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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我在边防连队向党旗宣誓，眼前闪
回电影《党的女儿》《上甘岭》里党员的光辉形象，
为完成党的任务，不惜牺牲一切，勇于斗争，永不
叛党。当我进入电影圈做编剧工作，求教林杉先
生，他告诉我，为写《上甘岭》电影剧本他曾两次
赴朝，采访57位指战员，近200天与战士们同吃
同住，钻进上甘岭坑道，坑道里只能驻守一个连，
主角就是连长。有人要求电影中要写中朝两军最
高统帅，都被他拒绝了，甚至美军方面连一个少
尉都不写，集中笔墨讲述张忠发连长带领全连
克服困境坚守阵地，利用坑道战击败美国联军
现代武器的进攻。他说，电影不是流水账纪实，
不能把史料当艺术，要到生活中找到完成主题
的人证，在正常中写反常，在平凡中找非凡，写好
志愿军英雄们守阵地的感人故事，编剧要有坚守
真理的勇气。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更加缅怀林杉等一批老
编剧，在创作党史题材电影方面，他们留下了《开
国大典》《南昌起义》《大决战》《赵一曼》《红色娘
子军》等一系列经典之作，书写中国共产党人的
奋斗史。虽然他们不能与我们共同庆祝党的百岁
华诞，但他们讴歌党的电影却与党同在，与人民
同在，他们对党的深情永远拷贝在影片中，播
种在人们心灵间，他们从党史中汲取人物和故
事，用剧本传承红色基因，为中国电影编剧开拓
了方向。

题材无禁区，作家有立场。我创作的电影《蒋
筑英》获得了1993年国家政府奖最佳影片奖和
最佳编剧奖。从此，我以祖国杰出人物和优秀党
员为创作目标，将人民喜爱的共产党人搬上银
幕：乔安山是雷锋精神的忠诚传播者，他在电影
公映后，56岁入党（《离开雷锋的日子》）；孔繁森
两次援藏，捐躯高原，被誉为领导干部的楷
模（《孔繁森》）；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
人”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生死牛玉儒》）；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他把对于党的信任和
忠诚，融入到国旗的设计之中（《共和国之旗》）；
崔福顺是吉林省延边和龙县农业银行的储蓄员、
勇斗歹徒的朝鲜族女党员，其见义勇为收养烈士
遗孤的事迹传为佳话（《良心》）；为中国夺得首枚
奥运金牌的英雄许海峰，他是党的十三大代表
(《许海峰的枪》)；全国法院劳动模范、北京海淀区
人民法院女法官尚秀云，挽救了上百名失足少
年，家长和孩子亲切地称她为“法官妈妈”（《法官
妈妈》）；邹碧华是新时代“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
于担当的好干部”（《邹碧华》）……

我之所以坚持创作共产党人的形象，是因为
这些被群众爱戴的共产党人的事迹与品格让我
激动，让我感动，让我一次次产生创作的冲动。蒋
筑英是光学专家，创立了光学检测中心，他是中
国光学家王大珩先生的弟子，懂五国外语，可以
用法语朗诵居里夫人的诗歌。但是，他年仅43岁
病逝，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入党
问题，是死后追认的共产党员。我怎能不为之扼
腕叹息，这样一位燃烧自己、照亮光学事业的科
学家，应该让他的精神照亮中国银幕，我含泪写
就这一剧本。

写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党群关系和干群关

系。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
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
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一切戏剧的
本质是人物关系，人民群众衡量我们党员干部时
就用一把尺子：是替自己捞好处，还是为群众办
实事。这就涉及到执政为民的宗旨，是侵害人民
利益、贪污腐败还是为民排忧解难。特别是党员
利益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卓见人物的党性。
例如身患癌症的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他一
心想着奶农饲养的奶牛所患的乳腺炎，他知道患
乳腺炎的奶牛会影响产奶量，少产一吨奶，农民
就要少收入1700多元。这些源自生活的真实细
节，像铆钉一样焊接着党和人民的关系。

