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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专辑

左言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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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力量》创作启示

在全国上下掀起党史学习热潮之际，主流

广播电视媒体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渠道，

如何做好党史节目、讲好党史故事，是摆在每

个媒体人面前的时代课题。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特别节目 《精

神的力量》，以其独特的节目风格和创新形态，

成为活跃在荧屏上众多党史节目中的亮眼之作。

该节目突破电视体裁的类型壁垒，开创性地通

过“电视剧汇编+嘉宾宣讲+采访解读+外景拓

展”等多维度呈现方式，成为党史学习教育可

视化的探索之作。笔者作为 《精神的力量》 的

主创成员，愿将节目创制过程中形成的体会与

经验做一次分享。

一、多种电视手段的综合运用

《精神的力量》以传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为鲜明主题，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

建设、改革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个伟大精神坐

标作为表达内容。从枝繁叶茂的“精神谱系”

中选取了红船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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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精神和

“脱贫攻坚”精神进行细致描摹。

在这样的节目立意设置下，严肃严谨的党

史如何生动准确地表达、抽象凝练的精神如何

做到感染人心，成为节目主创思考的问题。“百

年党史犹如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不受节目形

态类型所限，要调动一切影视手段进行挖掘。”

主创团队在策划调研后达成了一致共识。各类

电视艺术手段的高度融合、冲破类型壁垒，成

为 《精神的力量》 创作的破题关键。最终形成

了“电视剧汇编+嘉宾宣讲+采访解读+外景拓

展”多维度高融合的表达方式。节目以影视剧

集作为画面内容主要呈现的同时，大量“红色

地标”的实景拍摄，与剧情内容相互穿插呼应，

拓展了节目的表达空间；调用了珍贵的历史资

料和亲历者采访，如中共一大的亲历者王会悟

老人的采访资料，为影视剧的艺术表达增添了

实证；借助“红色文物”的出现，如红军战士

的“牺牲带”，红军进驻贵州遵义后发行的“红

军票”等，丰富了历史细节；各类演绎形式和

舞台呈现，如陕北民歌“骑白马”、方舱医院

“武汉加油墙”等演绎，让节目的总体呈现更加

活泼多样，不拘一格。

二、激活红色影视作品，“剧”与“史”相

结合

涉及严肃主题时，纪录片往往被认为是最佳

载体。但《精神的力量》创作团队认为严肃主题

更需要生动表达，才能达成较好的呈现效果。于

是节目主创将目光聚焦到红色经典影视剧中，并

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我们惊喜地发现一些

制作精良的重大历史题材剧、正剧遵循历史客观

史实、表述严谨。但在编剧、导演的戏剧化处理

后，故事性和可看性增强，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党

史学习教育的刻板和教条。不管是早些年的《长

征》《红岩》《解放》等经典红色剧集，还是近年

来的《山海情》《在一起》《觉醒年代》《大浪淘

沙》 等大热的口碑之作，这些影视作品资源都

两弹一星精神（上） 两弹一星精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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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回顾百年党史、传扬精神内涵的优质载体。

激活优质的影视资源，创作团队率先确立

了以优秀经典剧集作为节目主要的画面呈现和

内容担纲。为此 《精神的力量》 精心挑选了 50

余部影视剧作为素材基础。但这样的设置也给

主创团队带来了更大的业务考验。

一方面各主创人员要对所涉党史内容做好

充分的知识储备。为此节目组查阅了大量的党

史资料、书籍、文献；抵达上海和嘉兴“一大”

会址、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等历史发生地做

实地的探访调研；向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

心、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

物馆、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等党史专家

学者请教，并对文案作最终的审核把关，以非

常严谨的治学态度面对这次创作。

另一方面，不同的影视作品即便对同一历

史事件的演绎和戏剧加工的方式都有不同，哪

一种表述更为准确、更具概括性、更能有效地

传递精神内涵，都是主创团队必须要考虑的。

同时，主创团队要在超过1500小时的影视素材

基础上进行选择，一边看剧一边与相关党史反复

比对。这也成了节目组在选取素材内容时的工作

模式。节目主创对每一种伟大精神阐述的节目框

架的设计是细致谨慎的。节目借鉴的是纪录片创

作的逻辑结构，而影视剧素材的撷取从某种意义

上讲更像是纪录片中的“再现”与“搬演”。所

以节目在创作中不限于影视剧的原有表达，而是

将其为我所用。在每种精神 90 分钟的时长内，

我们将反映该种精神的四五部剧集，重新剪辑解

构，各剧之间相互穿插、补充印证。可以说是对

成熟影视作品的二度创作。《精神的力量》以史

为“骨干”，以剧为“血肉”的结构搭建，为党

史学习教育更贴近大众探寻出了一条路径。

三、借助“讲述人”“红色地标”与观众共情

对于党史以及主旋律节目的表达，不能一

味地追求宏观叙事，从头到尾以“高举高打”

“全能全知”的视角去解构节目，而要形成真实

的情感去打动观众、贴近观众。《精神的力量》

借助宣讲嘉宾和“精神发源地”的实地寻访，

充分地讲述了党史故事。

《精神的力量》引入了讲述人的角色，邀请

了侯京健、刘劲、董勇、张涵予、尤勇智、韩

雪、陈数、张歆艺、李易峰、吴樾、邓恩熙、

印小天、于毅等正能量艺人。这些嘉宾的介入

对节目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首先，许多嘉宾以

“剧中人”的身份出现，如毛泽东的扮演者侯京

健、何长工的扮演者李易峰等，让观众能够从

他们扮演的角色“移情”至历史上的真实英雄

人物；其次，嘉宾以普通人的身份，给予观众

一个回顾历史的视角和情感共鸣的支点。例如

抗美援朝精神中，韩雪的爷爷曾是一名光荣的

志愿军战士，她追寻祖辈的足迹来到鸭绿江畔，

找寻自己的红色血脉；张歆艺作为地震亲历者

重回汶川，回忆与父母失联的难忘记忆。从艺

人嘉宾的个人经历和身份出发，以这样一种方

式与观众建立起了情感的共鸣，也让观众更有

带入感地进入到历史空间中。再次，艺人的加

入也起到了增加节目关注度和引流的效果。节

目尤其强调通过充分发挥青年演员的带动作用，

用年轻人的力量相互感召，形成正向舆论氛围。

节目中“红色地标”即精神发源地和历史

发生地这一重要元素的介入，又成功地在宣讲

嘉宾和影视剧之间起到了衔接桥梁的作用，能

够使其二者形成有机的整体，从而避免嘉宾的

讲述部分和剧情内容在形式感上脱节，变成

“两张皮”。

“红色地标”的现场感和丰富性，拓展了节

目的时空维度。嘉兴南湖上的红船、遵义会议

的会址、陕北延安的宝塔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百

年辉煌的重要见证者。同时，也成为艺人嘉宾在

讲述时的情感依托。重庆本地女孩邓恩熙来到重

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白公馆、渣滓洞等地，展示

了这座城市英雄的另一面。宋亚轩、刘耀文两位

中学生探访青海草原深处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引

发了观众，特别是同龄人“少年强则中国强”的

强烈共鸣。节目组在紧张的拍摄周期内，跑遍

了全中国的 12 省 19 地，宣讲嘉宾与观众一起

分享伟大精神的滋养与洗礼。

《精神的力量》用影像为党史学习教育架设

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借助电视手段的综合运用

传扬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党史学习教育可

视化探索出一条独特路径，也为党史类节目及

主旋律题材节目的创新表达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总编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