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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国内影视界创作推出了多部主旋

律 题 材 电 视 剧 作 品 ，生 动 、深 刻 地 展

现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以 来 的 百 年 奋

斗 历 程 。《觉 醒 年 代》《中 流 击 水》《山

海情》《大决战》《伟大的转折》等电视

剧作品在叙事上呈现出新的特点，对

革命历史的表现更具深度和新意，也

赢得了众多年轻受众的青睐。

强烈的历史自觉

近期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着

力探寻革命战争历史的深处与细部，体

现出强烈的历史理性和自觉。基于对

党史、军史的熟稔，创作主体将历史视

角扩大并前移，切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革命实践，充分展现那个风雨如晦、复

杂残酷的历史时段里，中国共产党的艰

辛探索，展现革命先烈们忠贞的革命信

仰和理想情怀。多部电视剧作品将叙

事的重点放在革命处于低谷和转折的

关键时段，使故事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

冲突和戏剧张力，剧情精彩好看、跌宕

起伏，亦展现出创作主体高度的历史自

觉和自信。

电视剧《大决战》的创作正是基于

这种视角前移的历史观念，和已成为

经典的电影版《大决战》“三部曲”拉开

一定距离。电视剧《大决战》没有将叙

事起点定位在决战时刻，而是将叙事

时间整体“前置”，以重庆谈判作为开

场，将一组毛泽东在飞机上俯瞰满目

疮痍的华夏大地的镜头作为全剧颇具

隐喻性的叙事原点。在这组镜头中，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濒于内战边缘的大

动荡图景得以清晰呈现，与毛泽东身

处高点的俯视镜头形成了精妙而寓意

深长的反向对位。该剧的叙事展开颇

具匠心，用了将近 8 集的篇幅，既反映

了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战役后的低潮

期中为鼓舞士气开展的“诉苦运动”，

又反映了我党在东北广泛开展的土地

改革运动，还呈现了国民党军进攻占

领延安等剧情。这些“漫长”的铺垫看

似与“大决战”无涉，实际隐藏着日后

共产党领导发动辽沈战役、实施战略

大反攻的重要伏笔。共产党依靠“诉

苦运动”和土地改革在东北地区获得

了大量的兵员、充足的物资储备和扎

实的群众基础；而反观对手，则是国民

党反动派倒行逆施险恶用心充分暴露

的过程，实际等同于向外界宣布了国

民党反动派在政治博弈和国际道义上

的破产。

电 视 剧《大 决 战》对“决 战 前 的 低

潮”颇具匠心的艺术处理，为后面剧情

的反转做好了铺垫，欲扬先抑的叙事策

略不仅使得剧情更富戏剧性张力，而且

更加贴合历史的真实，凸显出历史本体

与剧作文本的同构性，也使观众获得了

更加震撼的审美体验和更加深刻的观

剧感悟。

与 之 相 类 似 ，今 年 初 开 播 的 电 视

剧《觉醒年代》，开篇亦有着从“历史低

点”切入的布局结构。其开场以 1915

年袁世凯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

一条”作为全剧叙事的楔子。共产党

早期的先驱们也正处于探寻、摸索革

命道路的艰难状态中。他们对国家民

族的晦暗现状和前途命运感到困惑、

焦虑，而当时根本没有现成的理论和

经 验 可 以 作 为 革 命 救 国 的 参 照 。 如

此，该剧第一集仅两个叙事段落下来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陈独秀、李

大钊东京起誓共寻救国路），不仅有了

“未成曲调先有情”之韵味，还奠定了

全剧的总基调并设置了最大的悬念：

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共产党早期

的先驱们将如何找到拯救国家和人民

的正确道路？

与《大决战》“低点”开场之后一路

凯歌高奏不同的是，《觉醒年代》的“低

点”叙事在全局中屡有反复。全剧第

二个“低点”则是剧情进入到中段。一

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命

运之“措置”，对中国的利益及国格都

是极大损害和侮辱。这也是全剧的叙

事转折处，因它直接引发了剧情后半

段的高潮——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

共 产 党 的 诞 生 。 从 整 体 看 ，《觉 醒 年

代》从 1915 年国家命运的历史“低点”

