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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一天，家住福建省政和县的

老人张承富手写了一副对联，贴在自己的大

门上：“当官能为民着想，凝聚民心国家强”，

横批“俊波您好”。老人感念的“俊波”就是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我要快一些

再快一些，我要让政和美起来绿起来富起

来，我要让政和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

们就是要用我们的团结，去创造我们自己的

政 和 速 度 和 政 和 奇 迹 ！”电 影《樵 夫·廖 俊

波》、电视剧《一诺无悔》、话剧《县委书记廖

俊波》、报告文学《廖俊波：“背石头上山”的

领路人》，均将目光投向这位带领贫困群众

脱贫的“时代楷模”，以不同方式讲述他的故

事，让更多人走近这位人民的好儿子、党的

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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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

息的人民史诗。”十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把

艺术创造面向英雄模范的事迹敞开，向亿万

人民的奋斗敞开。从这些类型丰富、表现多

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可亲可爱

可敬，看到亿万人民伟大实践成就的时代之

变、中国之进。

表现人民，激发奋进
力量，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荧屏银幕到剧场戏

台、从笔墨书画到字里行间，广大文艺工作

者将人民的情感与梦想、拼搏与坚守，凝练

为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典型形象、体现奋斗精

神的人物群像，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波澜壮

阔的时代画卷。

“乡亲们，留下来！咱们跟这贫穷干一

仗！”风起十八洞，舞台上，扶贫干部龙书记

力劝正要外出打工的村民留下来。有了带

头人，村民们的心逐渐拧成了一股绳，开山

破峰，修路致富，开荒种田……融汇了现代

舞、民间舞、群舞、独舞、说唱、美声、流行等

多种艺术样式的歌舞剧《大地颂歌》，将湘西

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故事搬上舞台。当剧

场版一票难求时，高清摄制版随之上线，更

多观众得以一睹作品风采。“看着舞台上演

员们的演绎，仿佛看到了大地之上无数普通

人不平凡的扶贫故事。”“让我们看到平凡又

不平凡的他们，感动！”是什么打动了观众？

是来自用心之作的艺术感染力，更是来自人

民火热实践的精神伟力。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解决困

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

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

迹，这奇迹的背后是数百万倾力奉献、苦干

实干的扶贫干部，是亿万众志成城的普通百

姓。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山海情》、话剧

《闽宁镇移民之歌》、民族歌剧《三把锁》、电

影《我和我的家乡》……十年来，越来越多的

英模人物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带领湖

南省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摘掉贫困帽的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王新法，“时代楷模”、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黄诗燕，“七一勋章”获