来自山东、在阿里高原援藏的孔繁森，身为
厅级干部却背着药箱，给藏区牧民送医送药，为
收养两位藏族孤儿，他三次卖血。逝世后儿子为
他收拾遗产，只有8元6角钱，但保留了一箱子藏
民送的上千条哈达。我访问了他身边的亲人，大
哥孔繁华说起他卖血的事情，止不住泪水往下
流：“知道繁森卖血，俺家里寄几个钱去，也不能
让俺兄弟卖血啊！”

写好共产党人，要用好用足一个“情”字。写
英模人物，要拿起情感之铲，挖掘人物的情感世
界，挖掘党员与群众心连心的鱼水深情，以人生
情、以情生戏、以戏树人。

情在哪里？首先要知道党员在哪里。党员在
群众中间，党员不能脱离群众，写好党员形象，作
者必须要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采集党员播撒在
人民群众中的情感记忆，像蜜蜂采蜜，把党员和
群众的情谊聚合起来，形成戏剧性情感的聚变，
自然打动人心。

当少年犯罪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时，挽
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无数稳定的家庭
构成我们的和谐社会。我在北京市海淀法院深入
生活的日子，跟随尚秀云法官多次去少年管教
所，看望那些经她审判过的失足少年，给服刑的
少年寄去生日贺卡，这位女党员博大的爱心感动
了失足少年和家长。电影《法官妈妈》在少年犯管
教所放映时，400多名少年犯感动得落泪，有人

拉着尚秀云的手说：“如果我出去了，遇到你这样
的法官妈妈，我的前方就是阳光。”法庭无情，法
外有情。电影在国外放映，法官妈妈的形象展现
了中国对未成年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六字
方针，深受国外法官的赞赏。

写好共产党人，要敢于去伪存真道出真相。
雷锋精神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体
现。雷锋22岁永远离开了我们，都说他是因公牺
牲。雷锋班的四位战友向我讲述了乔安山开车意
外致使雷锋去世的真相。要不要写出这个真相？
当时有人反对表现雷锋因车祸而死，一是怕影响
雷锋的光辉形象，二是怕颠覆了此前因公牺牲的
宣传。调查研究给了我撬动真相的杠杆，实事求
是给了我创作的勇气。我大胆揭开了雷锋因车祸
牺牲的事实，新闻电视没做到的，电影做到了。结
果观众看到了真相，反而更加敬佩雷锋，剧作的
真诚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同。

电影《黄克功案件》取材于延安高等法院刑
字第2号案件，1937年10月，红军干部黄克功
在延安逼婚杀人，公审判决并依法执行死刑，体
现了我党不搞官贵民贱、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作
风，此案作为党史、军史和法治史的经典案例，之
所以尘封多年，皆因对红军干部开枪杀害女学生
刘茜这一恶性案件的表现有所忌惮。电影敢不敢
面对历史，能不能反映法律制裁特权的审判？当
我在中央档案馆看到毛泽东亲笔给审判长雷经
天回信，不予赦免，执行死刑。并要求“一切共产
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
克功为前车之戒。”我有了书写的勇气，从严治
党、依法治军是我党领袖的一贯意志。我以全国
政协委员的名义，请求中纪委、最高法和最高检
的领导帮助审看，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终于，电
影《黄克功案件》在2014年中国首个宪法日于人
民大会堂首映，审判长雷经天和公诉人胡耀邦的
形象永存党史电影中。任何创新和突破都是向旧
观念的挑战，写共产党人题材更要有不怕牺牲、
攻克堡垒的劲头，才会创造出新颖的、不落俗套
的故事。

写剧本要创造前所未有的“这一个”，只有走

近他们的情感领域才能发现共性中的个性，才能
找到震动编剧自身和观众的戏剧因子，才能感受
那金子般闪亮的信念：“为了祖国的光学事业，我
只能一支蜡烛两头点。”（蒋筑英）“生命一分钟，
敬业六十秒，这就是我的活法！”（牛玉儒）“人的
最高境界是为别人，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是为人
民服务。”（孔繁森）“别人不信我不能不信，别人
不学雷锋我不能不学！”（乔安山）“国家强大，国
旗才伟大。”（曾联松）“不是一碗水端平，两碗水
都要端平。”（雷经天）“人生如同出膛的子弹，瞄
准目标，脱靶的子弹是失败的人生。”（许海
峰）……

