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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部主办 主编 万芸芸 美编 杨 数10 文艺评论

回望百余年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同心、与

时代同向、与世界同行，战胜了一个个艰难险阻、跨越了

一个个急流险滩、书写了一个个历史奇迹，走出了一条令

国人自豪、令世界钦佩的中国道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充满着苦难与辉煌。电视剧《大道薪火》萃取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优秀中国共产

党人在中央苏区的创新创造，讲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在

回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乃至世界之问的积极

探索，深刻展示了中国道路永不褪色的红色功勋。

开启了一个独具匠心的崭新视角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这是一个经历史检

验证明的真理，更是党的百年奋斗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

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坚船利炮野蛮入侵的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

民族坠入苦难的深渊。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正当百般探索皆归

于失败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

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之下，中

国人民矢志复兴再出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

道路，走上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电

视剧《大道薪火》独具匠心，用一种新的历史书写向观众传

递历史的伟力。该剧重点选取的是20世纪30年代党在中

央苏区领导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光辉历史，讲述的是

党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积极探

索，再现党在局部地区执政进行治国理政伟大预演的文韬

武略，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一历史的视角讲清楚从第一个农

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到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的创建，正是

党领导人民开辟并坚持践行中国革命新道路，开创了土地

革命战争新局面，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

使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历史启示我们：中国道路是党带领人民坚持独立自主

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是历史的选择更是发展的必然；

坚定道路自信，站在新时代的今天回望来时路、远眺前行

路，我们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再现了一段问道直行的光辉历史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笃志前行，虽远必达。无论

是白色恐怖下打响“第一枪”还是奔向井冈山开辟革命

道路，无论是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是中共中央机

关迁入江西，无论是告别苏区伟大远征从这里起步还

是三年游击战浴血坚持，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党的领袖

先驱、革命先辈齐聚于江西红土地，他们奉献青春年

华、甘舍热血生命、施展文治武功，他们不畏牺牲、不怕

困难、淬火成金，只为问道直行、求民族独立、为人民解

放。苏维埃运动在江西十年，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

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众多革命领袖和党

政 军 群 各 领 域 的 领 导 人 才 在 这 里 得 到 历 练 、走 向 成

熟。《大道薪火》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

立讲起，到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

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中结束，集中展示

了立足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解决问题、推动

中国革命在实事求是中战胜磨难踏平坎坷勇毅前行的

光辉历史。这段历史也充分说明，任何成功的事业都

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胜利的道路都不是一马平川的，

成功和胜利源自内心坚定的信仰、始终如一的信念和

忠诚笃行的坚持。剧中讲述了毛泽东同志顺境不矜、

逆境不馁，在遭受错误批判时专心做好政府工作；面对

不公正对待，信仰不变、信念不动、信心不丢，服从组

织，相忍为党、相忍为公、相忍为事业，以其雄才大略和

非凡领导力最终赢得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历史的转

折不仅仅源自毛泽东一个人的坚定不移，还有周恩来、

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重要贡献……《大道薪火》

再现了这段光辉历史，让观众感悟信仰的伟力。

历史启示我们：正是有着众多优秀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勇担使命，在艰辛实践中摸索，在反复比较中选

择，探索出一条推动革命成功之路，正是在这条道路上

始终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党带领人

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伟大胜利；坚定道路自信，站

在新时代的今天回望红色地标展望金色前景，坚持走

自己的路是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

展示了一幅创新奋进的生动图景
“坚持开拓创新”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的

一条根本经验，党自从登上历史舞台起就“在斗争中创

造新局面”。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

是一次开拓创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

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也是党治

国理政的一次伟大预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

处于分割状态的各革命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历

史进程中积极创新创造，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

面，书写了历史的奇迹。《大道薪火》从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诞生这一重要场景切入，用较大篇幅讲述了毛泽东

同志领导下的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既充分展示了临

时中央政府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又体现了党政干部

与人民的鱼水情深。大到诸如分田分地、男女平等、卫

生防疫、免费义务教育等，小到群众治病穿衣吃饭、采

光取暖、走路过桥，无不体现了临时中央政府的为民初

心和积极创新。《大道薪火》在描绘这一幅创新奋进的

生动图景中，不仅暗喻了每一个革命者都是革命道路

中的薪火，更着力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历史进

程中致力于红色金融事业的创新创造。当时国民党政

府实施残酷的经济扼杀政策，企图使苏区陷入“无粒米

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绝境。在党的领导

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中央造币厂先后成

立，开启了统一货币金融的探索与实践。这是在国民

党频繁的军事进攻和残酷的经济封锁下建立真正代表

广大工农利益的红色金融事业的积极尝试，通过减价

比价策略驱逐白区货币，发行根据地货币，使得根据地

的资金得以统一调度、经济发展得到统筹，既保障了革

命事业的发展，又改善了人民生活，稳固了苏区政权，

也为党领导红色金融事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领导干部

和骨干人才。《大道薪火》用历史细节让观众感受创新

的伟力。

历史启示我们：具有独特文明和深厚历史的中国

矢志复兴，要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照

搬照抄没有出路，唯有创新方能开辟出一条自主创新

之路；站在新时代的今天回望历史奔向未来，我们要牢

记“坚持开拓创新”这一党百年奋斗之历史经验，在新

时代新征程中进一步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奋力创造新

辉煌！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

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电视剧《大道薪火》便再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我

