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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鸿维

为为““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立传立传
——“命题作文”的灵魂拷问

提起 《精神的力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是：“那不是一个电视剧剪辑节目吗？”的确，

就形态而言，电视剧剪辑占绝对主体，但是，

从哪儿剪？剪什么？如何剪？剪断后如何理不

乱？在一个从策划到开拍为期31天，从开机到

杀青为期仅 20 天，从接到任务到 28 集节目播

出完成全程为期仅 105 天的超高速项目运行周

期里，有许许多多的问号在边问边想中匆匆求

解，有许许多多的头绪在来不及厘清时一刀斩

断强行捋顺，有许许多多悬而未决的疑惑至今

没有找到破解之道。关于节目，偶有因无固定

模式反被谓之以创新之嫌，可能只是“乱石穿

空惊涛拍岸”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外收获吧。

《精神的力量》 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以博大精深的“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中的14种精神为主题制作的系列特

别节目，通过讲述每一种精神的来龙去脉折射

其伟大光辉，我们将其比喻成一个为“精神”

立传的节目。精神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为一

个概念“立传”，她的支撑点在哪里？在反复的

请示、汇报、沟通、争论之后，项目组达成的

共识就是三个字：讲故事。字少事大，如此宏

大的主题，围绕这三个字，这篇“命题作文”

如何破题？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特别节目”“党史

题材影视汇编节目”“党史学习可视化教材”

——在多个同位语下，节目还有更多的定语：

“吸引当代年轻人看的节目”“给普通人学习党

史的节目”“用影视剧说党史的节目”等等。在

媒体融合的今天，轻阅读和短视频成为信息传

播的重要手段，这样一档体量庞大、内涵厚重、

规则复杂的节目，如何留住观众的耐心？

当然，以“立传”来要求这个节目，其实

还是高看了我们这些并不专攻党史的媒体人。

况且节目的内容素材来源于影视剧。虽说都是

经官方认证大厂出品的作品，但文艺创作包含

细节演绎，细节经得起推敲吗？

我是谁——“寻访人”还是“宣讲人”？

每个影视创作者都在研究“破圈传播”，

《精神的力量》 也不例外。所谓“圈层”，是以

外化标准来划分人群的“虚线”。这其实是一个

外延化的定义，这条线本可以不存在。任何一

个圈层都由人组成，在人性的本色下，没有

圈层。

但我们不得不做“破圈”的思考。对于当

代人而言，共情、同理是与历史拉近距离的有

效方式，当今不少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因此引发

现实热点。今年最热的电视剧是 《觉醒年代》

和《山海情》，一部是历史题材，一部是农村题

材，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家国情怀，但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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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Z 世代”的喜爱和热议。在今天这个社

交藩篱高筑、人情交往相对淡薄的时代，“将心

比心”“感同身受”是焐热人心的情感动作。当

微博热搜出现“ 《觉醒年代》 yyds”的时候，

“yyds”正是每个人心目中那个有爱恨有温度

的自己。德国戏剧革新家布莱希特表达过，“感

情共鸣的原则在所有遵循传统美学原则的艺术

领域起作用，是传统美学的一根最基本的支

柱”。引证黑格尔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具有

一种能力，在虚构的现实面前能够产生和在现

实面前同样的感情。”

