中看到希望，并为创立时期以及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无畏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深深
感动。

携手并肩，成就伟大征程。“打破了一个旧世界的中国共产
党人，能否建设一个新世界？”演出的第二篇章“风雨无阻”以旁
白的一句设问庄严开启。在舞蹈作品《开国大典》中，人们打起了
安塞腰鼓，秧歌的步伐与鼓声的节奏，将新中国成立时的喜庆氛
围生动呈现。人们载歌载舞，引吭高歌，为的正是迎接一个新世
界的到来。其后，情景合唱与舞蹈《战旗美如画》、戏曲与舞蹈《激
情岁月》等节目，又刻画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以
及王进喜、史来贺、雷锋、钱学森、焦裕禄等一批先锋模范的奋斗
群像。“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
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在《英雄赞歌》熟悉的旋律声中，舞台
中央的一块屏幕缓缓升起，屏幕上的影像重峦叠嶂，如同是陡峭
的山崖，更像是迎击的战壕。忽然，前赴后继的志愿军战士冲上

“高岗”，在密集的战火声中，王成的扮演者站上了屏幕“制高
点”，并高声呐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那是一段英雄的生命铺
就的鲜花之路，在这样的道路上，更有前赴后继的中国共产党
人、中国人民，在和平年代，赓续着英雄们为了国家奋不顾身的
坚强信念。“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焦裕禄精神”，无不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出坚实奋进的力量。

随后，第三篇章“激流勇进”讲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改革开
放所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成就。这一篇章由舞蹈《春潮澎湃》、歌舞《特区畅想曲》、情
景合唱与舞蹈《回归时刻》、诗朗诵与合唱《跨越》、情景舞蹈《党旗在我心中》以及合
唱与舞蹈《行进的火炬》等节目组成，将深圳特区建立，香港、澳门回归，以及西气东
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北煤南运等重大国家工程集中呈现，并表现了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勠力同心、众志成城，取得抗击非典、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此
外，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神舟七号飞船发射成功等历史画面，也在这一篇章中
得以再现。

伟大的征程、壮阔的场景，在国家体育场一面矗立的巨型屏幕上，不断上演着
新中国改天换地的显著变化。场地中央，人们时而列队舞蹈，时而唱诵高歌，打破了
旧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建设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更使得这样的新世界璀璨
而夺目。

新时代的画卷已然铺就，未来必将再创辉煌。当演出第四篇章“锦绣前程”的大
幕开启，一幅新时代的壮阔画卷也随之映入了观众眼帘。戏剧与歌舞《东方奇迹》、
情景交响歌舞《人民至上》、情景歌舞《强军战歌》、诗朗诵与合唱《强国力量》、鼓乐
歌舞《新的天地》以及器乐、童声合唱与舞蹈《命运与共》等节目，回顾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所实现的历史性变革。

这其中，戏剧与歌舞《东方奇迹》以闽宁镇、十八洞村的脱贫攻坚故事为例，宣
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胜利。脱贫攻坚，既是宏大
的，可以载入史册、彪炳千载、关乎全局的伟大壮举，同时又是细琐的，需要具体到
一时一地、一家一户、一餐一饭的普通日常。因为只有每一户百姓的安居乐业，才能
带来国家整体上的繁荣富强。脱贫攻坚，不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也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的国家。而与此同时，“唱支山歌给党听”，每一个贫困村实实在在的生活
改善，每一个鲜活而具体的人更有尊严的生命体验，也同样带给人深深的触动。其
后，情景交响歌舞《人民至上》则再现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举国动员、上下同
心的全民战“疫”。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
现脱贫攻坚以及抗击疫情的胜利，最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始终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鼓乐歌舞《新的天地》，由一面直径10米的巨型鼓和
100面悬挂于空中大鼓共同奏响，展现出新时代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节目在整体
上呈现出一种大气磅礴之感，使观者在《强军战歌》与《强国力量》自信的歌声中，继
续昂首阔步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第四篇章“锦绣前程”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器乐、童声合唱与舞蹈《命运与共》。
此时，绿水青山在屏幕上叠映呈现，伴随着现场古筝的悠扬琴声，与世界各地的名
胜古迹交相辉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格局与理念中，将整场演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领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随着主题曲《领航》旋律的奏响，高达16米的金色
党徽在舞台正中的屏幕上空缓缓升起，光芒四射。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伟大
征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壮美画
卷，热情歌颂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
们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展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光明前景。“百年来征程伟大，未来路再创辉煌”，《伟大征程》是继《东方红》《中
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奋斗吧中华儿女》之后的又一部史诗之作。这部作品以大
型情景史诗的全新艺术方式，进一步将歌舞、戏剧、朗诵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对今
后同类题材、同等规模的文艺演出创作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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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来自长安画派、关东画
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漓江画派、太
湖画派、新金陵画派、新吴门画派、新安
画派、云南画派、浙江画派、彭城画派等
全国各地12家画派的画家代表相聚江
苏徐州，共同参加“全国知名画派·画家
画徐州暨中国当代画派发展学术交流
会”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共徐州市委、徐
州市人民政府、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中国艺术报社、江苏省文联、中共徐州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主办。中
国文联副主席董伟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希望参加本次活动的各画派艺术家，用
手中的画笔聚焦历史的徐州、英雄的徐
州、发展的徐州，通过徐州这扇窗口，映
照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深刻反映当代
中国的历史巨变。董伟表示，中国当代
画派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衷心希望各
画派之间加强交流、共谋发展，更好地
提升艺术境界，夯实理论根基，营造良
好生态，潜心艺术创作。与此同时，还要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交流，用

艺术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为推动中国
美术在新时代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启动仪式上播放了徐州城
市宣传片、中国当代画派宣传片。迟连
城、董文运、庄洪生三位不同画派艺术
家就“丹青画卷颂党史”作主题演讲。
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振廷向
徐工集团捐赠国画作品。中国当代画
派徐州宣言同时发布。 当天下午举行
了中国当代画派发展学术交流会。徐

东海、张爱军、王雪春、孟祥宁等主承办
方负责人，张立辰、陈传席、徐惠泉、尹
沧海、谢麟、西沐、杨维民、徐沛君、阴澍
雨等国内数十位画家、理论家就地域性
与新时代美术创作、时代精神与画派发
展、画派人才队伍的现状与发展进行深
入研讨。 在此后几天的创作采风活动
中，艺术家们以“庆建党百年、看文明徐
州、展乡村画卷”为主题,用不同风格、
不同视角追寻彭城大地上党的光辉历
史，艺术化地展现了徐州高质量发展的
新业绩。 （艺 闻）

画家齐聚徐州共商中国当代画派发展

鼓乐歌舞鼓乐歌舞《《新的天地新的天地》》

戏剧与舞蹈戏剧与舞蹈《《破晓破晓》》 情景大合唱情景大合唱《《怒吼吧怒吼吧 黄河黄河》》 戏剧与歌舞戏剧与歌舞《《东方奇迹东方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