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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政法题材影视剧的热播热映，既是一

次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是否满意的直观检验，

也是一次政法工作与人民群众交流互动、形成

有 效 社 会 动 员 的 难 得 机 会 。 近 期 在 央 视 一 套

播出的电视剧《此心安处是吾乡》，为用影视作

品传播新时代枫桥经验、拓展政法题材的创作

空间积累经验。

政 法 题 材 内 涵 丰 富 ，需 要 创 作 者 用 心 发

现、深入开掘。一段时间以来，《扫黑风暴》《狂

飙》等反映政法事业发展的电视剧受到广泛关

注。在与影视制作方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一

些人看重“商业模型”和“算法”，认为同类题材

具有“商业价值”、容易赢得观众。而所谓“算

法”计算的是过去，“模型”模拟的是经验。观

众 对 好 作 品 的 需 求 不 断 变 化 ，原 创 恰 恰 是 作

品最大的“商业价值”。政法题材的影视创作

需 要 聚 焦 扫 黑 除 恶 等“ 大 事 件 ”，也 需 要 表 现

基层解决“鸡毛蒜皮”的“微叙事”。《此心安处

是吾乡》用百姓身边人身边事，展现基层政法

干 警 坚 持 和 贯 彻 党 的 群 众 路 线 ，充 分 发 动 群

众 、组 织 群 众 、依 靠 群 众 ，解 决 群 众 的 关 切 和

难 题 。 这 部 剧 用 接 地 气 的 表 现 手 法 ，讲 述 老

百 姓 身 边 的 故 事 ，为 政 法 题 材 创 作 开 辟 新 的

叙事空间。

影视创作要贴近现实，创作者走进生活的

深处，作品才能走进人心的深处。近年来，基

层矛盾纠纷多元复杂，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

权利观念进一步增强，涌现了许多解决群众身

边烦心事、麻烦事的创新实践，很多“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生动故事正在上演。这些

既是政法工作的重点、亮点，也是人民群众关

注的热点、焦点。影视剧把这二者结合起来，

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可以帮助观众进一步

了解基层政法工作、理解政法干警，有助于实

现 政 法 工 作 与 人 民 群 众 更 充 分 、更 有 效 的 互

动。《此心安处是吾乡》中，肖立明、马乐、张凤

娇、杨铭安等基层综治中心的干部，直面新旧

矛盾纠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运用法治思维，

向观众解析了电信诈骗、网约车纠纷、网络侵

权、校园霸凌等众多热点案例。剧情充满生活

气息和现实意义，让观众在剧中看到发生在身

边的故事、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因而引

起情感共鸣。

舞 台 的 大 小 ，由 创 作 者 的 内 心 世 界 决 定 。

戏剧的魅力，在对生活的提炼和表达中展现。

影视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效益，考验创作者

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判断和把握能力。而优秀

的作品一次次启示我们：表现人民群众的火热

生活才有真正的流量，讲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

乐，才能创作出不负时代的中国故事。

（作者为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

副主任）

用影视作品传播新时代枫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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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是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也是繁荣发展文艺事业

的根本遵循。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

京 人 艺 ”）是 人 民 的 剧

院，始终把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需求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 人 民 讲 故 事 、讲

