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文化 1010 2022年 12月 19日 星期一

电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但

又是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获得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时我曾这样

说。获奖对我来说具有双重意义，既是

来自业内的专业认可，也是对近年来电

影工作者初心不改、始终坚守在这方艺

术天地里的尊重与肯定。

《妈妈！》这部电影很特别，我在影片

中饰演一名 60多岁、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

“女儿”。这个角色，是我从业数十年最丰

富、最复杂的一次表演艺术实践。“女儿”

早、中、晚期病情演变过程的“接口”是什

么？在清醒和失忆之间被动游走的状态

如何呈现？作为演员，我必须去靠近，也

有强烈愿望去探索这个特殊的领域。《妈

妈！》开拍之前，我看了一些相关题材的电

影作品，阅读了医学书籍、资料，一步步触

碰到这个角色有形或无形的轮廓。小半

年的时间里，人物与我如影随形。

直面生活，是塑造人物的关键。艺

术不是简单地复制生活，艺术家要不断

地把自己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潜移默

化地演绎到角色身上去。作为一名演

员，要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有心人，而不

是等有了一个具体拍摄项目才去寻找生

活中的例子。不断回望、反思，这是我经

常告诫和提醒自己的。

近年来，我参演了许多现实题材影

视剧，包括《妈妈！》《功勋》《在一起》《突

围》等。现实主义题材的优势在于当下，

社会发生的事件借由文艺的载体，让人

们得以快速感知和触摸。创作难度在于，现实主义题材里更容不

得沙子，因为演员饰演的人物、剧中讲述的故事，可能就发生在每

个人身边，作品的好与差、人物塑造得像与不像，观众一目了然。

没有一个角色是雷同的，塑造好角色，演员也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更多滋养。我参演的黄河治理主题历史传奇剧《天下长河》

前不久在芒果 TV 播出，在剧中我饰演孝庄太后。有时候，你必

须从正反两面去揣摩角色，这样塑造出来的角色就更丰富、饱

满，有血有肉，观众就不会认为演员是在简单地表达人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

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近年来，主旋律影视作品将

大量镜头对准了普通人，无论《妈妈！》中的冯济真、《在一起》中的

张敏华，还是《突围》中的程端阳，我饰演了许多小人物，但她们都

是最接地气的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很平凡，但

传递的内涵与价值并不微小。关切普通人的共情，传递积极的人

生态度，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重要方面。

对于工作在艺术创作一线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无论编剧、导

演，还是演员，饱满鲜活的创作力，就是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创

作力来自何处？艺术创作不以年龄为分界，而是源自对日常生

活的敏锐感知，对所处社会始终关注的能力，以及扎实的专业基

本功。我想，创作的原动力应该就来自于此。

（作者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级演员，本报记者陈圆圆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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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月 采 茶 是 新 年 ，姐 妹 双 双 进 茶 园

……”

晚上 7 点半，湖南省长沙市花鼓戏保护

传承中心线上直播开场。一边演唱花鼓戏

经典剧目《扯萝卜菜》选段《采茶调》，一边表

演“打杯子”。演员卖力，观众过瘾，直播间

内留言点赞不断，很是热闹。

为破解保护传承难题，今年 9 月，长沙市

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入驻短视频直播平台，

每周开展 3 场线上直播演出，场均观看人数

达 60 万人次以上。

“我们用好线上平台，坚持守正创新，让

花鼓戏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

焕发新生机。”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主任王勇说。

传 统 剧 团 进 驻 直 播
间，汇聚更多人气

台 上 一 分 钟 ，台 下 十 年 功 。 为 了 掌 握

“打杯子”技艺，演员们一练就是一整天，手

臂、手腕常常酸痛不已，吃饭时连筷子都拿

不住。

“光是让杯子稳稳立在手指上，就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名 95 后演员告诉记者，

“只有通过长时间练习，才能在观众面前毫

不费力地展现出来。”