共产党人也是人，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
的，也是血肉之躯。雷锋、孔繁森都死于车祸；蒋
筑英、牛玉儒、邹碧华被病魔击倒。但是，他们服
务人民的信仰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他们共
同的特点正在于：永不背叛对党的誓言，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他们不欺负老百姓，为百姓办实事
做好事。我因为写剧本向他们靠近，探知他们精
神世界的矿脉，创作出有别于新闻史料的生动鲜
活的角色。我为自己也是一名党员而自豪，为能
在电影中创造他们的形象而欣慰，为这些电影能
受到大众的喜爱而欢喜。

写好共产党人，必须敬畏党史。我们党的历
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
《建国大业》是我做了多年全国政协委员有感而
发的创作，依据1948年毛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
城南庄发表的“五一”口号，第5条“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
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
合政府！”当我站在城南庄旧址，顿时感受到毛泽
东和中共领导人的政治魄力和伟大胸怀，共产党
要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建立全新的政党制
度，在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吹响建立新中国的进
军号，只有召开政协会议，才能完成协商建国的
大业。我作为政协文史委员向全国政协领导报告
创作电影《建国大业》的想法，剧本得到全国政协
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我和陈宝光编剧的《建
国大业》授权许可制片单位拍摄，上映后引发全

民爱国热情。
但是，有人批评影片有歪曲史实的地方。比

如，解放军一个连长不认识北平城，说成是“地主
大院，手榴弹还炸不开，要求火力支援”，团长认
出是北平城，遂向上级报告“突击团打到北平城
下”。众所周知，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我军距城5
公里围而不打，那位“用手榴弹炸不开，请求火力
支援”破坏京城古建的解放军连长，纯属虚假历
史。这不是我们原剧本的情节，我反对借商业目
的而调侃戏说历史。党史是血染的基石，不是手
里随便捏玩的泥巴，只有敬畏党史，尊重党史人
物，才能怀有感情去创造感人形象。

以史为鉴，不忘初心。这是我写共产党人电
影的初衷和目标，让光影艺术成为连接群众心灵
温暖的丝线，让杰出的党员形象架起沟通党群之
间的桥梁。在庆祝建党百年学习党史的热潮中，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
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前不久，我耗时
15年写就的《邓小平小道》，作为国家扶持资助
的电影项目已于今年拍摄，写作期间我曾3次去
南昌市邓小平劳动的车间，找到与邓小平同劳动
的工人采访。

如何让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走向
世界，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中，用新方式、新手段、
新视野、新故事，塑造好能够在全球传播的中国
共产党人形象，将是中国编剧亟待解决的课题。

在外国大片愈发眩晕夺目的镜头不断冲击
中国电影市场之时，有人问我，讴歌共产党的电
影有生命力吗？

我想以一首歌的历史作为回答。那就是曹
火星在1943年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这首抗战歌曲从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
村开始传唱，唱遍晋察冀，唱响全中国，成为脍
炙人口的颂党第一歌。然而，熟悉的歌曲背后是
陌生的故事。5年前，我们得到曹火星女儿的授
权，在京津冀采访了所有熟悉他的人，得知曹火
星的哥哥曹岱是国民党，后来败退台湾。我和张
佑晨编剧、丁小明导演的电影《让这首歌作证》已
经完成，民声所唱，民心所向，历经苦难的中国人
民，选择了“辛劳为民族，一心救中国”的中国共
产党。这首歌唱了78年，成为世人共识的真理
之歌。《让这首歌作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面脱
贫，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
兴的梦想。我们要像曹火星那样坚信党，讴歌
党，在百年苦难而辉煌的党史中，汲取不竭的创
作源泉和力量。

