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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年华的初心与史诗
——电视剧《火红年华》研讨会举办

公 告

电视连续剧《火红年华》以
“三线建设”史实为叙事基底，
以浪漫现实主义风格谱写了一
首厚重历史织就的富有爱国主
义精神的视觉诗篇。无疑，中
国今天令世界瞩目的工业成就
是基于“三线建设”之上的。在
本质层面上，该剧就是对这种
民族工业精神血脉庚续的影像
重构。编剧（原著）革非曾走访
七百余位“大三线”的建设者
（或见证者），剧中每一个故事
都有生活原型。一代大学生
所展示出来的青春无悔、爱国
敬业及科学至上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无疑对现时代
的大学生们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在根治不良“饭圈文
化”、“娘炮”现象，祛除盲目的
流量至上、颜值至上的当今时
代，该剧所流露出的蓬勃昂扬
的青春斗志、积极向上的理想
追求、高扬真善美的人道情
怀、求真务实的学习和工作精
神，显然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
和引领价值。

《火红年华》在人物塑造及
其性格嬗变上遵循了客观真
实、合情合理的原则。它以线
性叙事来构建人物关系网络，
其间交织了同学、师徒、恋人、
朋友、同事、恩人、荣誉（或情
感）、竞争者等多维复杂的向
度，亲情、友情、爱情不时闪现
其中，主要人物之间、主次人物
之间、次要人物之间的交流、交
集因之也更为多元，情节、细节
铺叙也更为跌宕起伏、张弛有
度。剧中人物（陈国民、夏方
舟、秦晓丹、李心梅、陆汀兰、季
成钢、武本奇等）既不简单、扁
平，也非“二元论”视阈下非黑
即白的观念化工具；他们具象
立体、生动鲜活，富有个性和心
理变化，喻示出历史大潮中个
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关系及深
刻的复杂人性。

该剧以电影化的表达方

式，多景别构图、多空间叙事、
多环境描写、多细节呈现，从而
使本文镜头语言丰富多变、灵
活自然。其中不少的特写镜头
强化了新颖的细节和富有寓意
的物象，使视觉画面具有特殊
的诗性蕴涵；而全景观照的空
间场景则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
颇具厚重历史感与生活质感的
宏大工业建设图景：青年建设
者们用血汗和智慧创造了工业
建设、城市建设史上难以复制的

“中国奇迹”，彰显出与国家、民
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平民英雄所
引领的广大人民乃推动历史前
进的巨大力量。新主旋律电视
剧《火红年华》在某种意义上实
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
有机统一，可谓近年电视剧创作
领域不可多得的新收获。

事实上，《火红年华》展示
年轻的建设者们凭借顽强的信
念和坚韧的意志品质在特殊历
史年代背负国族希冀，不畏艰
辛前行的故事，是创作者在当
代重温国家工业历史后所谱写
的一曲颂扬“三线精神”的青春
赞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
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诚然，一如剧中人霍茂森对夏
方舟所说的：“作为一个年轻
人，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就应
该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完成
历史赋予你的使命。”该剧不无
艺术性地标举历史自觉、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高扬了一代
青年面对国家需要，不负青春、
不愧时代，艰苦奋斗、科学发
展、忘我奉献、利国利民、利他
利己的乐观主义和实干主义精
神。适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宏伟愿景之
际，这对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年
轻建设者，切实具有积极的启
示意义和借鉴价值。愿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的“三线
精神”永存！

工业史诗的
浪漫现实主义影像重构

《火红年华》是全景式
描绘“三线建设”的大工业
题材电视剧，是新中国钢铁
工业发展历程史诗剧。本
剧是建党 100 周年的献礼
剧，也是一部生动的党史教
育画卷。

一、把握时代脉搏，精心
绘就荧屏工业史诗

《火红年华》以坚实沉稳
的笔触、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书写了“三线建设”历程，用
艺术手法展示了共产党人展
示了工人和知识分子在“三
线建设”中艰苦创业、无私奉
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

