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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将迎来建党 100 周年，多部献礼剧被提上
了日程，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波澜壮阔历程的电视
剧《光荣与梦想》就是代表作之一。该剧由著名导
演刘江执导，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之中。如何让这
样一部鸿篇巨制的主旋律作品更深入地走入观众内
心，刘江表示，影视作品比拼的是审美，充分了解
当代受众的审美喜好和价值追求，把内容做实，把
呈现形式做新，打造更好的视听燃点和情感共鸣点，
是《光荣与梦想》创作的重点，也将拉近历史与现
实的距离。

谈内容

从中共一大拍到抗美援朝

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光荣与梦想》时
间跨度大，纵贯从中共一大到抗美援朝 30 余年历史
岁月的风风雨雨。该剧于今年 7 月 1 日在横店开机，
因为工作量巨大启动了 3 个组同时拍摄，目前已完
成大部分拍摄进度。刘江导演介绍，剧中真实历史
人物超过 400 人，场景多达 700 多个，还有反季节
拍摄，这些都增加了拍摄难度，但整个剧组斗志昂扬。

百年前的首批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中担负起
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这段故事多次在荧屏展现，
而如何铺陈风云涌动的时代画卷，讲述好那些值得
被纪念的大时代故事，一直是创作者们不断探寻的
问题。《光荣与梦想》对已有作品中表现较多、观
众熟悉的历史事件简要描绘，将重点放在过往影视
作品中鲜少涉猎的内容，剧情在一些新发现的史料
或以前表现不足的地方进行了拓展，对“黄埔军校
的道路选择”等从未呈现过的历史细节进行了还原。

在刘江看来，讲好故事永远是一部影视作品的
基础，“故事的规律告诉我们，艺术的真实永远是
故事通往观众内心的桥梁，只有故事里的人物充满
了真实的人性，观众才能透过荧屏看到自己，才能
产生观片的愉悦。”因此，创作出“艺术的真实”
要渗透到拍摄的方方面面。“这需要创作者掏心掏
肺掏情感，拼天分拼学识拼经验，拼对人性的挖掘，
拼对艺术的理解，最后才有可能创作出一个让观众
相信的‘真实的故事’。”这也是刘江跳出常规献
礼剧的叙事思维，找到的连接现代观众与过往历史
的那座桥梁。

谈创新

把伟人拉回到凡人来拍

《光荣与梦想》中的杨开慧与以往革命历史题
材作品中的人物呈现有很大不同，剧中除了展现杨
开慧坚定的革命者意志，更突出了人物作为妻子、
母亲的情感，将她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刻画。在历史
的留白处，剧情展开了合理的想象空间，杨开慧就
义的片段中，以诗意化表达展现了毛泽东、杨开慧
这对革命伉俪的深情，令人动容。

刘江的视角，是把伟人拉回到凡人来拍，这样
观众才能明白伟人的伟大。“什么是伟人？他首先
得是一个凡人，只是他在重要的关头做出了不平凡
的选择。”

让伟人回归凡人，是将领袖人物艺术真实化的
关键一步。刘江说，当观众发现伟人们也会哭，也
会笑，也会痛苦，也会无奈，中弹了也会疼的时候，
观众的代入感就慢慢建立了。接下来，再将这些“真
实的伟人”放进观众更乐于接受的类型剧里，那么
原本在人们概念里的党史，就变成了史上最惊心动
魄的励志故事，这里面有谍战戏、战争戏、爱情戏，
有千钧一发，有绝处逢生，有妻离子散，有国破家亡，
有忠诚与背叛，有投机与信仰，有平凡与伟大。

谈创作

见人性、见诗意、见细节

近些年主旋律作品艺术形式更多元，其中的年
轻化表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刘江坦言，自己
在创作中没太想迎合年轻人，但希望影响年轻人。“我
希望通过内容、手法以及审美上的创新，让作品被
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

刘江认为，影视作品比拼的是审美，只要讲故
事的方式足够贴近年轻观众的生活与想法，他们并
不排斥主旋律剧。比如在表现革命者成长的叙事中，
始终贯穿人物对社会和人生的叩问思考，对生命意
义的积极追寻。“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感受到革
命者少年立志的远大怀抱、青春激荡的生命活力、
丰富饱满的情感世界和坚忍顽强的拼搏精神，用文
艺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对当下青年人的成长具有

积极意义。”为此，刘江力求在作品中尽可能处处
见人、见人性、见诗意，用唯美手法打造史诗。

《光荣与梦想》设计了别致的开头和结尾，第
一幕是 1982 年杨开慧烈士藏于故居的手稿被发现，
通过一首五言诗将观众带回到 1919 年。全剧的最后，
画面从 1954 年国庆阅兵过渡到 2019 年国庆阅兵。
刘江表示，剧中对细节的捕捉，不仅体现出创作团
队钻研党史所下的功夫，也是大家一直以来秉承现
实主义创作态度的体现。党史是常识，对于创作者
来说，考验的就是对历史、人性和生活的理解深度，
创作中过瘾的地方也在这里。

谈表演

求神似而非形似

在演员方面，《光荣与梦想》起用了侯京健、
黄晓明、刘劲、高圆圆、李晨、李小冉、聂远、王丽坤、
吴刚、倪大红、曹可凡、马少骅等数十位资深戏骨
和青年实力演员。刘江要求演员们突破以往脸谱化、
概念化的历史人物形象的演绎，要能够与观众产生
感应，增强沟通感。

剧中 40 多个重要角色，每一个加盟的演员都是
刘江心中的最佳选择。其中，由王劲松扮演的蒋介
石打破了很多人脑海中对历史人物固化的脸谱和形
象。实际上，王劲松本人对历史故事、对被逼迫到
历史缝隙中的人性非常着迷，蒋介石也是他最想演
绎的历史人物之一。“以前没人找他演蒋介石，而
这次我是毫不犹豫，第一选择就是他。王劲松也是
憋了一辈子就想演蒋介石，所以这是一种缘分。”
刘江开玩笑说，自己在监视器前天天看王劲松演的
蒋介石，都忘了蒋介石长什么样了，“他们长得不像，
但他看着就是蒋介石，就得演到这个份儿上。”

刘江向所有演员传达的创作思路是求神似，而
不是形似，演出灵魂。“当然形似是很重要的，但
我们塑造人物不是让你演一个替身。所以我跟每一
个到组的演员说：你就演自己，造型我已经帮你了，
剩下的交给你，从你的内心里面找这个人物，而不
是向外求这个人物。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真正创
造出一个能够跟观众有感应的角色。”

该剧将于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当天播出。（来源： 北京日报 记者 / 邱伟）

《光荣与梦想》献礼 刘江：
影视作品比拼的是审美

导演刘江（右二）现场给演员说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