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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

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生

活 就 是 人 民 ，人 民 就 是 生

活。”作为一名豫剧演员，深

入生活、表现生活，为人民演

出，是我的光荣职责。

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

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我所在的河

南豫剧院三团作为编演现代

戏的剧团，历来高度重视从

生活中汲取营养，从生活中

提 炼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 豫 剧

《朝阳沟》编剧杨兰春同志有

句老话：“走马观花不如下马

看花，下马看花不如亲自种

花 。”早 在 上 世 纪 五 六 十 年

代，我们团就在河南林县和

登封县设立生活基地，所有

演职人员都要定期到当地体

验生活，与当地百姓同吃同

住同劳动，这为《朝阳沟》《李

双双》等剧目的成功奠定了

重要基础。

这种精神在河南豫剧院

三团传承至今。在排演豫剧

《焦裕禄》时，我数十次到兰

考走村访户，和农民朋友拉

家常、谈感想。从他们对焦

裕禄质朴真挚的回忆中，我

深切感受到焦裕禄精神的光

辉，焦裕禄的人物形象也逐

渐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在

排演《重渡沟》时，我和剧组

在重渡沟生活两个多月，走

遍基层干部马海明生前工作

生活过的地方，所到之处人

们都在诉说对这个党的好干

部 的 爱 戴 与 缅 怀 。 源 于 人

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

只有走进群众、深入群众、扎

根群众，与群众手牵手、肩并

肩、心连心，才能真正领悟人

民心声，从而创作出为人民

群众所喜爱的作品。截至目

前，《焦裕禄》演出近 500 场，《重渡沟》近 200 场，成为舞台上的

长演剧目，这是因为观众的肯定和鼓励。

“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

现象新人物”。今年是河南豫剧院三团建团 70 周年。70 年

来，三团人始终勇立时代潮头，用 200 余部现代戏作品，生动

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我先后在舞台

上塑造了李天成、马海明、焦裕禄、大河、大堤等基层党员干部

形象，受到观众欢迎。这些人物不仅是人民敬仰的楷模，更是

国家沧桑巨变的见证者、奉献者、推动者，他们身上涌动着中

华儿女奋勇拼搏的澎湃力量，彰显着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在创排这些现代戏时，我们注重挖掘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着

力展现社会发展脉动，追求现实主义手法与戏曲美学精神相

统一。这些努力得到了观众的认可，鼓舞着我们在这条创作

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是文艺工作者长期保持艺术生命

力的关键。用古老戏曲讲好当代故事、生动塑造英模形象，离

不开对戏曲传统的学习与转化。我们把根深深地扎在传统

中，重视传统戏曲基本功，严格遵循戏曲美学原则，追求诗化

的舞台呈现。我在《村官李天成》中的“拉车舞”、在《焦裕禄》

中的“抗洪舞”、在《重渡沟》中的“风雪舞”等，就是对传统戏曲

程式的化用，写意化地呈现特定情境下的人物行动。我们注

重拓展人物形象的广度、深度和高度。从李天成到焦裕禄再

到马海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物性格各不相同，我要尽最

大努力找出他们每个人的独特气质。在最新创排的《大河安

澜》中，我同时饰演大河、大堤两个角色，其中大河有着数十年

的年龄跨度，大河与大堤更是两代人。这两个形象与我以前

饰演的角色迥然不同，无论哪一个对我而言都是巨大挑战；一

人分饰两角，在我的艺术生涯中也是首次。这在给我带来压

力的同时，也让我乐在其中：对演员来说，最大的满足，就是让

一个崭新的形象鲜活地立在舞台上、鲜明地留在人们心中。

在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殊为不易。我

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样，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将文艺事业

进一步向前推进，使博大精深的中华戏曲文化绽放更加耀眼

的光彩。

（作者为豫剧演员、河南豫剧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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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

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

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

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奋

斗画卷中，从来不乏英雄模范的身影。广大

作家怀着对英雄模范的崇敬之心，用生动的

文学语言和鲜活的艺术形象，浓墨重彩地书

写英雄模范，以文学作品的形式镌刻英模形

象，颂扬英模精神。

为英模立传，也是为
时代画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模范，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模书写。《红岩》里宁死

不屈、百折不挠的共产党人，《谁是最可爱的

人》中质朴纯粹、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战士，《县

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里心系群众、鞠躬

尽瘁的人民公仆，这些英雄模范铭刻在无数

读者的记忆里，至今闪耀着光芒。当代中国，

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铿锵的时代

足音中回响着英雄的故事，昂扬的时代面貌

中凸显着模范的风采，为新时代文学提供源

源不断的主题。

在脱贫攻坚战场，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

奉献、苦干实干，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先进

事迹。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将笔触对准扶

贫战场上的英模人物，写实写活了一群活跃

在乡村大地的追梦人。戴时昌《倒在脱贫攻

坚路上的县委书记——姜仕坤》中“一心只为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县委书记姜仕坤，何建