讲述者是节目构架中穿针引线的主体，他

们所携带的符号可能成为“破圈”的切入口。

“宣讲人”“寻访人”，这些都是 《精神的力量》

赋予讲述者的“人设”。基于传播效果考虑，节

目组首先聚焦了观众熟知度较高的演员。通过

反复了解、沟通和论证，最终呈现的15位嘉宾

分别承担了“宣讲”或“寻访”的任务。他们

包括：近年来多次扮演过领袖人物的演员侯京

健、刘劲；相关影视剧的主演陈数 （电视剧

《在一起》 中海军军医大学护士长陈如）、李易

峰 （电影《建军大业》中何长工）、印小天 （电

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知青田源）、尤

勇智 （电视剧《山海情》中李大有）；在影视剧

中扮演过历史人物的董勇 （电视剧《中流击水》

中李大钊）；具有身份符号、地域符号的讲述人

韩雪 （抗美援朝军人后代）、张歆艺 （对汶川地

震有深刻感触的四川籍演员）、邓恩熙 （生长在

重庆，熟读 《红岩》 的演员）。在一些主题中，

我们也选择了形象气质更符合主题特质的演员

张涵予、吴樾、于毅、宋亚轩、刘耀文等。《精

神的力量》 的历史年轮，从现代到当代，有很

多“亲历者”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下，节

目中长征路上成长的大学生、经历过抗震救灾

的普通人、抗疫一线走下来的医护人员等，以

亲身经历讲述“第一视角”的历史与思考。从

60 后到 00 后，从人民艺术家到青春偶像，再

到普通人，他们和影像资料的组合与联接，可

以被认为是节目追求“破圈”传播的“手段”。

但节目真正希望突破的“圈层”，是让观众通过

他们喜爱的文艺作品读懂一个时空距离遥远却

能产生同理心的年代，和他们熟悉的偶像一起

共悟每个年代的同龄人对家国、对生死、对青

春的情感和思考。

我在哪里——“沉浸”还是“间离”？

“沉浸式”，这是我们在节目策划之初摸索

呈现方式时提出的概念。作为一个表达超级体

验感的热词，“沉浸式”击中了很多人的镜像神

经元。虽然这个概念并不成熟，却在后来经常

被引用在各类节目评论中，经过广义解释后也

不无道理。

环顾当下强调体验感的各类社会文娱活动

——沉浸式戏剧、影院、餐厅、KTV、展厅、

婚礼、游戏等，“沉浸”是一种手段，一种在

3D、4D、5D、……ND 的阶段提供给人类无限

接近事物第一视角的手段。然而，我们的节目

做不到无限包裹感的“沉浸”，此“沉浸”非彼

“沉浸”。我们最初提出的“沉浸”比较狭义，

仅仅用于描述嘉宾在影像环境中的活动。现在

看来，比“沉浸”更适合的表述概念应该是

“间离”。

间离是布莱希特专门创造的戏剧学名词。

它的同义词是“陌生化”，就是“把事件或人物

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

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①间离

效果体现在演员表演、导演处理、舞美手法、

音乐处理、以及戏剧结构和文本修辞等方面。

“就表演而言，演员不能以达到与角色情感共鸣

为满足，舞台演出亦不能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

鸣为宗旨，而是应该迅速采用间离手法，从情

感共鸣的状态中超越出来。”②

《精神的力量》由两个模块构成：影像 （影

视剧、纪录片） 资料+嘉宾表述。这两个模块

在时空和人物关系中始终存在距离，不可能完

全一致。我们遵循思维逻辑的规律，在编织这

两个模块时，通过文本阶段的预设、讲述嘉宾

的身份设定、舞美和舞台表演的戏剧化处理、

镜头运用和后期特效的手段调用等多种方式，

用“陌生化”的理念去剥离常态下观众熟知的

信息，让人物的立场和历史产生暂时的、特定

场域下的联系。在“遵义会议精神”中，讲述

人侯京健在戏里戏外不同的时空里穿行在遵义

会议会址和红军街，甚至以毛泽东的角色造型

在娄山关的浓雾中朗诵《忆秦娥·娄山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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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的任务还是带着演员的视角去探寻历史的

脚印；在“井冈山精神”中，李易峰数次走进

历史的场景里，他在感悟和缅怀之际，走进情

景区体验一根灯芯、一把扁担折射的伟人光环，

却始终保持一个后代青年人回望历史的景仰之

情；在“抗美援朝精神”中，导演运用了时间

凝固的影像特技，让韩雪“沉浸”于战场，但

并不改变韩雪作为寻找军人基因的女演员身份，

“在感情上与角色保持距离，不把自己放在角色

的地位上，而应把自己放在角色的对面”。任何

创作手法都服务于调动观众的主观能动性，引

导其保持理智的思考和评判，“间离”，更自然

地把观众带进了思考的场域。

我往哪里去—— 《史记》 还是 《资治通

鉴》？

给“精神”立传，不是图解精神，而是在

有限的篇幅里厘清每一种精神的来龙去脉，用

核心内容吸引普通观众主动观看和倾听。难度

在于，这个“传”牵连着党史的脉络，她的依

据必须是正史，有官方论证过的观点，容不得

随意增删，更容不得自行判断。

虽是“立传”，但体例真的应该是纪传体

吗？创作之初，笔者曾经和文学指导老师反复

探讨，给“精神”立的“传”究竟应该是 《史

记》还是《资治通鉴》？是《水浒传》还是《三

国演义》？是文采卓越的人物史，还是体例严

谨、史料充实的政治史？是以大时代中的大人

物来推动，还是以大事件中的小人物为主角？

一百年间，点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每一处坐标，都能展开波澜壮阔的历程，闪

耀精神之光。承载这样的历史，必须以体例严

谨、史料详实为创作思想。《精神的力量》是精

神的“纪传”，却是政治内涵丰厚的历史，必须

以史实为依据，以官方论断为导向，从严肃客

观的角度而言，应为“编年体”的党史。面对

影视剧素材所带来的局限，我们只能在创作过

程中下功夫去“死磕”史实，严格取舍，多方

求证，反复质疑，力求精益求精。从台本把关

开始，我们随时请教有深厚文史积累的文学指

导，但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仍显有限，文本初稿

形成之后，我们坚持逐级审稿，并请党史专家

推敲细节。

《精神的力量》 中 14 种精神都有官方定义

具体内涵，每一种精神形成于每一段历史进程

中。追溯这个历程，恰恰是我们要讲的“故

事”，有领袖人物在指挥作战、矛盾化解、思想

总结中逐步挖掘思想宝藏的大事件，也有他们

在小事件中彰显的才华智慧和人格魅力。历史

是由无数个个体共同推进的，在每一段历史的

洪流奔涌中，普通人所注入的能量同样熠熠生

辉。因而，在 《精神的力量》 所铺陈的宏大叙

事中，我们注入了“南陈北李”的理想之光、

“中共一大”亲历者王会悟的访谈资料，也展现

了“诗人毛泽东”的慷慨诗词和与斯特朗探讨

“PAPER TIGER”这样鲜为人知的桥段等。

“讲故事”和“立传”，看上去是两个相向

而行的动作，却也并非做不到同向而行。它们

的重合处就是史料详实、表述严谨、有真情、

有思考。《精神的力量》是一个以“紧拉”的节

奏完成的“慢唱”作品，有很多来不及修的毛

边，也有很多来不及点的“龙睛”……一门

“遗憾”的艺术，这是一个电视人从业多年最有

效的“安慰剂”。

参考文献：

①②百度百科。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节目中心）

遵义会议精神（上） 遵义会议精神（下）

抗美援朝精神（上） 抗美援朝精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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