从党史中汲取红色资源从党史中汲取红色资源 在电影里传承红色基因在电影里传承红色基因

我用剧本讲好共产党人的故事我用剧本讲好共产党人的故事
□王兴东

电视剧《长歌行》正在热播中，该剧以唐朝初
期的一段历史为背景，讲述了励志少女李长
歌（李建成之女，虚构）追寻内心道义，从一心欲
复家仇到重拾大唐郡主身份助一代明君促进民
族融合、实现太平盛世的故事。该剧通过一群唐
代青年经历巨变、历经磨难，终于放下私仇家恨，
舍身为国，共同促成民族团结和平与家国强盛的
成长历程，展现了一幅青年励志群像图。该剧场
面宏大，主题明确，情节紧凑。作为一位长期从事
唐史研究和教育的历史工作者，笔者也看到了
《长歌行》架构在初唐的宏观历史背景下，通过刻
画人物展现出高于传奇故事本身的家国情怀。

在宏观历史背景下
艺术虚构创作的传奇故事

就剧中人物而言，李建成、李世民、魏徵、杜
如晦、房玄龄、李瑗、王君廓、罗艺、魏叔玉、孙思
邈、李承乾、称心、李靖等，无一不是真实的历史
人物，而且这些人物的身份与地位大都符合历史
真实情况。

其次，这部剧的历史大背景是真实的，比如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诛杀李建成，唐高祖立其为
太子，不久，李世民又当上了皇帝；魏徵原为李建
成的部下，后又被李世民收揽为自己的得力臣
僚；河北地区原为李建成的势力范围，故李世民
派魏徵巡视河北，安抚人心；草原部落在李世民
即皇帝位不久，率大军直逼渭桥，李世民亲自进
抵渭桥与其对话约盟；唐太宗命李靖为行军大总
管率大军征讨草原部落，获得大胜，其所率诸道
总管如李勣、柴绍、薛万彻等，皆与史书记载完全
一致。在一些具体情节上，也符合历史真实情况，
如李世民立其子李承乾为太子，而李承乾做事荒
唐，漫游无度，宠爱乐童称心；幽州都督庐江王李
瑗死于其部将王君廓之手；罗艺被封为燕王（实

际是燕郡王），任天节军将军，因反对李世民而起
兵造反；名相杜如晦病死于贞观四年（630），电
视剧中遂有多处表现其带病奔波并最终病死的
场景；唐军平定草原部落后，迎回了隋炀帝皇后
萧氏及其孙杨政道。这一切均有确切的历史记
载。剧中对前隋公主形象的塑造，虽然在细节方
面有所虚构，但基本符合其人物性格。远嫁草原
的前隋公主义成（剧中虚化为“奕承”）在唐朝取
代隋朝后，一心要恢复隋朝的统治，曾多次唆使
草原部落进犯唐朝，所以剧中对其形象的塑造并
非仅凭虚构。再如比较有意思的是，剧中对魏徵
之子魏叔玉与永宁公主关系的表现，也是如此，
永宁公主本来对其情有所钟，但最终却嫁给了皓
都。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唐太宗本来将其女衡山
公主许配给魏叔玉，魏徵死后，太宗怀疑其阿党，
遂颁诏解除了婚约。电视剧的这种安排正是为了
照顾到历史真实。

再者，在典章制度方面，电视剧也不存在大
的疏漏，比如在官制、军制、服饰、建筑等方面，均
是如此。如李世民之女乐嫣，其父为秦王时封县
主，其父为太子时为郡主，其父为皇帝时为公主，
李长歌为太子李建成之女则封郡主，完全符合唐
制。再以服饰之制为例，唐初规定，三品以上官服
紫，五品以上服绯（红色）、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
品服青。剧中不同等级的官员，在服色上都有确
切的体现，甚至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随着官职
的升迁，其服色也都随之发生变化。在妇女的服
饰方面也体现了这一点，没有半露酥胸的情况出
现，说明编导已经注意到了唐初妇女服饰与盛唐
时期的不同。甚至在胡人服饰方面也有所体现，
如窄袖翻领等。在建筑方面，其形制与色彩方面

