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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奋进新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重

要使命。这十年，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

的贵州，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切

切实实发生巨大变化。绝壁挖出“生命

渠”、深山打通“致富路”、192 万人易地

扶贫搬迁、乡村振兴的蝶变……这其中

蕴含着无数感人肺腑、生动鲜活的故事，

催生了一批优秀文艺作品。

贵州人民的精神和事迹成全了我的

创作。我编剧的黔剧《天渠》《腊梅迎香》、

京剧《锦绣女儿》、话剧《出山！》等，都是从

这块丰厚肥沃的生活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为创作《天渠》，我和团队两年里三上

悬崖，深入团结村。采访中，黄大发老支书

讲到的一个细节深深打动了我。修水渠还

差一万块钱，黄大发动用女儿闰秀准备结

婚的钱，并推迟了婚期。后来，闰秀得了重

病，婚事遥遥无期。最终，闰秀还是走了。

那是黄大发最悲伤的一天。他说：“我对得

起团结村的乡亲，可我亲手推迟了她的婚

期，再也没有机会补了。”那一天，我陪着黄

大发上渠巡查。他告诉我：“这个沟，像我

家闰秀一样，我天天到渠上走走看看，就好

像是去看我家姑娘。”我心中一震。上渠，

是一个父亲埋在心灵深处的亲情慰藉。这

启示我，既要塑造一个英雄黄大发，更要塑

造一个有血有肉的老父亲。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来的作

品，才会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有温度、有

筋骨的作品，一定能获得人民的认可，给

人民以精神的力量。《天渠》在国家大剧院

演出谢幕时，全场观众自发起立鼓掌，不

少观众流着眼泪跑到后台，和扮演黄大发

的演员合影。被黄大发鼓舞的他们，激动

地说：“有机会一定要上天渠，一定要去看

看黄老支书！你们太了不起了！”黔剧《腊

梅迎香》以罗甸县麻怀村党支部书记邓迎

香为素材创作，评论家认为写出了“当代

女愚公”的精神风貌。创作中，邓迎香的

事迹和话语一直鼓舞着我。她说：“我就

是用嘴啃，也要把隧道打通。”这就是一种

发自内心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愿望。唯

有用艺术语言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作

品才能在形式上吸引人、内容上感染人、

精神上震撼人，才能彰显新时代里人民不

断创造、不断奋进的面貌。

探索对外赋能，拓宽传播渠道，戏剧

才能走出戏剧圈，跟得上时代。黔剧是

贵州省传统地方戏曲剧种、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样式和

新的突破点。我们积极尝试剧目创作、

音乐改良、形式创新，还增强与高校、青

年戏剧社团等机构的联动，加强年轻观

众和剧团主创、演职人员的互动，让年轻

人在戏剧艺术中更具参与度、更有获得

感。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促进戏曲

文化“破圈”，让传统的变成时尚的，吸引

更多年轻人，用文艺感召和激励年轻人

融入新时代的洪流。

（作者为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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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湖北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出土

的精美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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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代形象和精神感染人
曹海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 ”“ 必 须 同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相 结

