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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

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任何

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

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

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

音。”作为一名深耕革命历史

题材文艺创作的剧作家，我

深知，要想创作出走进人民

内心、鼓舞人心士气的佳作，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让作品

既有意义又有意味。

17 岁时，我离开家乡去

江苏南通当兵，从军经历影

响 了 我 此 后 的 创 作 道 路 。

2010 年，我着手创作人生第

一 部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长 篇 小

说《向延安》。动笔之前，我

给自己提出两个要求：尊重

历史但不做历史的搬运工，

要 编 织 符 合 真 实 历 史 情 境

又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故 事 情

节；人物塑造要讲究文学性

和戏剧性，无论正面人物还

是 反 面 人 物 都 要 有 足 够 的

人性深度。在此基础上，我

脑 海 中 逐 渐 酝 酿 成 型 了 一

个 叫 作“ 向 金 喜 ”的 人 物 。

不 同 于 他 在 上 海 那 些 各 有

方向、事业有成的家人与同

学，向金喜经历了一个逐渐

觉醒的过程，直至成为一名

信 仰 坚 定 的 地 下 工 作 者 。

延安的宝塔，是向金喜信仰

的灯塔，成为支撑他为国为

民、出生入死最重要的精神

力量。《向延安》后来获得了

人 民 文 学 奖·长 篇 小 说 奖 、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重点

出 版 物 ”等 多 种 荣 誉 ，也 使

我 深 刻 感 受 到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文 艺 创 作 的 社 会 意 义 与

时代价值。

作为传达爱国主义精神

的载体，革命历史题材如何

创作才能贴近年轻观众、用

革命精神凝心聚力？“文艺创

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

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

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在创作电视剧《谍战深海之

惊蛰》和小说《昆仑海》等作

品时，我就深感只有走进历史和现实的深处，创作出真

实可信的人物，才能真正走入观众的内心，更好地传达

作品主题。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李克农、朱枫、沈安

娜、钱壮飞……他们并非天生的超凡英雄，他们也有青

春的燃情岁月，也有生活的焦虑困扰，当他们找到共产

主义的精神信仰，下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

决心后，就甘愿为之出生入死、舍生取义。于是，我将

剧作的落脚点放在普通人的成长与坚定的信仰上。《谍

战深海之惊蛰》中的陈山不同于以往出场即是英雄的

精英人物，他是被动卷入暗战的普通人。一开始，陈山

只为保命，直到见证身为共产党员的哥哥和爱人的牺

牲，才真正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好兄弟们

也都在大时代浪潮中成长起来，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

燃尽生命的光和热。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既要有历史的厚重，也要有符

合当代审美的叙事创新。在电视剧《梅花红桃》创作

中，我将生活细节与惊险的潜伏任务融合在一起，始终

以强人物情感、强故事情节推动叙事，把对人物坚定信

仰的呈现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目标的实现、一项项艰难

任务的完成。潜伏敌营的陈家平、左双桃始终处在紧

张高压的心理状态下，他们所代表的地下工作者们用

鲜血书写信仰，用胸膛迎向敌人的枪炮和刺刀。我希

望自己的作品以悬念丛生的故事展现热血的人物、惊

险的情节、无畏的精神，让信仰贯穿故事始终，于无声

中闪耀出璀璨的光芒。

作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我们处在一个好时代：有

热情的观众、蓬勃的市场、无尽的素材。我们要珍惜时

代赋予的条件和机遇，从前辈的奋斗中汲取动力，从成

功的经验中吸收养分，在创作中更加自觉地肩负时代

使命、扎根人民生活、传承红色基因、展现信仰力量，推

出更多具有艺术感染力和精神穿透力的文艺作品。

（作者为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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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题材纪录片《智造中国》日前上线。

5 集分别为《智造浪潮》《慧眼识真》《得心应

手》《机思敏捷》《智领未来》。摄像机镜头聚

焦汽车、造船、航空航天、机器人、机床等智能

制造工厂，通过一个个生动故事，呈现中国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进程。比如

《慧眼识真》一集，通过展示“人工智能检测设

备视力达到 0.5 微米”“一双会纠错的眼，400
毫秒就能判一张图片”“‘智慧之眼’给输电线

路辨缺陷，识别精度达 85%以上”等具有代表

性的技术案例，展示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现实图景。摄制组采用 4K 超高清拍摄、航

拍、车载拍摄、微距拍摄等多种手段，立体记

录智能制造全流程，既有宏观场景，又有微观

细节，多角度呈现了智能制造的澎湃力量。

（张 成）

聚焦智能制造
呈现澎湃力量

成都大运会开幕之际，创意微视频《新千

里江山图·活力四川》上线，铺展开一幅绚丽

多彩、充满活力的四川画卷。微视频运用计

算 机 图 形 技 术（CG)，以 一 镜 到 底 的 视 觉 呈

现、沉浸式的三维场景设计，绘出一张传统与

现代呼应、科技与艺术交融、人文与自然美美

与共的“四川名片”。微视频既选取了大家所

熟知的极具四川特色的熊猫、美食、名山大川

及历史古迹等元素，也努力讲述感人的四川

故事：奔驰在高原雪线的邮递员、危急时刻守

护人民安全的民航机长、让“蜀道难”变“蜀道

通”的筑路人……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更加立

体、更加鲜活、更具时代活力的四川，与大运

会所传达的“追逐梦想、奋勇拼搏”的青春气

质不谋而合、相得益彰。

（云 华）

展示活力四川
抒写青春气质

制香技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香薰

是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用品，也关联着历史文

化的方方面面。纪录片《惟有香如故》以词牌

为每集名称，以古香为引线，从制香角度展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纪录片选取与历史人物