在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这样功

底扎实、身怀绝技的演员不在少数。

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前身是长

沙市花鼓戏剧团，组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多

年来，一代又一代优秀演员接力，创作编排

《刘海砍樵》《梁祝》等经典剧目，丰富着人民

的精神生活。

随着文化市场多元化，花鼓戏面临着观

众老龄化、市场萎缩等问题。“以前，村里有

大小喜事，主家都会出钱请戏。后来，戏曲

市场萎缩，剧团也出现经济困难，一些人选

择了离职。”王勇回忆。

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花鼓戏这一国家

级非遗项目，2021 年，长沙市委市政府将该

中心转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支持创作演

出。收入待遇有保障，优秀演员留了下来，

把更多精力放在精品剧目创排和文化惠民

演出上。

经过积累沉淀，该中心的演出团队达到

80 多人，其中有 2 名国家一级演员、30 多名

中高级职称演员，能够演出 70 个精品剧目。

一年下来，团队完成了 160 场“文化进万家”

惠民演出。

然而，观众日渐流失的现象，却没有发

生太大改变。“现场观众以老年人居多。碰

上天气不好，台上演员有可能比台下观众还

多。”王勇忧心忡忡。

近年来，短视频直播平台兴起，王勇由

此受到启发：观众在哪里，舞台就要搭在哪

里，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让更多人感

受花鼓戏的魅力。

经过大半年筹备，该中心在短视频直播

平台注册官方账号“长沙花鼓戏”，直播的频

率为每周 3 次，采取完整剧目与经典选段穿

插的形式开展。

首场直播正式开演，《书房调叔》和《五

更劝夫》等完整剧目轮番登场，成功吸引了

大量观众。数据显示，这场直播的观看人数

达到 350.5 万人次，实时在线最高人数达到

了 33 万。

适应平台特点，创新
表演方式

直播间搭建的大舞台首次使用后，6 名

演员相继登台，献上一出《王金龙探监》。演

员们举手投足间感情充沛，将人物情绪展现

得淋漓尽致。“唱得非常到位，很感动”“演得

太好了”……观众在直播间里留言。

“戏剧艺术要想打动人心，人物角色就

必须立起来。唱好还要演好，离不开许多身

段动作。”演员丁城欢说。

中心二楼有一个不到 400 平方米的大排

练厅，王勇将这里改造成直播间，搭建了 35
平方米的小舞台和 25 平方米的主播台。为

了让观众有更好观看体验，后来又做了一个

既符合竖屏观看习惯、又满足演出需求的大

舞台。如今的直播间里，一大一小 2 个舞台

共同组成“L”形。

“主播台和小舞台用来演小节目、唱选

段‘串烧’，大舞台用于表演场面大、人数多

的完整剧目，排练厅的空间实现了高效利

用。”丁城欢说。

尽管如此，跟大剧场比起来，直播间舞

台仍属“袖珍”，演员们不得不调整动作幅

度。舞台空间“浓缩”的同时，高清镜头却放

大了演员在台上的一举一动。

“成千上万的观众盯着屏幕，我们的唱

腔吐字、面部表情，容不得半点虚。这也倒

逼着我们不断揣摩角色，反复练习唱功。”丁

城欢说。

直播，还考验着演员们的综合素质。“过去

只需要唱好戏，现在我们还需具备较强的语言

表达能力，学会和观众互动。”演员贺玲说，在

单位的鼓励下，演员们会轮流上场主持。

“台前幕后都在适应直播这一新的演出方

式，大家不断总结提炼，解决好各种状况，绝不

能辜负观众的信任和支持。”王勇说，截至 12
月 13日，该中心已直播 29场，粉丝量涨至 10.1
万人，其中五成是 40岁以下的年轻人。

挖掘经典剧目，培育
年轻观众

直播“串烧”环节里，伴着欢快的节奏，

该中心国家一级演员胡建忠搭档同事戴哪

吒，唱起《打铜锣》里的经典选段。这唤起不

少网友的回忆：“《打铜锣》太经典了，百看不

厌，今后有舞台版吗？”“《打铜锣》好听好看，

我一个 00 后都看得津津有味！”

