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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这几年，可以

说，是时代大潮推动了我的

艺 术 实 践 与 思 考 。 尤 其 是

在 出 演 一 些 重 大 题 材 影 视

作品的过程中，我一次次感

受到那些投身时代、奉献时

代的人物形象的闪光之处，

在塑造人物的同时，我的艺

术 境 界 和 人 生 修 养 也 得 到

提升。

记得在拍摄电视剧《初

心》时 ，我 饰 演 全 国 道 德 模

范 、甘 祖 昌 将 军 夫 人 龚 全

珍。起初，一个问题萦绕在

我心头：一个毕生带领乡亲

们致富、献身教育事业的人

物 原 型 之 于 当 代 的 意 义 究

竟 何 在 ？ 在 和 龚 全 珍 阿 姨

的 接 触 中 ，我 找 到 了 答 案 。

龚 全 珍 用 一 生 去 践 行 为 人

民服务的誓言，她和她的爱

人 甘 将 军 是 不 忘 初 心 的 典

范 。 他 们 完 全 融 入 村 民 之

中，把乡亲们的事情当成自

己的事情，甚至看得比自己

的 事 情 更 重 要 。 这 种 可 贵

的 忘 我 精 神 和 非 凡 的 思 想

境 界 ，不 仅 是 一 种 精 神 遗

产，更是理应在当今时代大

力 弘 扬 的 价 值 观 和 人 生

观 。 龚 全 珍 这 个 人 物 形 象

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传

统道德意义上的人格示范，

更 是 一 种 在 新 时 代 阳 光 雨

露滋润下的精神追求。

文 艺 创 作 追 求 真 善 美

的 统 一 。 从 美 学 和 文 艺 学

的视角来看，如何将龚全珍

这 样 的 正 能 量 人 物 形 象 塑

造出美感，是当下艺术创作

实 践 的 一 个 重 要 命 题 。 无

论古今中外，美都具有鲜明

的道德属性，不会脱离具体

的生活场景，也不会脱离活

生 生 的 人 。 龚 全 珍 这 个 典

型人物身上，体现了道德属

性 和 美 学 内 涵 的 融 会 贯

通 。 我 在 用 心 用 情 的 表 演

中，打通了自己与角色之间

的心灵通道，得到了一次精

神的洗礼。

伴 随 着 电 视 剧《初 心》

的拍摄与播出，我更加真切

地感受到，无论时代与社会

怎样变化，只要我们穿过物

质 表 象 ，洞 悉 人 的 心 灵 深

处，就会发现在那些平凡人

的 身 上 依 然 闪 烁 着 动 人 的

光 辉 。 作 为 一 名 文 艺 工 作

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 导 向 ，就 要 去 敏 锐 发 现 、

用 力 挖 掘 那 些 被 时 代 所 激

发、被中华文化所涵养的人性之善和人格之美。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文艺繁荣发展的大时代。这

样的时代里，艺术不仅仅是娱人耳目，更承担着引领文化

风气的责任和使命，是时代前行的号角；文艺工作者不仅

仅是表演者、创作者，更应该是时代深沉的思考者，要和

人民群众一道汇入川流不息的时代潮流中去，满怀感情

地反映时代、书写时代。对演员来说，我们要努力的就不

仅是从技术层面演好一个角色，更需要加强个人道德修

养，用文化涵养自己，饱含激情地塑造人物形象，与角色

“合二为一”，真正抵达心灵的更高境界，这既是职业操守

也是人生信念。所以，我由衷感谢自己曾经饰演过的人

物杨开慧、江姐、汪霞等，她们不平凡的生命带给我思考，

给予我营养。与其说是演员塑造角色，不如说是英雄角

色塑造了我。

近来带给我全新感受的一段经历，就是参与电视剧

《麓山之歌》的创作，我饰演一位全国劳模、大国工匠。剧

中劳动者群体的职业精神和人生格局让人印象深刻，他

们有浓烈的强国报国情怀，有超越平凡的精神境界。由

此，我更深地体会到，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已经自觉行走

在开拓创新、奋斗强国的征程上，我们文艺工作者只有和

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真正与时代同频共振，不辜负时

代和人民对我们的期许与厚望。

（作者为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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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者不仅仅是表演者、
创作者，更应该是时代深沉的思考
者，要和人民群众一道汇入川流不
息的时代潮流中去，满怀感情地反
映时代、书写时代。