联系密切的香料，串联起他们波澜壮阔的人

生历程，视角特别；通过演员演绎再现历史场

景，导演穿梭其中解说，引导观众从现实视角

观察历史。制作团队遍阅史料查证香方，不

辞辛苦寻找原料，对照古籍一次次尝试制香

过程，在高清显微镜头下呈现制香、焚香的细

节，唤醒了观众对于香的嗅觉体验。再加上

精致考究的服饰场景，娴熟流畅的镜头语言，

彰显传统美学的画面构图，使得纪录片呈现

出大片质感。

（乔 雅）

通过别致视角
讲述历史故事

作为一名深耕革命历史题材文
艺创作的剧作家，我深知，要想创作
出走进人民内心、鼓舞人心士气的佳
作，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让作品既有
意义又有意味。

图为纪录片《智造中国》海报。

核心阅读

无论是站在舞台戏台还
是通过荧屏银幕，演员面对的
都是人民。没有对人民的热
爱、对艺术的敬畏、对专业的
赤诚，是演不出角色的真实
感、走不进观众内心的

心系观众，所以不断锤炼
艺术，以更好服务观众；心系
观众，所以时时谨慎谦和，在
行风艺德上严格自律。这是
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广大文

艺工作者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

的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

从事演艺事业 40 多年，我愈加体会到，无论是

站在舞台戏台还是通过荧屏银幕，演员面对的

都是人民。没有对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的敬

畏、对专业的赤诚，是演不出角色的真实感、走

不进观众内心的。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

名声，是演员要走的正道与大道。

基本功是决定演员能
走多远的生命线

这几年，在演员工作以外，我又多了教员

和导演的身份。担任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

的艺术指导，给北京人艺表演学员培训班授

课，执导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首届西藏本科班

的毕业大戏《哈姆雷特》，带着北京人艺的年轻

演员一起重排戏剧经典《雷雨》和《海鸥》……

曾经，我是被前辈优秀演员艺术家提携起来的

后生，如今，我想用自己学到的本领、几十年专

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启发这些二三十岁的青年

演员，激发他们身上的能量与活力。

许多艺术行当都有明确严格的基本功训

练。话剧表演一直以来多强调个人的内心、感

情，在基本功上缺乏统一的训练标准。我试着

摸索总结，并在教学和排练中予以检验。比如

台词，可以说是话剧表演最重要的基本功。只

有字正腔圆、呼吸通畅、四声到位、准确达意，

才能使语言有力量、送得远，才能让观众听见、

听清、听懂、听得入心。我进入中国戏剧家协

会工作后，开始向戏曲学习。每次演出，我会

在侧幕条看戏曲演员的表演，再回过头来锤炼

自己的台词和基本功，自觉是有长进的。演员

也是语言艺术工作者，要在舞台上把中国话说

好。北京人艺一直坚持在舞台上使用原声，不

借助麦克风、话筒等扩音设备，为的就是尽量

保留住舞台表演的原汁原味。

老一辈演员在台上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

信，背后打底的是扎实无比的基本功，是大量

时间精力的专注投入，还包括表演的直觉和即

兴。戏曲界论表演有“三形六劲儿心已八，无

意则十”的说法。有模有样，三分；词儿准，腔

儿圆，劲儿足，六分；走心动情，八分；随心所

欲，怎么演都对，十分。等到了“无意则十”的

阶段，就不是演员跟着弦儿唱，而是司鼓、琴弦

跟着演员走。既有我又无我、既是演员又是角

色，这是舞台表演的魅力所在。

来自生活的积淀，熔铸
起舞台上独一无二的角色

“会演戏的演人，不会演戏的演戏”，这是

中国话剧先驱洪深对表演的理解。陈薪伊导

演给北京人艺排话剧《原野》时也说过这样一

句话：“演员这行就是演一个人的正常。”你可

以云淡风轻、松弛自然，也可以山呼海啸、激情

洋溢，但都是在特定情境里人的正常状态。

还记得刚进北京人艺的第二年，在由小辈

演员学演的《雷雨》中，我演我父亲演过的角色

周萍，没有多少个人真情实感，理解也不够，基

本 上 是 像 初 练 书 法 描 红 模 子 一 般 地 学 我 父

亲。所以，任宝贤老师对我说：“你怎么演得这

么明白！”很久以后我才领悟到，我那样只是在

演我父亲对人物的理解，只演出了情绪表面的

动作结果。

北京人艺许多老演员既会演戏又会生活，

舞台上一举一动背后，都有深厚的生活积淀。

生活中自在，演戏必然自在。在《天下第一楼》

中演常贵的林连昆老师，虽不是主角，但他只

要在台上，就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天下第一

楼》已经排到第二幕的时候，他才顶替别人参

加排练。林老师拿着剧本边对台词，边适应对

手演员已经排好的调度，有的地方他走起来不

舒服，就停下来试一下别的办法。突然，他在

说一大段台词的时候变换了动作，往门柱上一

