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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两个月，走遍全村 195 户贫困户，广

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

黄文秀在日记本上写下：“只有扎根泥土，才

能懂得人民”。黄文秀的驻村日记，一笔一画

记录了基层工作的点点滴滴，也反映了当地

百姓对脱贫致富的期盼之情。电视剧《大山

的女儿》以一个平凡又杰出的青年党员为例，

为我们还原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和鱼水情

深的干群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

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

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

姓的“幸福梦”。新时代的恢弘画卷里，人民群

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最美最动人的风景，也

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书写的时代篇章。

记录党员干部的奉献、
苦干、实干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宁夏闽宁镇涌泉

村村民和远道而来的福建扶贫干部，端起一

碗碗甘甜的黄河水；湖南十八洞村围拢而坐

的父老乡亲，举杯同饮共同致富的庆功酒；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代表走上舞

台，齐声说：“感谢党！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这一刻，全场沸腾。

这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

演出《伟大征程》中令人难忘的一幕。

从山寨到草原，从雪域到海疆，真实动人

的脱贫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党的十八大以

来，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创造了一项彪炳史册的伟业，打赢了

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纪录片《摆脱贫困》、电影《十八洞村》、电

视剧《花繁叶茂》、民族歌剧《扶贫路上》《马向

阳下乡记》、豫剧《重渡沟》，各类艺术创作自

觉对焦，用艺术的方式，真实、生动地记录了

这一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伟大实践。数百万

扶贫干部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中华

民族千年夙愿的实现倾力奉献、苦干实干，

1800 多名同志为了山乡巨变，将生命永远定

格在了“扶贫路上”……

“党员同志 24 小时待命，你入党的时候怎

么样说的，现在就怎么样做。为了保护我们

的国家，保卫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亲人，

同志们，我们责无旁贷！”病房不够，氧气储备

不够，人手严重不够，面对大量涌入的病人，

院长在全院动员大会上掷地有声。电影《中

国医生》以武汉金银潭医院为大背景，以身患

渐冻症的抗疫英雄张定宇等医务工作者为原

型，真情讴歌了伟大抗疫精神。

党旗在抗疫第一线高高飘扬，“天使白”

“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的集结画面如在

眼前，“我是党员我先上”的铿锵誓言犹在耳

畔，2.5 万多名优秀分子在火线上宣誓入党。

他们，生动诠释了初心和使命。电影《穿过寒

冬 拥 抱 你》《你 是 我 的 春 天》、电 视 剧《在 一

起》、话剧《社区居委会》等同样取材自真人真

事，从不同视角切入，真切还原遭遇突发性疫

情之际，党员干部自觉担当，与人民同舟共

济、攻坚克难。

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正式设立三江源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纪录片

