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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家博

物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等单位

联合推出的文化类电视节目《美术经典

中的党史》于不久前收官，共播出 112

集，每集 15分钟。节目邀请党史专家和

美术专家，揭秘每一部经典美术作品反

映的波澜壮阔的党史故事，彰显作品的

独具匠心和艺术魅力，把思想、艺术与历

史情境融合在一起，生动再现中国共产

党的光辉历程，创新拓展了影视表达重

大题材的叙事空间。

让历史事件活起来

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涌现出许许

多多气吞山河的英雄事迹和伟大历史

片段。一代代美术工作者以画笔为武

器，将我们党伟大历史征程凝聚于壮阔

恢宏的丹青画卷，通过具有史诗品格、

震撼心灵的美术经典，塑造人物、表现

历史、描绘现实。《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中展现的美术作品既然被称之为经典，

必须经得起时间检验。为此，国家组织

的历次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

作品成为节目聚焦的重点。《美术经典

中的党史》秉持“以画为体，以史为魂”

的架构理念，撷取《启航——中共一大

会议》《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南昌起

义》《支部建在连上》《长征》《地道战》

《百团大战》《转战陕北》《支前》《开国大

典》《首都之春》《南国的风》《飞天圆梦》

等各个时期涌现出的百余幅党史题材

美术作品，进行多维度深度解读。作品

内容贯穿中国共产党从红船启航到奋

进新时代的各个历史时期，一幅一幅汇

聚成全景式、气势磅礴的时代画卷，以

独具匠心的艺术之美诉说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之路上的动人故事。

节目充分发挥电视优势，运用多种

特效，在展现笔墨深思熟虑、造型优美真

实、色彩简洁热烈的美术作品的同时，通

过党史专家解读、美术作品细节呈现等

方式，来加大对党史细节的挖掘与展

现。如片中，在讲解油画《启航——中共

一大会议》时，党史专家根据一大代表的

行程、日记等，准确分析了一大召开的时

间，让观众对这一重大党史有了更加细

致的了解。纵观之，《美术经典中的党

史》带领观众从欣赏决战千里的战场画

面、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日新月异的时

代华章等特效奇观中，获得全新审美体

验，并从历史事件的细节深处探得初心

使命。

让历史人物动起来

节目中呈现的美术作品，以鲜明的

具象性和强烈的艺术张力弘扬中国精

神，既描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

天辟地、改天换地的历史巨变，也绘就了

昂扬向上、奋进不懈、开拓创新的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气象之美。

油画《开镣》反映了共产党人坚贞不

屈的斗争精神。党史专家进一步解读

说，方志敏烈士是在南昌被敌人秘密杀

害的，他的遗骨去向一度成谜。新中国

成立后，南昌一家工厂在基建时发现有

具遗骨上有一副脚镣，多方考证认定为

方志敏烈士遗骨。再如油画《杨靖宇将

军》，美术评论家介绍说，这幅画是以杨

靖宇将军遗像为蓝本创作的。英雄虽然

倒下，但他的精神气概如同万仞高峰，永

远守护这一片壮美山河。小故事、宽视

野、大情怀，讲党史也是讲人物，《美术经

典中的党史》通过对作品中英雄形象的

呈现与点评，使英雄人物更加有血有肉、

栩栩如生。

在长期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的

精神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美术经

典中的党史》中的英雄形象提振了一代

代中国人的精气神，彰显出共产党人的

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时代之美，使作品

达到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时

代树丰碑的艺术效果。

让美术作品立起来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中所选的作品

以饱含激情的细腻笔触、雄浑刚毅的审

美建构，再现党领导人民砥砺奋进的光

辉历程，如一幕幕恢宏壮阔的视觉史诗，

让我们党百年奋斗的精神标识在历史和

艺术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电视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节目采

用虚拟演播室人物访谈为基本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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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立

体、直观地展示美术经典作品的艺术魅

力。AR、VR 等技术运用，加大了对细节

的挖掘与呈现，全方位、多维度展示数字

效果，打造出党的丰功伟业与经典丹青

华章的“跨界”视觉盛宴。

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

元。董希文于 1952年创作的油画《开国

大典》，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

证”。节目中介绍，在这幅画中，画家在画

面上去掉了一根廊柱，使城楼上的构图更

显开阔。节目通过特写、特效使观众更清

楚地观察到这一细节，亲身感受到开国大

典这一壮丽瞬间。它深入人心，也凝聚着

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爱国情感。

2021年，军旅画家李明峰创作的油画《永

远的军魂》，再现了祖国迎接志愿军烈士

遗骸归国的历史时刻。节目把观众目光

带到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军史专家介绍，

每个棺椁上覆盖着的国旗，都曾经在天安

门广场上空升起。这些解读，将党史、美

术和影视巧妙融合，彰显出作品深刻的思

想和艺术内涵。

节目还展现了每幅画作的创作过

程。如油画《古田会议》创作中，作者在

古田调研、写生，观察每一个细节，把决

定性历史瞬间凝结成永恒。油画《良宵》

反映了 1950 年 10 月，毛泽东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与各界人士在中南海欢聚一堂