靠，抹了两下餐桌，然后用手指撑着桌角。林

老师扮演的角色是堂头，一天到晚不知得接多

少客、干多少活，所以，能抽会儿空闲聊几句的

时候，会有靠一靠、撑一撑的形体感觉，特别有

生活，角色也立住了。当时整个排练厅的演员

都对林老师的表演赞叹不已。

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是北京人艺角色塑造

的优良传统。但体验生活不是瞪着眼睛去找

生活，硬找是找不到的。艺术来源于生活，一

定是很多经历、很多记忆中的形象慢慢叠加，

再加上演员个人的品性、习惯等，一起“化”成

舞台上那个独一无二的角色。

为了演话剧《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我曾到

故事原型地体验生活，留意寻找白嘉轩的形

象。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到罗中立画

的《父亲》，但那个形象是平面固定的，没有人

物说话走路、待人接物的动态。和村民同吃同

住 、下 地 干 活 好 多 天 ，都 找 不 到 白 嘉 轩 的 影

子。最后在和原著作者陈忠实吃饭的时候，我

猛然发现，陈忠实不就是一个“白嘉轩”嘛！他

朴实耿介，沉稳谦逊，有一种不偏不倚的正直

之气，就连脸上的线条也极有雕塑感。从此我

开始留意他观察他，演出的时候会想到他模仿

他，最终实现了角色塑造。

生活无处不在。做一个有心的演员，就要

时刻把所见所闻所想往文艺创造上靠，过了多

少年后，这些都会成为演员创造角色的灵感和

理解角色的底色。戏剧如同舞台画框里上演

的文学，它展示生活展示人，也引发观众思索

生活思索人。相应的，我们演员的学问就是晓

天下、明事理，培养解读生活、人物和各种各样

事情的能力。

守住演员本分，心系
观众服务观众

近来总是有人向我推荐动画电影《长安三

万里》，可能也是因为我演了 30 多年的李白。

话剧《李白》从 1991 年演到今天，不光是我在

塑造李白，李白也在塑造我。随着年岁和阅历

的增长，我不断揣摩李白的人生，不断感悟和

融入李白的角色。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格局、

角度，不是史学家的视角，也不是大艺术家的

视角，而是年轻人的视角，是孩子的视角。演

李白要演出他的赤子之心，演出他生命的昂扬

与自在。记得有一次在深圳演出话剧《李白》，

演出前我刚看了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电

影天马行空的想象影响到了我，让我在舞台上

快意淋漓地演绎出李白天真的一面。

除了李白，我还扮演过曹操、曹植、鲁迅、

弘一法师，朗诵过苏东坡、陆游、闻一多等很多

大师的美文，也演过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

生、曹禺和老舍等文学巨匠笔下的人物。他们

的人生和心灵影响着我，我以角色的名义感悟

并言行。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改变自己，提

升自己，这是身为演员的幸运。

我是被角色提升的演员，是被前辈艺术家

提升的演员，也是被观众提升的演员。在我心

中，陪伴最多的是观众。就像契诃夫在《海鸥》

里借特里果林的台词说：“为了可以采集最美

的花朵，创造出蜂蜜来奉献给人们，连我都不

知道这些人们是谁……”可我确定，每一场演

出，睫毛遮着灯光，面向观众，我在向他们坦诚

自己对作品、对角色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

我永远都是观众的考生。

词 作 家 阎 肃 曾 有“ 天 分 、勤 奋 、缘 分 、本

分，本分最不易”之说。守住演员本分，不把

自己“摆错位”，是我对自己的告诫。京剧表

演艺术家李少春每到一个场子演出，一亮相

先看场子的深浅宽窄，看二楼有没有廊柱挡

住观众，如果深了挡了，他的亮相就自觉多垫

半步，确保每个观众都能看到自己的一招一

式。心系观众，所以不断锤炼艺术，以更好服

务观众；心系观众，所以时时谨慎谦和，在行

风艺德上严格自律。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的典范。

戏 剧 空 间 是 现 代 生 活 一 道 亮 丽 的 风 景

线。不同剧种不同题材有不同的观众群，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演出，就要想观众之所想，瞄

准观众之所需，以优秀作品吸引人、满足人、提

升人，让观众在一个审美方式和文艺生活日益

丰富的时代依然愿意走进剧场，看完剧之后还

想再来。戏剧人不断传承中国戏剧的传统，开

掘当代剧场的潜力，夯实学养经历的积淀，坚

定崇德尚艺的追求，这一切让我们有理由期待

戏剧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本报记者

胡妍妍采访整理）

题图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内部场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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