们党运用三大法宝领导人民、克敌制胜的历史。

一是党的建设方面，主要围绕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

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段历史展开。该剧以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开篇，真实再现了毛泽东

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事求是、坚

持真理，探索正确革命道路的过程。1931 年 11 月，毛泽

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与周恩

来、朱德、王稼祥、项英、任弼时、顾作霖、邓发、何叔衡、

徐特立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建立了党的机关、群团机

关、政权机关等，形成共和国雏形。与此相对，远在莫斯

科和上海的王明、博古等人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

了解，强令派到苏区中央局的代表执行临时中央的错误

路线。面对国民党四面围困和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

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

局攻打赣州等大城市的决定不一致，屡遭排挤和打压，

但是他始终坚信“真理之路虽艰，但大道不孤”。剧中，

毛泽东尽管被排挤到东华山养病，但在红军攻打赣州受

挫时毅然出山，彰显出革命家的胸怀和气魄。此后，毛

泽东率东路军另辟蹊径打下龙岩、漳州，获取大量补给，

顾全大局与朱德率红军在广东水口击退粤军，稳定苏维

埃南线。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遭到批判，被取消了军

事指挥权，但他仍前往福建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无论

何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对党的建设和正确革命道路

的探索，始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重要的领导核心和

苏区军民众望所归的主心骨。博古、李德指挥第五次反

“围剿”失利，红军长征，血战湘江，通道转兵，直到遵义

会议以后，我们党的建设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

的道路，为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

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观看本剧，

让人由衷感慨中国革命的苦难与辉煌，感慨毛泽东等老

一辈革命家在马列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艰辛与付出。

在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的建设始终贯彻了群众路

线。剧中，毛泽东帮助徐阿婆的房屋开天窗带来光明，

委托何叔衡关心秀秀实现婚姻自由，嘱咐徐特立办好教

育和全面扫盲，委派毛泽民组建国家银行支援前线和安

顿民生，和瑞金农民一起春耕、插秧、收割粮食，与闽西

农民座谈解释分田政策，深入漳州考察民情，带领军民

在沙洲坝挖红井……剧中，广大苏区干部发扬好作风，

军政军民团结空前巩固发展，苏区群众对革命无限忠

诚，参军支前、捐款捐物，真实感人。

二是在统一战线方面，主要围绕军事统战、经济统

战等统战实践展开。该剧以宁都起义、转化俘虏、福建

筹款等多个故事，生动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

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军事统战建树奇功。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第 26 路军在宁都举行了起

义。漳州战役后，徐特立通过细致的工作，成功感化大

批俘虏参加红军。经济统战有声有色。国家银行行长

毛泽民在汀州成功向当地富商、资本家筹款支援前线和

苏区。漳州战役后，毛泽东在集贸市场调研遇见红军战

士抓获不肯捐款的华侨，主动道歉讲明募捐政策，护送

华侨回家。漳州商会会长目睹红军秋毫无犯，主动带着

当地商人给红军捐款。毛泽民团结铁山垅矿区原特委

书记刘义顺组织矿工创办了中华钨矿公司，成为我们党

领导建立的第一家国有企业。据史料记载，该公司先后

生产钨砂 7830 吨，销往赣州、广东、福建等地，为苏区创

造了 814 万银元的经济价值，占当时苏区财政收入的

70%，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是武装斗争方面，主要围绕前四次反“围剿”的胜

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及其背后的两种军事路线

展开。在中央苏区反“围剿”过程中，存在两种军事路线

的斗争。一种是临时中央强令苏区中央局推行“进攻路

线”攻打大城市和第五次反“围剿”以阵地战对决国民党

军队的“左”倾冒险主义；一种是毛泽东等人实事求是，

有组织有策略采取游击战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

破敌人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前者处处碰壁，打赣州严

重受挫，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后者指挥红军赢得

前四次反“围剿”胜利，深得苏区军民支持。在宁都会议

上，毛泽东同志虽遭排挤，深受毛泽东影响的周恩来、朱

德指挥红军运用前三次反“围剿”战略战术，消灭敌人三

个师，粉碎第四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博

古、李德等人坚持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军事上采取

进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保守主义，退却中逃跑主义，反

“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直到遵义会议上，着

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

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

原则，开始确立了毛泽东

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

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

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道路决定命运。而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何其不易。

电视剧《大道薪火》讲述的是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 1935 年遵义会议召开的 4 年