庆佳节的情景。为了准确塑造人物，作

者曾专门拜访了部分当事人，这使得画

中人物细腻逼真、惟妙惟肖。美术评论

家对每幅美术作品的创作立意、技法表

现、构图、气氛等方面的点评，使观众准

确地了解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内涵；画

家本人的叙述，让观众更能了解画作在

创作中所体现的心路历程。

节目不仅在线上传播，而且在线下

也产生了较大反响。2021 年夏，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

“无声诗里颂千秋——美术经典中的党

史”主题展览。展览举办 36 天，观众数

量达 63万人次。

总的看，《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仿佛

塑造了一座生动的电视里的党史美术

馆。它以宏阔历史纵深感和激情澎湃的

艺术渲染力，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程，把经典美术作品所表达的精神与灵

魂，通过艺术语言和影像呈现给观众，为

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创新提供了诸多借

鉴。

文化类电视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创新展现恢宏历史画卷
■江 英 石 路

图为《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中呈现的油画《永远的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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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故事片《战上海》由八一电影

制片厂摄制，于 1959 年上映。影片根

据解放上海史实摄制，艺术再现了人

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势如破

竹解放上海的辉煌战史。

《战上海》电影海报由该片特技美

术师佟翔天绘制。他崇尚片中解放上

海前线指挥部方军长、张政委精明干

练的指挥才能，因而在海报绘制中采

用清爽的色调、简练的构图。海报主

体突出展示方军长、张政委势压敌阵

的英勇从容形象。海报前景中，是基

层官兵的形象。班长赵永生手执红

旗，3 年前，他参军离开上海老家，如

今又打回老家，眼神里满含希冀；战士

小罗双手紧握冲锋枪，眼神里透出要

在解放上海战斗中奋战到底的决绝；

三连长目光炯炯、神情刚毅，是前线身

先士卒的连队指挥员的典型代表。在

构图上，他们三人比肩向前，同时与红

旗自然地融于一体，展现出前线战士

同仇敌忾、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海

报背景运用写意手法，勾勒出手持钢

枪、高举红旗冲向敌阵的解放军部队，

寥寥数笔气贯长虹。远景是上海外滩

一座座高楼，楼顶的红旗随风飘扬，连

缀成一幅磅礴、壮美的画卷。

从谋篇布局到细节呈现，这幅海

报简洁明快且富有气势，很好地映照

出该片恢宏的史诗气质。

描绘辉煌战史
■董兴喜

1962 年 ，以“ 南 京 路 上 好 八 连 ”

