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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充满希望，看脚

下路还很长”“要为了我

的梦想，闯！”这是我演

唱的音乐剧《在远方》的

唱词。我们载歌载舞，

把新兴行业奋斗者坚韧

不拔、乐观向上的精神

风貌绽放在国家大剧院

的舞台上。

音乐剧《在远方》主

角是一位快递小哥——

快递员是我们身边熟悉

的身影，也是当代社会

活跃的新职业群体。出

演 这 部 剧 让 我 感 到 兴

奋 ，也 感 到 责 任 重 大 。

为 塑 造 好 快 递 小 哥 形

象，我背上快递包、骑上

三轮车深入生活。刚开

始时，我连找门牌号都

费劲，打电话给客户也

是紧张慌乱。在经验丰

富的快递员指导下，我

逐渐找到了门道。和快

递 小 哥 们 相 处 的 日 子

里，我注意到，为节约时

间，他们吃饭时多是站

在 摩 托 车 旁 匆 匆 吃 一

口，为了不漏接电话、耽

误送货，他们的衣服口

袋 经 常 揣 得 满 满 当 当

——那里装着好几个手

机充电宝……这些细节

让我深受触动。带着来

自生活的新鲜气息，我

努力通过自己的表演，

把质朴中蕴藏崇高的快

递员形象生动地展现在

《在远方》的舞台上。我

相信，人民在哪里，哪里

就是创作的根基；生活

在哪里，哪里就是灵感

的源泉。

作为融歌唱、舞蹈、

戏剧表演为一体的艺术

形式，音乐剧的艺术表

现手段十分丰富。要吸

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

满足人们的艺术期待，创作者要不断推出具有时代感

的新作品。这些年来，我着重进行现实题材音乐剧创

作。除了《在远方》，我还参演了音乐剧《我的遗愿清

单》。这部剧聚焦人们普遍关注的亲子关系、家庭教育

话题，通过“小而美”的艺术呈现和动情讲述，引发观众

情感共鸣，成为受到市场欢迎的长演剧目。同时，我有

意识地借力多种媒介，放大好声音的音量。比如，参加

综艺节目《声入人心》，以青春时尚的方式展示歌剧、音

乐剧的经典选段，让更多人感受到声乐之美和音乐剧

的魅力。

中国音乐剧走到今天，方向更加明晰，前景更加广

阔。10 年前，我还是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一名大三

学生，因出演音乐剧《天桥》男主角开启了自己的职业

生涯。那时的音乐剧观众还不多。近年来，音乐剧在

我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一些热门作品一票难

求。这离不开音乐剧从业者对行业的辛勤耕耘、对艺

术创作的精益求精，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前文化市

场的蓬勃生机。近两年，我一方面参与制作并演出国

外经典音乐剧中文版，一方面力求通过原创作品展现

中华文化魅力。我从中国古典名著中汲取灵感，以汤

显祖的“临川四梦”为创作背景，推出具有东方戏剧风

格的音乐专辑。我们期待，未来中国音乐剧能成为一

张亮丽的名片，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全

世界观众通过音乐剧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作为一名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文艺工作者，

我荣幸地多次参与重大文艺演出活动。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 中

华儿女》中，我演唱了《故乡的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特区畅想曲”

篇章中，我和大家以音乐剧形式为党的百年华诞深情

放歌。

新时代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

台。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创作出更多彰显中国精神和

中国力量的优秀作品。

（作者为音乐剧演员、北京歌剧舞剧院音乐剧团团

长，本报记者张晔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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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

千多年文明史”，找到具体的实证，靠的是几代

考古人筚路蓝缕、上下求索。自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启动以来，近 400 名学者经过 20 年努力，

进一步勾勒和描绘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

展的壮阔图景。做好研究成果的宣传和推广，

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展示传

播，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是当下

一项重要工作。

近年来围绕文博领域，文艺工作者创作了

一批有口皆碑的优秀节目，近期播出的《中国

考古大会》就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

百年考古成果的窗口。

《中国考古大会》聚焦良渚遗址、贾湖遗

址、周口店遗址、三星堆遗址、城头山遗址、秦

始皇陵、二里头遗址等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考

古遗址。这些遗址都是在中国考古史乃至世

界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发现，它们展示了

中华 5000 多年文明起源发展的脉络，展示了中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展示了中

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及其对世界的贡献。从地

域分布来看，《中国考古大会》涵盖了北京、浙

江、河南等地的“明星遗址”；在遗址类型上涉

及洞穴、聚落、城址、陵寝、墓葬等丰富种类，是

考古成果的浓缩呈现。

除了丰富的内容，《中国考古大会》令人回

味无穷的地方，还在于它用专业的学术精神、

轻松的艺术表达、立体的传播形式，把看似深

奥的考古成果生动鲜活地传递给人们。节目

打破文化节目的传统答题模式，集探秘空间、

专家解读、舞蹈演绎、实景记录等形式于一体，

把考古过程转化为一场场剧情式推进和沉浸

式体验的“探秘之旅”。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一直畅想能有一

个空间借助数字化方式，把中华文明起源发展

的历程，以及各个时期的历史场景、发明创造、

衣食住行、神话传说等展现出来，让人们能更

真切地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可以说，

《中国考古大会》就在荧屏上打造了这样的“公

共体验空间”。节目结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和裸眼 3D 演播室技术，针对每个考古遗址量

