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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简介
《贺昌》编剧、剧名题字为刘树

亮，中共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
员，山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山西
省历史学会会员，山西省中共党史
人物研究会会员，吕梁市书法协会
会员，贺昌故乡——山西省柳林县
人。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直
在中共柳林县委党校任教。现已
退休。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近百
篇。所著《爱我吕梁》（42 万字）一
书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编剧（前排右数第四人）与贺昌的部分亲属
在贺昌故居门前的合影

（一）

□ 刘树亮

二十九集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

吕梁故事

编者按：
贺昌是山西省柳林县人，是我

党早期著名的青年运动活动家、工
人运动领导人、人民军队的重要缔
造者与建设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政治家。本报将从本期开始
每周三连载刊发二十九集大型革命
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剧本《贺昌》，
力图以贺昌艰苦卓绝、忠心耿耿、英
勇机智的奋斗历程为主体内容，艺
术地再现贺昌及其家人、同事感人
至深的爱国主义情怀，展现贺昌同
志为党、为人民不息奋斗，对革命至
忠至诚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
激励吕梁儿女传承红色基因，发扬
吕梁精神，建功新时代，启航新征
程。
两点说明：

一、由于涉及各种社会关系等
原因，本剧少数人物和个别单位采
用了化名。

二、本剧引用贺昌文章时，在不
影响原意的情况下对个别字句做过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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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剧反映我党早期著名的青
年运动活动家、工人运动领导人、
人民军队的重要缔造者与建设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贺
昌同志短暂而又壮丽的生命篇章，
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事实，展现了贺昌伟大的人格魅
力、过人的政治智慧、非凡的斗争
艺术和为党为人民做出的不朽贡
献。

贺昌出生在祖国灾难深重的
二十世纪初，从小忧国忧民，胸怀
救国大志。当北京爆发五四运动
的消息传到偏僻的吕梁山区时，年
仅十三岁的贺昌便挺身而出，以非
凡的胆略和气魄带领离石县城学
生冲破反动势力的阻挠，游行示
威、查禁日货、斗贪官、打警匪。本
剧第一至第二集前半部分描写这
一史实，给观众展示了一个英姿勃
勃的少年英雄形象。从第二集后
半部分起至第五集前半部分，写贺
昌在太原省立一中读书时，宣传马
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等非马
克思主义，顶着省长阎锡山金钱地
位的诱惑和反动军警的武力镇压，
发动、领导太原的学生运动与工人
运动，并且在斗争中成长为不屈的
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歌颂了贺昌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
能屈的传统美德。接着写贺昌在
太原火车站面对重重包围、口口声
声要捉拿自己的大批军警，面不改
色心不跳，从容不迫地摆脱围捕的
故事，赞颂了贺昌传奇般惊人的机
智。本剧中部以大量篇幅描绘贺
昌在安源与刘少奇等同志同路矿
两局、反动军警、匪帮洪会、无政府
党团、工贼流氓等各种反动势力作
斗争；在上海顶着中外反动势力的
万丈凶焰，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掀
起反帝反封建风云；在武汉力挽狂
澜，力主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进攻，以及在南昌起义中的突出贡
献、在腥风血雨中发展湖南的革命
斗争、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井冈山
斗争、支援湘西贺龙部队的斗争，
以及在两广地区不畏艰险从事革
命斗争的事迹，展现了贺昌的雄才
大略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吃苦耐劳
精神。

本剧没有把贺昌塑造成一个
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在写贺昌倾
力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也写了他
与亲人、同志、战友间不同凡响的
悲欢离合，写了他与黄慕兰之间缠
绵的爱情，刻画了贺昌丰富的内心
世界，从而使贺昌这个人物有血有
肉，真实可信。

第二十四集到第二十六集开

头写贺昌从一名叱咤风云的九省
最高领导人一下子降到兴国县县
委书记后，带领县委一班人“自带
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
走山路打灯笼”，废寝忘食地为夺
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努力，真心
实意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与
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赢
得了兴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与拥护，
使兴国成为苏区著名模范县的事
实，为观众树立了一个廉洁奉公、
勤政为民的光辉典范。接下来写
了贺昌在全国红军总政治部担任
副主任、代主任期间为红军的思想
政治建设、为夺取反“围剿”战争胜
利所做的巨大努力，也写了贺昌顶
着各种政治压力保护受错误路线
打击的邓小平、萧劲光等人的事
迹，体现了贺昌坚持真理、刚正不
阿的共产党人品质。最后两集写
主力红军长征后，贺昌与项英、陈
毅等人为保证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的成功、为保卫中央根据地所进行
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为革命献
出自己年仅二十九岁的生命，颂扬
了贺昌对革命的至忠至诚和大无
畏的自我牺牲精神。

贺昌革命经历丰富，我党早期
发动领导的许多重大斗争，如：五
四运动、二七大罢工、安源工人运
动、五卅运动、三·一八抗争、上海
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
州起义、井冈山斗争、平江起义、百
色起义、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
争、中央红军长征后保卫中央根据
地的斗争等等，他都是其中的重要
组织领导者。因而在塑造贺昌形
象的同时，自然也展示了我党领导
全国人民在国难当头之际浴血奋
斗的壮丽画卷，所以，一部《贺昌》
电视连续剧可以说就是我党前期
革命斗争的缩影，是一部血与火的
史诗，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正确人生观、价值
观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勤政廉政
教育的好教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人物传记性的电视剧本来就
是电视剧中最难写的一种，而贺昌
的工作地点、职务、斗争对象又变
换频繁，这就更加大了创作难度。
然而本剧的作者不仅没有将它写
成流水账，而且以独特的艺术构思
增强了故事性，使矛盾、冲突贯穿
始终，时起时伏，波澜叠起，令人回
肠荡气；加之全剧文笔精湛传神、
人物形象鲜明独特、语言风格众彩
纷呈，从而使本剧不仅具有重大的
教育意义，而且具有独到的艺术感
染力。

剧情简介

贺昌烈士纪念碑

主人公简介：
贺昌：初名悟庵、颖、其颖，号伯聪，在太原上学时又

名昌。从事革命活动后，曾用贺易、昌、晨、毅宇、毅希、沈
周、齐颖、奇音、He、Hechang 等笔名、化名和代名。今山
西省柳林县人。1906 年 1 月 19 日生。1919 年在离石县
立高级小学上学时，领导离石县城进步师生游行示威，积
极响应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之后先后领导、参与领导、
策动或指导过太原省立一中的学生运动、太原大国民印
刷厂工人罢工、正太铁路工人罢工与支援二·七大罢工斗
争、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抗议八国最后通牒
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
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河北磁县、
完县、蠡县等地的农民暴动、中央根据地第四、第五次反

“围剿”战争、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根据地的对敌斗争等
重大革命斗争。十六岁时被补选为团中央委员；二十一
岁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央军委委员；二十三岁时
为中共广东省委领导核心，领导两广及南洋群岛等地人
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二十四岁时任北方局书记，领导北方
九省人民的革命斗争；二十五岁时任兴国县委书记；二十
六岁后任全国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等职；二十九
岁时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贺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
生，是为党、为人民不息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