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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赣南，那是一方饱蕴红色文化

的厚土。我听着红色故事长大，对峥嵘岁月中

的那些人、那些故事耳熟能详。作为一名生于

斯、长于斯、艺术生命成熟于斯的共产党员和

艺术工作者，红色已经作为生命底色熔铸于我

的血脉中。多年来，在舞台艺术创作领域，我

持续深耕革命历史题材，致力于用富有魅力的

戏曲作品表现红色历史文化的史诗品格和崇

高精神，感动观众并且激励观众。

用鲜活形象传递伟大精神

戏曲长于抒情，善于以接地气的艺术手法

塑造质朴的人物形象，以细腻的唱念做舞展现

人物内心，以情动人。因而，革命历史题材戏

曲创作可以将重心放在人物心路历程上，贴着

人情人性表现信仰的力量，通过塑造有温度、

令人信服的人物形象，让红色文化鲜活可感。

比如采茶戏《山歌情》就侧重通过剧中人

物的人生选择和人物性格，表现赣南苏区人民

的坚韧品格和奉献精神。剧中，“欢送兴国师

出发”“打了赣州打吉安”的革命歌谣贯穿始

终，当年苏区人民正是怀着这份火热又纯朴真

挚的感情，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

他们中贞秀和明生这对情侣，以山歌为媒，倾

心相爱，但贞秀的养母做主把她嫁给了满仓，

这给三位主人公带来深深的情感伤害。但是

在面对敌人的屠刀时，他们放下情感纠葛，都

去争夺意味着牺牲的“山歌大王”的毛巾，以此

保护他人，保全革命队伍。三人以歌声抒发各

自情怀，实现人格的升华，也将全剧推向高潮。

评剧《革命家庭》以母亲的视角，讲述烽火

岁月中一个普通家庭的聚散离合，表现朴素懵

懂的乡村少女方承走近革命者并逐渐成长为

共产党员的过程。伴随方承的成长，共产党领

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上海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等历史事件被自然地引入剧中，推动主人公在

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剧作注重展现亲情，特

别是夫妻情、母子情、母女情，这种亲情又和国

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观众在与人

物的共情中重温历史，被革命先烈的牺牲奉献

所震撼。

用艺术张力展现信仰力量

也许和来自革命老区有关，我导演的革命

历史题材戏曲作品大多充满激情。舞台上，我

尽可能通过艺术手法渲染情感，创造出属于舞

台的戏剧性、可视性，让观众充分感受到红色

精神撼动人心的力量。

中国戏曲是高度诗化的艺术，唱念做舞，

处处可入诗。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可以充分发

挥戏曲的美学特点，增强作品艺术表现力和思

想穿透力。昆剧《瞿秋白》由“溯源”“秉志”“镌

心”“取义”四折结构而成。每一折都分为“昼”