明《山神》中誓言“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当

代愚公”黄大发，阮梅《文秀，你是青春最美的

吟唱——寻访“时代楷模”黄文秀生命成长足

迹》中以做好驻村第一书记作为“青春打开方

式”的黄文秀，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科

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陈启文《袁

隆平的世界》、黄传会《“北斗”璀璨》、王宏甲

《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张雅文《为你而生

——刘永坦传》、刘国强《祖国至上——战略

科学家黄大年“飞行记录”》等作品，以攻坚克

难、锐意创新、勇攀高峰的科学家为主角，展

现人物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把科学追求融入

党和国家事业的可贵精神。《将军台——“时

代楷模”张连印》将“老兵”回到家乡，用 18 年

时间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故事，放在生态保

护、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展开，视野更为开

阔 。 熊 育 群《守 护 苍 生—— 记 战“ 疫 ”中 的

钟南山》、李春雷《铁人张定宇》等作品，则将

视线投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富有表

现力地刻画了钟南山、张定宇等人物形象，诠

释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和责任面前舍身忘我

的崇高品格。

文学作品在艺术化表现英模真实事迹的

同时，注重营造历史氛围，将人物置于具体的

时代环境中。通过英模事迹，读者可以了解

国情民情和各行各业的真实面貌，感受时代

发展的脉动。英模题材因而成为反映社会生

活的一面镜子。为英雄立传，也是为时代画

像。这些英模人物的身份、事迹和性格各不

相同，但都以各自的光彩映照着时代精神的

光芒；当他们经由文学转化为典型人物时，更

能以其独特的时代性和影响力，有力传递时

代精神，发挥精神火炬和前行号角的作用。

以典型人物的高度
提升作品高度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

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塑造时代典

型，英模题材创作具有明显优势，因为英雄模

范本身具有典型性，人物故事的丰富曲折可

以为创作提供大量素材。但是，从生活典型

到艺术典型需要转化，既要把生活素材用足、

用到位，也要有合理恰当的艺术加工。近年

来文学作品着力塑造可亲可敬的英模形象，

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

深入探究人物精神历程，讲述英雄是怎

样炼成的。艺术创作不仅源于生活，还要高

于生活，深入探寻和书写英雄模范之所以能

成为英雄模范的精神动能，让读者从中感受

到精神的力量。陈果《在那高山顶上》的主人

公李桂林、陆建芬夫妇，是一对扎根“天梯之

上”的乡村教师。作者多次到悬崖村驻村采

访体验，挖掘他们相互支持、相互成就的故

事，刻画他们有担当有大爱的典型形象。王

国平《当代焦裕禄：廖俊波》的主人公是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廖俊波身上既有对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精神传承，又体

现出新的时代背景和个性特征，作品重点书

写了他心系群众、担当有为的精神品格。

将书写英模与书写人民结合起来，处理

好典型形象与时代群像的关系。英雄模范从

人民中来，又服务人民、奉献人民。以人民的

群像结构支撑英雄叙事，既能拓宽叙事时空，

又能通过人物关系丰富人物事迹，增强作品

生动性。李春雷《农民院士》在讲述朱有勇

院士带动农民致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过

程中，精心选取帮扶地区几位村民的故事，

讲 述 他 们 由 疑 到 信 ，最 终 一 同 进 行 科 学 种

植、战胜贫困的历程。通过展现院士与村民

之间的互动、交往，不仅丰富了读者对朱有勇

形象的认识和理解，还引发读者对科技扶贫

的思考。

适应当下读者的审美需求，进行多元艺

术探索和审美建构。近年来英模题材报告文

学，由人物事迹报告转为艺术性较强的审美

表达，由对新闻性的追求转向对故事性的探

寻，由单一描写人物先进性转到多维度呈现

立体人生。这些努力明显提升作品的审美化

程度，增强英模形象的表现力、感染力和传播

力。紫金《大地如歌》以真实、精彩的警营生

活和发生在百姓日常里的繁琐小事为抓手，

生动展现主人公在和平时期看似平凡又跌

宕 起 伏 的 英 雄 经 历 。 徐 剑《大 国 重 器 ——

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从巧合中发现结构

故事的契机，通过科技工作者不懈奋斗的传

奇，“巧”写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历程。

审美品格和价值传
递相辅相成

英模题材作品以崇高美见长。崇高既是

人物的精神品格，又是作品的审美品格。如

何把崇高美和面向普通人的价值传递结合起

来，是英模文学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塑造

英模人物、讲述英模事迹，英模题材创作要能

实现彰显英模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追求。创作者在书写中需要把握分寸，

不过分拔高，不过度煽情，而是通过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表达，让读者自然走近英模人

