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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小红花：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无

数的先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宝贵的生

命，用自己的赤诚和勇敢担当起时代赋予的

责任与使命！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

随心：

小时候吃糖丸疫苗觉得很好吃，却不

知道先辈们付出代价太大了，谢谢顾老，

谢谢每一位为国家默默奉献的科学家们，

希望我的孩子长大也能为国家作贡献。

馨馨溢庭：

看完泪如雨下。航天员是真正的

英雄！为了祖国，他们牺牲了太多，奉

献了太多太多，他们的家人付出了太多

太多…… 由 衷 感 激 每 一 位 航 天 员 ，感

激每一位为航天事业作出伟大贡献的

人们！

热爱生活：

讲得情真意切，故事感人至深。正

是有一批又一批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奉

献一生的先辈，才让我们的祖国发展成

今天强大的模样。

孙桂荣：

那个年代谈起小儿麻痹症都害怕

得不行，感谢顾老等先辈们冒着生命危

险研究出了糖丸疫苗，保护了一代又一

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前路漫漫雨纷纷：

陈年往事值得提，

树立人生高风格，

湘江战役身献国，

好为后人定乾坤。

石贰戗：

看完豪情满怀！如果可以，我还想

再次入伍，去边疆守护我们的国土！

戎装：

有 尔 等 护 国 ，我 们 才 得 以 安 居 乐

业。向所有卫国戍边的英雄致敬。

追根溯源，找寻最动

人心的英雄故事

什么是英雄？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对英雄人物

的认知，往往来源于课本、影视作品和新

闻故事里一个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节目策划之初，《闪亮的坐标》制作

团队就对“英雄”的定义进行了深入思考。

1921 年到 2021 年是无数仁人志士

接续奋斗的 100 年，正是这一个个鲜活

的英雄故事，让人心潮澎湃；一个个难忘

又揪心的瞬间，让人热泪盈眶。没有囿

于人们平时印象中的“英雄”，节目制作

团队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以来涌现出的先锋人物，并选出其中

的杰出代表。

“当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法庭上

高喊父亲，却得不到任何回应的时候；当

黄继光母亲在得知儿子牺牲，又把小儿子

送上战场的时候；当顾方舟给儿子小东喂

下那一粒改变命运的糖丸的时候……这

些光荣的瞬间让我们看到了没有从天而

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闪亮

的坐标》节目执行总导演罗晨慨叹道。

正是因为有这一个个“闪亮的坐标”，中

华民族一次次战胜了敌人，不断从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谱写出中国共产党波澜

壮阔的 100 年，初心如磐的 100 年。

“观众对大多英雄的名字与事迹都

十分熟悉，我们还能讲什么样的新故事，

能让英雄主题内涵更饱满、更深刻、更有

感情，真正让观众听进去、看下去？”节目

筹备会上，制作团队深入探讨英雄故事

内容表述的新思路、新方案。

一个“情”字最动人。英雄都生于平

凡，只有将英雄还原成一个个具体的，有

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

心冲突和挣扎的人，这样的英雄故事才

能打动人、感染人。很快，制作团队达成

了共识，他们要挖掘更多更有人性化的

细节，让英雄故事具有震撼人心和打动

人心的力量。

“1949年 7月，全国即将解放，正在湖

南追击敌人的人民解放军入湘部队，接到

了中央军委下达的一道奇特的命令……”

这是第四集节目《向母亲敬礼》中讲

演人的开场白。在讲述左权故事的众多

素材中，节目组选择了向左权母亲敬军

礼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入湘部队

接中央军委命令，专程绕道向一位农村

老人敬一个军礼。这位老人就是八路军

将领左权的母亲。

左妈妈看到一队队穿着军装的年轻

战士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儿子

的队伍回来了！儿子回来看娘了！”

“立正！向右转！向母亲！敬礼！”

一声口令，战士们转向了左妈妈的方向，

举起右手，向着左妈妈献上饱含深情的

军礼。

左妈妈又惊又喜，眼睛不停地在队

伍寻找着，一边念叨着：“我儿子呢？我

的满伢子呢？”

率队的指挥员低下了头，他们不知

道怎么回答左妈妈的问题。铁血将士们

泪流满面，齐刷刷地跪在老人面前。老

人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

“ 她 盼 到 了 革 命 胜 利 ，看 到 了 家 乡

的解放，可她，却没能等到自己的儿子

啊……”在讲演人深情讲述中，为保卫八

路军总部牺牲的左权将军和他的母亲的

形象栩栩如生，镜头里，场下观众已泪盈

满眶。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节目没

有按照以往大家都熟悉的套路去讲，而是

挖掘了历史真实的细节，让英雄有了血肉，

故事也更加感人。”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观看节目后表示。

在演播现场、线上平台观看的观众

纷纷发出感慨：“这些在教科书上、电视

里都见过的英雄，原来还有这么多不为

人所知的故事。”