人民的故事，是北京人

艺 的 创 作 传 统 和 生 命

线。 70 多年前，北京人

艺建院仅一个月，就组

织 全 院 下 厂 下 乡 体 验

生 活 。 从 下 厂 下 乡 到

深入社区，从具有地域

特 色 和 浓 烈 生 活 气 息

的现实主义话剧《龙须

沟》《茶馆》到见证云集

八 方 食 客 的 老 字 号 兴

衰史的话剧《天下第一

楼》、展 现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京 城 百 姓 生 存 状 态

的话剧《玩家》，北京人

艺最鲜活的创作、最生

动的表演，都是艺术家

向 人 民 学 习 的 成 果 。

70 多年来，北京人艺坚

持 以“ 深 厚 的 生 活 基

础 ，深 刻 的 内 心 体 验 ，

鲜明的人物形象”为艺

术实践目标，努力创作

和淬炼话剧艺术经典。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我们在近

些 年 持 续 推 进 创 作 实

践。在建党百年之际创

排革命题材话剧《香山

之夜》，以话剧艺术的表

达手法再现中国共产党

的辉煌历程。从最擅长

的“京味儿戏”入手，创

排话剧《社区居委会》，

通过社区工作者带领社

区居民共同抗疫的微小

侧面，反映众志成城的

抗疫精神。全部由剧院

年轻演员担纲的新排剧

目《日 出》《雷 雨》《原

野》，为北京人艺的新剧场揭幕，用富有现代感

的舞台呈现为观众营造沉浸式的视听体验。经

典剧目以较高的上演频次，赓续着剧院的传统

和文脉。《茶馆》《天下第一楼》《李白》《窝头会馆》

等一次次引发观演热潮。

观众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的需求和渴望，激

励我们不断向精品迈进、向高峰迈进。北京人

艺在新时代翻开发展建设的新篇章。2021年，北

京国际戏剧中心竣工并投入使用，北京人艺在原

有 3 座剧场的基础上又新增一大一小两座话剧

场，剧场集群优势更加凸显，在繁荣首都文艺舞

台、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方面理应发挥更大作用。

未来，北京人艺将坚持守正创新，加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重大题材剧目创作和现实题材剧目创作，广

泛深入开展创作采风。进一步统筹演出规划，

让经典常演常新，让新作源源不断，努力用新的

创造赓续我们的文化传统。

向更广大的人群传播好中国故事，也是北

京人艺面临的重要课题。戏剧在展示中华文化

魅力、促进人文领域交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

以发挥独特作用。1980 年，经典剧目《茶馆》赴

欧 洲 多 国 演 出 ，开 启 中 国 话 剧 走 向 世 界 的 大

门。多年来，北京人艺精心选取《茶馆》《天下第

一楼》《北京人》《李白》《我爱桃花》等 10 余部反

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剧目，赴世界多个

国家和地区演出，引起当地观众的热烈反响。

2011 年以来，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2 部优秀剧目

参加“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在京演出近

百场，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未来，我们将

有计划地储备一批适合国外巡演的优秀剧目，

积极参与国际知名戏剧节展，把具有世界意义

的中华文化传统精髓提炼出来，用戏剧作品展

现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同时，继续深化打造

属于北京人艺自身的国际戏剧交流品牌和戏剧

展示平台，促进中外戏剧交流互鉴。

北京人艺的历史就是一部部优秀的戏剧作

品写就的，凝结着人民与艺术家的共同创造。

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面临新的历史

机遇，也必将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新的文化使

命。北京人艺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守正

创新与开放包容，用更多优秀作品赓续文化传

统、描绘时代画卷。

（作者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党组副书记、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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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届乌镇戏剧节，238部国
内外剧目精彩亮相，超 1万人次
报名青年竞演单元，189 场小镇
对话，超 1 万场嘉年华表演，上
百万人次观众共同见证戏剧节
的成长。

参加乌镇戏剧节的年轻人
回到中西部的故乡，在当地创办
社团、排练剧目。乌镇戏剧节的
广泛影响在戏外，乌镇戏剧节的
深厚根基也在戏外。

核心阅读

“到乌镇去？”

“到乌镇去！”