核心阅读

影视作品只有将镜头对准
人民生活，探向广袤大地，才能
用万千平凡奋斗者的故事展现
真善美，给观众以心灵触动和深
刻印象。

近年来，传统文化类影视作
品佳作频现，搭建起丰富多元的
中华文化传播矩阵，从各个领域
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
内涵，为国内外观众铺展开一幅
幅瑰丽画卷。

讲好中国故事，要植根当代
生活和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充分
考量不同受众群体的接受习惯，
在尊重接受习惯的基础上优化
调整影视作品的创作和传播。

《母仪若水润三苏——苏母传》：蒋蓝、

邵永义著；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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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备受关

注的艺术形式，影视艺术在讲故事、塑形象、展

风貌上具有独特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在

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呼唤着影视

创作推出与之相匹配的精品力作，向世界讲述

中国人的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

生动展现中国人日常
生活和所思所想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蕴含着以艺

通心的鲜活素材。世界想要了解的中国的点

点滴滴，就潜藏在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在

展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喜怒哀乐和价值理念

方 面 ，影 视 艺 术 生 动 直 观 ，可 以 发 挥 积 极 作

用。影视作品只有将镜头对准人民生活，探向

广袤大地，才能用万千平凡奋斗者的故事展现

真善美，给观众以心灵触动和深刻印象。

讲好中国人的生活故事，要表现普通人的

生活和事业、梦想和希望。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的伟大事业由无数普通人的拼搏奋斗铸就，