身打造“视+听+触”场景，通过连接考古场景、

复现历史图景，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踏访”重

大考古发现的现场。同时，节目中丰富的讲

解、演示和互动手段，让观众不仅看得懂，而且

愿意看、喜欢看。网友表示：“一个个考古学界

响亮的名字，以这样的形式来到了我们眼前，

很有代入感。”

有这样一个令人振奋的数据：在这个节

目的观众中，15—24 岁观众占比最高，这说明

《中国考古大会》成功赢得了广大年轻观众。

他们中有人留言说：“原来我们现有的很多传

统，小到一个敲击打磨的动作，大到一种农耕

蓄 养 的 文 化 ，其 实 数 十 万 年 前 就 在 不 断 演

化。因为有了生生不息的延续，才创造了如

此灿烂的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作为一个现

代人，我无比自豪，也无比感恩。”在今天的考

古领域，70 后和 80 后已是中坚力量，90 后、00
后也正在快速成长。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不仅爱上考古，而且能加入这项任重而

道远的事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 巍

考古成果的浓缩呈现

““走出方寸天地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阅尽大千世界””
张明瑟

我们期待，未来中国音乐剧能够
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全世界观众
通过音乐剧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近年来，各行各业的奋斗
与坚守、磨砺与成长、变化与
发展得到文艺及时生动的记
录。通过这些天南海北、上天
入海的故事，人们如临现场般
感受着时代脉动。

走到生活深处，倾听人民
心声，文艺作品表达崇高价值
和美好情感的场景更丰富，韵
味更醇厚。

“到现场去，到人民中去，
扎下根来，挖一口深井！”这是
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和使
命，也是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
的信心和底气。

核心阅读

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活跃着一支支这

样的队伍：他们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把丰

富多彩的演出送到农牧民身边，用艺术生动传

达党的声音，被称为“红色文艺轻骑兵”。他

们，就是乌兰牧骑。

演出就是采风，采风就是创作。乌兰牧骑

队员和乡亲们拉家常，吸收他们提出的好点

子。“我们每年送演出 100 场，在各地感受风土

人情，有时和老乡聊出了灵感，就在大巴车上

写下一两节曲谱，边走边演边补充。”苏尼特右

旗乌兰牧骑队长扎那说。正是在广阔天地间，

在百姓生活中，乌兰牧骑获得了文艺创作的源

头活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

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一切有抱负、

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

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

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10 年来，广大文艺工作

者坚守人民立场，将目光投向时代生活，走出

斗室，奔赴现场，用优秀作品满足人民文化需

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让文艺百花园为人民

绽放。

置身广阔天地，记录
火热实践

近年来，各行各业的奋斗与坚守、磨砺与

成长、变化与发展得到文艺及时生动的记录。

通过这些天南海北、上天入海的故事，人们如

临现场般感受着时代脉动。

“喂你好，报平安，现在一切正常。”镜头

里，火情监测员赵福洲熟练地汇报情况。在北

京向北 400 多公里的塞罕坝，这片世界面积最

大的人工林海，他一干就是 30 多年。谈到 10
年变化，赵福洲开心地说：“过去两层楼，现在

五层楼；过去是土道，现在是柏油路；风景变好

了，来玩的人多了，感觉不孤独了。这是天地

之别！”难得一见的历史影像和现场画面在网

络纪录片《这十年》中真实呈现。20 多对夫妻

共同守护塞罕坝、从未发生一起火灾的事迹让

无数人动容。

在一座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里，公安民警守

护着人民的生活安宁。5 年前，一位派出所所

长累倒在办公室，再也没有起来。听闻此事，

网络作家卓牧闲不禁落泪，心中油然生起强烈

愿望，决定把基层民警的酸甜苦辣、冷暖悲欢

写出来。“英雄应该被铭记，奉献应该被讴歌！”

卓牧闲深入派出所、刑警队和社区警务室，跟

民警交朋友，了解基层警务工作。有了丰厚积

累，网络小说《韩警官》《朝阳警事》故事真实动

人、人物亲切可感，读者纷纷留言致敬我们这

个时代的平凡英雄。

“ 生 命 只 有 一 次 ，我 只 能 把 它 献 给 祖

国！”军旅作家西元深入高原军营，听到一位

连 长 这 样 说 。 西 元 被 深 深 震 撼 ，扪 心 自 问 ：

“ 你 小 说 里 的 人 物 有 这 位 连 长 这 么 有 血 性

吗？如果没有，你应该感到羞愧！”感悟戍边

官 兵 心 声 ，依 靠 扎 实 采 访 记 录 ，他 创 作 出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长 篇 小 说《苦 难 山》，以 充 满 血