得者、扶贫干部黄文秀，“治沙英雄”石光银、

牛玉琴，他们的感人事迹以及众多来自脱贫

一线的真实故事，经由多种样式的文艺作

品，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开客栈、倡环保、电

商进壮乡……伴随决战脱贫攻坚取得胜利，

乡村振兴的足音铿锵有力。电视剧《幸福到

万家》《春风又绿江南岸》、彩调剧《新刘三

姐》、粤剧《清水河畔》，姐美、阿朗、90 后第

一书记张天宇，剧中的角色呼应着乡村振兴

路上的返乡青年、生态环境保护者、普法宣

传员，为广大观众讲述当代中国故事。

“你的心只有五百米的山坳，你的心能

冲破亿万里的重霄。你的心常惦记山

里娃的书包，你拿生命去追寻一

个目标。”一曲《心远天高》

寄 托 着 人 们

对“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的敬仰与怀念。为

早日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500 米口径

射电望远镜，南仁东带领团队风餐露宿，常

年奋战在祖国西南的山窝窝，最终建成了这

一国之重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不断取

得重大成果。为科技工作者立传，弘扬自主

创新精神，也是文艺工作者书写人民史诗的

应有之义。歌剧《呦呦鹿鸣》，讲述科学家屠

呦呦等人发现青蒿素的故事，也是首部以女

科学家为主人公的原创歌剧作品。《嫦娥揽

月》《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

《中国北斗》等书写科技人物、讲述自主创新

不凡历程的报告文学更是层出不穷——这

些作品在展现新时代科技成就的同时，有力

传递科技战线的创新精神、奋斗之志，催人

奋进。

以“时代楷模”王继才为主人公的影片

《守岛人》放映会上，一位观众含着眼泪说：

“作为一位环卫工人，我看到了王继才的坚

守，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这样的普通

人 能 够 被 电 影 记 录 、被 时 代 记 住 ，我 很 感

动。”为人民书写史诗，也是为普通人塑像，

正是亿万普通人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万千

气象。

新时代是奋斗的时代。无论以英模人

物为原型，还是以平凡百姓为主角，新时代

文艺作品镌刻下时代足迹，以光和影、舞蹈

与歌唱，留下人们追梦逐梦的坚定身影，传

扬理想的精神力量。

扎根人民，学习人民，
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

10 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深情书写人

民史诗，深刻表现时代发展景象，优秀作品

不断涌现。这一可喜成绩是如何取得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创作方法，广大文艺

工作者形成高度共识：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

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把

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获得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文艺作品动人心弦的

情感力量、洗涤心灵的精神力量，归根结底，

来自有温度的烟火生活，来自时代的火热实

践。就像网络小说《朝阳警事》

创作者卓牧闲说的那样：

“ 我 在 写 作 上 取

得了一些成绩，但不敢贪天之功。我深知

不是我写得多么好，而是这些基层民警干

得好。”

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创作出来的

作品必然如一朵朵浪花映照江河，为这个时

代和人民留下真实的写照。“生活是一口井，

离了井，没水喝。”这是作家李迪生前常常说

起的一句话。《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十

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终其一生，这位作家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山区到沿海、从沙漠

到苗寨，他的笔始终以朴实的人民为表现对

象，通过一个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人

物，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与精神的

升华。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赋予文艺工作者

最可靠的情感支撑、最有力的精神鼓舞。为

排演豫剧《焦裕禄》，戏曲演员贾文龙数十次

走进兰考，当地人的倾情回忆让他深刻认识

到焦裕禄精神至今闪耀；作家欧阳黔森常年

在山区采访脱贫攻坚主题，96 岁的脱贫户

安大娘一直拉着他的手说话，“话虽听不太

清，但大娘的笑容我看得懂，那是喜悦的笑、

发自肺腑的笑。这样的笑容里洋溢着满满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给了写作者最深最足的