起步，而后则是对轰轰烈烈的新文化

运 动 的 精 彩 描 绘 ，然 后 又 进 入“ 低

点 ”—— 巴 黎 和 会 协 约 国 对 中 国 主 权

利益的分割。两个“低点”间插入一个

“高潮点”，前后文本相互照应，整体剧

情 跌 宕 起 伏 ，让 观 众 看 后 直 呼 过 瘾 。

同时，主创者如此的叙事安排也让观

众看到革命者在认识真理和实践真理

过程中走过的曲折道路，看到革命者

为救国救民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巨大

牺牲。

革命的青春主题

回 望 百 年 党 史 ，无 论 是 战 争 年 代

抛洒热血的革命者，抑或是建设、改革

时期锐意进取的创业者，他们大多是

风华正茂、勇于拼搏的年轻人。今年

播出的众多主旋律题材电视剧作品，

大多数讲的都是年轻人的故事。如在

电视单元短剧《理想照耀中国》里，我

们看到的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故事。

即便是第二单元《守护》，主角是个风

烛残年的老人，但其背后站着的却是

老人的儿子——当年正年轻的革命先

行者张人亚。

在《觉醒年代》里，我们甚至可以借

助“青春”这个主题词，看到国家、个人

与革命之间的某种同构性。首先我们

看到了 1915 年那个刚结束封建王朝统

治的中国依旧孱弱不堪，军阀乱政、外

强霸凌、国力衰弱……在那样一个风雨

如晦的时代，无数进步青年和先进知识

分子渴求并寻找着救国救民的崭新出

路。此处，新生政权之青春与革命者之

青春达成同构。

青 春 是 激 越 而 无 畏 的 ，我 们 看 到

当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创办起《新

青年》杂志，勇敢地竖起了反封建的旗

帜，在文学、哲学、教育等方面向封建

思想发起了猛烈抨击，在当时中国社

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大潮。我们

在剧集中能看到早已不再青春的蔡元

培的书柜里竟然放有“炸弹”，那是他

年轻时为反抗清廷而自制的武器，亦

算是蔡元培独特的“青春记忆”。

然 而 ，青 春 又 是 焦 虑 和 无 助 的 。

在《觉醒年代》里，我们看到因巴黎和

会上列强瓜分中国主权，年轻的北大

学子郭心刚因此而一夜愁白了头 ；看

到 了 民 主 进 步 人 士 易 白 沙 苦 寻 救 国

之 策 而 不 得 后 的 精 神 幻 灭 和 殉 道 式

的 自 戕 ……《觉 醒 年 代》中 的 这 些 青

春人物是文化领域的精英，他们用青

春 的 激 情 寻 找 着 救 亡 图 存 的 道 路 。

而 其 中 的 一 些 人 如 陈 独 秀 、李 大 钊 、

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并不仅仅

满足于理论救国，他们勇于将理论用

于寻找救国道路的实践，不畏艰难牺

牲，终于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双重磨砺

中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成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早 期 的 杰 出 代 表 。

此处，革命事业之青春与革命者之青

春又形成同构。

无 独 有 偶 ，反 映 脱 贫 攻 坚 题 材 的

电视剧《山海情》，也是一场年轻人谱

就的时代颂歌。《山海情》是一部聚焦

“小人物”的、用平民视角和现实主义

手 法 来 表 现“ 国 家 叙 事 ”的 写 实 作

品。剧集将穷乡僻壤、荒滩戈壁这一

本 无 法 产 生 太 多 审 美 感 受 的 地 理 空

间作为叙事的展开地，将一个对口扶

贫 的 真 实 故 事 娓 娓 道 来 。 故 事 的 主

角 是 刚 从 农 校 毕 业 不 久 的 年 轻 扶 贫

干部马得福。他深入宁夏农村，带领

广大村民艰苦开荒，经过不懈努力终

于 将 西 北 荒 原 变 成 了“ 塞 上 江 南 ”。

电视剧中，马得福最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 话 就 是“ 太 难 了 ”。 然 而 ，不 难 ，怎