“夜”两部分：“昼”对应瞿秋白的人生历程；

“夜”通过亦真亦幻的舞台手法，展现主人公的

内心世界。剧中瞿秋白的形象体现出一个有

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的阳刚之气、蓬勃之

气，体现出人物内心燃烧着的激情和浪漫。在

舞台上将人物的这种精神外化，恰可以充分发

挥戏曲以虚代实、在有限舞台上创造无限表达

空间的优势。

从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湘江

战役，湘剧《忠诚之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里娓

娓讲述革命者陈树湘的成长道路。历史上，陈

树湘几乎没有留下个人影像资料。在全剧尾

声，剧中陈树湘当年的战友、开国将军韩伟在

后人绘制的多幅素描中认出了陈树湘，继而从

轮椅上站了起来：“报告师长！”这时，舞台上的

投影出现陈树湘的素描画像，既素淡又伟岸。

老将军背对观众，向素描画像敬礼。扮演陈树

湘的演员从舞台深处走来，向观众敬礼。这种

诗化的表现手法，更好传递出对英雄人物的敬

仰和缅怀。

以精心之作传承红色文化

在导演革命历史题材戏曲的探索过程中，

我“有守有进”。“守”，既指回归戏曲本体，不同

剧种的“立身之本”不能变；也指回归生活，向

生活要灵感、要表达、要发现。“进”，一方面是

以当代人的视角开掘主题，在人物塑造和思想

表达上有新意；另一方面是兼收并蓄，吸收民

间歌舞、皮影戏等多种艺术元素，力求创造新

的舞台艺术样式。

比如，在昆曲《瞿秋白》的配曲中，既有传

统的笛子，也因为剧情需要加入了交响乐，以

呼应《国际歌》之于人物理想信念的意义。同

时，用八个“梦境影子”的场景，表现人物挥之

不去的内心感受。在京剧《红军故事》中，演员

的表演既是传统的程式化的，举手投足精神抖

擞，表现人物在困境中的不屈力量，同时又是

有生活气息的，贴近今天的观众审美。评剧

《母亲》以英雄母亲邓玉芬为原型，展现在抗日

战争期间民族遭受的灾难，讴歌不屈不挠的民

族精神。全剧从母亲的视角回忆战争，通过演

员表演带来时空转化之感，打破传统线性叙事

结构，让观众紧紧跟随人物的情感叙事深入到

可歌可泣的历史中。

作为中国共产党员、作为文艺工作者，在

创排革命历史题材戏曲的道路上，我一次次

走进百年历史深处，一次次被震撼、被升华。

党的百年历程中，有太多感人的故事和太多

丰富的资源，有待我们去发掘、去表现。戏曲

长于抒情、长于展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不

受时空局限、能在方寸之间表现千军万马、古

今穿梭的假定性审美特质，以及诗化的内在

气韵，这些都是戏曲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独

特优势。在戏曲舞台上讲好革命故事，以精

心之作传承红色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有很大

的探索空间。

（作者为戏曲导演）

图①为评剧《母亲》剧照，图②为京剧《红

军故事》剧照。

制图：赵偲汝

在戏曲舞台讲好革命故事
张曼君

在近年文艺热门类型和热门题材里，一直

不乏美食纪录片的身影。从 2012 年《舌尖上

的中国》广泛传播以来，近 10 年时间里，美食

纪录片一直热度不减。特别是这两年以《风味

人间》《早餐中国》《风味原产地》为代表的“网

生”纪录片异军突起，一些年轻观众“逢出必

看”，不少人按照纪录片里的线索去寻觅美食、

打卡分享。

美食纪录片的“观众缘”从何而来，靠什

么保持热度不减？分析其中缘由，可以帮助

我们探寻网络视听文艺讲好故事、吸引观众

的“秘方”。

一是要有新鲜感，另辟蹊径地讲述故事。

这些年美食纪录片不断开掘美食内涵和特征，

让许多地方美食、特色美食、小众美食映入大

众眼帘，也通过美食展示风土人情，揭示食物

背 后 自 然 环 境 、历 史 、文 化 相 互 交 织 的 丰 富

性。如关注地方菜系的《傲椒的湘菜》、聚焦特

定食材的《开动吧！海鲜》、呈现家常小菜的

《下饭菜》等作品，都是靠题材上的特色差异，

受到观众喜爱。美食纪录片在形式方面也屡

有新意。如《听起来很好吃》专注于美食烹饪，

在听觉上抛弃了大段旁白，集中于烹制美食所

产生的声音——热油的滋滋声、刀与砧板的碰

撞声、食材外皮剥落声……从“色香味”到“色

香味声”，用声音带动观众，呈现美食之美的更

多层次。

二是要有亲切感，讲好“人”的故事。“民以

食为天”，美食题材对观众来说具有天然的亲

切感。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

且南北不同、海陆有异，在视听艺术的表达上

拥有开掘不尽的丰富资源。与此同时，所谓

“饮食人生”，饮食从不同侧面生动呈现人间百

态。讲述美食故事和讲述人的故事联系在一

起，通过美味来展现人生滋味，是这类纪录片

的魅力所在。《早餐中国》以早餐店的“单曲循

环”切入店主的不同性情；《人生一串》以滋滋

作响的烤串呈现酣畅淋漓的快乐；《向着宵夜

的方向》既有忙了一天、卸下负担后的轻松惬

意，也有深夜劳动者的奋斗艰辛；《沸腾吧火

锅》则是一桌人的热闹欢聚……从这些美食

里，我们能品出家的味道、童年的味道、团聚的

味道、生活的味道，也能感同身受，领略人生的

不同风景不同滋味。

三是要有陪伴感，让故事更贴合日常生活

场景。近年来，受快速的生活节奏、碎片化的

媒介使用习惯影响，互联网文艺作品逐渐走向

轻量化。10 分钟左右的美食微纪录片数量渐

多，更适用于年轻人碎片化的休闲时间，满足

更多情境下的观看需求。许多年轻人将美食

纪录片称为“下饭片”，不仅仅因为其表现的内

容引人垂涎，还因为其短小精悍的体量，适合

作为吃饭时的视听陪伴。饮食文化的美好、人

物情感的共振、弹幕评论的互动，这些都丰富

了人们的休闲文化生活。美食纪录片选材和

场景都贴近日常，娓娓道来的叙事节奏、接地

气的表现手法，让年轻人跟着品味生活、跟着

看世界，用户黏性颇强。

当然，美食纪录片的进步与网络纪录片

的发展息息相关。拍摄画质的不断提高、电

影级的视听体验、小切口的题材细分、创作过

程的互动反馈，网络纪录片迸发出网络时代

的生机活力。在产业生态方面，网络纪录片

凭借日渐成型的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凭借

“中华美食”的金字招牌，正积极拓展海外传

播途径。拍出美食滋味、拍出生活温度、拍出

