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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

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

鼓励我们立足时代发展，创新艺术表达，在更

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过程中，把中国故事讲生动、讲精彩。

怎样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从延河岸边走

来的艺术院团，国家话剧院近年来以史料为

依托，深入革命文化传统，创作了《三湾，那一

夜》《红色的起点》《直播开国大典》等一批话

剧作品。其中，《红色的起点》凸显青春洋溢

的革命精神，以富有时代气息的舞台表达，再

现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直播开

国大典》则聚焦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历史时

刻，以历史人物为原型，再现新华广播电台如

何在有限条件下，顺利实况转播开国大典，向

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了让

故事更加好看，在《直播开国大典》中，我们打

破传统叙事模式，3 条线索交融并进，增强全

剧悬念和戏剧冲突。在视觉呈现上，借鉴戏

曲舞台空间美学，舞台上只布置桌椅，通过灯

光和即时摄影等技术手段，实现舞台空间和

叙事视角的切换。这样的舞台表现贴近当代

观众审美趣味，能够更加有效地传递作品的

精神内涵。

今年国庆期间，国家话剧院首部文献剧

《抗战中的文艺》成功上演。主创团队用一年

时间查阅文献史料，深入研究抗战 14 年历

史，以文艺家群体的视角表现中国共产党如

何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救民族于危亡。全剧以

活跃在抗战中的文艺家为主人公，集中呈现

鲁迅、田汉、聂耳等文艺大家的爱国之志和救

国之举。国家话剧院推出这部剧，既是对历

史的回望和致敬，更传递了前辈艺术家的奋

斗之志、家国情怀。

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讲好中

国故事，还需要我们深入生活，走近书写不凡

生命诗篇的英模人物，通过文艺创作让人物

事迹和精神为更多人所知。只有深入生活，

创作者才能走进人物内心，进而从精神层面

理解人物，这样刻画出的人物才清晰准确、真

实可感。为创作话剧《谷文昌》，国家话剧院

的主创团队数次来到主人公生前奋斗过的地

方采风。人物形象的种子逐渐在演员心中生

根发芽，这样塑造的艺术形象更加令人信服。

无论表现革命前辈还是英模人物，当创

作者自己被表现对象深深打动、在精神和情

感上有所升华时，创作出的作品才能富有原

型人物的精气神。为创作民族歌剧《扶贫路

上》，我们多次深入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坭

村，在主人公黄文秀工作过的田间地头听乡

亲们含泪讲述她的故事，反复研读她留下的

《驻村日记》。这位年轻共产党员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坚定信念和

优秀品德，成为我创作时的力量之源。首演

结束，当地观众含泪鼓掌的情景让我至今难

忘。只有切身感知人物心声、人民心声，我们

的作品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我们将探索戏剧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

建设戏剧现场云演播平台和数字智能演艺基

地。戏剧和网络的融合不止步于直播，而是

要实现戏剧线下创作与线上数字化创作的全

面融合，通过数字的、审美的方式，让精彩的

中国故事被更多人看到。

用更多优秀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中国戏剧人义不容辞，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用更多优秀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用更多优秀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田沁鑫田沁鑫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革命历史

所 孕 育 的 红 色 文 化 ，是 文 艺 创 作 的 丰 富 矿

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用好红色资源、书

写好革命历史，以文立心、以文铸魂，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这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在 40 余 年 的 军 旅 生 涯 中 ，我 有 幸 先 后

