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循着生活脉络 写活巨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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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艺评分

是互联网用户评价

文艺作品的一种直

观 便 捷 的 方 式 ，是

大众文化消费评价

的 量 化 呈 现 ，是 人

们选择欣赏文艺作

品时的参考指标之

一。网络评分与文

艺 创 作 、传 播 等 各

环 节 关 联 密 切 ，值

得关注。

评 分 网 站 最

初 的 功 能 是 为 用

户 标 记 个 人 阅 读 、

观 赏 活 动 ，是 分 享

交 流 文 艺 趣 味 的

社 交 空 间 ，现 已 逐

渐 升 级 为 具 备 信

息 告 知 、票 务 销

售 、社 交 娱 乐 等 综

合 功 能 的 网 络 社

区 ，网 络 评 分 也 开

始 成 为 文 艺 作 品

营 销 的“ 必 争 之

地 ”。 与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文 艺 评 论 不

同 ，通 过 网 络 评

分，用户可以对文

艺 作 品 进 行 更 直

观、更量化的正负

评 价 与 优 劣 判

断 。 当 成 千 上 万

的 用 户 持 续 在 线

打分，并积累得出

群体平均分后，会

对 消 费 者 形 成 一

定影响。

文 化 消 费 者

给文艺作品评分，

得 益 于 互 联 网 时

代 参 与 式 文 化 的

发展。观众、读者

不 仅 可 以 主 动 表

达 自 己 的 审 美 趣

味，还可通过网络

评分与市场连接、

互 动 。 当 量 化 的

用 户 趣 味 变 成 大 众 文 艺 评 价 、消 费 的 风 向

标，用户就从“流量变现”之“量”的存在，变

为“口碑为王”之“质”的评价者。网络评分

是传统口碑传播在互联网媒介条件下发展

出的新形态，其传播影响力较为广泛。

网络评分是互联网为用户赋能的结果，

普通用户也能参与到过去主要由专业评论

者、学者进行的文艺评价之中。那么，普通

用户参与评价后，网络评分如何从提供“有

用”信息的口碑传播，升级为文艺创作的“晴

雨表”“助推器”，用户、平台如何正视并履行

文化责任与评价担当？应当注意到，文艺作

品的欣赏和接受，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消费，

文艺用户也不是简单的消费者。对网络评

分的认识和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数字指向

的个体意义和商业价值，而是需要在多样、

包容、互动的前提下，过滤过度商业化与带

有偏见的噪音，发挥网络评分的正向功能，

引导规范发展，使之更加科学、更有公信力，

真正反映文化消费者需求与心声。

人工智能、5G 等技术越来越深刻地参与

文艺创作与传播，也在影响文艺评论的规范

和秩序。可依托人工智能、5G 等先进技术，

建立文艺用户、内容、评论、服务等数据库，

以用户为节点，以算法整合网络评分和专业

文艺评论，建构更全面、更智能的文艺评价

系统。智能评价系统可以根据用户观赏评

分、观赏情景等信息，精准匹配内容或评价

信 息 ，将 专 业 评 论 、专 家 意 见 ，以 及 散 落 于

自 媒 体 平 台 上 的 用 户 见 解 ，进 行 智 能 化 整

合分发。此外，相关部门监管、用户素养培

育 引 导 、评 分 规 则 完 善 等 多 项 举 措 也 势在

必行，以共同促进文艺评论的良性互动和规

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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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中说：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

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

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

轮。”作为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舞 台 艺 术 精 品 创 作 工 程 ”重 点 扶 持 作

