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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人世间》播出后，细心的观众发

现了一个有趣的花絮：原著作者梁晓声在剧

中客串了一个角色。剧组以这种方式向作家

本人致意。改编自梁晓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

学奖的同名小说，《人世间》全剧故事流畅，人

物立体，情节丰富，情感动人，展现当代中国

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描绘平凡人生的不懈

奋斗与人情温暖，播出后创下了近年来电视

剧收视率新高。

这一现象并非《人世间》所独有。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都

改编自相应的文学作品，有的改编自《西游

记》《红楼梦》《四世同堂》《围城》等古代与现

当代经典，有的改编自金庸武侠小说、二月河

历史小说等当代类型文学。近年来，《亮剑》

《平凡的世界》《大江大河》等热门电视剧也都

是文学原著的二度转化。电视剧之外，电影、

话剧等领域也存在类似现象，比如电影《流浪

地球》改编自刘慈欣小说，话剧《长恨歌》改编

自王安忆作品。文学改编现象是世界性的，

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创

意来源，不断被改编成热门剧集、电影大片、

音乐剧、电子游戏等。

进入数字时代，由于影像艺术的直观、便

捷、受众广泛，文学似乎不再居于媒介中心地

位。但在文艺诸门类中，文学始终扮演着“母

本”的角色。说文学是“母本”，主要是从文学

和各艺术门类的关系出发，形象一点讲，文学

是文艺的“基础设施”，为文艺发展提供基础

性支撑。

文学是文艺的“基础设
施”，起到广泛支撑作用

文学作为文艺的“基础设施”，是由深层

原因决定的。首先，相较于其他媒介，我们认

识世界、沟通交流更直接依赖于语言文字，语

言文字的基础性支撑着文学的基础性。虽然

电影中有镜头语言，舞台上有肢体语言，但在

创作和赏析时，我们仍然需要用语言文字“翻

译”镜头或舞蹈动作的内涵。我们也会用音

乐、用色彩来交流，沉浸在一首名曲或一幅名

画营造的意境中，但这种“意会”的交流，常常

也要借助“言传”来解释其中奥妙。文学语言

并不是对世界的被动反映，而是以其生动性

和创造性丰富着我们的感受与表达。“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让我们眼前的

风景变得生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让我们内心的情感更为细腻。这就是文学作

为语言艺术的价值所在，它支撑和丰富着我

们对生活的感知。

各艺术门类都有独特的形式传统，也都

在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文学在千百年来的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丰富的反映生活、表

现生活的艺术手法，这套艺术手法可以跨媒

介移植，构成综合性艺术的基础。比如很多

影视作品被认为“有文学性”，就是因为它们

在影像叙事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文学手法。当

代影视对文学创作手法的借鉴吸收不胜枚

举，导演张艺谋就曾表示：“我们研究中国当

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限于

影视领域，在近年来流行的脱口秀中，有较好

文学功底的演员也经常在表演中运用文学手

法，收到良好效果。

文学还是一门独特的想象艺术，和音乐、

绘画等艺术门类相比，其突出的特点在于，文

学想象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密切，它所反映

的社会生活内容更广泛。文学对时代生活的

反映并不是机械式表现，而是借助文学想象

的力量，提炼现实、穿透现实，以小见大、以具

体见总体，通过无数生动的现实细节反映时

代的整体气象。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是文学的

重要课题，不仅是“讲述”，而且要“讲好”，这

就考验文学为中国故事立心、为中国精神赋

形的本领。

通过跨界融合、破圈传
播，开拓延伸文学价值

在当下文艺格局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的

文学蕴含着转化创新的丰富可能，这就要求

我们超越单纯文本，以跨媒介的眼光理解文

学，推动文学充分向其他艺术门类开放。

向其他艺术门类开放，不意味着文学要

放弃自身特性，恰恰相反，文学更要强化相

较于其他艺术的优势。无论何时，一代人的

生活与情感，一个民族的奋斗与信仰，都离

不开文学的记录与书写。在数字时代，文学

力量与文学之美不能缺失。通过文学领会

世界的广阔与心灵的幽微，这一需求不仅依

然存在，而且依然强烈。

文学在保持并强化自身艺术特点的基础

上，要通过跨界融合、破圈传播，不断开拓延

伸文学价值。“跨界融合”主要指文学的生产

方式，“跨界”旨在打破文学界限，探索文学新

样 式 ，重 视 文 学 和 其 他 文 艺 形 态 的 联 通 发

展。比如文学与影视跨界融合，作家不能满

足于按照惯有方式写故事，或者只是为影视

编剧提供一些基本的故事素材和人物形象，

而是应该深入理解当代读者的情感特点和审

美需求，找到与之契合的艺术形式，在写作时

考虑到与各艺术门类的衍生转化。作家列

夫·托尔斯泰在 80 岁时感慨：“我们将不得不

努力让自己去适应那个充满光影的银幕和冰

冷的机器。一种新形式的写作将不可避免。”

