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1·4

▲…
…

…

………

创新专辑

吴 芸

浅谈主旋律创作中的浅谈主旋律创作中的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真与简
——触摸《精神的力量》之“抗疫精神”

2021 年，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

献礼致敬之作不胜其数。全媒体时代之下，电

视这个大屏幕在这一场正面宣传的比拼中，在

去娱乐化的要求下，颇有些异军突起的感觉。

浙江广电集团推出的特别节目 《精神的力量》，

以传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鲜明主题，

回望百年党史，赓续红色血脉。节目自播出以

来 备 受 关 注 ， CSM63 城 市 组 收 视 最 高 达

1.266%，同时段持续领跑，全网相关话题阅读

量突破6亿，这样的成绩着实出乎人们的意料。

精神谱系，探寻的是百年时光里的红色坐

标。对于如今的年轻人而言，这些至多是课本

里依稀背诵过的一个个名词解释，枯燥而陌生。

主旋律节目究竟如何才能让那些埋首小屏的受

众投来关注的视线，让人提起探究的兴味？

一、没有了娱乐，是否就失去了观众

作为《精神的力量》众多创作者中的一员，

初次接到任务，心底的忐忑不言而喻，细数精

神谱系中的这些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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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等等，如何将枯燥乏味的党史进行生动展

现，并且是在去娱乐化的要求之下，这无疑是

一项艰难的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节目拥有一项得天独厚的

优势，那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影视资料，从经典

历史题材影视剧中选取百年党史的诸多细节，

让高度概括的精神有了基于史实创作的剧情的

依托，“精神”不再是口号式的宣传鼓动，而有

了扎实生动的落脚点。

然而电视剧的优劣差距之大，有目共睹，

多少“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被沦为笑柄，好

在以热度从年初延续至今的《山海情》《跨过鸭

绿江》《觉醒年代》为代表的一系列电视剧，尤

其是 《觉醒年代》，目前豆瓣评分已高达 9.3

分。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启示。心

理学研究表明，生活在客观世界中的人们面临

着各种各样的刺激，但人所感受到的只是引起

他注意的少数对象。由此可见，在信息传播过

程中，想方设法抓住受众的眼球是多么重要。

在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下，受众的注意力就是

媒体创作的动力。不过，像 《觉醒年代》 这样

一部主旋律年代剧，没有爱情没有搏眼球搏出

位的元素，却依旧可以让年轻人趋之若鹜，在

这一点上不禁令人感慨万千：原来讲述党史的

故事也可以生动和深刻并存，真实和艺术齐驱。

由此，节目的成功不一定非得要博眼球，

主旋律不为枯燥背锅，并不是只有娱乐才能让

观众停留，真诚而真实地讲述历史，丰富且饱

满地刻画人物，一场心灵的净化与洗涤，不亚

于一阵阵无脑爆笑后的压力释放。创作者用了

多少的诚意，观众是能够感受到的，即便是党

史学习教育，同样可以高朋满座。

二、讲述人究竟是全篇的主角，还是配角

有了影视内容作为“精神谱系”的血肉之

后，为了串联、承载起每一种“精神”主题，

我们还必须通过叙事逻辑重新建构每一种“精

神”主题的骨骼。在这个时候，讲述人的参与

抗疫精神（上） 抗疫精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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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变得必不可少。特别节目 《精神的力量》 精

心选择了董勇、李易峰、张涵予、侯京健、韩

雪等影视演员担任不同“精神”主题节目的讲

述人或寻访者，带领观众重返历史场景，解读

“精神”内涵。

邀请演员作为讲述人，除了看中他们的台

词、表达功力之外，自然也看中了他们所自带

的流量。好不容易邀请来的演员，在每一种精

神90分钟的时长中，究竟要怎么用？自然也是

每个导演反复思量的事情。

以“抗疫精神”为例，讲述人陈数作为

“抗疫精神”代表剧集 《在一起》 的主要演员，

她所出演的 《火神山》 单元，可以说是全剧中

偏弱的剧集。那为什么偏偏要选陈数作为这一

“精神”的讲述者呢？演员的档期固然是一个重

要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正因为陈数在整个剧

集中的不突出，反倒成全了她穿针引线的合理

性。如果换成雷佳音，棚内讲述一结束，进入的

剧情又是大段大段以他为引子，或直接就是他演

绎的故事，这样的讲述人反而会冲淡观众对

“精神”的领略。我们寻找的讲述人需要与“精

神”相关，但同样也要与剧情保持距离，从剧

情跳脱开来。他 （她） 的功能是直接与观众对

话，打通舞台上的“第四堵墙”。布莱希特看到

梅兰芳穿着西装在酒席间表演戏剧而深受启发

的“间离效果”，也正是这里所需要的。

讲述者要做的是提炼“精神”的艰辛历程，

是真挚的解读感怀。只有淡化了讲述者这一角

色，才有可能跟着他，进入“精神”的故事之

中。比如，“长征精神”中的张涵予语言精干历

练。他质朴铿锵的讲述，串起了“半条被子”