品，大型歌剧《红船》讲述的正是 100 年前嘉兴红

船 上 召 开 的 中 共 一 大 会 议 。 该 剧 秉 持 唯 物 史

观，充分发挥歌剧特色，刻画建党百年、初心不

改的“红船精神”，可谓一部气势磅礴、史中觅诗

的作品。

《红船》由王勇编剧、孟卫东作曲、黄定山执

导，浙江歌舞剧院、浙江交响乐团等联合制作。

全剧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

法，艺术化呈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在叙事上，

该剧将会议的过程和内容置于历史语境中，以

宏 阔 革 命 视 野 在 两 幕 歌 剧 中 建 构 起 1919 年 —

1921 年的多个时空，通过闪回、穿插、平行叙事

等手段，再现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舞台

设计上，由景片巧妙分隔、搭建出 50 个丰富场

景，组织了近 400 人的表演团队，营造出宏大的

历史场面。

《红船》充分发挥歌剧艺术抒情特质，将建党

主题与宣叙调、咏叙调、咏叹调情感充沛的特质

融合，既有五四运动“血可流，头可断，《巴黎和

约》不能签”的愤怒悲怆，也有杨开慧对毛泽东

“你的信仰也是我的信仰，你的向往也是我的向

往”的诚挚的爱，体现出张弛有度的戏剧节奏和

跌宕起伏的情感世界。如此以诗情述历史，不仅

实现了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生动再现，更赋予全剧

史中觅诗的艺术品格。

“以人带史，以点带面”是该剧的重要艺术特

色。3 条叙事线分别围绕一大 13 位代表、毛泽东

与杨开慧、李大钊与陈独秀 3 组人物展开。在对

主要人物的塑造上，《红船》注重个性与共性的结

合。观众既能从毛泽东与杨开慧成婚、李大钊送

陈独秀出城这样生活化的场景中体会革命者温

暖、鲜明的个性，也能从严酷、艰苦的斗争实践中

领悟革命开拓者与领路人群像的共性。比如浓

墨重彩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两人一南一北，

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培养革命青年，为中国共产

党的创建做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剧中的其他

角色也寓意丰富，“细妹子”的形象是将千万劳苦

大众典型化为戏剧角色，李达之妻王会悟既在关

键时刻出谋划策、推动情节发展，又是一大会议

的见证者和讲述人。

《红船》灵活运用西洋歌剧艺术形式，将其与

中国的红色文化、民族特色、语言方式相结合，塑

造 出 富 含 中 国 精 神 、中 国 气 派 的 主 题 意 象“ 红

船”。该剧既遵循歌剧创作规律，又在音乐语言

上适当融入民间小调，使其既具有大歌剧的艺术

风格，又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游行、宣传、

表决等较为严肃的场景中，该剧运用进行曲风格

音乐，体现出革命的神圣庄严与慷慨激昂；在嘉

兴登船等生活化场景中，《叫船娘》《新人俏》等民

歌唱段又恰如其分地展现出地域特色。

在主题精神表达上，《红船》的咏叹调以独

唱、重唱、合唱等多种形式反复出现，演唱内容随

剧情发展而逐渐丰富，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另一咏叹调《我有一个梦》唱出“没有剥

削，没有压迫，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标，唱出

“这个梦并不遥远，这个梦必定实现”的坚定信

念。两首咏叹调在主题上相互呼应，既有规律，

又有变化，用声乐的审美化表达将“红船精神”层

层铺展开来。这一表达具体可感，观众可以在剧

情发展中体会建党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在革命者身上感受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

歌剧《红船》是一部书写伟大历史、伟大人

物、伟大精神的作品。全剧以诗意的笔触、巧妙

的构思、丰满的形象，生动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成

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让观众重温党的初心使

命，为新时代文艺作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

文化提供新的经验。

用文艺佳作传承红色基因
—评歌剧《红船》

仲呈祥 林玉箫

发挥网络评分的正向
功能，引导规范发展，使之
更加科学、更有公信力，真
正反映文化消费者需求与
心声

温泉屯是冀晋蒙三省区交界处的一个普通

村庄，距北京市区不到一百五十公里。在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它因一部小说而闻名。这部小

说就是作家丁玲初版于 1948 年的《太阳照在桑

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 1946 年温泉屯（小说

中叫“暖水屯”）第一次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深

刻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的巨大变革。这部小说不仅是丁玲创作生涯

的里程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第

一部获得国际声誉的中国革命文学作品。更重

要的，它还是一本镌刻在普通人的心里、写在历

史和大地上的作品。

“行走在路上的文学”

理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要从理解丁玲创

作的转折开始。

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末，丁玲的系列作品，以

犀利的笔调和出众的气质，引发青年共鸣，深受

读者喜爱。30 年代，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

“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刊物《北斗》，创作

了《田家冲》《水》等革命意识浓厚的作品。1936
年 11 月，丁玲辗转进入苏区保安（今天的延安志

丹县），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

在苏区，丁玲北上南下，深入过部队，上过

前线，开始接触领导和组织工作。抗战全面爆

发后，她又组织领导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后

方，进行抗战宣传。这一时期丁玲的创作以通

讯、报告文学、戏剧、散文为主。1942 年，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深受鼓

舞。丁玲以更热情、更饱满的姿态投入文艺创

作，积极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 1945 年 10
月，丁玲离开延安，与杨朔、陈明等组成延安文

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后来在张家口、晋察冀根

据地等地停留，参加土改，从事写作，直至 1948
年 7 月离开。在丁玲的人生和文学历程中，她在

陕北、西安、山西的九年，在河北的两年多，具有

特殊意义。经过这十一年多的时间，丁玲已成

长为革命事业中坚定的革命作家。

1945 年底离开延安时的丁玲，在人生阅历和

世界观上，已不同于初入延安时的自己。用作

家、批评家冯雪峰的话说，已经有可能“准备从事

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

品的写作”了。作为一位较为成熟的党员，丁玲

参加了多支土改工作队，在张家口、冀中、正定等

地的不同村庄进行了具体的土改工作和群众动

员工作，这些工作和她的写作交织进行、互相促

进。丁玲在河北的两年半，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

要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行走在路上的

文学”的结晶。经过多个村庄的土改和群众工作，

“脑子里原来储存的那些陕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

了，陕北的农民移植到了察南农民身上，这些新人

物便似曾相识了”，“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

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

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

捕捉到农民翻身的喜悦
和对土地深沉的爱

“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

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

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

一些爱在晨风中飞来飞去的有甲的小虫，不安地

四方乱闯。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

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一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