“三线精神”，是一部我国现
代工业发展的史诗剧。“三线
建设”是在中苏交恶、西方国
家对新中国围攻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
的工业迁移过程，为我们今
天的国力崛起，打下了坚实
的工业基础。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国家科技创新
遭到美国封堵的背景下，
《火红年华》所表达的创业
精神、科学精神、工匠精神、
奉献精神、创新精神非常契
合当下的时代精神。在国
家经济建设、科技创新的关
键时期，我们更需要新时代
的“三线精神”。

二、挖掘宏大题材，普通
人的底层视角叙事

《火红年华》题材宏大，
时间跨度四五十年，但导
演从底层视角入手，通过
工人、学生、工程师等个体
命运，表达浓郁的亲情、友

情、爱情、师徒情，浸透着
深厚的人文情怀。以普通
人的生动故事，以真实的
历史场景和精益求精的细
节，为我们新一代观众构
建了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
与家国记忆。

《火红年华》塑造了一批
个性鲜明的群像：有对图纸
过目不忘、敢于创新，把个人
理想与国家需要相统一的夏
方舟；有脾气火爆、重情重
义，具有工匠精神的劳模陈
国民；有秉承父亲遗志、具有
良好家风的工程师秦晓丹；
有性格复杂、喜欢高谈阔
论，极度渴望证明自己的季
成钢；也有爱憎分明、亦正
亦邪，敢闯敢干的武本奇
……他们不但演绎了“三
线”建设者是如何在一片不
毛之地上建设起一座令世
界惊叹的钢铁之城，同时也
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情感故
事给我们呈现了一批个性
鲜明、形象丰满的群像，吸
引了一大批年轻观众。

三、整合四川影视力量，
四川精品佳作的创新实践

《火红年华》是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
的重要论述精神的一次成功
的实践，创作几乎集结了四川
最资深的影视企业和影视人，
是一次政府、国企、影视公司
等多家联合“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成功实践，相信这种探
索，会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审
美、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中国故
事，创作出符合时代，满足人
民精神需求的精品佳作。

彰显时代精神，
绘就荧屏工业史诗

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
出的电视剧《火红年华》很
火，这部艺术价值与口碑
双高的作品也带火了四川
影视行业的投资热潮。不
过目前影视作品变现渠道
相对单一，抗风险能力低
仍旧是行业痛点，我个人
以为如果影视作品有产业
化思维，我们在生产影视
作品的同时，还有意识地
留下产业，那么抗风险的
能力将大大增加，影视项
目盈利的几率也将大大增
加。下面我将试着以《火
红年华》来举例。

一、“大三线”IP 的多
维度开掘

在策划《火红年华》的
同时，策划同题材电影、舞
台剧、城市宣传片、“大三
线”影视主题沉浸式体验
馆等，实现“大三线”IP 价
值的“五个一”。

1.一部电视剧
《火红年华》已经在央视

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基本实
现了叫好又叫座的双丰收。

2.一部电影
《火红年华》的热播带

来了话题和热度，在业界
也有口皆碑，能够吸引资
本关注，应该趁热打铁策
划《火红年华》电影。如果
一开始就有准备，成本会
更低，因为演员、服化道、
场地都是现成的。

3.一台舞台剧
根据《四川省重大文艺

项目扶持和精品奖励办法
（试行）》，舞台剧也可以申
请政府支持。

4.一部城市宣传片
在拍摄电影电视剧的

同时，拍摄剪辑反映攀枝
花的城市宣传片，可以进
一步形成宣传效益。

5.一座《火红年华》沉

浸式体验馆
保留部分拍摄场景，将

收集的老物件做成影视主
题沉浸式体验馆，让更多人
体验“大三线”集体记忆。

二、《火红年华》与影视
适用性人才培训产业

构建“政府+国企+民
企+高校”的模式，形成以
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生
产为出口，影视类专业适
用性人才培养的产业。

三、《火红年华》与乡村
振兴结合

影视文化与乡村振兴
的融合，是乡村文化振兴
与产业振兴具体落地项
目。影视体验类小镇的建
设，将填补这个空白，这样
的小镇也为《火红年华》舞
台剧、剧本杀等项目提供
载体，让“乡村旅游+影视
文化体验”成为可能。