“一张法文地图”“一块豆腐”等 8 个长征中的

故事，引领观众进入到那一段共产党人艰苦卓

绝的岁月之中，不知不觉间90分钟的时间一晃

而过。

同样，在“抗疫精神”中，陈数也不是主

角，在主舞台的下方，专门摆放了3张小沙发。

讲述的间歇时间，陈数就会坐在其中一张小沙

发上，此时她有着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便是

聆听者。我们希望能淡化陈数作为大明星的身

份，把她作为一个和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巨大

灾难的普通人来处理。除了剧集之外，把更多

的时间留给在这场疫情中，用他们的臂膀扛起

“抗疫精神”的医护人员、外卖小哥、社区工作

人员以及志愿者等这些不平凡的平凡人身上。

我们把和剧情有关联的亲历者也请到了演播现

场，把主舞台留给了他们，请他们讲述自己的

故事。陈数和电视机前的我们一样，都是一个

聆听者。这是一场由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挺身而

出、逆风前行才赢得的胜利，所以也只有他们

和他们的故事，才是这一精神真正的主角。

所以，明星演员自然是亮点，但最终能吸

引人的，还是故事化的表达，以及人的故事。

三、演播厅讲述故事的方式是否已经落后

《精神的力量》 节目形态是讲述者+影视剧

集的内容。对于外景寻访来说，讲述者的参与，

配合历史遗迹，自然会增强可看性。然而除了

7支团队全部在外景完成之外，另有7支团队以

棚内摄制为主。棚内导演最大的顾虑是，演播

厅单调的讲述，是否已是落后的手段？

2008 年初，辽宁电视台携手著名演员王刚

打造的一档品牌栏目《王刚讲故事》，以“一样

的故事，不一样的讲述”为标签，引燃了一大

波演播室故事讲述节目的热潮。2009 年 2 月，

北京电视台推出了纪实栏目《档案》，由一个极

具个性化的主持人现场讲述，还把幻灯机、16

毫米放映机、影像资料、图片、道具、历史器

物等，都变为故事讲述的必要环节和故事推进

的关键手段，把以 《王刚讲故事》 为代表的这

一节目形态推向高峰。

如今，当央视业已推出 《典籍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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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戏剧舞台搬上屏幕，融合“历史空间”“现实

空间”，在历史空间中采用影视化拍摄手法，结

合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舞台技术对典籍

故事进行可视化呈现，技术运用之丰富，堪比

满汉全席之时，我们还只是一个舞台，一个讲

述者单纯讲述，这样寡淡的形态是否会被观众

厌弃？

在演播厅里，除了讲述人主舞台的搭建，

我们还配备了两边的侧舞台作为情景再现区域。

比如，“特区精神”中的讲述人印小天，不断地

穿梭于几个情景再现的场景中，通过情景再现

区域，将讲述与剧情自然衔接过渡。

然而更多的时候，演播厅讲述的部分采用

的是最简洁的黑色背景。都说大音希声，大象

无形，毕竟我们这是在做一个去娱乐化、去主

角化的主旋律节目的尝试，宽阔的舞台只有一

束光、一位讲述者。摒除多余的画面，或许才

能更清晰地听清历史的脉动。有时候大道至简，

确实不必太复杂了。

日本有一部专为 4 岁以上儿童拍摄，对孩

子进行思维认知和美育启蒙的专题片叫 《啊！

设计》，形式非常简单，就一个惊讶、赞叹的语

气词“啊”，不但可以成为主题曲，也可以成为

设计的主题。在每一集中，它必有一个“拆解”

的单元，不论什么东西，吃的蔬菜、水果，穿

的鞋子，用的自行车、计算器，凡是所见之物，

它都用了最笨拙的方式，一点点拆解、排队、

归类，又重新复原。但就是这样一个傻得不可

思议、麻烦得要死的环节，让众人惊叹，啊！

原来还可以这样！节目的诚意与好坏，也在这

笨拙中流露。

简与繁其实没有优劣之分，关键还是要看

内容与形式是否相符。节目形式千变万化，千

姿百态，说到底，还是要秉着真诚之心认真对

待，无论长纪录片还是短视频，无论主旋律还

是商业片，功夫花下去了，又怎会有不好看的

节目呢？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

焦征远

沉浸式党课的沉浸式党课的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力量
——《精神的力量》之“井冈山精神”创作体会

“那是一道光，划破苍穹、穿越时空，来自

‘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的精神之光……”当李

易峰走进演播厅那一道光中，开始述说井冈山

斗争的历史，我们走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

中一个熠熠闪光的时空坐标中。

井冈巍巍，征途漫漫。中国革命这条独特

的道路是怎样开辟的？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

能够存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带着几个

“历史之问”，今年 3 月，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

频道专门成立了以焦征远为主的创作专班，搜

集资料、访问学者、田野调查，开始创作 《精

神的力量》 第二期节目“星火燎原——井冈山

精神”。我们重走黄洋界的挑粮小道，沿着八角

楼的灯光，追寻穿越时空的信念之光、思想之

光、精神之光。当我们把这些“搜集”的光汇

集在演播厅时，带给观众的是一堂具有沉浸感

的生动党课。

一、重构时空隧道 激发沉浸式党课的

力量

在历史的进程中回望党的成长壮大，聆听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奋斗求索，

让年轻人能望见精神之光，汲取精神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