能 表 现 环 境 的 艰 苦 ；不 难 ，怎 能 表 现

创 业 的 不 易 ；不 难 ，又 怎 能 体 现 千 千

万 万 年 轻 下 乡 干 部 们 在 国 家 脱 贫 攻

坚 事 业 中 献 出 的 青 春 和 创 造 的 辉 煌

成就。

“为 世 界 进 文 明 ，为 人 类 造 幸 福 。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这是李大钊先

生 27 岁 时 所 写 文 章《青 春》中 的 一 段

话。这段质朴而不凡的“致青春”的表

达，正好可以概括出上述作品所呈现的

艺术共性和青春特质。

保持严谨叙事态度

整体而言，近期的主旋律题材电视

剧创作，在叙事上屡有创新和突破。但

仍须提高对细节的把握水平，始终保持

严谨严肃的叙事态度，力争实现历史真

实与艺术创造的平衡。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百 年 历 史 ，对 影 视

剧创作而言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富矿，

也 是 必 须 严 肃 、审 慎 对 待 的 重 大 题

材。创作主体在充分吸收、借鉴叙事

艺术的诸多新方法、新元素、新表达的

基础上，更须秉承深切的历史自觉和

严肃、严谨的创作态度。如此，才能将

有着深厚历史和政治意蕴的重大题材

转化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年受众喜闻

乐见的中国故事，让主旋律叙事更加

有效、有情、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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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茂琦（本报助理编辑）：高满航的

长篇小说《爸爸星》（新蕾出版社 2021 年

6 月）书写了一个现代版的军爸与军娃

间的寓言。什么是“爸爸星”呢？是主

人公黄斌“和战友们为黄豆放飞的，也

是为所有孩子放飞的”星星。“爸爸星”