合”。报告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

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作为一名文

博工作者，我深感重任在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

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

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

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

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

性。我们在考古工作中体会很深，古人

把他们的智慧都附着在各种遗址、各种

文物中，让我们叹为观止。

当前，文化遗产作为承接历史根脉、

生发创造活力的宏大而广泛的存在，已

经融入时代生活，逛博物馆、参观遗迹成

为新风尚。有统计显示，博物馆受众中

超过七成是年轻人。“十三五”期间，二里

头、盘龙城、良渚等 30 余处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阵地，

累计接待公众 1.54 亿人次。

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对中华文明形

成发展的研究阐述。国家文物局通过

“考古中国”部署了 11 个文明化进程与

早期国家研究相关的项目，实施了 1900
余项主动性考古项目。湖北省承担了

其中一些重大研究项目，立足田野，通

过各学科联合攻关，探究中华文明绵延

不断的基础。

考古工作者应积极走上前台、拓展

讲台，通过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古老

的中华文明鲜活重现。《考古进行时》《考

古公开课》《中国考古大会》等节目在多

媒体、多平台、多角度宣传解读考古成果

方面颇有成效。借助 AI、VR 等新技术，

文博展览可以绽放出无数奇思妙想，让

原本“高冷”的文物变得有活力、有温度。

新技术手段的运用让更多文化遗产

“活”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搬”到

网上，成为“不关门”的博物馆。2020 年

初，湖北省博物馆封闭值守 80 余天，这

期间不断有人询问开放日期，我们借此

推出线上参观，上千万人次收看直播，充

分证明线上博物馆拥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我们还和湖北日报社合作，在荆楚

网上专门设立了“云上省博”页面；在线

举办的文物小课堂，让更多受众足不出

户也能沉浸式观展。

在湖北省博物馆新馆，新技术是最

大亮点。我们运用新技术，对漆器、丝绸

等比较脆弱的展品进行实时监控，保证

展柜的恒温、恒湿。为了让观众隔着展

柜玻璃也能看清楚文物的细部，我们运

用低反射玻璃制作展柜。我们还用了大

量数字化呈现方式，让 87 厘米长、画在

漆器上的《车马出行图》“动”了起来。如

今，观众可以通过数字化设施“敲击”曾

侯乙编钟，增强对文物的体验。

在文物考古一线工作超过 30 年，实

践让我切身感受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需要润物细无声的坚持。让越来越多人

自发自觉亲近文物，提高文化自信，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我们义不

容辞。

（作者为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坚持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传播
方 勤

用芭蕾这种艺术形式将中华民族的

英雄史诗、民族精神、文化文明展示在世

界舞台上，是我们这一代芭蕾舞演员的

使命。

作为中国文艺史上最具代表性的

“ 红 色 经 典 ”之 一 ，芭 蕾《红 色 娘 子 军》

的 诞 生 ，宣 告 了 中 国 文 艺 舞 台 已 成 功

运用国际艺术语汇表达我们的民族情

感 。 今 天 的 芭 蕾 舞 者 ，接 续 芭 蕾 艺 术

民 族 化 的 传 统 ，用 当 下 观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芭 蕾 语 汇 讲 好 红 色 故 事 、弘 扬 革 命

文化。

过去五年，我所在的辽宁芭蕾舞团

排演了《八女投江》《铁人》等一系列弘扬

革命文化、反映时代精神的舞台艺术作

品，这个过程也一次次坚定着我的文化

自信。

《八女投江》是我主演的第一部红色

题材芭蕾舞剧，曾获得文华大奖、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选择这个题

材，是因为作为东北的文艺工作者，我们

有责任和义务把养育我们的这片土地上

的故事展现在舞台上。东北抗联斗争之

艰苦，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深

入了解这段血与火的岁月，深入了解东

北抗联精神后，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

希望能和观众在同一方剧场、同一束追

光灯下，共同回望那段不屈的历史和永

不磨灭的中国魂。

剧中的冷云是我饰演的第一个巾帼

英雄。我对她有很深的感情，不仅仅是

舞者与角色的关系，她更像是我人生道

路上的一盏灯，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记得有一次演出结束，有一个女孩跑到

后台，她对我说：“姐姐，冷云让我感受到

革命前辈的艰辛和不易，真的震撼到我

了，谢谢你！”通过演绎冷云与青年人对

话，我感受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红色是新时代青

年的人生底色。

演员既是创作者也是传播者，传承

红色基因、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正能量

是我们的责任。我会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带到岗位上，带到艺术创作中，争取

在青春的赛道上跑出我们当代青年的

好成绩。

（作者为辽宁芭蕾舞团演员）

在艺术舞台上讲好红色故事
于川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新时代新征程，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如何踔厉奋发、

勇担使命，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三位来自文化文艺界的党的二十大代表，

结合自己的实践，畅谈感受体会。

——编 者

电视剧《麓山之歌》把观众带入一

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装备制造业。

该剧讲述了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麓山重

工在智造转型的大潮下，直面困境、坚

守主业，勇于与世界工程机械巨头“争

峰”，在创新智造领域奋勇争先、脱胎

换骨的故事，塑造了一批具有精神力

量与情感厚度的人物形象。这批对国

家民族未来发展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工业战线劳动者，值得创作者用文

艺的方式歌以咏之。

故事从 2006 年机械制造行业面

临困境讲起。当时，有两条路摆在面

前：一条是以“重工换金融”，转型发

展、避实就虚，这样可以较为迅速摆脱

困境；另一条是通过研发“麓山 1 号”