官 兵 为 原 型 创 作 的 话 剧《霓 虹 灯 下

的 哨 兵》走 进 观 众 视 野 。 1964 年 ，根

据 该 话 剧 改 编 、话 剧 原 班 人 马 出 演

的 同 名 电 影 上 映 ，“ 南 京 路 上 好 八

连 ”就 此 家 喻 户 晓 。 电 影 海 报 也 因

生 动 展 示 出 上 海 解 放 初 期 人 民 解 放

军 的 群 体 形 象 ，成 为 一 代 代 观 众 心

中的红色经典。

海 报 由 军 旅 画 家 雷 坦 绘 制 。 画

面 背 景 中 高 楼 林 立 、霓 虹 闪 烁 ，契 合

了 片 中“ 十 里 洋 场 烟 花 地 ，灯 红 酒 绿

大 考 场 ”的 背 景 。 海 报 主 体 为 6 位 解

放军官兵，绘制者准确把握人物身份

与 性 格 特 征 将 他 们 进 行 了 分 组 。 画

面 中 央 是 连 长 鲁 大 成 和 指 导 员 路

华 。 他 们 表 情 严 肃 、目 光 坚 毅 ，相 向

而站、望向同一方向。连长左手握在

腰 间 的 手 枪 盒 上 ，指 导 员 右 手 握 着

“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七 届 二 中 全 会 报

告”。这些细节既体现出军事和政治

干部的不同分工与同心协力，也再次

点 明 了 故 事 发 生 的 时 代 背 景 。 居 于

画 面 左 侧 的 炊 事 班 长 洪 满 堂 代 表 着

老战士、老党员，他手拿旱烟锅、脸上

洋溢着爽朗的笑容，凸显出其艰苦朴

素 的 作 风 。 画 面 右 侧 的 班 长 赵 大 大

和新兵童阿男手握钢枪，排长陈喜居

于 二 人 中 间 后 方 ，三 人 神 情 坚 毅 、时

刻警惕，给人以精神感染。

海报彰显出我军官兵作风优良的

光荣传统和精神本色，艺术理念与绘

制手法都很到位。

刻画精神本色
■韩延哲

1938 年 10月 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

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位于陕西

的黄帝陵拍摄第一个镜头。该片由周

恩来定名，袁牧之编导，吴印咸等摄影。

在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党

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的片

子。爱国电影人袁牧之希望通过更真实

有力的纪录片有效宣传抗日。尝试拍摄

遭到国民党破坏后，1938 年春，袁牧之

赶往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提出申请，希望

去延安和华北前线拍摄纪录片。不久

后，袁牧之被通知去办事处，没想到接待

他的竟是周恩来。在周恩来的关怀下，8

月的一个清晨，袁牧之与好友吴印咸奔

赴延安。1938 年秋，延安电影团成立，

建制上直属八路军总政治部。

1939 年 1 月，延安电影团奔赴华北

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拍摄。临出发

前 ，毛 主 席 为 他 们 去 前 线 拍 摄 饯 行 。

1940 年春，《延安与八路军》拍摄完毕，

电 影 团 成 员 带 着 拍 好 的 底 片 返 回 延

安。影片忠实记录了延安和抗日根据

地生机勃勃的面貌和八路军的战斗生

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

英勇抗战的精神风貌。

鉴于延安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中

央最终决定派袁牧之与音乐家冼星海

前往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后期制

作。正当剪辑和配音工作收尾时，苏德

战争爆发。撤退过程中，《延安与八路

军》底片不幸遗失。后来，冼星海在苏

联病逝，袁牧之滞留海外 5 年之久。

1953 年，延安电影团的传承者、中

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后，一代又

一代新影人从未放弃对遗失胶片的寻

找。与此同时，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

下，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被修

复洗印。这些珍贵的镜头，随后以另一

种方式与世人见面——《延安生活散

记》。该片于 1961 年编辑而成，承载了

在延安工作和生活的电影工作者对延

安的美好回忆。

斯人已逝，而他们守护的人民电影

星星之火现已呈燎原之势。

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遗失于战乱的珍贵光影
■刘 峰 樊程飞

近期，6 集纪录片《又见三星堆》在

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该片从大众视

角透视考古人的工匠精神，在让古蜀时

代文物“说话”的过程中，展现出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成长演进。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人们对古蜀国

的 历 史 一 直 有 种“ 开 国 何 茫 然 ”的 困

惑。纪录片《又见三星堆》历时三年，伴

随式记录了三星堆新发现的 3~8 号坑

发掘的全过程。其间，精美独特的铜顶

尊跪坐人像、被称作“千里眼、顺风耳”

的青铜纵目面具、大量象牙和海贝出

土。从重逢到叩问，人们不禁思考，古

老的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在这

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金戈铁马

的过往？来自海洋的海贝是怎么来到

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

“难于上青天”吗？

在回答一连串发问的过程中，一条

通 往 古 蜀 文 明 深 处 的 通 道 正 在 被 打

开。同时，该片将视线落在了一群个性

鲜明的考古人身上。记录者没有只盯

着文物和技术，而是以平实、散淡的镜

头延伸到了人与文物、人与场景、人与

人的关系，拉近了观众与记录对象的时

空距离、心理距离。

相对于摄制技巧，倾注的创作巧思

更值得观众回味。片中，考古人每天在

极为精细而繁琐的工作中寻找意义，于

日积月累中摸索更大的意义。热爱产

生专注，匠心催生精品。直到某一天，

考古人忽然发现之前所有的点都已连

成线。考古人身上那种竭尽全力之后

的内心轻盈，令观众向往。细心的摄制

组发现并捕捉到了这种情绪的起伏跌

宕，将其贯穿全片。

记录者的情感化表达，使该片的代

入感和吸引力始终“在线”。在完成对

一 件 3000 年 前 青 铜 人 像 的 初 步 清 理

后，考古人任俊锋的脑海闪过一个念

头：“面具和泥土在分开的那一刻，它们

是不是依依不舍？”镜头记录下沉醉其

中的考古人与三星堆文物相伴的日常

细节，呈现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陶冶与

丰润。跟随纪录片走近这场探寻之旅，

观众会聆听到考古人一吐对“挚友”的

心声，以及“手铲释天书”背后的人生哲

学。

虽然每天与国宝相伴，但考古人平

凡如你我。在纪录片中，他们会在收工

后小酌，让万千思绪在酒杯里荡漾；他们

会在忙碌过后返回位于市区的家，把短

暂的休息时间留给家人；还有开玩笑时

蹦出的几句四川方言，也成为观众喜闻

乐见的亮点。这样的叙事成为人物故事

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的有力依

托，也展现了在融媒体时代的传播语境

下，不断更新与受众对话的一种姿态，力

争吸引更多受众的一种人文理念。

时间留下的谜题，需要用时间去探

索。挖掘现场和实验室里的时间恍若

静止，唯有节气的更替在一次次提示着

人们逝者如斯，立夏、芒种、小暑……这

些看似片中的闲笔，总能适时破除可能

要开始的凝固感，从而让全片葆有流动

的人文气质与烟火气息。

《又见三星堆》带我们置身于一个

古老文明的探寻现场，去探究历史和

自然的奥秘，而且所有这些追问都是中

国式的。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

纵目与大耳时，或许他要告诉我们，其

实早在 3000 多年前，他的目光就已经

抵达遥远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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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又见三星堆》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