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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功 勋》《长 津

湖》《我和我的父辈》等

影视剧的热映，作品中

的经典桥段引发观众热

议，从而提高了作品关

注度、传播力和影响力。

这些经典桥段也被

称作“名场面”，是指影

视作品中有戏剧性、感

染力，辨识度高，能够广

为流传的场面。在互联

网语境下，这些经典桥

段便于在短视频平台广

为传播。电视剧《功勋》

片头利用影视特效，让

8 位扮演“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的演员从远处走

向镜头，渐渐地以“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本人的

形象走出画面。这组镜

头被观众称为最不舍得

跳过的片头。电影《长

津湖》里的经典台词“我

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

我 们 的 后 辈 就 不 用 打

了”，也让无数观众热泪

盈眶。

影视作品的经典桥

段往往集中体现作品的

“戏核”，是一部作品传

达精神主旨、价值理念

和 审 美 特 色 的 高 光 时

刻。《功勋》片头把整部

作品的精神内涵浓缩在

短短数十秒中，功勋前

辈们把一生都献给了祖

国和人民，看到他们逐

渐老去，观众不禁喟叹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由

此产生由衷的敬佩与感

动。《我和我的父辈》紧

紧抓住赓续传承中国精

神这一主题，四个篇章

中的故事接力讲述从革

命战争年代到新时代，

前辈们不忘初心、砥砺

奋进的奋斗历程。

影视作品的经典桥段要塑造具有生命质感的人

物形象，提炼出凸显人物性格特点的肢体语言和具

有力度美感的经典台词。《长津湖》里“雷公”牺牲的

一幕，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而这一“名场面”的产

生，有赖于演员在影片前段塑造了一位诙谐幽默且

沉稳老练的老兵形象。《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

单元中，政工干部李延年在做战前动员时，以激昂的

话语和豪迈的气魄生动诠释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也表达了老百姓幸福安定生活的美好愿景，令人

看后心潮澎湃；《无名英雄于敏》单元中，于敏在得知

氢弹试验成功后舒展国旗、长久伫立的场景，以静水

流深的戏剧张力，诠释了科学家们“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的生命誓言。

影视作品只有和观众产生共情，才能够真正让

“名场面”长久流传。《我和我的父辈》的第一幕《乘

风》篇里，冀中骑兵团的将士们跨马提枪向侵略者发

起冲锋的场面让人肃然起敬。第二幕《诗》篇里，女

主角在得知身为火箭设计师的丈夫牺牲后，用隐忍

又坚韧的语气读诗的场面，让观众回味良久。她把

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浩瀚星河的浪漫向往和科技强国

的时代命题，寓于对爱人的深情和不舍之中，以“诗

言志”的方式，表达了对家的爱、对国的忠。

一部影视作品能够流传久远甚至被奉为经典，

一定是因为作品中某些鲜活生动、意味隽永的场面

让人难以忘怀。主旋律影视作品承担着弘扬主流价

值观、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我们需要更多有机构

成作品整体的经典桥段，让主旋律和正能量走进观

众心田。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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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忠《无尽的思念》《难忘的地方》两部新