在两支战功卓著的部队服役。这些宝贵的

经验，深刻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一方面，

写军队、写战争、写英雄成为我义不容辞的

责 任 ，因 为 熟 悉 ，写 起 来 得 心 应 手 ；另 一 方

面，军队大熔炉重塑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让我更加坚定尊重历史、敬畏英雄、

饱含革命情感的写作立场。

一是讲好英雄故事，塑造好英雄形象。

我永远都记得刚入伍时指导员给我们上的

第一堂政治课。从头到尾，那位年轻的指导

员讲的都是我们师尤其是我们团的战斗英

雄 。 一 堂 课 整 整 4 个 小 时 ，直 到 午 饭 号 吹

响，指导员没有一次休息，听者也都全神贯

注。这是我当兵后的第一次感动，也是终生

的感动、永远的感动。在这堂课之前，我们

只是刚刚穿上了军装；在这堂课之后，我们

已经将自己的人生与那些英雄前辈紧紧联

系在一起。他们对初心的坚守、对信仰的坚

持、对使命的忠诚，成为我们要继承的坚守、

坚持和忠诚——这就是英雄故事的感召力。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

礼赞英雄是文艺创作最动人的篇章。我创

作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就以一个支前

女英模和她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追随的部队

为主角，讲述红色革命历史。采访阶段，我

用 13 个月时间走访 11 个省份的 100 多位老

英雄，聆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贴近他们的朴

素心灵，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落下眼

泪。浓墨重彩地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

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手中的笔因而有

了分量。

二是写出精神内核，赓续红色血脉。对

文艺作品来说，思想和价值观是灵魂，一切

表现形式都是其载体。红色历史之所以能

感动和激励一代代读者，是因为一代代中华

儿 女 用 鲜 血 和 生 命 浇 铸 了 它 的 精 神 内 核 。

文学书写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为精神立传，使

其传之久远。《远去的白马》出版后得到很多

鼓励，尤其是一些原本对红色历史了解不多

的年轻读者朋友表示，因为这部小说，他们

更加了解中国革命和革命者的理想信念。

我一直对书写红色历史的文学前辈充

满敬意。尽管不同时期作品呈现出不同面

貌，但作家们面对历史、面对革命的心都是

真诚的。不只是硝烟战火中的红色往事，进

入新时代，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处处都能看到革

命精神的当代传承。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

从平凡中发现伟大，对人民实践予以深刻提

炼和生动表达，及时捕捉新的现实经验和新

的英雄楷模形象，弘扬具有当代价值的红色

精神。

新的创作课题摆在我们面前。让红色

资源成为培育爱国主义情感的沃土，让爱国

主 义 成 为 文 学 创 作 的 主 旋 律 ，这 既 需 要 文

学 立 场 ，也 需 要 文 学 智 慧 。 作 为 一 名 老 党

员 、老 战 士 ，我 将 继 续 努 力 用 好 红 色 资 源 ，

创 作 更 多 刚 健 有 力 的 作 品 ，增 强 人 民 群 众

精神力量。

（作者为作家）

题图为黄河景观。

林 海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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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红色资源用好红色资源，，创作更多刚健有力的作品创作更多刚健有力的作品
朱秀海朱秀海

行业小说是人们了解一个行业发展的生

动窗口。姚立发的长篇小说《筑梦精建》聚焦

我国建筑产业，讲述建筑从业者奋斗拼搏的故

事，向读者展示精品建筑助力打造美好家园的

生动画卷。

强大的基建能力是中国在世界上的一张

闪亮名片。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武

汉火神山医院从开建到落成只用了 10 天，以

小时作单位的“中国速度”令世人赞叹。这样

的真实故事还有很多，其中的不凡历程、先进

人物和奋斗精神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值得深耕

的沃土。《筑梦精建》作者长期从事相关工作，

积累了许多鲜活素材，也在这一领域笔耕多

年。在此前的《广厦万象》《叱咤龙城》《匠人

天 下》三 部 长 篇 小 说 创 作 经 验 基 础 上 ，这 部

《筑梦精建》在人物形象塑造、大国工匠精神

书写上更为厚重精到，显示出作者对建筑产

业的深入思考，展示了作者的文学功力。

小说用日常生活的一砖一瓦搭建起个性

鲜明的人物世界。主人公程白是“包工头”出

身，怀揣做“鲁班传人”、用精品建筑工程打造

幸福生活的朴素梦想。他历尽艰辛，屡受挫

折，但一直保持与人为善的品质和锐意创新

的胆识，最终成为一名对行业、对社会都有所

贡献的企业家。作品在讲述主人公艰苦创业

的过程中，塑造了一个个朴实无华、充满生活

气息的人物形象。程白的爷爷程广杰是一位

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革命，在程白第一次遭

受重大挫折灰心丧气时，程广杰用“有理想有

信念，在战场上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亲身

经历，“敲”醒了程白。虽着墨不多，程广杰深

明大义的形象跃然纸上，凸显了传承革命精

神的意义，激励人心。此外，为工程建设殚精

竭虑献出生命的陈健方、心直口快热心肠的

程梅、带领设计团队锐意创新的卢琴等人物，

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小说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用个体命运