当下一些文学作品已然考虑到影视文化特

点，有的青年作家以分镜练习开启写作尝试，

以分镜头方式架构故事，小说场景匹配影视

景别，读起来有鲜活的画面感。又如，面对更

熟悉电子交互艺术的年轻读者，文学如何克

服传统线性叙事的封闭性？如何借鉴交互叙

事手段，强化读者在文学世界中的沉浸体验？

这将促使文学界深入思考艺术手法的创新。

总之，文学与各艺术门类的深度融合，有助于

将文学的创造力转化为文艺和文化的创造力。

“破圈传播”主要指文学的传播方式，“破

圈”旨在打破文学圈的自我循环，重视文学作

品在网络视听等平台上的传播，探索文学新

业态。面对新技术条件下的读者，文学的传

播形态要应时而变。比如作家、评论家进驻

网络视听平台，以音频主播、视频博主的方式

和读者沟通。今年一些引人注目的文学作品

首发式，从线下转到线上，从参与人数有限的

研讨会转到更为开放的网上直播间，为作品

带来新的传播可能。同样，伴随创意写作专

业在大学校园里的兴起，文学创作与大学教

育相互助益。作家、评论家通过创意写作工

作坊、驻校作家、系列讲座、兼职授课等方式，

传播文学观念，拉近了与年轻读者的距离。

文学承担基础性重任，同时不断衍生转

化，开拓延伸自身价值，归根到底是为了服务

人民。人民是文学事业的根基所在。作为

“基础设施”的文学，不像交通、水利等生产生

活设施那样直接可见，但它在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中无处不在。只有扎根人民，表现

人民，新时代文学才能实现与人民同心，与

时代同行。只有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地实现

“跨界”与“破圈”，不断求新求变、奋发作为，

新时代文学才能保持引领风气的活力，成为

艺术创造和文化生产的基石。新时代新征

程，文学将在与其他媒介、其他艺术形式的

交融交汇、互联互通中，进一步拓宽道路、展

现力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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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文学道路 展现文学力量
黄 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

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希望

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

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

新征程的恢宏气象”“用情用

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

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我有幸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现场聆听重要讲话，备

受鼓舞。

歌剧被誉为“艺术皇冠

上的明珠”，作为歌剧演员，

我一直热爱歌剧表演艺术。

从 2001 年 起 ，我 先 后 出 演

《再别康桥》《米脂婆姨绥德

汉》《雪白的鸽子》《木兰》《运

河谣》《白毛女》《党的女儿》

等多部作品。从南北朝时期

的花木兰到明朝万历年间的

水红莲，从民国时期的林徽

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田玉梅到抗日战争时期

的喜儿，我塑造的这些角色

带着不同时代的烙印。还有

的 角 色 富 有 鲜 明 的 地 域 色

彩，如青海湖畔的尕冬妹、陕

北大地上的青青，等等。

生活和人民帮助我塑造

角色。出演《米脂婆姨绥德

汉》，我们到陕西榆林采风数

月，和当地民间艺术团的演

员们一起生活、排练，让角色

一开口就是地道陕北话；排

演歌剧《白毛女》时，我同剧

组来到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

北冶乡河坊村采风，与乡亲

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请他们

教我烧柴、和面、贴饼子……

每一次采风，都迅速拉近了

我与角色的距离，老乡们朴

实的笑容、真挚的情谊也一

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告

诉自己，必须把这里的歌唱

好，把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讲好。

采风的过程和角色化的创作方法，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人

物、演绎歌曲。在乡野林间、田间地头听到的美妙旋律，让我

对民歌更加了解和喜爱。在各地采风创作基础上，2006 年我

推出民歌专辑《蒲公英的天空》，2008 年推出《中华五十六民

族之歌》专辑；2017 年，在老师指导下，我推出《源远流长 寻

根之旅》民族民间专场音乐会，汇报我在民族民间音乐学习上

的收获和感悟。大地的歌声滋养了我，我希望把自己的所学

所感唱给更多人听。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工作生活里听到的百姓故事，

丰富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录制电视剧《山海情》主题曲《花儿

一唱天下春》时，我想起了在宁夏采风的时光，西北人民的热

情和直爽在我脑海涌现，我主动和作曲老师商量，决定用方言

演唱歌曲的前半部分；电视剧《人世间》描绘了半个世纪的百

姓生活史，在同名主题曲创作前期，我就参与其中，琢磨怎样

用更恰当的音乐形象表达剧情，希望自己既能唱出悲欢离合

的故事，也能唱出人间烟火的温暖。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老

百姓的酸甜苦辣又何尝不是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人民群众

的生活智慧，永远值得我学习和体会。

20 年的军旅生涯，让我常常有机会前往边海防一线、边

疆哨所慰问演出，每一次下基层演出对我而言都是一次心灵

洗礼。我的一系列军旅作品如《芦花》《晚风吹过哨塔》《解放

军来了》等，也在这一次次洗礼中打磨成熟。2021 年央视春

晚上，我演唱的《请放心吧！祖国》，受到观众喜爱。歌曲《我

用生命守护你》讲述守岛英雄王继才三十二年如一日的坚守，

《清澈的爱》歌唱年仅 18 岁的戍边烈士陈祥榕对祖国最深情

的告白……为战士们而歌，为人民英雄而歌，我心怀感激，这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自我净化、自我升华的过程。