这个词语极富寓意和想象力，好似一幅

描绘火箭军部队夜间演习场景的儿童

画，在夸张变形中透露出孩子的心声。

在火箭军军官黄斌看来，他必须扛起军

人的使命和担当，为儿子黄豆和其他孩

子撑起一片和平安宁的天空。但在黄

豆 看 来 ，爸 爸 像 从 地 上 飞 向 云 端 的 星

星，虽然新奇美丽，却也只能隔着山河

遥望。孩子的语词看似稚拙，却有无穷

的韵味，往往能震撼成年人的心灵和思

想，启人深思。

小说中，在黄豆 3 岁的时候，黄斌问

黄豆想要什么礼物？黄豆起身，伸出小

手指向天空说，我要星星。入伍多年，

黄斌很理解军人这个称呼背后的艰辛，

孩子与父亲的感情也需要培养。父亲

何尝不想摘下闪闪发亮的星星，满足孩

子愿望。但生活中看似触手可及的事

情，在军人家庭中有时竟像摘星那么难

以实现。

“黄斌在部队，黄豆便在他的想象中

成长。”这是多少军人家庭的真实写照。

当无法满足黄豆的愿望时，黄斌就想，这

也算是对黄豆的一次挫折教育吧。人的

一生总有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总要经

受这样或那样的困境。成长本身就是一

个不断跨越的过程。

故 事 如 果 只 写 到 这 个 层 面 ，只 是

在 诉 说 军 人 家 庭 的 困 难 ，那 么 主 人 公

也 只 是 一 个 姓 名 不 同 的“ 回 家 少 ”的

人 。 作 者 显 然 意 识 到 ，思 考 不 能 止 步

于 此 。 从 这 个 基 本 的 故 事 出 发 ，作 者

笔 锋 一 转 ，把 笔 力 集 中 在 军 人 家 庭 的

幸福与荣光。学校组织到黄斌所在的

导弹旅参观，在爸爸同事的介绍中，黄

豆 重 新 认 识 了 爸 爸 黄 斌 ，弄 懂 了 黄 斌

一次次不辞而别和突然失踪。还有一

次，黄斌参加国庆阅兵，黄豆和妈妈在

电 视 机 上 看 到 了 黄 斌 ，爸 爸 也 成 为 同

学 敬 佩 和 仰 慕 的“ 明 星 ”，这 些 都 让 黄

豆 感 受 到 了 爸 爸 作 为 军 人 的 崇 高 ，知

道了爸爸是个英雄。

值得指出的是，军人为强军事业可

以奉献青春乃至生命，但这绝不会削弱

他们对亲人的爱。作者深情地写道：“爸

爸星犹如种子，早已孕育在黄豆五彩斑

斓的梦里。”做爸爸的责任，不仅有对儿

子 的 陪 伴 ，还 必 须 给 儿 子 树 立 一 个 榜

样。在这一点上，黄斌是幸福的。他像

“爸爸星”一样耀眼，点亮了黄豆生活和

前行的路。

从 文 本 结 构 上 看 ，作 者 也 是 匠 心

独运。小说不仅从黄斌的角度记叙儿

子 的 成 长 ，而 且 还 从 黄 豆 的 视 角 去 观

察 世 界 和 理 解 爸 爸 ，父 亲 眼 中 的 黄 豆

与 黄 豆 眼 中 的 父 亲 依 次 展 开 。 在 书

中 ，读 者 既 看 到 了 黄 斌“ 有 任 务 ”时 的

苦 衷 ，也 能 理 解 黄 豆 在 愿 望 频 频 落 空

时 的 失 落 。 视 角 的 交 替 变 换 ，既 在 章

节 之 间 构 成 了 父 子 的 情 感 对 话 ，也 让

故事更有悬念。

不过，视角变化和代入的前提是，

作者必须无限贴近孩子的思维世界，去

构思父子间的交流。书中记叙了黄斌

一次回家时的场景：黄斌以为黄豆在想

爸爸，见了面肯定亲得不行。可当他放

下行李试图抱黄豆的时候，黄豆却转身

想跑，看甩不脱黄斌，竟“哇哇”哭了起

来。这个细节刻画得极为准确，孩子不

可能会思念陌生的“爸爸”。写小说也

不能失真。

小说中虽然没有撼人心魄的英雄

壮举，却有很多动人的细节。比如，在

洞 库 里 密 闭 生 存 期 间 ，每 天 都 看 不 见

太 阳 。 某 天 ，一 个 老 兵“ 升 起 了 ”一 轮

火 红 的 太 阳 ，其 实 是 一 幅 画 着 太 阳 的

画。作者写道：“那个老兵班长不是第

一 个 升 太 阳 的 人 ，就 像 这 个 老 兵 也 不

是最后一个……”

鹿永国（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研究生）：《爸爸星》是一本“献给孩子们”