发动攻坚战，走自主研发之路，以求彻

底摆脱困境。

表面是发展思路之争，实际上是

一场命运抉择。这既是当时的现实写

照，也是巨大的戏剧矛盾。该剧由此

交织出利益冲突、性格冲突、观念冲

突、情感冲突……在进退取舍、存亡成

败、悲喜交加的剧情进展中，人物、情

节、故事，都被置于矛盾和悬念之中。

在这一命运的“悬崖”之上，剧中

人物依次登场。为解决资金问题，董

事长方锐舟决定推行“重工换金融”方

案，可能会解决眼前的困难，却要丢失

主业，导致一些工人下岗；工程师卫丞

因“重工换金融”计划，科研经费将要

停发，多年的研究成果可能会功亏一

篑；海彼欧集团的迈克斯要高价购买

卫丞的专利，被缺钱的卫丞拒绝；副省

长邱沐阳调研麓山重工后，危机之中出现了转机……

一系列的戏剧矛盾冲突中，《麓山之歌》蕴含着金属般的硬

度，携带着机器的轰响，迸发着焊枪的火花，流淌着科研的心血，

变换着车间、厂房、会议室、实验室等不同场景，牵出不同家庭之

间的人物关系、情感关系和命运走向。一个个鲜活的剧中人，走

进观众视野：省领导、企业决策者、科研人员、工匠劳模，等等，都

在这一场硬仗中，显现出各自的眼界、性格以及行为方式、情感

方式，从而完成了对剧中人物的塑造和对工业战线新人的礼

赞。大国重工的责任和担当，科研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勇气和魅

力，在人生选择上的眼界和胸怀，都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光辉。

在这部以题材硬度和精神重量见长的电视剧中，依然不乏

文艺作品应有的柔性与感动。“硬核故事”中，浸入人物情感的深

度与浓度。从《麓山之歌》塑造的新时代工业人身上，观众首先

看到他们爱国、爱厂、爱家、爱事业的忠诚和热情，以及对爱情亲

情的付出与坚守。卫丞、金燕子、宋春霞、方霏、董孟实、马大庆、

马炎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是这部工业题材剧丰富的情感线，凸

显了作品要揭示的人性内涵。

剧作以大量特写镜头展现了现代工业的技术之美、工厂之

美、机械之美、智造之美。在一定意义上，这部剧提升了工业题

材审美表达水平，也折射出时代发展和科学技术新气象给艺术

创作带来的新魅力。

（作者为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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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三集纪

录片《雄安 雄安》，用镜头完整呈现

了雄安五年建设历程，通过对重要人

物、关键工程、重大节点的记录与揭

秘，破译雄安从“一张白纸”到“拔节生

长”的升级密码，展现雄安的科学规划

和重大进展，展望雄安建设高水平社

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美好图景。

作为雄安建设的参与者，我们团

队在参与规划建设的过程中深刻感受

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在雄安规划建设中得到了

生动体现。

纪录片《雄安 雄安》以独特视角

将一座生机勃勃的绿色之城、智慧之

城和创新之城展现在人们眼前。5 年

来，雄安一系列顶层设计制定完成，一

批批重大项目全面推进，一个个标志

性工程投入使用。观众可以感受雄安

的新理念新面貌，感悟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生动实践。

摄制组深入雄安建设一线，采访

拍摄近百位人物，反映建设者心声。

很多故事为首次披露，展现了雄安“把

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

工建设，不要留历史遗憾”的初心。

在纪录片娓娓道来的故事里，在

细腻生动的画面中，未来之城变得清

晰起来。“一轴线、两方城、五组团、十

景苑、百花田、千年林、万顷波”的城市

空间意象，充分体现中华风范；林淀环

绕、城绿交融、蓝绿交织的中国画卷，

凸显“淀泊风光”；中西合璧、以中为

主、古今交融的建筑风貌，既有古典神

韵又具现代气息，融于自然、融入环境、具有历史价值的经典建

筑，展示创新风尚；多元化住房供应体系，均衡的职住空间，优质

的公共服务资源，让人们真正感受城市的美好生活。

《雄安 雄安》用大规模航拍和 3D 动画展示规划的力量，用

镜头展现时代自信、奋斗之美和未来之境。片中大量使用穿梭

机拍摄，运用主观视角，展现不为人所知的“地上雄安”“地下雄

安”的视觉奇观；巧妙运用延时摄影，生动再现这座新城五年中

不断成长的历程，让观众在现实场景和科技感观中身临其境，感

受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是我们的使命，期待雄安新

区不仅可以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者，更能为世界城市转

型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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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芭蕾舞者，接
续芭蕾艺术民族化的传
统，用当下观众喜闻乐见
的芭蕾语汇讲好红色故
事、弘扬革命文化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有
直抵人心的力量。有温
度、有筋骨的作品，一定能
获得人民的认可，给人民
以精神的力量

在文物考古一线工作
超过 30年，实践让我切身感
受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需要润物细无声的坚持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