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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特别节目《精神的力量》创作刍议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特别节

目 《精神的力量》 以梳理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为主题，用多维度、多语态、

多路径的表达方式，构建起对党史节目创作方

式的一种新思考。节目在创作初期就确定了将

年轻群体作为主要传播人群的设定，旨在探索

出一条党史学习教育“可视化”的创新路径。

本文拟从主题创作的现实切口、时代精神的语

态转换和价值观表达的年轻化路径三方面，具

体分析特别节目 《精神的力量》 在创作方式与

表现手法上对年轻化表达的创新实践。

关键词：党史类节目 年轻化表达 主题创

作 语态转化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开局

之年。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

浙江广电集团在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和浙江

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发挥自身优势，精心打

造推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特别节目

《精神的力量》。节目于 5 月 24 日起，在浙江卫

视、爱奇艺、优酷、腾讯等平台播出，节目共

28 集，总时长 1260 分钟，是目前全国省级卫

视中规模最大的献礼建党百年节目。

一、主题创作的现实切口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发

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

同时提到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

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

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

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征程中，这一

“精神谱系”作为重要的精神信念，发挥了重要

作用，它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

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

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是一笔弥足珍

贵的精神财富。特别节目 《精神的力量》 就是

以这 14 种精神形成的精神谱系作为创作主题，

带大家一起探寻百年时光里的红色坐标，赓续

奋斗历程中的精神血脉，系统性地解码百年党

史的精神内核。

一直以来，党史类节目往往容易给人深奥

和枯燥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在当下的新媒体环

境之下，内容的有效传播率似乎成为了此类节

目的一大痛点。那么，如何才能让受众尤其是

年轻受众真切了解百年党史，让节目成功建立起

与他们的精神联结？怎样把这类节目做得既有意

思又有意义，同时又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呢？经

过反复研讨，《精神的力量》在宏大主题立意下

找准了年轻化视角这个切口。年轻人是祖国的

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弘扬和传承红色基因以

及建设新时代的重要力量，向年轻人传递更多

正能量，让他们在老一辈共产党人精神的感悟

中汲取前行的动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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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让年轻受众更充分地感同身受，《精

神的力量》一改传统党史节目教科书式的呈现，

摒弃了大量旁白赘述，而是巧妙地融合了电视

剧汇编、演播厅录制、外景寻访等多种手段，

在年轻人与历史之间建立起时空对话的沟通体

系。具体地说，就是以与精神相关的经典电视

剧影像为依托，结合讲述人对精神发源地、发

展地的实地探访和感悟，将抽象的“精神谱系”

具象化，深入浅出地阐述精神的形成过程。为

此，节目组集结了李易峰、韩雪、侯京健、邓

恩熙、时代少年团的多位青年演员，深入全国

19 个红色纪念地，现场讲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

奋斗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青年演员或

是出演过青年时代的革命人物，或是本身就生长

在精神诞生地，又或是作为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后

人出现，但无论何种身份，都具有很强的代入

感。将一个党的发展历程所凝聚起来的精神谱

系，放置于一个个具体人物的生命旅程之中，表

现出更富有启发性的有机隐喻，这也是契合全媒

体时代传播年轻化语境的表达方式。《精神的力

量》既保留了党史节目创作的客观角度，同时

也展现出了以人为核心的观感体验，更加人文

化地阐释了时代精神，在情景化的讲述中梳理

了一个个为新中国诞生而牺牲自我的鲜活党员

形象，以共情的视点带领观众抚摸时代印记。

二、时代精神的语态转换

传统党史类节目为了表达厚重的历史与家

国情感，叙述往往比较宏大，这很容易让观众

产生疏离感。近年来，相关专题片作为承载文

化传播、承担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窗口，已经

做出大胆尝试，积极与年轻观众建立沟通，以

更为年轻化的方式进行文化传递，特别节目

《精神的力量》亦是如此。节目通过正能量年轻

艺人自身的感悟，形成与时代精神的对话语态，

进而来表达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与热爱之

心，这样的呈现方式更为生活化、互动化，接

受度和传播性也更高。

年轻化的表达已成为当下媒介传播的现实

语境。因此，语态转换是党史节目年轻化表达

的一大特征，有助于对年龄圈层的突破。《精神

的力量》 14 种精神 14 组讲述人，大致可分为

“剧中人物”“亲历者”“正能量少年” 三种人

设。这三种人设分别承担了对历史解读的三种

语态。与历史对话、与当下对话，以此来思考

在时代洪流中，当代人如何追述党的百年历史，

如何选择理想与信仰，如何思考历史、现实和

未来发展的世界性视野等问题，既构成了对中

国共产党发展的立体而又完整的历史讲述，也

创新性地呈现了历史与当下对话的叙述策略。

“剧中人物”型的讲述人是以红色经典影视

作品中的新生代演员为主。如曾在《建军大业》

中成功扮演何长工的演员李易峰，在节目中，

他就以饰演红色丰碑、百年征程等故事的经历

来讲述“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

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

又比如近几年多次扮演青年毛泽东的演员侯京

健，在遵义会议会址、红军街、娄山关红军雕

像等重大历史发生地的拍摄现场，他的讲述结

合了自己扮演伟人的所思所感，使得“遵义精

神”的呈现效果变得更为鲜活，自然也就能引

发出更为强烈的共情。

“亲历者”型的讲述人指的是重大历史事件

的亲历者或是亲历者后人。像在“抗震救灾精

神”分集中，四川籍青年演员张歆艺重回汶川，

深情讲述自己在2008年的大地震中和父母失联

的切身经历，因为曾经置身其中，所以她对于

精神的致敬会显得更加厚重，对于当下岁月静

好的感恩也会显得更加珍惜。还有“抗美援朝

精神”的讲述人韩雪，作为抗美援朝战争参与

者的后代，当她踏上祖辈曾走过的战斗之路，

重温爷爷奶奶讲过的那些故事，那股精神带来

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就渗入了她的血脉。

此外，节目还吸引了不少“正能量少年”