折射时代发展，读来颇有代入感。这种代入

感源自作者长期深入生活、深入行业的独到

观 察 和 用 心 转 化 。 行 业 小 说 需 要 创 作 者 到

一线真听真看真感受，还需要将素材咀嚼消

化 后 ，转 化 为 富 有 时 代 气 息 、读 者 易 于 接 受

的文学表达。作者秉持这样的创作理念，依

托亲历事件，将故事情节与时代发展关联起

来 ，用 笔 细 腻 。 作 者 用 温 暖 的 笔 触 写 人 、记

事 、讲 建 筑 ，把 看 似 冰 冷 生 硬 的 钢 筋 水 泥 写

出了温度。小到门窗、饭菜、日用家居，大到

一栋楼、一片建筑群、一座城市，众多年代感

十 足 的 事 物 化 作 美 好 生 活 的 意 象 。 这 些 意

象连缀起建设者们各不相同的人生故事，展

现了人们打造精品建筑的光荣与梦想，寄寓

着人们对住有所居的美好期望，记录下时代

前行的铿锵足音。主线之外，作者还将从事

监管工作的经验融入故事情节，用精细的说

理 分 析 将 主 人 公“三 落 三 起 ”的 人 生 经 历 娓

娓 道 来 ，润 物 无 声 地 传 播 法 治 精 神 。 当 然 ，

文 学 叙 述 与 法 律 知 识 的 融 合 度 还 需 交 由 读

者检验。

《筑梦精建》的深情书写，寄托着对大国

工匠和美好家园的热忱期待，也讴歌着向上

向善、守正创新的时代新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书写建设者的奋斗人生
李步云

文艺作品承载着感动人

心 、振 奋 人 心 的 精 神 力 量 。

把故事讲好，作品中蕴含的

这 种 精 神 力 量 才 能 以 艺 术

的、审美的方式传递给广大

观众。作为一名杂技剧编剧

和导演，近年来我先后编创

了 10 部大型杂技剧，有革命

题材的《渡江侦察记》《战上

海》《山上那片红杜鹃》，有工

业题材的《大桥》、国防建设

题材的《兵工厂》，也有表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

发展理念的《东方有竹》等。

无论哪一种题材，创作主旨

都是通过杂技艺术表现共产

党人的精神，在舞台上展现

社会变迁的生动画卷。

杂技剧，是用杂技来讲

故事的剧。“技艺”是杂技艺

术的立身之本，杂技剧创作

需 将 技 巧 自 然 而 准 确 地 融

入戏剧叙事。在这方面，我

对 自 己 有 两 个 创 作 要 求 。

首先，在剧情结构上讲究大

事不虚，主要环节必须通过

杂 技 技 巧 实 现 戏 剧 叙 述 和

情感表达，而不能用影像或

其他技术取而代之。比如，

杂 技 剧《战 上 海》中 的 重 头

戏“铁骨攻坚”“雨夜飞渡”，

表 现 的 是 解 放 上 海 的 关 键

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我军

强 渡 苏 州 河 ，强 攻 电 报 大

楼。由于不能使用重火力，

面 对 电 报 大 楼 上 敌 人 的 疯

狂扫射，战士们一次次冲锋

陷阵，伤亡惨重。为表现他

们的英雄精神，我专门创作

了集体绳梯技巧，以此表现

“贴近战”：八副绳梯凭天悬

挂 ，布 满 整 个 舞 台 空 间 ，一

批批战士前仆后继、誓与敌

人 血 拼 到 底 的 英 勇 气 概 让

观众动容。其次，杂技技巧

要用得恰当巧妙，以实现四

两 拨 千 斤 的 效 果 。 剧 中 窄

窄的苏州河形同天堑，强攻

不得，必须巧取。如何用杂

技 技 巧 生 动 表 现 ？ 我 化 用

南狮中的梅花桩技术：连长带领突击队趁夜雨滂沱，利

用河面上参差不齐的“防撞桩”惊险跨越，成功渡河。

把故事讲好，有意识地挖掘并凸显逆境中的英雄精

神，赞美英模、讴歌人民，是我的创作自觉。《山上那片

红杜鹃》是一部以女红军为主人公的大型杂技剧。剧

中，出身优渥的主人公杜鹃和几位同伴受革命思想的

影响投身革命，花季年龄的她们为保护百姓义无反顾

地慷慨就义。以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者为表现对象的杂

技剧《大桥》，讲述主人公奋不顾身抢救“沉井”的故事，

歌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杂技剧《东方有竹》

在弘扬新发展理念的同时，讴歌工匠精神，展现改革创

新的时代风貌。

在继承中创新，在借鉴中发展。通过杂技剧讲好中

国故事、传递奋斗精神的同时，还要敢于创新艺术表现手

法，拓展杂技剧表现空间，从而赢得更多观众。比如，我

创作的革命题材杂技剧《明家大小姐》，将魔术的奇妙与

谍战的悬念相融合，受到许多年轻观众的喜爱。这部剧

以主人公开展地下工作，成功粉碎敌人的绝密计划为主

线，以红色恋人的浪漫故事为辅线，表现抗战时期战斗在

敌人心脏的革命先烈们的大无畏精神。

带着“挑战不可能”的创作理念，我最近创作了一部

以刻画人物见长的杂技剧《聂耳》。这部作品通过杂技的

肢体技巧，表现音乐之美，讲述人民音乐家聂耳的艺术人

生。不少业内人士跟我说这个主题创作难度大。面对巨

大挑战，我们迎难而上，为演员们设计了一系列新的杂技

技巧，并将其与小提琴演奏、舞蹈以及戏剧表演相结合。

通过整整一年的打磨，大家解决了一系列艺术技术难题，

以丰富的表现手段塑造出聂耳的生动形象。

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杂技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

离不开一代代创作者的创新转化，离不开技艺和时代

的结合。未来，我将和广大杂技艺术工作者共同努力，

继续推动杂技艺术形态和演艺范式的创新突破，通过

杂技艺术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人从中感受到时代脉

动与精神力量。

（作者为杂技剧编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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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杂技之所以
能够走到今天，离不开一代代创作者的
创新转化，离不开技艺和时代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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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表现革命前辈还是英
模人物，当创作者自己被表现
对象深深打动、在精神和情感
上有所升华时，创作出的作品
才能富有原型人物的精气神。

让红色资源成为培育爱
国主义情感的沃土，让爱国主
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这
既需要文学立场，也需要文学
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