他们的形象获得影视作品的生动记录。网络

电影《以青春之名》《金山上的树叶》、电视剧

《大山的女儿》、纪录片《闽宁纪事》《我们村》等

作品，以生动感人的人物故事、真实灵动的视

听语言，见微知著地讲述脱贫故事，向世界展

示人类减贫史上的空前壮举，还用故事背后的

减贫智慧与经验，为各国观众提供了创造美好

生活的有益借鉴。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是影视艺术向世界

展现中国人生活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影视创

作更加关注个体境遇，用百姓视角讲述平凡故

事，用温暖的细节感染人，用接地气的镜头打

动人。电影《奇迹·笨小孩》《人生大事》、网络

剧《冰球少年》、微纪录片《青年！听我说》等传

达艰苦创业、珍重亲情、拥抱生活的正能量。

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微纪录片《这十年》等作

品聚焦村支书、社区民警、防火瞭望员等不同

领域奋斗者，展现多彩职业与民生故事，镌刻

普通中国人与时代同行的幸福记忆。

影视创作在艺术反映人民生活的过程中，

勾勒出今日中国的时代图景。微纪录片《我和

我的新时代》在日常生活细节之中，捕捉到一

句句饱含深情的淳朴话语，诉说着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折射出个人命运与时

代发展的密切关联。许多观众观看后备受感

动，他们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更加充满希望的

明天。这些故事传达着向上向善的美好追求，

传递着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

在传承创新中彰显中
华文化魅力

深厚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审美旨趣，提供

了丰富内容资源，也塑造了中国影视的话语体

系和表达方式，成为我们在国际艺术舞台上的

特色和优势。广大影视工作者自觉深挖文化

富矿，用精品佳作彰显中华文化魅力。

近年来，传统文化类影视作品佳作频现，

搭建起丰富多元的中华文化传播矩阵。中国

古画作为颇具标识度的艺术瑰宝，获得影视作

品全方位的生动反映。文化节目《书画里的中

国》精心细致又充满想象力地向观众介绍名画

背后的文化典故与传统技艺，还以画为媒关联

起北京众多文化地标，展现古都风采。网络纪

录片《我们的清明上河图》将镜头深入文物保

护工作现场，讲述文物保护工作者为守护经

典、重现名画不懈努力的故事。不独古画，科

普中医药知识、讲述中医故事的网络纪录片

《国医有方》，探访特色民居、展现中国传统建

筑智慧的《凝固的诗·探秘中国民居之美》，聚

焦非遗技艺、介绍非遗与现代科技融合创新的

《海派百工（第二季）》，等等，从各个领域探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为国内外观众

铺展开一幅幅瑰丽画卷。

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优秀影视作品，“打

开方式”新意迭出。当前，各种艺术门类互融

互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

新技术广泛应用，赋予影视表达巨大创新空

间 。 北 京 冬 奥 会 召 开 前 夕 ，古 画《冰 嬉 图》

“动”了起来，以三维动画的方式“复原”画中

人物的冰上动作，为冬奥会注入中国元素，让

人眼前一亮。纪录片《闪耀吧！中华文明》深

入殷墟、三星堆、唐长安城等考古现场，以悬

疑解谜、逻辑推理等形式让文物活起来，赢得

观众喝彩。慢综艺《追星星的人（第二季）》用

人们喜爱的露营活动连缀起古代典籍中的天

文学知识，为“天关客星”“三星伴月”等星空

奇观注入文化内涵。“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以

“奇妙游”的创新理念，将节庆民俗故事汇聚

起来，创造性展现传统文化在当代如何日用

而新。国风国潮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

入影视创作，一些作品不仅在国内赢得口碑，

而且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代表作品，打造了

一张张凸显中华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闪亮

名片。

推动精品创作和国际
传播形成良性循环

讲好中国故事，要植根当代生活和文化传

统，同时也要充分考量不同受众群体的接受习

惯。无论选取故事题材、情节内容，还是选择

媒体渠道、表现形式，都要做好市场研究和受

众分析，在尊重接受习惯的基础上优化调整影

视作品的创作和传播。

在题材方面，英雄叙事是各国观众普遍青

睐的类型，并且通常能够覆盖不同年龄层的观

众群体。近年来，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和国际

影响力的提升，我国电影创作者推出了一批用

现 代 视 听 语 言 讲 述 中 国 英 雄 故 事 的 优 秀 作

品。电影《湄公河行动》取材真实事件，用类型

片手法演绎缉毒警察的雷霆行动。电影《万里

归途》用纪录片质感，还原中国外交官在撤侨

行动中勇于担当的英雄事迹。《中国医生》《中

国机长》《烈火英雄》等作品，都以跌宕情节和

酣畅叙事凸显英雄主义精神，赢得国内国外两

个市场的观众。

在 形 式 方 面 ，纪 录 片 取 材 现 实 ，风 格 纪

实，讲述方式更具真实性和亲和力，是塑造真

实立体中国形象的有力手段，也是各国观众

易于接受的影视艺术形式。面对脱贫攻坚这

一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由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监制、英国导演柯文思执导的纪录片《柴米