“在讲述故事时，如果是知名度不够

高的英雄，我们会选取具有感染力和代

表性的故事，如果知名度很高，则选取能

让人物形象丰满起来的历史细节。”罗晨

介绍，制作团队在台本上苦下功夫，邀请

大学教授、影视编剧、作家、媒体撰稿人

等进行采访写作，确保故事角度的选取

也具有独特的艺术追求。

“每一个故事，都是对历史的致敬。”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孝汉在观

看节目后坦言，《闪亮的坐标》通过讲述

英雄和英雄群体的故事，抛出了“什么是

英雄”“谁可以成为英雄”“我们学习英雄

的什么精神”等问题，用真实的情境和鲜

活的细节作出回答：为了祖国和人民舍

生取义的“冰雕连”战士和左权将军必然

是英雄，送儿出征、盼儿归家，英雄的母

亲也同样是英雄。

沉浸式展现，唤醒历

史深处的红色记忆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两位讲

演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李大钊

先生身上，读懂了“信仰的味道”。

“爹，您想到了他们（进步青年），为

什么不能想想我呢？”

“ 星 儿 ，不 要 为 我 的 死 伤 心 ，我 为

这 黑 暗 的 中 国 引 来 天 火 ，哪 怕 燃 烧 自

己 化 为 火 炬 ，也 要 照 亮 中 国 青 年 一 代

前进的路。那些青年，和你一样，是中

国的希望！”

节目录制现场，两位讲演人倾情讲

述革命先烈李大钊的感人故事，过程中

数次哽咽落泪。这段殚思竭虑的演出，

让他俩直言“此行终生难忘”。他们深情

而又细腻的讲演，将观众带入情境中与

英雄产生情感共振。

一边讲述英雄故事，还原英雄的人

生经历，一边穿插对英雄故事的演绎，让

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触——区别于传统

的电视节目，“嘉宾讲述+英雄故事”的表

达方式成为《闪亮的坐标》最大特点。

“怎样把耳熟能详的英雄故事讲出

新意，既充分表达故事的核心内涵，又能

引发年轻人的情感和心态共鸣？”李京盛

认可节目的展现形式，他说，通过浸入式

的氛围，用戏剧形式再现党的历史上 40

个感人的英雄故事，能给人以“穿越时

空”之感。

在节目播出不久后的一次创作座谈

会上，参与节目的一位讲演人谈到，以前

自己习惯用陈述的方式讲故事，这次参

加《闪亮的坐标》录制，因为融入了不同

的背景舞台设计，自己可以进行戏剧化

的表达，更容易带入真挚饱满的感情，是

一次全新的体验。

沉浸式的展现需要技术的支撑。据

制作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节目有机整

合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利用 VR、AR 等

技术手段搭建场景，并采用戏剧的编排

方式，使故事的演绎更为流畅自然，节目

更具感染力。

第五集《共同的选择》节目伊始，就

将方志敏写下的《可爱的中国》《写给我

妻缪敏同志一封信》3D 幻影立体呈现；

第六集讲述“冰雕连”故事时，舞台上覆

盖着厚厚白雪的松树和巨大的冰柱，烘

托出真实而残酷的战争氛围；第九集《为

了新中国》节目画面上，经后期处理过的

呼啸的炮弹“落”在讲演人身边……节目

制作团队对不同的选题设计不同的呈现

方式，以立体丰富的画面还原英雄形象

和所处历史环境，用真实可感的细节实

现了情景再现。

历 史 的 再 现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铭 记 历

史 ，故 事 的 再 创 作 使 英 雄 精 神 更 加 动

人。节目在讲演人的选择上也颇费考

量。第三代“荧屏江姐”的扮演者讲述江

竹筠烈士的故事，身为革命烈士后代的

演员讲述杨靖宇将军的故事，电影《我的

父亲焦裕禄》中饰演焦裕禄的演员讲演

焦裕禄的故事。

第十六集《十七棵松》节目讲述了江

西瑞金华屋村 17 位华家儿郎告别妻儿、

父母参加长征，生死离别的感人故事。

讲演现场，两位讲演人反复打磨，重复录

制了 3 次，每次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

泪流不止。

“首先是自己感动，再将这份感动融

入讲演中感染更多的人。每期节目虽只

有短短 15 分钟左右，这种沉浸式展现却

唤醒历史深处的红色记忆，在青少年内

心种下了红色的种子。”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谈到，《闪亮的

坐标》是一堂生动的影像党史课，在召唤

青少年了解红色历史的同时也对他们提

出期待：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创新表达方式，点亮

红色信仰的时代坐标

问及《闪亮的坐标》的创作背景，江

西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梁勇表示，

节目创意来源于习主席的重要论述“英

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英雄是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