的书。高满航因在给女儿挑选暑期读物

时不满于类似书中英雄主义的缺失，于

是在《爸爸星》中寄托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和对孩子的期许与爱。

小说中，黄斌与黄豆的父子关系在

当代军人家庭中很有代表性。结尾处，

黄斌在昏迷中迟迟没有醒来。我们理解

作者不忍让黄斌死去的善意，但这又何

尝不是在婉转表达军人的牺牲，暗示军

人的子女也需要在离别中学会成长？所

以，《爸爸星》是献给孩子的一份礼物，也

是军人父母写给军娃的一封意味深长的

家书。

小 说 中 ，许 多 官 兵 手 皴 裂 、脚 冻

肿 、脖 子 和 后 背 的 皮 脱 一 层 长 一 层 是

日 常 状 态 。 他 们 将 根 深 深 扎 在 军 营

里 ，不 讲 条 件 地 完 成 任 务 ，直 到 退 役 。

作 者 高 满 航 钻 过“ 山 清 水 秀 ，一 住 就

够 ”的 密 林 ，翻 过“ 远 远 望 去 并 不 怎 么

高 ，到 了 跟 前 才 看 出 它 的 高 大 ”的 山

头，也蹚过“在河道里冲撞石头的格外

响亮”的流水。这些体验让作者明白，

正 是 无 数 火 箭 军 官 兵 的“ 无 名 ”，铸 就

了大国重器的“有名”。这些无名英雄

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如此，

《爸爸星》又不仅仅是一本写给孩子的

书 ，更 是 写 给 像 主 人 公 黄 斌 一 样 默 默

坚 守 的 火 箭 军 官 兵 ，写 给 那 些 默 默 奉

献 的 无 名 英 雄 们 的 。 为 此 ，《爸 爸 星》

选 择 了 交 叉 叙 事 的 方 式 ，通 过 不 同 视

角 将 同 一 事 件 进 行 多 面 展 现 ，使 得 故

事 更 加 立 体 ，带 领 读 者 以 多 重 视 角 解

读黄斌乃至理解新时代革命军人。

还需要提及的是，叙事简洁是此书

的一大特点。当黄豆指着导弹发射时留

在天上的尾焰，问是不是星星的时候，作

者没有进行煽情处理，而是让黄斌直接

说出那是“爸爸星”。叙事上主动留白、

刻意平淡，反而让简洁的文本有了丰厚

的意味。

《爸爸星》中的军嫂于丽颖从未流

露 一 句 埋 怨 ，更 多 的 是 义 无 反 顾 地 支

持和理解。她把担忧化为润物无声的

关爱，默默照顾着黄豆与家庭，平静而

有 力 量 。 文 中 对 于 丽 颖 着 墨 不 多 ，但

现实中这样的军嫂却有很多。尽管于

丽 颖 在 与 黄 斌 恋 爱 时 ，也 有 过 不 解 和

挣 扎 ，但 最 终 跟 随 黄 斌 奔 赴 军 营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讲 ，《爸 爸 星》也 是 写 给