油盐之上》，选取村支书、农民、卡车司机等基

层人物，讲述中国人民凭借智慧和汗水摆脱

贫 困 的 故 事 ，真 实 质 朴 ，触 动 心 灵 。 纪 录 片

《走近大凉山》真实记录外国友人走访大凉山

的行迹，呈现山区农村旧貌换新颜的时代风

景。由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指导的纪录片

《全球公敌》，真实呈现毒品危害和缉毒工作，

展现了面对人类共同挑战，中国的积极作为

和大国担当。近年来，纪录片“国家相册”的

作用越来越凸显，成为海外观众读懂当代中

国的文化窗口。

在渠道方面，要打开传播视野和格局，让

充分经受国内市场检验的精品力作通过国际

传播渠道不断走出去。电视剧《人世间》剧情

跨度 50 年，让观众通过百姓生活一览中国发

展变迁，在国内收获好评的同时，被外国机构

买下全球发行权。《鸡毛飞上天》《小别离》《在

一起》等一批生动描绘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青

少年教育等现实题材作品也赢得海外观众好

评。此外，《长安十二时辰》《大秦赋》等一批历

史文化题材影视剧通过国外视听平台出海，展

示中国文化魅力，帮助海外观众更好认识中国

历史文化。我们应当总结这些影视作品成功

“出海”的经验，推动精品创作和国际传播形成

良性循环，不断壮大影视艺术走出去的阵容和

影响。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教授）

题图为广州城市风光。

陈土波摄（影像中国）

制图：赵偲汝

用精品佳作讲好中国故事用精品佳作讲好中国故事
杨乘虎杨乘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2022 年 6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考察四川眉山市三苏祠时指出：“一

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

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家风

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

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

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

作家蒋蓝、邵永义创作的《母仪若水润三

苏——苏母传》深入发掘三苏故事，用独特视

角、精彩叙事和充沛情感讲述苏母程氏劝夫

以进、教子以学、持家以俭，成就“一门父子三

词客”的故事，塑造了苏母这样一个具有历史

和现实意义的典型人物形象，生动传达了中

华传统美德和优秀家教家风的丰富内涵和深

厚底蕴。

传记文学不同于小说，人物和事件不能虚

构，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必须具体、生动、独

特。传记中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历史背景

都有据可查，作者在充分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

上讲述生动感人的故事。作品第一章《蜀山岷

水青邑地》大纵深地描述青神县地理人文和社

会环境，为人物出场作以铺垫，也勾勒出孕育

三苏的大美自然和文化渊源。第二章《程家有

女初长成》，讲述主人公在家人真心关爱和严

格教养中成长的经历。主人公为父亲背诵李

白诗文《长干行》，母亲让主人公放生红鲤鱼，

自幼教她行善，程家修桥铺路、造福乡里、与人

为善……当读者读完这一章，会不自觉地感叹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原来主

人公之所以成为中华优秀母亲的典型代表，与

她从小受到良好家教密不可分。作家通过一

个个生动故事的叙述，演绎出好家风代代相传

的精彩大故事，让人读来荡气回肠。

作品用饱满的细节彰显精神特质，使苏

母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传记中，苏母常

常亲授苏轼兄弟诗书，用古今治乱成败的典

故，培养苏轼兄弟的品德和情操。苏母讲到

《后汉书·范滂传》时，常禁不住叹息。苏轼读

完《范滂传》问母亲：“儿若要做范滂，您许我

吗？”母亲凛然答道：“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

不能做范母吗？”这件事为苏轼树立了“民惟

邦本”的为政观，影响了他一生。当年少的苏

轼与弟弟苏辙在庭院里嬉戏，苏母利用老花

猫 抓 鸡 的 故 事 ，教 育 孩 子 要 有 仁 爱 、宽 厚 之

心，要爱惜一切有生命之物。苏家搬进新居，

发现前人窖藏一坛金银，苏母叫人来重新埋

好，身体力行教育苏轼兄弟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非分之财，一分一文也不能妄取。母亲的

这些话这些事，都在少年苏轼心灵上烙下深

深印记。后来，苏轼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受到

世人敬重，跟苏母良好的家教紧密相关。作

品用这些富有特色和情感的细节让家风故事

春风拂面，沁人心脾，让苏母形象生动树立起

来，令人过目难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好家风是一个人精神

成长的重要源头，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母仪若水润三苏——苏母传》蕴含历史和现

实意义，是弘扬优良家风家教的生动读本。希

望更多创作者深入挖掘家风文化，为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贡献更深厚的文学力量。

传统美德和家风文化的生动书写
刘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