人心共鸣，期待美食纪录片能继续保持热度，

不断有创新、有突破。

美食纪录片吸引观众的“秘方”
崔 畅

小说《地泉》是作家

阳翰笙的文学代表作之

一。上世纪 30 年代《地

泉》再版之际，阳翰笙邀

请作家茅盾为其作序。

茅盾在文中直言不讳：

《地泉》“缺乏对于社会

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

识”“缺乏感情地去影响

读者的艺术手腕”。为

人作序，像茅盾这般不

仅指出作品不足，而且

言辞如此犀利者，并不

多见。在再版后的《地

泉》一书中，阳翰笙不仅

全 文 收 入 茅 盾 这 篇 序

言，还收入了其它几篇

含有批评意见的文章，

目的就是“使我及本书

的读者，都能从他们正

确的批评中，得到些宝

贵的教训”。

焦 菊 隐 ，北 京 人 民

艺 术 剧 院 原总导演，曾

针对戏剧界过于看重明

星效用现象提出批评。

他认为，即使靠明星赢得

了眼前的票房，但从戏剧

艺术的长远健康发展看，

得不偿失。所言理性中

肯，并不怕薄了那些熟识

的舞台明星的情面，对当

时一味追逐明星的舞台

倾向发出了清醒之声。

这些例子都表明，

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

一 面 镜 子 、一 剂 良 药 。

今天，文艺事业繁荣发

展，优秀文艺作品不断

涌现，文艺现象和文艺

思潮层出不穷，尤为需

要文艺评论增强朝气锐

气，更好发挥激浊扬清、

褒贬甄别的作用。增强

文艺评论的朝气和锐气，是来自文艺现场的呼唤，也是推

动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首先要打磨好批评这把

“利器”。批评精神是文艺评论朝气锐气的主要来源。对

文艺评论者来说，具备批评精神，意味着敢于实事求是地

评价作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碍于情面，避而不

谈，要客观公正地从作品出发，对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

析、判断与评价。具备批评精神，还意味着敢于对不良创

作倾向和文艺现象表明态度，敢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

明立场，及时纠偏扶正，有力激浊扬清，真正起到价值引

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事实证明，那些不痛不

痒、回避问题的文艺评论，发挥不了应有作用，终将行之

不远。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作家艺术家

来说，具备批评精神的文艺评论能够帮助自己客观认识

创作得失，提升艺术创作水准和思想认识水平。“把人民

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对读者观众来说，通

过批评性的意见，能更全面地认识文艺作品，更深入地理

解文艺现象。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有洞见的文艺锐评更

能得到受众的信赖珍视和自发传播。倡导批评精神、强

化褒贬甄别功能的文艺评论，还有助于营造百家争鸣的

良好氛围，促进文艺生态健康有序地发展。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要以扎实的专业素养为

根基。敢于批评，不是以情绪化的表述代替理性思考，而

是要提高专业性和说服力，以理立论、以理服人。评论者

要能够从思想、艺术等多个维度，对文艺作品做出精到的

分析，指出不足的同时也肯定优长，把更多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在 20 世纪戏曲

艺术的现代转化中，古老的戏曲艺术之所以能够去芜存

菁、重获新生，一些理论评论家的专业眼光和评论引导功

不可没。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还要走出书斋和自我的

小天地，深入广阔的文艺现场。只有深入文艺现场，文艺

评论者才能逐步培养起对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

敏锐的感受力、精准的判断力，才能管中窥豹，一叶知秋，

及时捕捉到文艺创作、文艺生态与文艺思潮的新动向与

新气象。这样写出来的文艺评论，也就跳出了“自说自

话”“隔靴搔痒”等窠臼，言之有物、生机涌动，更容易和当

下受众产生连接、引发共鸣，让文艺评论更接地气、更有

人气。

新时代新征程呼唤着文艺的繁荣发展。百花齐放的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离不开强有力的文艺评论。增强朝

气和锐气，新时代文艺评论必将大有可为。

增
强
文
艺
评
论
的
朝
气
锐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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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可
以将重心放在人物心路历程上，
贴着人情人性表现信仰的力量，
通过塑造有温度、令人信服的人
物形象，让红色文化鲜活可感

中国戏曲是高度诗化的艺
术，唱念做舞，处处可入诗。革
命历史题材戏曲可以充分发挥
戏曲的美学特点，增强作品艺术
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

一方面是以当代人的视角
开掘主题，在人物塑造和思想表
达上有新意；另一方面是兼收并
蓄，力求创造新的舞台艺术样式

核心阅读

■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R

①

②②

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优秀文艺作品
不断涌现，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层出不
穷，尤为需要文艺评论增强朝气锐气，
更好发挥激浊扬清、褒贬甄别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