底气！”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来自人民的真

情实感、生动话语不断丰富着作品血肉、丰

满着作品角色。

经由艺术手法和审美转化，广大文艺工

作者把从人民中间收获的感动和震撼、细节

和场景，浓缩在一部部文艺作品中，充盈人

们的文化生活，振奋人民精神。以英模人物

为主角的电视剧《功勋》累计播放量近 3 亿，

豫剧《焦裕禄》演出近 500 场……源于人民，

属于人民，这些作品在广泛传播中润物无声

地给人们以精神滋养，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

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必将继续书写生生

不息的人民史诗，让人民奋斗的身影在作品

中留下深深印记。

题图为蓬勃生长的绿苗。 金 星摄

下图为陕西省宁强县青木川古镇俯瞰。

张西明摄

制图：赵偲汝

““书写生生不息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人民史诗””
徐徐 馨馨

网络纪录片《我们的清明上河图》讲述

文物保护工作者为守护经典、重现名画不懈

努力的故事。画家冯忠莲穷十年光阴，一笔

一画临摹原作，修复师杨文彬不顾自身伤病

为古画“祛病延医”，一代代文保人以求实认

真的学术态度，将青春年华倾注到文物保护

事业中，让古画焕发新生。片中，亲历者和

见证者走到观众面前，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

细节，展现文保人的默默付出与执着坚守。

该片还将镜头深入文物保护工作现场，让观

众近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不易。叙述的方

式平实朴素，讲述的故事鲜活感人，守护《清

明上河图》的故事，折射的是无数文物保护

工作者薪火相传的匠心。

（赵雅娇）

文物传世 精神传承

2020 年 12 月 17 日，探月工程三期嫦娥

五号任务获取 1731 克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实

现了中华民族“九天揽月”的千年梦想。嫦娥

五号任务代表了当今无人月球探测的最高水

平。它如何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自动采

样返回，又完成了哪些全新的科学探索呢？

首部以探月工程为题材的科普纪录片《神奇

的嫦娥五号》以嫦娥五号任务从发射到返回

全过程的关键环节为主线，讲述科学原理，再

现嫦娥探月的神奇之旅。该片将纪实画面与

动画制作有机结合，有效增强了科普的趣味

性；一共 12 集，每集 10 分钟的短小体量，贴近

当下观众的观看习惯，是一次科普创新的有

益尝试。

（程 刚）

探月工程 生动科普

纪 录 片《闪 耀 吧 ！ 中 华 文 明》深 入 殷

墟、三星堆、唐长安城、秦始皇陵、敦煌、南

海一号六大考古现场，对话各大博物馆馆

长 、一 线 考 古 队 队 长 等 资 深 文 博 考 古 专

家 ，带 领 观 众 领 略 中 华 灿 烂 文 明 的 风 采 。

“是谁在甲骨上刻下了第一个文字？神秘

的 三 星 堆 和 神 话 有 什 么 关 系 ？ 八 千 秦 俑

守 护 着 怎 样 的 秘 密 ？ 敦 煌 的 发 现 揭 开 什

么样的传说？”纪录片通过悬疑解谜、逻辑

推 理 的 形 式 ，融 入 视 觉 特 效 、国 风 动 画 等

创新技术手段，对节目质感和叙事逻辑进

行 影 视 化 升 级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激 发 年 轻

观 众 对 中 华 文 化 遗 产 和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兴趣和热爱。

（蒋 云）

考古现场 闪耀登场

核心阅读

从荧屏银幕到剧场戏台、
从笔墨书画到字里行间，广大
文艺工作者将人民的情感与
梦想、拼搏与坚守，凝练为富
有艺术感染力的典型形象、体
现奋斗精神的人物群像，在我
们面前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
时代画卷。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赋
予文艺工作者最可靠的情感
支撑、最有力的精神鼓舞；把
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创作
出来的作品必然如一朵朵浪
花映照江河，为这个时代和人
民留下真实的写照。