的加入。在重庆，高中生邓恩熙通过祭扫歌乐

山烈士陵园，寻访挺进报旧址和渣滓洞旧址，深

入了解了70多年前发生在重庆的斗争故事，看

到了家乡的另外一个样子——英雄之城。在节目

录制完成后，她不禁感叹，江姐、小萝卜头、陈

然、刘国鋕等这些熟悉的名字，已经不再只是写

在课本里的故事，而是一个个具有着高尚精神力

和强大意志力的鲜活生命。正是他们用自己的

鲜血和生命，凝结起了不起的红岩精神。对于

家乡，她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热爱。

《精神的力量》为疏离于现代社会的红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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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构筑起了一条时空隧道，并通过以上三种人物

身份的叙述角度，构建起了年轻人与历史对话的

新语态。这些不同讲述人的表达所呈现的在场

的、鲜活的对话语态，放大了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文化内涵，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不断变

化的革命形势，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与信仰，由

此所树立的百年中国发展进程中一座座进步的里

程碑。由此，党史节目完全可以不是干涩的讲

述，而可以和其他节目一样，丰富而生动。

三、价值观表达的年轻化路径

在网络社群文化的影响下，年轻人习惯趋

向于接受与自己同龄或社会角色相符合的圈层

文化。同时，随着分众时代的到来，对于意识

形态的输出、弘扬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价值

输出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年轻群体作为新媒

体时代的消费主体，正倒逼节目制作方在内容

与形式风格上不断探索创新，特别节目 《精神

的力量》 也旨在借助更为年轻化的表达策略，

来增强与年轻受众的互动。

（一）多形态表达

多路径互动已成为当下媒介传播最为有效

的方式之一。因此，对于内容的多形态性开发

也成为了电视媒介的重要生产方式。《精神的力

量》 在宏大主题立意之下，尽可能地在表达手

段上做加法，创作团队在题材形式、视听语言

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最终节目融合了电视

剧汇编、嘉宾讲述、走访纪实和专家解读等多

种形态，在使艺术表达更加多元化的同时，也

成功实现了宏大主题内容的现实化。其中，电

视剧汇编结合嘉宾实景讲述的形式，将经典照

进现实。除了更直观地还原历史，在有限的时

长内传递更多的有效信息，还能带给受众“沉

浸式”的体验，加深视听观感。这种用具象化

的手段表现抽象的精神内核的方式，更好地挖

掘了严肃党史中现实性与话题性的一面，打破

了与受众对话的壁垒，在增加话题性的同时，

也增强了年轻人观看的兴趣。

（二）价值观重塑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年轻人对于社会主导

价值观不完全认同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他们对

于个体与群体关系认知还处于发展与完善的过

程中。因此，如何正确引导年轻人建立文化自

信与文化认同极为关键。主流媒体作为文化价

值观传播的重要途径，承担着帮助年轻人梳理

正确价值观的重要任务。时长1260分钟的《精

神的力量》 中间设置了大量正能量少年的赤子

之心与历史对话的内容，比如时代少年团的成

员们，他们以普通高中学生的视角，经历了一

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之旅。在青海广袤无垠的大

漠戈壁上，他们第一次走进我国建设的第一个

核武器研制和试验基地原子城。在泛黄的老照

片里，在简陋的旧设备上，寻找着老一辈军工

科技工作者在这里为新中国赢得大国地位而奋

勇攻关的印迹。对于“两弹一星精神是怎样形

成的”这个问题，相信没有什么方式比这样一

次思想的洗礼来得更加深刻了。少年们发自内

心的“要学习老一辈科学家勇于攻坚克难、追

求卓越、赢得胜利”的誓言，就是对精神领悟

最有力量的回答。

重温光辉历史豪情满怀，完成使命任务责

无旁贷。这种以时代精神关照年轻一代精神世

界的呈现方式充满了温度，不仅传递了红色精

神的内涵，也传达了未来可期的少年之志，从

而激励年轻一代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坚定爱国热情。

四、结语

在全媒体时代的生态环境下，在媒介形式

多样化的思维构建体系下，通过创新性的艺术

表达，提升节目内容供给质量、满足观众精神

生活需求，是主流媒体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路

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精

神的力量》 立足于年轻化视角，运用多元化表

达，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华，刻画共产党

人可亲可近的青春样貌，无疑为党史类节目的

创新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样本。节目既重温

了峥嵘党史，也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年轻人怎

样把“小我”融入到社会的“大我”之中，实

现人生价值的青春之问。当然，如何让更广泛

的人群学习、接受党史，如何寻找符合普通受

众精神需求的表达形式，以及如何有效帮助他

们领悟崇高精神的内核，增强文化自信，完成

这些目标，还需要节目制作方更为积极的探索

和实践。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