《太 阳 照 在 桑 干 河 上》中 这 段 浓 墨 重 彩 的

话，描写的是暖水屯翻身农民集体采摘果实时

的情景，后来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欢乐的人

们与在晨曦中渐渐苏醒过来的果园交相辉映，

构 成 了 一 幅 美 好 的 劳 动 者 享 受 劳 动 果 实 的 图

景。这里充溢着人们对土地深沉的爱。土地是

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农民的生活所依，也是

个人和家庭尊严的根基。对土地的眷恋与期盼

贯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始终，成为小说情

感架构的基础。

1946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

地问题的指示》。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迅即在晋察

冀解放区展开。丁玲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改变农

民命运的大事，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1947 年

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制定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

纲》，推动土地改革在解放区更大规模地展开。

为创作这部小说，丁玲三次下乡参加土改。

特别是在河北获鹿县宋村，丁玲住了四个月，担任

工作组长，从头到尾参加了全过程。作品写出了

特定时期农民对于土改的心理认知，反映了当时

复杂的斗争。它讲述的既是一个“翻身”的故事，

也是一个“翻心”的过程。农民要翻身，首先要觉

醒、觉悟，要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这种

觉醒和觉悟，正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题眼。

身入心入情入，把小说生
动地刻在大地上

在丁玲投身革命、投身文学的过程中，始 终

有 一 种 身 心 融 入 的 热 情 。 这 种 热 情 也 是 丁 玲

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文学家的魅力所在。

丁玲在参加土改工作队时，主要的工作方

式是与人“聊天”。她练就了一套“与什么人都

能聊到一块儿去”的本事。据其共同参与土改

工作队的丈夫陈明回忆，在丁玲领导和参与宋

村 土 改 时 ，她“ 工 作 做 得 很 深 入 ，走 张 家 ，进 李

家，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对那些被认为落后的

群众，总是她去做工作……分浮财时，她比那些

当地的干部还要熟悉当地的情况，谁家有几口

人，有多少地，谁家有多少房子，质量怎么样，她

都一清二楚，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她在宋村的

人缘非常好。”

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前，丁玲与

冯 雪 峰 通 信 ，讨 论 了“平 静 ”和“热 情 ”的 问 题 。

丁玲是在一种平静下蕴含着热情的状态中，“沉

着、坚毅而又深广明快地”投入土改工作和文学

创作中去的。“热情”是驱动丁玲穿透不同年龄、

经历和背景，和众人达成共情的基本动力。正

是以她和不同人物的对话、理解和共情为基础，

一个个鲜活人物贯穿起来的人物画廊和作家对

每个人物命运的关注，构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的重要特色。

《太 阳 照 在 桑 干 河 上》结 束 在 中 秋 节 。 书

中 ，工 作 队 离 开 暖 水 屯 ，渡 过 桑 干 河 ，进 入 县

城 ，“ 一 轮 明 月 在 他 们 后 边 升 起 ，他 们 回 首 望

着 那 月 亮 ，望 着 那 月 亮 下 边 的 村 庄 ，那 是 他 们

住 过 二 十 多 天 的 暖 水 屯 ，他 们 这 时 在 做 什 么

呢 ？ 在 欢 庆 着 中 秋 ，欢 庆 着 翻 身 的 佳 节 吧 ！”

这 一 幕 也 是 丁 玲 现 实 中 的 经 历 。 丁 玲 曾 回 忆

起土改后的一天：当她傍晚时分走在温泉屯的

街 上 ，听 到 各 家 各 户 为 欢 庆 佳 节 ，在 砧 板 上 剁

饺子馅的声音发出美妙合奏时，幸福感油然而

生。这份感动，丁玲以文学的方式将其记录在

作品中。

几年前，我实地走访了温泉屯。成片的葡

萄园看起来安静祥和 ，著 名 的“ 槐 抱 榆 ”树 下 ，

人们下棋、聊天、玩耍，充满生机。在丁玲纪念

馆中，有一个展室专门陈列了小说中人物原型

的照片及介绍。小说中的人物一一浮现，坚定

的张裕民（现实原型曹永明）、年轻而又有冲劲

的 程 仁（现 实 原 型 韩 义）、沉 稳 的 赵 德 禄（现 实

原型赵全禄）、略显文弱的李子俊（现实原型李

仲祥）……

在 村 中 行 走 ，与 不 同 年 龄 的 村 民 交 谈 、在

丁 玲 纪 念 馆 中 浏 览 、手 捧 一 卷 小 说 阅 读 ，你 会

惊 叹 一 部 小 说 与 一 个 村 庄 竟 有 如 此 亲 密 的 关

系 ，你 会 感 慨 ：一 部 小 说 ，除 了 可 以 写 在 纸 上 ，

还可以如此生动地刻在大地上，印在普通人的

心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制图：赵偲汝

图①为 1954 年春，丁玲重访当年参加

土改工作的涿鹿县温泉屯；图②为《太阳照

在桑干河上》封面。

①

②



歌剧《红船》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