基本符合唐代的情况。即使在称呼方面，也是有
所关注的，比如把县令称为明府，只不过唐人将
其作为对县令的尊称，并非不分场合的普遍称
呼。对草原部落特勤等官职的称呼，也符合当时
草原民族的实际情况。

总体来说，励志传奇剧《长歌行》在历史背
景、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服饰建筑等方面大都符
合历史，只有女主人公李长歌与男主人公阿诗勒
隼、永宁公主等少数人为虚构人物。作为一部宏
观历史背景下的传奇剧，《长歌行》虽有虚构但不

虚无。《长歌行》尊重并借用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
为宏观背景，以艺术虚构的方式创作了微观人物
的传奇故事。

在虚构故事中
传递家国情怀的励志剧

贯穿电视剧《长歌行》主线的是超出虚构人
物本身的爱国为民主题与民族和谐的思想。比如
女主人公李长歌对李世民怀着强烈的杀父之仇，
必欲手刃而后快，但是当她遇到阿诗勒部进犯唐
朝边境时，遂又投入到抵御侵扰的战斗中去，以
保护边境安全及百姓身家性命。在洛阳遇到大规
模的灾疫时，为了救助百姓和防止社会动荡，李
长歌也同样付出了很大努力。当奕承公主谋图裏
胁草原各部进攻中原时，李长歌又与阿诗勒隼联
手，联合唐军挫败了其阴谋。在这期间，李长歌还
奔波于草原各部之间，极力劝和，以避免相互杀
戮。虽然史实是唐军征服了草原，并不存在与草
原某部联手的情况。电视剧这样处理唐与阿诗勒
部的关系，就是在利用传奇故事艺术虚构的创作
空间传递民族和谐的主题思想。

当然，电视剧《长歌行》毕竟是一部传奇故事
剧而不是一部历史正剧，所以虚构创作过程中在
历史还原上还存在一些瑕疵之处。如辟雍与明堂
不能混淆，尽管古籍中有大学谓之辟雍，明堂亦
谓之辟雍的说法，但两者的用途是不同的，前者
为讲学之处，后者为天子布政之所，属礼制建筑；
唐代实行所谓钱帛兼行制度，不可能使用白银，
白银作为交换媒介进入流通领域是后世的事；唐
代的奏章不应是经折装，而应是卷子装。剧中出
现的饮茶风俗也与唐代的情况不符，这一点参看
一下法门寺出土的整套茶具就明白了。

尽管存在这些不符，然瑕不掩瑜。作为一部
励志传奇剧，《长歌行》本就不是在描述历史本
身，而是在传递历史留给我们的民族与家国精
神，从这一点来讲，我想这部电视剧仍然是目前
拍摄的历史传奇作品中的优秀典范之一。

4月12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宣传司、中国电视艺委会、青海省广播
电视局联合主办的纪录片《青海·我们
的国家公园》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
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点
纪录片作品，于央视纪录片频道、上海
卫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北京卫视
等19家上星频道，数十家地面频道及
近百家新媒体平台进行播出。《青海·
我们的国家公园》立足于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通过青海示范区建设展示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生态画
卷，再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
家公园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
完整性的生态风貌，揭示了生态保护
的重大意义。

影片总导演李晓谈到，该片着重
讲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的自然不
是背景，同时片中试图用不出现人的
名字、人活动在户外等方法，淡化人本
身。“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土地的故事，
而且是探讨特定区域的植物、动物和
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大地沟通时所产
生的心灵感应。”中国故事，国际表达，
主创团队还专门请到国外乐队对影片
进行音乐诠释。与会专家认为，纪录
片采取了网状叙事的策略，聚焦于青
海高原丰富的自然生态，以及国家公
园中的研究者、保护者和生活在这里
的人，每个人都与自然界形成了独特关系。
同时，这部作品还将时间轴线置于叙事的考
量中，展现了国家公园的样貌和新时代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
片不仅对大自然的奥秘进行解码，同时对中
国传统文化基因做了很好诠释，为世界生态
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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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传奇故事本身的家国情怀高于传奇故事本身的家国情怀
————观电视剧观电视剧《《长歌行长歌行》》 □□杜文玉杜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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