四、《火红年华》与城市

营销
城市营销的核心是文

化的挖掘，“大三线”IP为攀
枝花市等“大三线”城市带
来了题材，同时应该挖掘

“三线建设”时期的国外专
家、援外专家、产品的国际
化流动等国际化元素，为城
市的国际化营销带来机会。

总之，影视作品的生产
看似光鲜其实是一个高风险
的行业，对于大多数中小影
视投资机构而言，要想让低
成本影视作品有出路，就必
须有产业化思维，生产一部
作品，就留下几个产业项目、
培养一批有用人才，多维度
降低成本、多路径实现盈利，
才能让影视作品实现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影视作品生产需要产业化思维

成都电影集团乡镇影院运营事业部总经理

赵国甫

一、影像图谱的拓维价值
以“三线建设”为题材进

行创作的文艺作品并不鲜见，
但是在电视剧《火红年华》之
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纪录
片、报告文学、小说等等，却几
乎没有出现过用电影、电视剧
这样的体裁样式来展现这段
荡气回肠的恢弘历史，不得不
说是某种缺憾。

如果说纪录片具备强烈
和典型的档案价值，那么融入
了艺术加工和创作情思的电
视剧，则在极大意义上拓展了

“三线建设”历史记录的影像
图谱，丰富了“三线建设”历史
展现的表达类型和书写维度。

二、文化引领的头部价值
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里，“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
马上三线”的口号是“三线精
神”的战斗号角。无论是作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完全全

“made in china”的钢铁工
业——“江南钢铁”，还作为

“三线建设”和发展题材的首
次荧屏艺术创作，《火红年华》
都是一部正面、全景式地描绘
新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剧作，
具有鲜明的史诗气质和文化
引领的头部价值。

（一）理想之光、家国情
怀，弘扬奉献正能量，塑造时
代新偶像。

（二）守正创新、求真务
实，致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和敢拼敢想的创新精神。

（三）兼容并包的地域土
壤、创作队伍和文化融通，引
领四川影视振兴、发挥“头雁
效应”。

三、勾连当下的同频价值
电视剧《火红年华》立足

现实，既与“三线建设”中所展
现出的科学精神、工匠精神等
时代强音合拍；又与时俱进、
勾连当下，与“西部大开发”“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包括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
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等发
展新诉求同频共振。

四、见微知著的叙事价值
电视剧《火红年华》时间

跨度涉及四五十年，虽是讲述
国家战略的宏大题材，却并非
面面俱到地空泛描绘，而是选
择了从以小见大、以人带史的
角度切入，用细致笔墨刻画了
参与川南钢铁建设的工人、学
生、工程师等一群代表性个体
的形象和故事，以鲜活的人物
命运折射时代进程、以个体微
芒谱写家国情怀。如此叙事
的艺术手法，滴水映光辉、见
微知著，更易感动观众、引发
共鸣。

电视剧《火红年华》的四点价值

四川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系主任

黄 颖

工业题材年代剧《火红
年华》以20世纪60年代“好
人好马上三线”为背景，着重
塑造建设者筚路蓝缕、披荆
斩棘的鲜活群像，以历史的
眼光回顾以十九冶、攀钢为
代表的西南工业建设历程，
并将个体价值理念、生活方
式、情感取向的选择和变迁，
与时代社会变革结合，在个
人命运中浓缩，再现共和国
从建设到改革的浩荡岁月，
具有丰厚多元的审美意
蕴。

第一，本剧将浓郁深沉
的历史氛围与轻灵自然的当
代审美相结合，具有当代回
眸中的历史影像之美。本剧
通过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道
具场景还原上世纪中后期社
会风貌，并以当代审美眼光
巧妙构图设景，画面明朗、光
线通透、色彩柔和，渲染淡淡
怀旧感，主要角色各有服饰
主导色，暗示人物个性和情
感特征。通过视觉元素的精
心安排，打造出既具有年代
气质，又充满审美愉悦的荧
幕影像。