这些年，我多次在国内外大型活动中，用歌声讲述中国共

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故事。去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中，我与 8 名来自四川大

凉山的孩子共同献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不管是排练还是

正式演出，每一次音乐响起，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20
多年前，14 岁的我凭着对歌唱的热爱，独自一人踏上求学之

路，朝着自己梦想的舞台出发；现在，站在舞台上的我，用心

歌唱对党、对国家深沉的爱，用真情为人民和时代放歌。

（作者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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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由于叛徒出卖，位于上海的共

产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加

紧搜捕中共地下党员。1933 年 1 月，中共临

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

金……从这段历史出发，作家孙甘露在参考

大量革命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构造，

创 作 了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长 篇 小 说《千 里 江 山

图》。这部作品融红色题材、类型小说和文学

笔法于一体，别开生面地书写了历史激流中

的信仰之光。

作品叙述了一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

生死较量。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秘密会场逮

捕了 12 名地下共产党人，在取保条件下将他

们释放。地下党员们明白，自己仍被关在无

形监狱里，他们需要在被监视的情况下辨别

出内部的叛徒，同时与瑞金派来的新领导人

取得联系，继续完成上级交办的特殊任务。

在主人公陈千里领导下，这些地下党人与敌

人机智周旋，建立了一条从上海通往瑞金的

秘密交通线。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中一些人

义无反顾地充当“钓饵”，被再次抓捕，甚至佯

装叛变，以假口供转移敌人视线，最终成功将

关键人物转送至苏区。

小说故事紧扣读者心弦。作者没有一味

追求悬念，而是以深沉冷静的笔法从容叙述，

铺陈出险象环生、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

虽然所述情节危机四伏，变化奇诡，但回想起

来，始终合情入理，保持着现实生活朴素的质

感和逻辑。这部作品最大程度忠实于生活与

历史的本来面貌。虽然悬念迭出，但不是为

悬念而制造悬念，每个人物的举止动机都很

平实，并有生活依据，如此才能让读者信服，

让读者在被情节吸引之后，进一步领会故事

背后的深意。

这一类型的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往往注重

正 面 人 物 的 机 智 勇 敢 、反 面 人 物 的 凶 残 狡

诈。《千里江山图》不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写

出人物背后的立场与信仰之争。小说里的叶

启年本为大学教授，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成为

国民党骨干，建立了秘密特务组织；陈千里是

他的学生，起初崇拜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爱

上他的女儿叶桃，并受叶桃影响走上信仰共

产主义的道路。陈千里和叶启年之间无可避

免地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作者深究他们彼

此政治观念的对立，在对比中写出红色信仰

的初心可贵，写出革命理想的光芒闪耀。叶

启年妄想在思想上肃清共产主义，但他接触

的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到不计得失、无惧生

死。小说塑造的方云平、凌汶、林石、陈千元、

董慧文、卫达夫、李汉等人，为了伟大理想从

容就义。开篇中在四马路菜场跳楼自尽以发

出警报的那位共产党员，甚至没有留下自己

的姓名——这种献身理想的精神，正是中国

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作品将激

烈谍战写至理想信仰的终极对决，体现了作

者把握历史、提炼历史的功力。当然，小说在

具体的人物冲突和故事细节上，还可以处理

得更饱满更巧妙。

作者在《千里江山图》中调动了多年的文

学积累和经验，在小说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

节奏等文学性方面进行了探索。整部小说于

冷静练达中书写生死较量，在历史激流中彰

显信仰之光，动静相宜。这样的作品也启示

我们进一步思考，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如何在

类型化表达和文学性追求之间找到平衡，从

而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

书写历史激流中的信仰之光
胡 平

采风的过程和角色化的创作方法，帮
助我更好地理解人物、演绎歌曲。站在舞
台上的我，用心歌唱对党、对国家深沉的
爱，用真情为人民和时代放歌。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著；上海文艺

出版社出版。

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

史方位。进入新时代，文学在投身时代、

书写人民的过程中表现出新特点新气

象，为丰富文化生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拓展着新空间新可能。

本栏目即日起推出“新时代文学新气象”

系列文章，从中提炼有益启示，推动新时

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编 者

核心阅读

文学在千百年来的发展过
程中，形成了一套丰富的反映
生活、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法，这
套艺术手法可以跨媒介移植，
构成综合性艺术的基础。

在当下文艺格局中，处于
基础性地位的文学蕴含着转
化创新的丰富可能，这就要求
我们超越单纯文本，以跨媒介
的眼光理解文学，推动文学充
分向其他艺术门类开放。

只有更为广泛、更为深入
地实现“跨界”与“破圈”，不断
求新求变、奋发作为，新时代
文学才能保持引领风气的活
力，成为艺术创造和文化生产
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