军属尤其是写给军嫂的一份告白。

《爸爸星》让我们认识了在群山掩映

中铸造强军利剑的那些平凡英雄。他们

沉默着，用忠诚与血性守护着大国重器，

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才是厚重的人生与英

雄的情怀。

张成旺（北部战区海军某旅干事）：

《爸爸星》为读者呈现了和平时期军队、

军人的真实样子。高满航军校毕业后分

配到基层部队担任新闻干事。在他的采

访记忆里，像小说主人公黄斌这样默默

坚守在高山密林间的火箭军官兵太多太

多。黄斌面临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承受

的误解等，也是很多军人尤其是常年奔

波在任务一线的官兵不得不面对的。他

们怀揣家国天下的坚定理想，无私无畏、

默默奉献，以血肉之躯筑起国防和军队

建设的钢铁长城。他们是英雄主义的忠

实践行者。

小说直击心灵的细节有很多。比

如，黄斌形象地将导弹比喻为飞上天的

“爸爸星”，那一晚给黄豆留下了深刻印

象。黄斌与黄豆用“门门 90 分”换取第

二次看“爸爸星”这一约定，激发了黄豆

努力学习的热情和决心，也牵动着后续

事件的发生。“爸爸星”既是小说的文眼，

也是一位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更隐喻

着新时代革命军人对国家和平安宁与人

民幸福安康的守护。

“我无名国有名，以无名铸威名”是

小说中一位退伍老兵离开军营前留下的

话，体现出一位普通老兵对军营的无限

眷恋和满腔爱国热忱。小说结尾处，黄

斌积劳成疾，昏迷不醒。如此开放式的

结尾，作者是有深意的。作者给孩子们

讲述身边的英雄故事，在告诉他们真实

的部队、军人生活的同时，也希望他们永

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爸爸

星》是一粒种子，在孩子们心里孕育家国

天下、宏阔理想的同时，也引导他们勇敢

坚强地健康成长。这也是军旅文学的一

种魅力。

点亮理想的光
—关于高满航长篇小说《爸爸星》的笔谈

一个作家遇到有别于日常生活的

感 受 ，往 往 会 书 写 出 不 同 一 般 的 文

字 。 对“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先 进 个 人 ”、青

年 作 家 陈 涛 而 言 ，在 甘 肃 农 村 挂 职 两

年 的 特 殊 经 历 ，恰 似 开 启 了 这 样 一 个

触点。

挂职经历让陈涛开始反刍故乡农

村生活的多重滋味。两年的时光像筛

子 一 样 ，过 滤 了 久 居 大 城 市 而 积 攒 的

彷 徨 、焦 躁 ，留 下 的 是 坚 定 、沉 着 的 心

境。阅读陈涛的散文集《在群山之间》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7 月）时，我会

被他笔下的细节和抵达的意境所深深

吸引。从形而下的叙述上升到形而上

的 思 辨 ，陈 涛 完 成 了 一 次 文 字 的 长 途

跋涉。

从农村走向城市读大学的欣喜，让

陈涛体会到农村亲人牵挂背后的力量。

他在文章中写到病床上的奶奶，写到爷

爷平和亲切的言行，写到大学时代对故

乡的怀想，正是最初的这种城乡对比，让

他感到亲情的弥足珍贵和世间的诸多差

异性。这种同理心，放到他挂职归来后

对村民的深切思念上，更容易让读者产

生共鸣。

从 繁 华 的 北 京 来 到 挂 职 的 乡 村 ，

小 村 的 冷 清 、寂 寥 ，出 乎 陈 涛 的 意 料 ，

也让这位挂职干部有了强烈的心理落

差。核桃树成为他心灵的寄托。围绕

核 桃 树 ，陈 涛 想 起 很 多 往 事 和 故 乡 的

亲人；在核桃树下观察小镇的变化、纯

真的小女孩送给他核桃并希望他一气

吃 掉 的 真 诚 与 可 爱 、镇 上 工 作 人 员 打

核 桃 的 单 调 ，都 会 激 起 陈 涛 内 心 深 处

的思想涟漪。这使得核桃树有了一种

象 征 意 味 ，传 递 给 读 者 一 种 单 纯 却 也

复杂的人生况味。

简陋的办公、食宿条件，没有打垮这

位年轻挂职干部的信心。相反，陈涛在

挂职期间，针对村里的诸多现实问题，慢

慢理出头绪，拿出了最切实际的解决方

案。为学校购置图书，为村里修路，通过

耐心交流，改变村民的观念……陈涛的

不懈努力，让乡村逐渐有了改变。

山区清新的风景和村民质朴的胸

怀 ，不 断 让 陈 涛 内 心 深 处 荡 起 温 情 。

《在 群 山 之 间》里 ，读 者 可 以 和 作 家 一

同感受山村湛蓝的天空，无垠的草原，

奔 跑 的 羊 群 、骆 驼 和 扑 棱 棱 四 飞 的 野

山鸡……陈涛没有把两年的挂职岁月

以 年 计 数 ，而 是 把 其 当 作 生 命 中 的 24

个月，一点一点地去真切细腻地感受、

经历、品尝、咀嚼。在《甘南漫行》一文

里 ，陈 涛 用 穿 插 、留 白 等 叙 事 技 巧 ，细

腻生动地描写了草原的壮美和游牧文

化的有趣。

两 年 的 挂 职 生 活 ，让 陈 涛 在 艰 难

中 受 到 磨 砺 ，他 更 加 明 晓 乡 村 生 活 的

艰难、农民的善良和质朴、乡村干部的

坚守担当……陈涛思想上的变化不是

语言上的简单描述所能概括的。触动

心 灵 的 感 受 ，让 他 的 语 言 有 了 更 强 的

穿 透 力 。 他 由 旁 观 到 融 入 ，从 表 象 描

写 到 深 入 事 物 本 体 ，耐 心 感 受 着 农 村

生 活 的 万 般 情 愫 ，并 渐 渐 升 华 着 自 我

的人生格局。

《在 群 山 之 间》中 不 乏 真 实 生 动

且 感 人 至 深 的 细 节 ，在 平 凡 中 蕴 含 着

真 挚 情 怀 ，于 文 学 描 述 中 蕴 含 着 哲 理

性 思 考 。 该 书 不 仅 仅 收 录 了 20 篇 优

美 的 散 文 ，更 蕴 含 着 一 位 作 家 对 中 国

基 层 社 会 的 真 切 体 验 、耐 心 观 察 、深

刻思考。

回归生命本真的书写
■戴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