个时代最昂扬的主旋律。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的时间节点，英雄的故事

讲得恰逢其时。梁勇介绍，重温英雄故

事也面临一个难题：将老百姓耳熟能详

的英雄故事搬上荧屏时，怎么做能让大

家听得进去，扩大这类节目的受众群？

各部门协作创新交出了合格答卷。

节目最后一期焦裕禄故事的讲解人

曾用大半年的时间走进焦裕禄，一点一

滴地感受焦裕禄的生活。在他的倡议

下，他所在的《我的父亲焦裕禄》剧组成

立了临时党支部，每天的通告单上都写

上一句焦裕禄语录。“这次能讲演焦裕禄

的故事，对我而言是终身受益的，我的演

艺生涯不再有遗憾，因为我拥有了自己

的精神偶像。”

“通过嘉宾讲英雄的组合，能激发观

众的审美共情，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和

教育意义。”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教授戴清称赞道。

《闪亮的坐标》制作团队研究不同年

龄群体受众的习惯，邀请有广泛受众群

体的“老戏骨”，也邀请自带流量粉丝的

影视明星加盟节目，完成对各个年龄层

受众的广泛覆盖。“尤其在新媒体平台

上，青春偶像讲演的相关热门话题能吸

引更多青少年的关注讨论，引导他们学

习英雄，致敬英雄。”戴清表示。

有网友在看过第一期节目后感叹，

“我们的国家正如李大钊先生所愿，国富

民强，红旗飘扬，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一

定要更加努力，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

新媒体平台话题阅读量近 8 亿，6 个

话题词条登上某平台热议榜……一组数

据显示出节目良好的传播效果。在借助

明星影响力扩大受众覆盖面的同时，全

媒体平台联动也对节目的传播起到广泛

的推动作用。

节目播出过程中，《闪亮的坐标》联

合传统电视媒体、新闻网络媒体和短视

频平台形成全媒体的播出阵地。在江西

卫视、学习强国、人民网、新华网、今日头

条、西瓜视频等平台保留原有的视频时

间长度，在抖音、快手、新浪微博这些短

视频或社交平台上，通过加快语速和碎

片化组合，将最精彩的段落呈现给观众，

实现多平台同频共振的传播声势。今日

头条联合江西卫视共同发起的《闪亮的

坐标》线上征文活动等衍生节目，吸引众

多参与者，增强了节目的互动性，促进同

大众精神情感的交流。

“《闪亮的坐标》创作团队是一个以

90 后为主的青年编导团队，大部分都是

党员。我们不仅在做一档节目，更重要

的是在受教育，在接受洗礼。”罗晨告诉

记者，不只是受众受到了感染和鼓舞，在

英雄故事的全程跟踪制作中，制作团队

也为英雄的精神而感动。

在收视分析中，节目制作团队清晰

地看到了年轻观众群体的逐渐增加。“看

到英雄人物英雄群体的故事在当下尤其

是在年轻人中拥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和

传播力，我们备受鼓舞。创新没有止境，

我们将认真总结这次经验，研究如何把

宏大主题融入故事化表达和电视表达，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跨越时空的精神力

量。”罗晨表示。

传递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探寻红色文化讲演节目《闪亮的坐标》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郭冬明 通讯员 刘雪薇 戚永雷

网友评价网友评价

“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人民……”前不久，由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演员工作委员会等单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精心打
造的红色文化讲演节目《闪亮的坐标》收官。

《闪亮的坐标》于今年 5月起在江西卫视和网络平台推出，
邀请 50位影视演员担任讲演人，讲述 40个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进程中涌现出的英雄故事或英雄人物。数据显示，节目全国同

时段收视第 6，新媒体平台话题阅读量近 8亿，入选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庆祝建党 100周年重点广播电视节目，实现收视与口碑
双丰收。

一档文化类电视节目缘何得到受众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节目的创作基于哪些考虑？又达到了怎样的传播效果？带着
这些疑问，记者走进《闪亮的坐标》节目组，探寻节目制作背后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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