第二，本剧穿透历史迷
雾，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理
性思辨之美。本剧将知识分
子个人理想的追求灌注到国
家建设的进程中作为主线，
男主角夏方舟逻辑严密、数
据精准，和非理性、反科学的
季成钢构成反差，实际隐喻
特定历史时期两种价值观念
的对决。本剧坦率真诚，秉
持反思的勇气直面历史，深
刻再现了共和国在工业建设
路径上曾经的争论。

第三，本剧着重展现青
春的奋斗与成长之美。剧作
细致展现年轻一代的梦想抱
负、情感追求、精神彷徨，季
成钢、秦晓丹等青年在世事
纷繁中，面对事实的教育，逐
渐克服自身性格的不同弱
点，走向成熟，成为优秀的工
作者，本剧因此洋溢着成长
与奋斗的激情，呈现出鲜明
的年轻化特征。

第四，本剧巧妙将工业
刚劲与缠绵情感结合，形成
独特的诗意之美。陈国民、
武本奇等性格粗放豪爽，体
现出一线劳动者特有的个
性。工厂镜头以仰拍视角呈
现屹立的高炉、厂房、钢架，
以景深镜头展示条条管道，
水泥灰、钢花红相映，张扬着
规整、严谨又豪放的工业美
学。以夏方舟与三位女性的
情感纠结为副线，将宏大叙
事融入日常生活，在紧张严
肃的工业生产呈现中，逸散
出爱情的脉脉诗意，既气势
宏阔又缠绵动人。

总的来说，对人物的塑
造，尽管在层次感、建设与
爱情的戏份比例等方面还
存在可商榷之处，但瑕不掩
瑜。《火红年华》充分发挥影
像与人性、人情的多重美
感，从国家大业与个人情感
融合的角度将可歌可泣的
工业建设历史审美化、青春
化，不仅表现出工业人为祖
国发展而奉献自我的伟大
精神，更呈现出年轻人所特
有的热血情怀，贴近当代年
轻观众的心灵，实现了主旋
律电视剧的新突破。

《火红年华》这部深耕于
“三线建设”、聚焦于四川攀枝
花、着力于工业题材的电视剧
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
喜爱，这不仅使人深思，《火红年
华》为什么如此火红？

《火红年华》是一部爱国主
义的力作。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
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是
新中国建设凝心聚力的兴国之
魂、强国之魂。《火红年华》以富
有质感的影像语言表达了“三
线建设”的动人故事，映射出了
爱国主义的精神光芒。爱国主
义贯穿了《火红年华》，它不仅是
该剧叙事得以展开深入的线
索，也是人物性格得以转变的
内在动因。可以说在爱国主义
的熔铸中，《火红年华》洞见了大
时代中的中国精神。

《火红年华》是一部礼赞青
春的颂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华。
《火红年华》中刻画了三代人的
青春。以秦院长为代表的老一
辈知识分子，他们以科学家的
实事求是指导着“三线建设”的
布局、设计和施工，为中国的钢
铁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心血。以
陈国民为代表的一线建设者，
他们充满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
火热激情，放下了抗美援朝的
钢枪，拿起了“三线建设”的钢
钎，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过硬的
本领成为了川南钢铁的螺丝
钉。以夏方舟、秦晓丹为代表

的青年大学生群像以自己的学
识投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祖国的召唤使得他们坚定
了信心：只有在崇高的事业中，
青春才会显得格外亮眼。

《火红年华》是一部党史学
习教育的生动教科书。它以真
实的细节解密了“三线建设”的
组织机构、协作机制，展示了历
史的物证、口号和标语，讴歌了

“三线”建设者的壮举，论证了影
像与时代之间的相互关系。那
些铭刻在弄弄坪的印记、二号
信箱的代码、军代表的称谓不
仅高度还原了历史，而且证明
了影像的独特性。影像不是文
学艺术的个性发挥，不是学理抽
象的辩证表达，而是铭刻历史的
物证。正是在物证逻辑中影像
具有了强烈的实践品格，构成了
中国精神的索引。正如英国学
者托尼·本尼特在《文学之外》所
言的一样，文本就是社会建构的
一部分。“三线建设”就是新中国
历史的“操作性手段”，中国精神
的独特表达。在影像的物证中
我们感受到了攀枝花，那便是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
言及至此，不禁特别留意