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寻路”的故事。

电视剧从一苏大的胜利召开切入。苏维埃政权建

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执政探索。在复杂的斗争

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该怎样

往前走？是“抓住时机，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还是执

行“进攻路线”？是坚持农村包围城市，还是攻打大城

市？是坚持游击战，还是推行阵地战？是坚决执行共

产国际的指示，还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理论

与实践，“本本”与经验，这样的矛盾与抉择、思考与斗

争贯穿全剧。

与大多数苏区题材的影视作品不同，《大道薪火》

以经济建设的独特角度切入，以苏区的治国理政为窗

口探寻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围绕国家银行的创

建和成长，该剧对铁山垅钨矿建设、分田、农业生产、物

资供应、边区贸易、民生保障及金融安全等等，进行了

全方位的表现。

军事斗争也是这部剧一个重要的表现内容。但

是，它没有过多地去表现战场的惨烈，而是绕到了战场

的后面，去表现思想的交锋和路线的选择。

剧中有大量的论争。作品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把

这些带有政论意义的思想交锋表现得真实、深刻且引

人入胜，让人们直观地体会到我们党关于道路的艰难

探索和选择。

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大大小小的会议，直到遵

义会议，所有的“交锋”都关乎道路：是跟着共产国际的

指示亦步亦趋，还是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的社会实际、

斗争实际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其实，不仅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所有人都在思考，王稼祥、顾作霖、项英等等，

包括更晚到达中央苏区的洛甫，他们都在思考、在转

变。从迷茫到坚定，从至暗到光明，这其实是中国共产

党道路选择的真实写照。

剧中王稼祥和毛泽东的两次谈话细节生动，又颇

具深意。攻打赣州之前，王稼祥和毛泽东在一棵大樟

树下谈心。作为理论大家的王稼祥起初对毛泽东的

《反对本本主义》不以为然。他认为，马列主义已经成

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在革命真理面前，没有

必要通过自己不成熟的经验去独创理论。而毛泽东认

为，即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根据实践经验、根据独立思

考总结出来的。王稼祥认为要用扎实的理论指导革

命，毛泽东认为除了理论之外，还需要调查研究，注重

实际，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

发言权。一番实事求是与本本主义的激烈争论之后谁

也没能说服谁。之后，攻打赣州的失败让王稼祥等人

重新思考毛泽东的主张。仍然是在那棵樟树下，王稼

祥再次跟毛泽东谈心，他由衷地赞同毛泽东“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的思想，也佩服毛泽东坚持正确意见的勇

气。

留苏归来的洛甫一开始也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

指示。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他与毛泽东深入交谈，读

他的《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

方法》，深刻感悟到，中国的事情不能唯共产国际马首

是瞻，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我决

断……这些基于历史真实的艺术加工，生动地表现了

共产党人在实践和斗争中的成长。

这部剧的另一大贡献是塑造了一批真实、生动、有

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主席，作为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有着崇高

威望的领导者，却一直被批评、被排挤，他的正确主张

一直得不到实施。在一次次的挫折中，他的“法宝”是

到群众中去，去调查研究，去寻找真理。攻打赣州前

夕，为了让临时中央的同志们接受“攻城为下，打援为

上”的策略，他下河捉鱼，做好鱼汤去“游说”；“福建事

变”爆发，他意识到这是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绝佳

机会，当即写信向博古建议抓住机会。博古对这封信

不予理会，毛泽东冒着大雨去劝说……“屈心而抑志

兮，忍尤而攘诟”，一腔赤诚，让人感动。

除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这部剧还塑造

了许多以前在影视剧中不常出现的历史人物：毛泽民、

顾作霖、博古、洛甫、王稼祥、项英、钱壮飞、何叔衡等

等，尽管人物众多，但每一个都塑造得个性鲜明。可以

说，这部作品不仅系统地梳理、呈现了那一段历史，还

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立体、可感的苏维埃人物群像，其中

既有领袖、将领，还有普通的苏区干部、群众。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这部剧用了大量篇幅，细致还原

了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主题得以升华，人物得以

丰满。更重要的是，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

刘少奇等人与博古的论辩，观众们越发清晰地认识到：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的革命战争有自己的特点，中

国的革命军队要有独特的战略和战术；一切要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只有灵活运用理论，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通向胜

利的革命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

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几十年过去了，借《大

道薪火》回望历史，我们会感动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道路

的艰难探索，我们会感慨道路得来之不易，从而更加对

我们的道路充满自信。

正如片尾曲中所唱：“沧桑大道多险阻，朝着阳光

走，不回头！”

踏平坎坷成大道
——《大道薪火》中的党史力量

□□ 刘刘 津津

大道如砥 前行无惧
□□ 李滇敏李滇敏

理想大道
薪火相传

——从电视剧《大道薪火》感悟党的三大法宝伟力

□□ 邹兆波邹兆波

当下，由江西省委宣传
部、山东省委宣传部、贵州
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大
道薪火》在央视热播。我们
特邀相关领域的专家，一起
来聊聊这部剧带给大家的
感动与思考。 向着胜利走向着胜利走，，不回头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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