作，收录作者的散文、报告文学、游记代表作，生

动展现时代的精神风貌，用文字表现真善美的

力量。

两部作品写人、记事、谈创作，能看出作者

多文体写作的深厚功力。百余篇文章里，既有

《小安挑大梁》《泥瓦工的胆量》《潘大斧子》等记

述先进人物的文章，也有《这里通向大海》《沙海

战歌》《穿越兴安岭》《壮烈京原线》等全景展现

重大工程建设的作品，还有《忆杭州》《多彩云

南》等写风景名胜、城市乡村的游记。这些文章

紧扣时代脉搏，写出了生产建设一线的火热干

劲，还巧妙借用历史典故，结合当下现实，畅谈

作者的人生感悟和哲理思考。

文字真实感人。这份真实，得益于作者用

文字还原现场的能力。比如描写木工潘从富，

引用工友的话“不管在什么时候，他这把‘斧

子’总是没命地朝前砍，从不往后缩”，展现了

潘从富为开掘隧道战天斗地的精神；“永不解

冻的大地发出吱吱的呻吟”“直径 20 厘米的钢

管被冻裂”，通过这些极致的细节描写，还原兴

安岭施工现场的严寒天气。作者以敏锐眼光

抓住不同场景特点，写出强烈的在场感，展现

出不同历史时期奋斗者们的昂扬面貌，讴歌他

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读之令人鼓舞。

饱含人文情怀。作者上井冈山，走长征路，

登宝塔山，注目南湖红船的革命文物，感怀老一

辈革命家打很多补丁的睡衣，以其见闻和思考，

带着读者领略红色历史的闪光细节，为党史学

习教育提供了许多生动鲜活的材料。写其他风

景名胜，作者也往往从风光转入人文，知史明

鉴，借物咏志，赋予景色厚重的文化韵味。游云

南，他用心收集七彩胜地的历史故事，让读者在

感受神奇石林、浪漫洱海、绝美三塔的同时，品

味人文之美。行走西湖，不仅描绘湖光山色里

的苏堤韵味，还用简洁有力的文字，解读历史故

事里英雄的浩然正气。这些故事将祖国的大

好河山与悠久历史融汇起来，读来有收获、有

感悟。

文学创作论部分是两部著作的点睛之笔。

作者认真梳理总结几十年来的写作经验和读书

体会，带着问题谈写作，剖析作品讲方法。如谈

游记创作，以《赤壁赋》《小石潭记》《天上的街

市》等名篇为例，抓住几个字、几句话的精妙之

处，细讲深讲为什么这样写、怎样写才有趣味。

谈散文创作，则提出“小中见大、写出诗意、托物

言志、要有激情”四点要义，将自己写作时谋篇

布局、斟酌字句的过程娓娓道来。作者以“笔下

一滴墨，胸中百卷书”为座右铭，数十年来始终

坚持读报学习，光是剪贴报刊上的好文章，就分

门别类积累了 15 本。他常说：“写作是门大学

问，学习借鉴才能不断进步。”作者深感自己的

文字还有提高的空间，于是大量阅读、不断学

习、认真反思，总结如何精进写作的方式方法，

并将其分享给读者，值得细细品读。

熟悉作者王开忠的人都知道，他对新闻工

作和文学创作充满热爱，带着这份热爱写下许

多 催 人 奋 进 的 文 字 。 当 我 们 翻 阅 这 两 部 作

品，仿佛与一位勤奋学习、笔耕不辍的写作者

和思考者对话，分享创作的乐趣，汲取文字的

力量。

用文字表现真善美的力量

王 雄

“把小说当作艺术品来写，
是我一向的追求”

记者：您身跨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

育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之间是否相互影响？

冯骥才：我把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

教育称作自己的“四驾马车”。常有人问我：何

以能同时做这些工作？文学、绘画与我相伴了

半个多世纪，已经成了一种生命方式，难以割

舍；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对我来说更是一种

社会责任，无法推却。对它们中的每一项，我

都是全身心地投入。

“触类旁通”是中华文化的高明之处。古

人写文章，写的过程中书法作品也就诞生了，

文章写完，如果还有余兴，再顺手画几笔竹子、

兰草，绘画作品也有了。一流画家背后往往都

有深厚的诗文修养。这也是中国绘画跟西方

绘画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画家有明确的文学

追求。我们常说意境之美，意是文学的意味，

境是可视的空间境象，“意境”二字是对文学与

绘画关系的高度提炼与升华。

记者：画家的身份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会

带来什么特别的美学追求吗？

冯骥才：可能因为画画的缘故，我比较重视

小说的形象性。契诃夫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

中，曾经含蓄地批评高尔基作品修饰语太多。

他的意思是，与其写“一个高高的、窄胸脯的、身

量中等的留着棕色胡子的人，坐在已经被行人践

踏过的草地上”，让读者读得吃力，不如写“一个人

坐在草地上”，这样反而清清楚楚。契诃夫说了一

句很重要的话：“小说必须立刻生出形象。”通过形

象，读者能够一下子进入作品的情境之中。

也因为从事绘画创作，我尤其偏爱艺术性强

的小说，即结构讲究、文字精当准确、有画面感和

审美品位的小说。把小说当作艺术品来写，是我

一向的追求。有人认为长篇小说要写得“松”，不

能太在乎语言。实际上语言好不好，并非刻意为

之，更多的是一种修养与天性。面对来自影视和

网络文学的冲击，传统的纯文学更要守住自己独

特的审美，在语言、气息、情景、节奏上追求极

致。我现在已经养成七遍成稿的习惯了。第一、

二遍在平板电脑上写和改，然后打印出来，第三、

四遍修改结构和情节，第五、六遍逐字逐句斟酌，

这个过程中有时加进一个好的字或词，意味一下

子就出来了。第七遍仔仔细细校对之后，才算最

终定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
的进步，必将带来整个社会文
明的提升”

记者：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使您暂停了文

学创作，但这次转向似乎也给您后来的写作带

来别样面貌。

冯骥才：我转向文化遗产保护，还是出于

一种作家式的爱。作家写的往往都是自己熟

悉的土地，对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有一种深切

的、愿意为之付出的爱。无论是老城保护，还

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抑或是传统村落保护，

在中国田野大地奔走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了

中华文化的灿烂，这给予我投身文化遗产保护

的无穷动力。我们保护多少，后代就会享有多

少，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使命。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暂停了我的文学