图为《我们的清明上河图》

海报。

已有 800 多年历史的梨园戏诞生

在福建泉州，和闽南方言文化息息相

关，韵味浓厚。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一

度面临断层失传的梨园戏不仅在今天

生存下来，而且发展得很好。10 多年

来，每逢周末和演出季，500 多个座位

的剧场座无虚席。不少人特意从全国

各地赶来看戏，甚至带动泉州旅游业

的发展。

梨园戏有今天的发展势头，首先

因为梨园人有坚定的文化自信。福建

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是全国唯一一家梨

园戏专业剧团。自 1953 年成立以来，

不仅 6 任团长都以“抢救—继承—发

展”为职责，而且全团上下都很爱惜梨

园戏，舞台上哪一个细节不符合剧种

风格，都会有人指出来。第一次邀请

院外导演给团里排戏时，全团 100 多

人包括炊事员都来听导演做阐释报

告，为的是确保导演“没有动我们的梨

园戏”。

这份自信来自深层次的了解。只

有把这个剧种最根基的东西弄清楚，

才知道它的可贵之处。我们一边整理

老艺人留下的手写古本，一边对健在

老艺人的表演进行录像和数字化保

存，请他们把绝活儿传给年轻人。现

在从文本到表演，梨园戏三大流派的

代表性传统剧目不仅留了下来，而且

成为常演剧目，舞台上经常五代同台。

戏曲界曾一度流行对传统剧目进

行缩编。在整理古本的过程中我们发

现，有时并非古本“枝蔓啰嗦”，而是我

们没全懂、不能驾驭古本之美。旦角

独角戏《陈三五娘·大闷》就是一部长

达 50 分钟的古本折子戏，表现的是女

主人公对恋人的牵挂。2000 年夏天，

每天 3 个小时、连续 90 天，82 岁的老

艺人蔡秀英老师手把手地把这折戏传

给了我。过去 10 年，我把所有自己会

的戏逐一教给了优秀的年轻人。把戏

传承好，是对培养我的梨园戏最好的

回报。

有了传统的底子在，自然不畏革

新。剧种古老并不意味着只能做传统戏。去年，我们创排红色

题材现代戏《英雄虎胆》，利用梨园戏独特的幕后“回声报事”的

表现手法，只有 3 个演员，却营造出千军万马的效果。我们希望

通过这次探索，为剧种发展提供借鉴。

面 对 传 统 ，懂 它 ，才 能 尊 重 它 、爱 惜 它 ，才 能 发 现 它 的 不

足，然后竭尽全力用自己的经验智慧弥合、补充，让它更加完

善。手眼身法步、“十八步科母”，梨园戏的表演手段严谨丰

富，足够为演员的表演提供支撑。但是，再丰富的表现手段也

只是手段。当代演员不能止步于传统，要让传统程式富有当

代审美特点和地域文化气息，要从当代视角表现人物，同时传

递剧种独特的韵味。

《董生与李氏》的李氏、《御碑亭》的孟月华、《朱买臣》的赵小

娘、《朱文》的“一粒金”……我扮演的这些角色性格各异，既古典

又现代是她们的共性。即便同一个角色，我每一场演出也不一

样；有的戏演了 40 年，表演依然在变化——戏的功夫在戏外，生

活阅历不断更新着我对角色的理解。我对生活的爱和对梨园戏

的爱是一样的，喜欢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天生对生活细节充满兴

趣。戏给了我立身之本，我以我的生活滋养着戏。

对我而言，再多的掌声和奖项，都难以取代心心念念、跌

宕起伏的创作过程。每排一部戏、每演一场戏，在食不安寝难

眠的过程中，一点点逐渐找到和角色最相契的结合点，这不就

是生活吗？

一个演员在学徒期时，重在模仿；崭露头角时，容易浮躁；沉

淀之时，往往也是瓶颈期；有所突破时，进入成熟期。这之后，需

要积累大量的舞台表演经验：复盘传统戏，大胆接触多栖艺术为

我所用。这时的演员只要站在台上，不动也是表演。我常常对

年轻演员说：不要总盯着剧本上写的内容，把剧本上没写的那一

部分告诉观众才是最难的；同时，不要急切地想告诉观众我在

干吗，演员要尊重观众的智慧，给观众参与创造的空间。

观众正是梨园戏蓬勃发展的另一大要素。有的观众最喜欢

看传统剧，演多久都爱看，这给了我们演传统戏的动力。有的观

众接受不了传统戏，于是出现了对当代梨园戏发展至关重要、王

仁杰老师编剧的《董生与李氏》等新编戏。本世纪初，我曾常年

在国外游历，和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合作，有同行邀请我留下来教

梨园戏。在我看来，我唱梨园戏必须在中国，必须回到泉州，这

个剧种就是这方水土和百姓养育的。

我相信，有传统、有生活、有观众、有心，再古老的戏曲也能

生机不断，枝繁叶茂。

（作者为戏曲演员、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团长）

传
统
和
生
活
是
创
新
的
底
气

曾
静
萍

当代演员不能止步于传统，要让传
统程式富有当代审美特点和地域文化气
息，要从当代视角表现人物，同时传递剧
种独特的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