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格与诗韵的交融
■刘学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文艺处处长)

以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
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不胜枚举，
成功之作为数不少，50集电视
连续剧《毛泽东》属于其中有创
新性的作品。

该剧以全景视角， 把全球
叙事、 家国叙事和个人叙事有
机结合起来，具有广阔视野、宏
大格局和史诗品格。 全剧在国
际大背景下表现中国革命的历
史进程和毛泽东探索奋斗的起
落沉浮。 情节发展的背景和脉
络上， 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波谲云诡、 国际共运的风云突
变、中国全民抗战的波澜壮阔、
国共两个阵营的兴衰成败，这
些大的历史叙事赋予全剧内容
的厚重感和审美的力量感，体
现了创作者的叙事功力， 同时
也表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
的世界意义。 该剧在大的历史
流转中， 注意把毛泽东还原于
普通生活， 展现其普通人的一
面，写他的理想、学业、工作、交
友、爱情、婚姻，既袒露家国情
怀，又不回避儿女情长，揭示普
通的人性人情， 使其艺术形象
血肉丰满、真实感人。对毛泽东
家事的描写是全剧的感人篇
章。 他在父母不同方式的关爱
下成长，对父母的孝与痛，毁家
纾难、 带领弟妹投身革命的坚
决果敢，对妻子的爱恋，对岳父
母的敬重，对孩子的愧疚等，成
就了有血有肉的“这一个人”。
毛泽东给母亲洗脚的情景，母
亡后写《祭母文》的情节等，催
人泪下，感人至深。对毛泽东与
父亲关系的独特表现， 也是过
去影视剧里没有过的。

在历史的端庄和厚重之
外， 作品还充溢着一种诗意的
灵动和浪漫。 剧中反映毛泽东
在陕北的生活，显得舒缓自如，
与其说是运筹帷幄的军事指
挥， 毋宁说是浪漫潇洒的艺术
挥洒；重庆谈判的剑拔弩张，仿
佛一场诗意旅行； 毛泽东和斯

特朗的戏，毛泽东与马夫的戏，
都充满了纪实与写意的诗意。
可以说，看电视剧《毛泽东》，既
可获得史的启迪， 又能得到诗
的陶冶。

让领袖形象在人民中
闪光
■刘绍峰（中共湖南省委宣传
部文艺处副处长）

《毛泽东》 这部以湖南团队
为主打造的大型电视剧集中了
众多领导、专家、文艺工作者的
智慧，凝聚着人们对人民领袖的
深厚感情， 是近年来影视创作，
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的一部扛鼎之作， 堪称史诗。该
剧塑造领袖形象的独特理念和
方式尤其值得称道。

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
创作都是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
事件的， 在艺术创作中很容易
走到英雄创造历史的老路上
去。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开国元
勋， 在这方面尤其需要注意准
确把握、 拿捏， 做到既尊重史
实，又避免“高大全”、把领袖神
话。电视剧《毛泽东》在创作之
初，就确定了塑造“人民领袖”
的艺术定位， 并贯彻到创作生
产的每个环节， 站在时代社会
的高度， 把毛泽东还原成一个
普通的农家子弟， 描摹出一个
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人”。

剧中， 青少年毛泽东求知
欲强、敢作敢为、勇于担当，这
种个性，使他在父母的眼里，更
近似于现在的“问题少年”，是
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教育帮助，
让他逐步成长成熟。 这种视角
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要求，符
合历史真实， 是最能让观众接
受的艺术形式。成年后，他探求
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电
视剧在展现他挥斥方遒的诗人
气质、 指挥若定的战略家风采
时， 突出表现他在革命实践活
动中与劳动大众的密切联系，
展示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树立
了人民意识，形成了群众观念，
使他的思想和行为有了深厚的

根基，得到正确表达。他始终坚
持人民立场，代表人民利益，以
为人民服务为旨归，反抗专制，
追求人和民族国家的自由解
放， 从而使他及其领导的中国
共产党站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
制高点上， 赢得了全国人民的
衷心爱戴和拥护， 为建立人民
共和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该剧
为达成这一目标， 铺陈了大量
感人的细节。如，他深入群众调
查研究， 现场调解老百姓的婚
恋纠纷，与战友同志亲密无间、
襟怀坦荡等等。 该剧也写了他
与杨开慧、贺子珍的真挚情感，
对儿子毛岸英的严格要求和父
子情深， 十分贴切地挖掘他为
人夫、为人父的普通人情感。他
对待自己的马夫老孙的情节尤
为精彩，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
用。全国解放前夕，中央离开西
柏坡时， 马夫老孙得知毛泽东
有车坐了，用不着骑马了，不辞
而别，悄悄请求调离。获悉情况
后， 毛泽东在中央机构已准备
好出发进城时耍起了小性子，
一定要把老孙找回来， 否则就
不出发。进北京后，他如约请老
孙坐在一起看戏， 却忍不住烟
瘾， 不顾危险私自一人外出抽
烟， 在党小组生活会上受到老
孙的尖锐批评。 他开始似有些
强词夺理的辩解， 以及最后诚
恳的检讨， 非常深刻地揭示了
领袖在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
之外， 同时作为普通人的真性
情，塑造了一个情感充沛、与人
民心连心的领袖， 有着感人至
深的力量， 极大地丰富了他的
艺术形象。