创作，却也构成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带给

我大量感性和理性的积累。等我再重新捡起

笔写小说的时候，就有了“俗世奇人”系列。因

为在各地做田野调研，自然而然会进行一种文

化的比较，比如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地方，它

们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是什么？你会发现，地

域 文 化 会 深 刻 地 反 映 到 当 地 人 的 群 体 性 格

上。这也是作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它与人的

关系最近。通过文学，能把这些深层的地域特

色保留下来，同时文学也有了丰饶的文化意

味。文化、风俗、社会与文学之间相互浸润，让

我的写作更有底气。

记者：过去 20 年时间里，您参与和见证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道路，对整个

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和保护力度的

增强应该深有感触。

冯骥才：近些年，从政府部门到民间开展

了 大 规 模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抢 救 和 保 护 行

动。从制定保护规划、全方位的田野普查到健

全保护传承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具

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

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

这是我们作为文化大国、文明古国应该引以为

傲的，因为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与关爱体现着一

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高度。

现在，我们已经从抢救式保护进入科学保

护的阶段。进入保护名录并不意味着非遗可

以高枕无忧了，如果不进行后续的科学保护，

这些文化遗产仍然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对

非遗的科学保护，需要人才培养工作的跟进。

非遗保护的背后应该站着专家队伍，帮助制作

档案、谋划方向，有针对性地指导传承人去传

承和发展。这正是我们现在加紧进行非遗学

科建设的现实原因。

记者：与此同时，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这既是文化自信的

体现，也是立足未来发展的需要。您怎样看待

当下的传统文化热，特别是围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创新？

冯骥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的进步，必将带来整个

社会文明的提升。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怎么

融合、怎么衔接，是一个重大问题。一方面，需

要我们不断学习，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只有真正认清它独

有的特征与优长、它所达到的高度、它在人类

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才能在传承发展中保

持定力，在转化创新中端正方向。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转化创新需要一个探

索的过程。现在处于创意迸发的阶段，有创意

就能打开思路，但同时需要甄别、判断。重要

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不能缺席，要真

正走到民间、走到一线，看到广阔大地对文化

的渴求，探索历史积淀与现代文明鲜活有机的

结合，把书桌搬到田野，一起努力让历史之花

开放到未来。

“责任一头在骨子里，一头
在笔管里”

记者：对文化的热爱，可以看作是您从文

学、绘画到文化遗产保护再到教育始终如一的

动力吗？

冯骥才：对文化的热爱，归根结底是对生活

的热爱。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不只是知识，更浸

润在生活里供人们体验和感受。文化学习最好

的方式之一就是体验。前不久我在天津的大学

里发起“热爱你求学的城市”活动，鼓励大学生

跨出校园，到自己身在其中然而也许并不熟悉

的城市里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去亲身体验

这个城市的文化。了解和亲近求学的城市，不

仅会多一份生活阅历，而且让学生在进入社会

之前，先打开自己对社会的眼界，增添对生活的

兴趣和情感，甚至产生一种宝贵的精神——对

社会的责任。

记者：您在小说《艺术家们》中，借书中人

物之口说：“一个人的来历全在他的艺术里。”

您的人生经历塑造出怎样的艺术观？

冯骥才：我会首先想到“责任”二字，责任

一头在骨子里，一头在笔管里。我一开始并不

是因为对文学的爱好走上创作道路，而是因为

要用文学的方式对社会进步担起责任。这么

多年，责任始终像火一样支在我的心里。我做

文化遗产保护也离不开责任二字。这种责任，

不是外面强加的，是从自己的内心和对时代的

思考中生发出来的。它不是一种负担，相反，

是充满激情、不可遏制的。不管在什么时代，

真正的艺术都是富于激情的。

在文学的道路上，我跟茅盾、冰心、巴金等

老一辈作家有过接触，我希望把从他们身上学

到的东西传递下去。作家内心里是否有大爱、

大善、大美、大勇，笔下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文

化博大精深，时代风云激荡，我们的文艺创作

也要有与之匹配的大胸怀。我觉得自己是幸

福的，和时代融为一体，和大江奔流的激浪融

为一体，这样的人生充满激情、充满力量。

制图：赵偲汝

左图为冯骥才在进行文化遗产田野调查。

把责任与激情传递下去把责任与激情传递下去
对话人对话人：：冯骥才冯骥才（（作家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

胡妍妍胡妍妍（（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一部影视作品能够流传久远甚
至被奉为经典，一定是因为作品中
某些鲜活生动、意味隽永的场面让
人难以忘怀

核心阅读

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与关爱体
现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高
度。现在，我们已经从抢救式保
护进入到科学保护的阶段

要真正走到民间、走到一线，
看到广阔大地对文化的渴求，探
索历史积淀与现代文明鲜活有机
的结合，把书桌搬到田野，一起努
力让历史之花开放到未来

在中国田野大地奔走的时
候，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
灿烂，这给予我投身文化遗产保
护的无穷动力。我们保护多少，
后代就会享有多少，这是我们必
须承担的使命

作家内心里是否有大爱、大
善、大美、大勇，笔下的境界是不
一样的。文化博大精深，时代风
云激荡，我们的文艺创作也要有
与之匹配的大胸怀

图为《我和我的父辈》剧照。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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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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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