物，感受英模精神。

傅宁军《丹桂飘香》描写的是全国道德模

范周维忠。周维忠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电

工”，在村里负责供电保障工作。并不富裕的

他常年为贫困家庭代付电费，照顾村里的孤

寡老人。作品以朴实的笔墨描写这位朴实的

模范，许多细节触动人心，给予读者榜样的力

量。在多部叙写“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

作品中，李延国、王秀丽合作的《张桂梅》在

“有”“无”之间做文章——张桂梅无家，以校

为家；无子无女，学生就是她的子女；无物质

财富，但有丰盈的精神世界。她以“无”收获

了特别的“有”，“有”“无”之间彰显了张桂梅

的人生境界和她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奉献

精神。这样的英模形象鼓励读者把崇高理想

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在平

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只要

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

地把每件事做好，平凡的人也可以收获不平

凡的人生。这样的启迪意义正是英模题材为

读者所喜爱的原因。

近年来，英模题材创作辐射众多艺术门

类。网络文学里的英雄叙事广受欢迎，激励

年轻读者奋发进取，以电视剧《功勋》为代表

的英模影视剧也收获良好口碑。英模题材在

公安、军旅、青春、历史等多个类型上都涌现

新作，这一方面源于表现对象即英模人物职

业身份的广泛性，另一方面源于读者观众审

美诉求的变化。通过这些类型化尝试，英模

题材也在探索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将精神的

力量、信仰的力量与文学的力量同时呈现，塑

造既有生动、鲜明、丰富的人物个性，又有现

实广度和思想深度的英模形象。

有人把英模题材文艺比作民族精神的

“营养剂”，因为它塑造代表民族“脊梁”的英

雄模范，弘扬崇高理想和英雄气概，奏响时代

之声、爱国之声、人民之声。期待有更多作家

用心用情书写英模故事，创作出反映英模精

神的精品力作，以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文艺作品培根铸魂。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用心用情书用心用情书写英模故事写英模故事
丁晓原丁晓原

网络电影《金山上的树叶》取材于浙江

省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向三省五县捐赠

“ 白 叶 一 号 ”茶 苗 ，推 动 共 同 富 裕 的 真 实

故事。电影讲述的是两个有理想、有热情

的青年——网络主播金晓白和制茶技艺传

承人韩大吉，从误解到合作，直至解决村里

茶叶销售危机，积极参与捐助扶贫茶苗行

动。影片既励志又充满温情，以鲜明的青

春气息引发青年观众共鸣。从年轻人返乡

创业到电商直播、短视频带货，片中不乏对

当下社会生活热点的回应，展现出新商业

模式和新媒介助推下乡村振兴的蓬勃景

象。全片叙事明快、生动有趣，同时还嵌入

茶 叶 相 关 知 识 ，让 观 众 在 笑 声 中 有 所 收

获。也许因为创作上强调“网感”，有些情

节比较刻意，如果能把故事铺陈得更细腻

一些，效果会更好。

（隋 薇）

脱贫故事 温暖励志

热爱、专注和创新，是微纪录片《海派

百工（第二季）》的主题词。无论起初是在

家庭中耳濡目染，还是生活中偶然接触，片

中主人公们最终将非遗项目作为一生所

爱，多年如一日地悉心钻研。琥珀雕刻、顾

绣、青铜器修复、海派剪纸……该片将种类

繁多的非遗项目，浓缩在每集 5 分钟的视

频中。传承人介绍非遗项目，讲述自己的

故事，搭配多角度镜头特写，工艺细节尽

显。正如传承人所说，创新是非遗的活力

所在，传承古老技艺一定要有新的时代面

貌。于是，“面塑+定格动画”让静态工艺

品动起来、古陶瓷修复用上高科技、海派连

环画融入电影脚本逻辑等，折射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美中不足的是，

部分传承人自述略显简单，非遗特色和背

后故事还可再挖掘。

（李 秋）

记录热爱 展现创新

纪录片《美食令》将二十四节气与地方

美食碰撞，以节令为线索展现云南丰富的

美食文化。作品以精美的视觉呈现见长。

云岭大地引以为傲的自然风光、生物多样

性与民族文化特色，成就了纪录片大气开

阔的风格；节气与美食背后尊重自然、顺时

而为、恬淡包容的生活美学，更是让人回

味。对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美食类纪录片来

说，避免同质化无疑要走特色化之路，但要

想把“特色”做出深度、做出感染力，并不容

易。本片以“二十四节气+美食”的方式，

在内容上用心编排，但仍让人感到，美则美

矣，引发共鸣、触动心灵的地方还不够多。

节气不只是时序背景，美食也不只是美味，

美食纪录片讲故事的方式无论是侧重“生

活流”还是“大文化”，都可以去往观众心灵

更深处，探寻更多“蹊径”。

（沈 月）

生活美学 探寻“蹊径”

图为网络电影《金山上的树叶》海报。

对演员来说，最大的满足，就是让
一个崭新的形象鲜活地立在舞台上、鲜
明地留在人们心中。

这些英模人物的身份、事
迹和性格各不相同，但都以各
自的光彩映照着时代精神的
光芒；当他们经由文学转化为
典型人物时，更能以其独特的
时代性和影响力，有力传递时
代精神，发挥精神火炬和前行
号角的作用。

英模题材作品以崇高美
见长。崇高既是人物的精神
品格，又是作品的审美品格。
如何把崇高美和面向普通人
的价值传递结合起来，是英模
文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核心阅读

制图：张丹峰 赵偲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