《长江之歌》中，新时代长江的万里画卷、建设

者们的时代气度，在雄浑开阔的视觉画卷中

铺展开来。我们从中看到党和政府大力推进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的决心。

松涛起伏、冰川巍峨、江河缠绵；斑头雁

如约而至，与摄影师一年一会；植物自成其

形，成为学者的“荒野向导”；年轻牧人回到家

乡，他说，这是人生跋涉，也是精神回归……

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从物理空间

到精神世界，生动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好画面。

“还是要修渠”，黄大发在电影《天渠》中

反复述说。修渠为了谁？村里的年轻一代大

都外出务工，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不分昼

夜排队等待，才能打到一挑浑浊的黄泥水，而

这水“吃都不够，更别说浇地了”。面对村民

生活的刚需，面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贵州

省遵义市播州区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

决心改变乡村。

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中，坚持人民

利 益 至 上 的 县 委 书 记 严 东 雷 向 我 们 走 来 。

他在田间地头、山野河边留下身影：走马上

任第一天，就到县经济开发区考察，聆听散

养户的心声；自掏腰包购买黑猪养殖户家做

的腊肉请大家品尝；时隔多年重返潘山村，

依然能脱口叫出老乡的姓名，记得他们的个

人喜好。

各类艺术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许多一线基

层党员与生活奋斗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融为

一体，披荆斩棘、真抓实干、同甘共苦，成为奋

斗征程上坚强的力量。

讲述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安得广厦千万间”，住有所居，关乎尊

严、关乎幸福感。10 年来，全国城镇棚户区改

造 惠 及 9000 多 万 居 民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惠 及

2000 多万户，旧改工作让越来越多人感受到

城市的美好，收获到幸福与喜悦。从话剧《万

家灯火》到电视剧《安居》《心居》，我们看到人

民群众梦圆新居，以及党和政府做出的不懈

努力。

“既然为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就

不是好官。”已患胃癌的吉春市委书记兼市长

周秉义，争分夺秒推进棚户区“光字片”的改

建。他对群众掏心窝子，做调研、唠家常，他

懂“光字片”“冬天不抗雪、夏天不抗雨”里有

群众的急难愁盼。电视剧《人世间》中的“光

字片”，折射出千家万户的“安居梦”。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考验大

社会、小家庭，事关每一个人的幸福指数。电

视剧《幸福院》《八零九零》《老闺蜜》，让我们

看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家庭到社会对

于养老问题越来越重视，老年人的生活进入

社会关注视野。

“老头”刘二铁和刘海皮最早像敌人，后

来成为一起面对生活的朋友和战友，再后来，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头”刘二铁成了刘海

皮 的“ 儿 子 ”，刘 海 皮 则 成 了 刘 二 铁 的“ 爸

爸”。电视剧《嘿，老头！》聚焦父子情感，演绎

“老有所依”，直面和探讨养老问题。

电视剧《小欢喜》《小别离》《小舍得》里，

“学有所教”，追求高质量的教育；电视剧《急

诊科医生》《关于唐医生的一切》里，“病有所

医”，讲述医者仁心；电视剧《你迟到的许多

年》、电影《峰爆》里，退役军人在新岗位有了

新作为……

文艺作品聚焦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民

生热点难点、人民所思所盼，讲述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改革发展稳定离不开法治护航，经济社

会建设需要法治保护，百姓平安福祉要靠法

治守卫。检察官冯森追求的公平正义，体现

在大案上，更体现在每一个小案上，因为他知

道，任何一个案件，对于群众都是“天大的案

子”。电视剧《巡回检察组》将巡回检察这一

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工作进行监督的重大创

新推向公众视野，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

民利益和法律权威的生动实践。

在电视剧《小镇大法官》《警察荣誉》《扫

黑风暴》中，我们看到，各项制度不断健全，执

法者为人民守护美好生活，积极回应人民群

众 对 公 平 正 义 的 追 求 ，普 通 人 自 觉 遵 纪 守

法，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不仅对

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

日益增长。

号声嘹亮，乐曲《我和我的祖国》在国家

体育场“鸟巢”回荡。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在 100 多名来自全国各行各业优秀代表以及

56 个民族代表的手中相传托举，向着国旗班

的方向稳稳前进。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到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从“ 鸟

巢”回到“鸟巢”，导演张艺谋

感慨：“我们更加自信、从容！

普通人的每一步，似乎微小、

平凡、脚踏实地、不动声色，但

回望我们国家走过的脚印，你

会惊叹它的洒脱、传奇、伟大、

日新月异。”

奋 斗 未 有 穷 期 ，赶 考 仍

在 路 上 。 新 时 代 文 艺 作 品

展 现 的 温 暖 人 心 的 时 代 画

卷告诉我们，只要深深扎根

人 民 、紧 紧 依 靠 人 民 ，就 可

以获得无穷的奋斗力量，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一 定

会变成现实。

图①：电视剧《功勋》中袁隆平（右一）在

水稻田。

图②：电影《天渠》中黄大发正在修渠。

图③：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中严东

雷（左三）与群众在一起。

图④：电视剧《警察荣誉》中警察夏洁与

小朋友。

图⑤：电视剧《人世间》中周秉义（中）说

服群众搬离棚户区“光字片”。

以上图片均由任姗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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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
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
新时代的恢弘画卷里，人民群众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最美最动
人的风景，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
致力书写的时代篇章。

各类艺术作品真实地反映了
许多一线基层党员与生活奋斗在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融为一体，披
荆斩棘、真抓实干、同甘共苦，成
为奋斗征程上坚强的力量。