这部剧的名字，如果说《大三
线》是以确定的事件特征来指
证历史，那么《火红年华》无疑
是以抒情的笔触在命名时
间。比《大三线》更为精妙的
是《火红年华》以时间的永恒
性阐释了历史的确定性。是
的，火红镶嵌着历史的金边，
年华铭刻着时代印迹，中国精
神引领着我们向前进。

作为重要的历史叙事
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表述
载体的历史年代电视剧，一
直以来都是影视艺术重要
且独特的组成部分。时逢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一部反映国家“三线建设”，
拥有精良制作和较高思想
性与艺术性的工业史诗年
代剧——《火红年华》引起
观众热议。

一、影像重构光辉历史
——建构国族想象共同体

电视剧《火红年华》全
景式呈现半个世纪前的青
年一代积极顺应国家发展，
创新升级新工业体系，带领
企业踏上新征程的光辉历
程。如导演王文杰所说，没
有“三线精神”就没有现在
的攀枝花，这也是他在拍摄
《火红年华》时想要传递给

当下年轻人的最重要的思
想内核。

电视剧《火红年华》注重
高度还原“历史的真实”——
那段“三线建设”的热火朝天
的时期。首先表现在面对纷
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与众多的
历史人物，《火红年华》的主
创人员努力在宏大的叙事格
局中容纳尽可能多的历史素
材，特别是关键性的历史细
节，寻找事件发生的内在规
律。其次，电视剧《火红年
华》成功塑造了一批鲜活的
人物，注意宏大历史叙述和
日常审美的结合，切实书写

“那些人的历史”和“历史中
的那些人”，如夏方舟、秦晓
丹、乔佳丽、陈国民、季成钢
等角色，电视剧尽力呈现他
们的历史价值和个人魅力。
真正实践对历史人物的“人

性”书写，与惯常的“神性”书
写保持距离，达到历史的祛
魅，尽力还原个体生命的复
杂性。剧中人物大都有原
型，如宝鼎煤矿党委书记齐
德成(郑晓宁饰)躺在病床上
的一番话，让不少观众“泪
奔”。

二、叙事美学——时间、
事件、人物三位一体的史诗
叙述

《火红年华》以时间为轴
（经），以事件为主要推动力
（维），以人物为核心要素（典
型），即时间、事件、人物三位
一体的叙事特点。其中人物
是关键性因素，人物性格和
人物关系建构戏剧性冲突、
人物群像呈现历史横剖面。
这也构成电视剧《火红年华》
的最大看点。诚然，观众观
看历史剧不仅仅为了获取历

史知识，他们更关心人物的
命运，以期获得情绪体验和
审美感受。电视剧由此产生
强烈的情感感召，产生与观
众的“双向奔赴”。

《火红年华》有效处理如
何以“历史的真实”姿态和方
式实现对“真实的历史”的艺
术文本书写，触及历史的厚
度，达到历史的祛魅，以美学
叙事话语建构国族想象共同
体，切实书写“那些人的历
史”和“历史中的那些人”，该
剧立体塑造了可敬、可爱的
人物群像，实现历史与现实
的对话，形成强烈的艺术感
召和情绪体验，引发观众家
国情怀的现实投射，确立“现
象级”电视剧的地位。

四川大学教授、
四川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曹峻冰

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焦道利

工业史诗年代剧《火红年华》叙事微探

时代影像·理性思辨·
青春视角·诗意书写

——《火红年华》的复调审美表达

四川师范大学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教师

王 瑛

10月12日，由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四川师范大学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电视剧《火红年华》研讨会在成都举办。

以影像铭刻时代
——《火红年华》之于中国精神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