性 、有 情 有 义 的 军 人 群 像 传 达 向 上 力 量 ，传

承红色血脉。

这些文艺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充满现场

感。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平安中国建设、

改革强军战略……10 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拿

起笔、扛起摄像机，在人民火热的实践现场获

得丰富创作灵感和强大创作动力。对此，踏遍

了家乡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的作家欧阳黔森深

有感触：“不踏上乡间田埂，哪能嗅出泥土的芬

芳？”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的召唤，文艺工

作者在生活中选素材、找线索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不断增强，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艺作

品不断涌现。

倾听人民心声，展现
多彩生活

文艺作品要打动人心，创作者必须了解人

民的情感，倾听人民的心声。家庭的酸甜苦

辣、百姓的欢乐忧伤，平凡生活里有着最感人、

最生动的故事。

为原汁原味记录渔民生活，纪录片《风味

人间 3》主创团队与渔民们一道同汹涌海浪搏

击，在绝壁间摘取食材。网络纪录片《第一餐》

的创作者走进各个城市的早餐铺子，讲述烟火

里的故事，解读美食里的文化密码。近年来，

《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人生一串》等一

批美食类纪录片用食物讲人物话生活，映照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活图景，反映着人们创

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

“大象去哪儿了？”2020 年春天，一群野生

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路北

移，广受关注。创作者们紧紧追踪象群迁移，

迅速推出纪录片《一路“象”北》。象行人走，象

停人留，人与象之间的友爱故事在现场镜头和

个性化旁白下真实可感。观众真切感受到“人

象平安”的来之不易，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生态之美。

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

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

创作的基本能力。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乔树林的艺术形

象，来自一次深扎西北的采风。他身上有让荒

漠长出“金果果”的“沙地苹果创始人”张炳贵

的影子，有“七一勋章”获得者石光银、治沙模

范郭成旺、全国治沙英雄牛玉琴等与风沙战

斗的不屈精神，有落着泪说“我在这儿，不能

走”的支教教师的无私情怀。乔树林不是一

个人，是经过艺术提炼的、西北大地上奋斗者

的代表。

真实的生活情感充沛，真实的人物千姿百

态。走到生活深处，倾听人民心声，文艺作品

表达崇高价值和美好情感的场景更丰富，韵味

更醇厚。

扎根生活沃土，感悟
生活本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柳青深入生活，

在皇甫村一扎就是 14 年，吃透了陕西关中农民

生活的点点滴滴，创作出小说《创业史》，为中

国当代文学留下经典之作。新时代文艺工作

者以柳青为榜样，深深扎根生活沃土，在现场

积累创作素材，打开了创作空间。

农民李志远双腿残疾，但他喜欢种树，要

在家乡“种出一个花果山，种出一个桃花源”，

每棵树都是他的儿女；白春兰与风沙鏖战了几

十年，经历了丈夫因病辞世、女儿差点被飞沙

吞噬的痛楚，但她不愿离开，终将沙海变绿洲

……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在真实记录基础

上，描摹人物的情感世界，靠的是长期观察与

思考。作者季栋梁说：“要踩进生活的泥土，

贴近现实的人物，在田间地头和屋舍炕头发

现、感受和思考。”他在西海固生活了 30 多年，

离开后仍每年多次去采访、调研，深入了解脱

贫攻坚政策、举措、历程，积攒了许多真实鲜

活的故事。扎根人物生活的土地、工作的现

场，走进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处，真实的故事、

细腻的情感、动人的细节从笔尖源源不断地

流淌出来。

经历大风大浪，是每一名深海科考工作者

的“必修课”。57 天，9200 多海里，作家许晨跟

随“蛟龙”号身赴远洋，在风浪颠簸中与科学

家、潜航员、水手朝夕相处，体悟深海科考工作

的艰辛。台风“夏浪”来袭，吃午饭稍不留神眼

前的碗就溜走了，船体摇摆大了，碗盘稀里哗

啦地直往下掉。这是他致力研究海洋文化，长

期到海洋科考工作一线采访的缩影。后来，许

晨又跟随“科学”号出海，积累下大量鲜活素

材。厚积薄发，《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

战深海》《耕海探洋》等报告文学作品不仅在真

实性、科学性上扎实可靠，而且在情感、人物和

故事上好读耐读，把科研工作者的拼搏精神写

活了。

歌唱演员王宏伟登上过海拔几千米的营

地，到过遥远的边疆，为人们送去最动情歌声

的同时，在现场收获着、学习着人民表达情感

的方法；秦腔演员袁丫丫深知百姓喜爱是戏曲

传承创新最肥沃的土壤，多年来坚持在基层演

出，在一个个土台子上，在和观众的互动中，积

累下创意灵感；作家舒辉波在不同地方支教，

为 60 多个接受采访的孩子建立成长档案，创作

出长篇小说《逐光的孩子》，刻录下文化扶贫的

时代足音……广大文艺工作者把心、情、思沉

到人民之中，用丰富的艺术作品汇聚起向上向

善的磅礴力量。

文学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

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

沛源泉。“到现场去，到人民中去，扎下根来，挖

一口深井！”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和使

命，也是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压题照片为中国乡村公路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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