核心阅读

由文化和旅游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2 年戏曲

百戏盛典在昆山举办，昆剧现代戏《瞿秋白》作为开幕大戏

上演。这是江苏省昆剧院近年来创排的第三部昆剧现代

戏，回望创作路，感慨和收获很多。

如何让观众感受到清晰的昆曲行当划分，看到程式化、

虚拟性的戏曲表演，是昆曲现当代题材创作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幸运的是，我参与排演现代戏以来，得到了石小梅、

胡锦芳、赵坚等前辈表演艺术家的大力支持和严格把关，使

我们确立了坚守昆曲本体的现代戏创作方向。

昆曲有规范的程式化表演体系，要坚持以行当塑造人

物，让舞台上每个角色都有清晰的归行。以我饰演的人物

为例，在昆剧现代戏《梅兰芳·当年梅郎》中，分别以巾生、小

官生，塑造不同时期的梅兰芳。在昆剧现代戏《眷江城》中，

以巾生刻画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生刘益朋，表现其儒

雅知性。在昆剧现代戏《瞿秋白》中，以小官生演绎革命英

烈瞿秋白的凛凛风骨。

“四两唱，千斤念。”念白在戏曲表演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现代戏中，若按照传统的韵白节奏表演，与现代生活节奏

不合拍；若放弃韵白，改用普通话，又失去了昆曲韵味。这

需要对韵白的节奏、语速等做出调整。我们在保留传统昆

曲韵白抑扬顿挫的音乐性的基础上，以中速偏快这样一个

更接近当代人语感语速的节奏念出来，更契合观众审美，观

众也更容易接受。唱腔方面也做了相应调整，大多数唱段

都选用中速偏快的节奏。

坚持虚拟性、程式化的表达，是昆剧现代戏一以贯之的

创作原则。昆剧《梅兰芳·当年梅郎》第三场《白夜》围绕梅

兰芳与黄包车夫李阿大展开。我们在舞台上模拟出拉黄包

车和乘黄包车的形态，以一根皮编的麻绳和一盏油灯作为

意象化的道具，借鉴传统程式中“上马”“上船”等程式手段，

最终通过设计一系列组合身段来表现“上黄包车”的动作。

剧中梅兰芳坐定之后，车夫与梅兰芳之间始终保持相同的

距离，车夫存腿、躬身，梅兰芳保持身体直立，以此形成高低

错落的形态，模拟出黄包车的姿态；以场型调度的变换、圆

场脚步的疾缓、高低错落的姿态，模拟黄包车的停行、转折、

踉跄。在昆剧《眷江城》中，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程式

化的肢体动作恰当表现当代人物的内心活动。刘益朋出场

的几步路，戏曲台步与肢体语言相配合、与音乐节奏相合

拍，表现情绪状态。昆剧《瞿秋白》尝试对一些生活中的行

为动作进行程式化凝练。在石小梅老师的建议下，我们在

瞿秋白与王杰夫对峙的这场戏中设计了一套擦拭眼镜的程

式动作。从拿下眼镜到重新戴上眼镜，再到抬眼亮相，每个

动作都跟随念白的节奏停顿，起到外化人物内心的作用。

回到传统里找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创作方式。例

如，昆剧《瞿秋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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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瞿秋白》第一场《溯源》中，为表达狱

中瞿秋白的思绪变迁，我们借鉴了昆剧《牡丹亭·惊梦》的身

段。剧中瞿秋白伏在案前，先向左边一倒，再向右边一倒，

在这样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下，瞿秋白慢慢起身，思绪转移

到他长大的地方“瞿氏宗祠”。这一尝试发挥戏曲以虚代

实、在有限舞台上创造无限表达空间的优势，取得了较好的

舞台效果。

传统是根基，只有依靠传统艺术的传承积累，我们才有

勇气、有办法在现当代题材中创新。历代昆曲人所做的努

力，便是在小心翼翼守护昆曲的过程中，不断精进对它的理

解；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加入每一代人的创造，让这

门古老艺术形成可以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努力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当代文化

相融相通，是我们这一代昆曲人的责任。只有这样，昆曲艺

术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才能薪火相传。

（作者为国家一级演员）

让昆曲艺术
永葆生机与活力

施夏明

历代昆曲人所做的努力，便是在小
心翼翼守护昆曲的过程中，不断精进对
它的理解；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加
入每一代人的创造

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剧照。

施夏明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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