该 中 心 的 直 播 间 管 理 员 发 现 ，观 众 对

《打铜锣》的呼声很高，首播结束后，她把这

一情况反馈给演出团队，大家决定满足观众

需求，优先上演《打铜锣》。

“收割季节，谷粒如金，各家各户，鸡鸭

小心……”当这句戏迷们耳熟能详的台词从

男主角蔡九口中说出来，演出正式开始。戴

哪吒扮演的蔡九幽默风趣，而胡建忠扮演的

林十娘泼辣能干。通过一段段令人捧腹的

唱词对话，两个真实生动的农民形象跃然

眼前。

经典一出，人气大涨，留言刷屏：“小时候，

爷爷经常给我唱，好像又回到童年时光”“小时

候看不懂、不爱看，现在看得停不下来”……

“越是经典，越不过时。”王勇注意到，虽

然这场戏只有一个场景、两个人物，但半小

时演出时间里，在线观看人数却一直保持

稳定。

在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的“新时代现

实题材创作工程”中，该中心与长沙市艺术

创作研究院联合创排的长沙花鼓戏顺利入

选为扶持剧目。

“花鼓戏拥有幽默的喜剧风格、优美的

曲调旋律、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保护传承过

程中，这些艺术特点必须得到提炼，并根据

现代人的审美加以改造，让剧目更加精美耐

看。”胡建忠说。

湖南省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搭建直播舞台，传承经典剧目

一曲花鼓“云”中来
本报记者 王云娜

一周3场线上直播，场
均观看人数达 60 万人次
以上……湖南省长沙市花
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借力网
络平台，精心打造直播舞
台、创排选段“串烧”，让历
史悠久的花鼓戏传入千家
万户、走进现代生活。

核心阅读

■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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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12 月 18 日电 （记者肖家鑫）15 日，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黄

河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北京和济南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举行。

论坛以“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谱写黄河流域

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设 7个平行分论坛，分别是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论坛、生态文

明学科体系建设与绿色教育论坛、黄河流域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

产业发展论坛、黄河生态文明校（院）长论坛、黄河流域省会城市

提升城市软实力论坛、黄河国家战略省会城市智库联盟、山东省

省会经济圈智库联盟年会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

坛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青年论坛。

黄河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举行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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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马尼干戈

小学，这里有一群少年坚持着他们的足球梦，

哪怕条件艰苦，却从未想过放弃。这个名为

《海拔 4000 米的少年足球梦》作品感动着上

千网友，也是四川省“时代光影 百部川扬”

网络视听作品征集传播活动的精品之一。

四川省自 2021 年 12 月 30 日启动“时代

光影 百部川扬”网络视听作品征集传播活

动，通过征集展播百部优质作品向海内外展

示美丽、飞扬、蓬勃、向上的四川形象。活动

启动以来，已累计征集作品 4442 件，2000 余

件优秀作品陆续在网络平台进行展播。

围绕四川省上下奋力推进治蜀兴川再

上新台阶的生动实践，“时代光影 百部川

扬”网络视听作品征集传播活动分 10 个赛道

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包括乡村之美、城市

之光、文旅之乐、美食之都、数字之力、国际

之范、动力之源、科技之新、创业之路、他山

之石。活动将评选出 100 部优秀作品，以及

优秀制片人、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摄

影等。

浏 览“时 代 光 影 百 部 川 扬 ”作 品 ，会

发现其内容生产、作品征集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反映时代精神

的典型人物、先进事迹。其中，《凉山进入

动车时代！看见“速度”里的幸福》《征途》

《山高水长》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2 年第

一、二季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中

获优秀作品；《海拔 4000 米的少年足球梦》

在 2022 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筑

中国梦”主题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征集推选

和展播活动中荣获优秀网络视听节目；《云

端上的足球梦》获得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

奖三等奖。

四川省广播电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活

动精心策划了“五四青年”“青春毕业季”“四

川预制菜”“喜迎党的二十大”等主题展播活

动。作品《这群年轻人在地球上造了个“太

阳”》深刻诠释了“奋斗者·正青春”五四青年

主题；活动还结合“幻彩三星堆”主题，共邀

请 10 余位艺术家、近百位非遗手艺人进行创

作，推出了《我在景德镇 幻彩三星堆》等原

创双语作品，系列作品全网传播量已达 5000
万人次；精心策划“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

代”展播活动，宣传展播了一批聚焦党的二

十大优秀短视频作品。

为 了 进 一 步 提 升“ 时 代 光 影 百 部 川

扬”网络视听作品征集传播活动的影响力，

活 动 还 搭 建 融 媒 宣 传 矩 阵 ，并 在 澳 门 、重

庆、成都等城市开展落地宣传、创作实训等

线下活动，进一步扩大活动知晓度和全民

参与度。

四川省开展网络视听作品征集传播活动

时代光影 记录奋斗足迹
本报记者 王明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