这是个重塑理想的时代。
“中国梦”正在激活我们曾经失
落的“人民”意识，唤醒曾经沉
睡的理想主义情怀。电视剧《毛
泽东》 把握住了这一时代发展
的主旋律， 把领袖形象塑造寓
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
中， 把毛泽东还原成一个有血
有肉的人， 让今天的人们更好
地认识他、理解他、崇敬他，也
更准确地掌握民族国家走过的
那一段峥嵘岁月， 为重大革命

和历史影视创作提供了新的经
验和启示。

肃然发现，心灵震撼
■潘一尘（湖南省潇湘电影制作
厂原副厂长、国家一级编剧）

看完《毛泽东》这部剧，最
大的感慨是发现、震撼。多年来
看过表现毛泽东的影视剧不下
数十部，每受启迪，多有激动，
而本剧第一次集中地展示他一
生中半个世纪的天地沧桑，风
云激荡，山穷水复，出生入死，
大略宏图， 雄视天下。 古往今
来，能有几人？肃然发现，心灵
震撼。这种感觉，从未有过，我
很珍惜。

给我留下鲜明印象的是对
毛泽东形象的塑造， 除了我们
已熟知的写法外， 本剧颇具新
意。比如，对他的机敏、豪气、自
信、强势乃至张扬个性的勾画，
血肉丰润，富有神韵。他与父亲
的“对手戏”也不再像以前那样
过于强化一个“斗”字，而是充
盈着骨肉情愫， 感人至深。比
如，闻讯母亲病重，他抛开一切
赶回故乡，厮守床前的戏，令人
泪垂。 尤其是与杨开慧爱情的
描写，数处如诗如画：冰湖上爱
之表白，境界全出；杨开慧与孩
子们唯一的合影照，他之歉意，
妻之凄然，应为全剧“戏眼”之
一，悸动人心，余韵袅袅。总之，
情感戏好，实属难能。

一个人与一个党的成
长史
■龚旭东（三湘华声联合编委
会副总编辑， 湖南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

湖南已多次拍摄红色题材
及毛泽东的影视片， 在这样的
状况下， 再拍带有毛泽东传记
性质的长片， 从他小时候一直
到新中国成立这么长时间跨
度，难度非常大。从这个意义上
说，史诗传记片《毛泽东》是一

个挑战。尽管在内容上、艺术上
还有一些值得打磨的地方，但
总的来说是一个超越。

这种超越，一是体现在对毛
泽东的整体把握上。从毛泽东小
时候一直到经历几十年的国内
革命战争建立新中国，对这个历
史进程的整体把握， 对毛泽东
“这个人”、 这个党以及这段历
史的关系的处理， 整体上来说
是得当的，有很多闪光点。过去
拍毛泽东的影视片基本上都是
选取一段经历， 这是第一次全
景式地反映作为“一个人”的毛
泽东的成长， 以及与此同时在
毛泽东率领下中国共产党的成
长与成熟。这种把握不容易，在
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挑战性，但
《毛泽东》 经受住了这个挑战，
并很好地实现了超越。

第二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是， 过去的文艺作品比较多地
把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来处
理， 然后慢慢地意识到毛泽东
也是一个普通人， 有普通人的
人性、 情感和喜怒哀乐。 我用
“一个人的成长”来描述《毛泽
东》，因为这部作品较好地表现
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偏僻的、封
闭的农村出来的孩子，怎么样一
步一步成长为一位有宏大气度、
有深刻历史感现实感、能够领袖
群伦、率领人民进行一场翻天覆
地革命的领袖。这个过程要处理
的，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
与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家、作
为一个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处理要通过很多细
节、 很多感性的场景来表现，而
且这种表现必须是历史的和艺
术的。既不能摆脱历史，有历史
的规定性，又要进行符合历史的
艺术创作，难度很大。

《毛泽东》在历史地、艺术
地表现毛泽东这点上， 作了许
多很好的探索和创造。比如，毛
泽东和他父亲的关系， 就是这
部剧一个突破性的亮点。 在毛
泽东的成长过程和思想性格的
形成中， 他父亲的影响其实是
非常重要的， 但以前的文艺作
品多注意到他与母亲的亲密关
系， 他与父亲的关系表现得比
较简单和生硬。《毛泽东》 很好
地表达了他和他父亲的关系，
有对立，同时也有深厚的情感。
比如剧中有一个细节， 他母亲
临死之前一直在给他纳一双鞋
底，但到死也没能做完，他母亲
去世后，他父亲接着纳这鞋底。
到长沙后， 尽管父子俩的价值
观不同， 和毛泽东有很强烈的
不可调和的冲突， 但他父亲仍
然怀着深深的父爱默默把这只
鞋做完了， 去世前让毛泽民把
这双鞋带给了毛泽东。 这是非
常动人的。这样的细节，这部电
视剧里有很多。 比如毛泽东去
重庆谈判的那场招待酒会，其
实这段历史留下来的细节资料
并不多， 但编剧在创作时很有
历史的、 艺术的想象力与创造
力， 毛泽东在酒会上的舌战群
儒、机智应对非常精彩，很多观
众会想： 这些场景中毛泽东说
的这些话是历史上真的有过
吗？当你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
就真的进入到那样的历史情境
里去了。 能够真正让读者进入
到这样的历史情境里， 这部作
品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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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电视剧《毛泽东》

编者按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12月25日，大型史诗电视剧《毛泽东》在央视一套与湖南卫视
黄金时段同步播出。这部带有毛泽东个人传记性质的电视剧与以往的红色题材相比，有什么特色？我们能
品出一个怎样的毛泽东？本报邀请到专家为您作深度点评。

《毛泽东》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