2013 年，首届乌镇戏剧节鸣锣开场。至今，

10 届乌镇戏剧节，238 部国内外剧目精彩亮相，

超 1 万人次报名青年竞演单元，189 场小镇对话，

超 1 万场嘉年华表演，上百万人次观众共同见证

戏剧节的成长。10 年来，来自各地的戏剧工作

者、文艺爱好者、游客和乌镇居民一起看戏，成了

戏中人。

乌镇戏剧节的生命力何在，为何能吸引如此

多年轻人？穿行在被艺术“盛装”的石板路，奔波

在乌镇各个剧场，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我们

或可解码这台“小镇的文化大戏”。

艺术的在场感触手可及

清晨，古镇在摇橹声中醒来。一艘艘摇橹

船，裹着风、推开水，划破西市河的水波。

白油填塞缝隙，红油外封防水，船舱外要修

旧如旧，船厢内要焕然一新，为了表演还要安装

仪器设备、加装电线……聊到自己的工作流程，

乌镇船坞师傅费建萍滔滔不绝。“从第一届乌镇

戏剧节开始，年年有剧组想用摇橹船表演。”费师

傅的船，载着爱艺术的人们，也载着美好的艺术。

空闲时，费师傅喜欢站在河岸上看表演。今年

戏剧节期间，中国美术学院的水域空间即兴演出让

他印象深刻。每年戏剧节，他的女儿都会带同学回

乌镇看戏。对于费师傅一家，乌镇戏剧节是一份期

盼。对于戏剧爱好者，乌镇戏剧节是一份约定。

与费师傅的摇橹船一起划入“戏剧时间”的，

是来自各地的观众。104 位戏剧爱好者收藏的

479 张剧票，拼接成满满一面“乌镇戏剧节十周

年票根墙”。走近看，旁边还有一封封观众们手

写的信札——

“邀请朋友们来我的家乡参加一次乌镇戏剧

节，是我作为桐乡人的骄傲！”

“乌镇戏剧节见证了我从一人看戏到两人结

伴，再到三口之家的转变。来乌镇戏剧节，是我

家的固定行程。”

“人们在看剧时可以形成共鸣，像流星坠入

皎洁月光的云里，化作闪烁的印记。为了创造这

个瞬间，我读大学选择了戏剧文学专业。”

…………

乌镇戏剧节总能迎来不同的“角色”、开放的

“剧情”。人们在这里与戏剧为友，相伴而行。剧场

内、古屋外、石桥上、树荫下、街这头、河那头，皆可

成为“入戏”的舞台，营造具有沉浸感的戏剧空间。

晌午，乌镇的桥，迎来行人最密集的时段。

桥上人看街上景，街上人看船在水上行，船中客

回味着舞台上的剧情。

一条长巷里，木龙正在几位舞者手中时而起

步蹬跃，时而左右旋跳，舞步稳健有力，引来不少

人驻足喝彩。领舞的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醉龙舞

传承人黄金渐、黄杜全，父子二人都是第一次参

加乌镇戏剧节。黄杜全感慨，与以往的舞台表演

相比，古镇嘉年华的街头表演与观众的距离更

近，观演互动更真实、更具感染力。

“乌镇戏剧节让我们生活在文化生活中，艺

术的在场感触手可及。”10 届乌镇戏剧节从未缺

席的观众祝瑞欣获得“乌镇居民证”，也成为乌镇

戏剧节戏剧微信群群主。微信群里，大家分享票

务信息、看戏感受、个性化的行程，十分热闹。

夜幕降临，温度骤降。两三米宽的西栅大

街，砂锅店、羊肉面馆、馄饨铺，家家生意兴隆。4
个口音不同的年轻姑娘聊得热络。4 人相识于 5
年前的乌镇戏剧节，今年分头从深圳、青岛、合肥、

昆明赶来看戏，大家分享着难忘的乌镇记忆。“去

年戏剧节时下了场大雪，落雪的青砖黛瓦像画一

样”“拿地图、穿跑鞋，在不同剧场间急速穿梭”“有

年离开乌镇时遇到还没卸妆的演员，我和他说

‘明年再见’，没想到转年真的遇见了”……在乌

镇，戏剧与生活相遇，人与人相遇，构成富有生活

美学的戏剧情境，多元的戏剧生态水到渠成。

热爱艺术的人们满载而归

今年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单剧最快售罄时

间仅有 3.9 秒，全网购票人数超过 32 万。每年戏

剧节期间，来到乌镇的游客超过 30 万。

乌镇的 14 个剧场，各具韵味，最火热的当属

蚌湾剧场。这是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的场

地。清晨 5 点，不少年轻人带着垫子、水杯、小马

扎前来排队，只为一张现场演出票。

青年导演刘添祺的作品《鸡兔同笼》曾获青

年竞演单元最佳戏剧奖。他在表演机构当过老

师，在横店跑过龙套，一度生计吃紧，动了改行的

心思。“当时来乌镇参赛是告诉自己：再试这一次

吧！”“再试这一次”的成功，也影响了创作团队中

的汪世伟。“乌镇戏剧节让我们找到了真正要做

的事。”今年，汪世伟第一次以导演的身份，带着

剧目《武烈河边》回到乌镇，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

专业，“不辜负观众的期待”。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10 年来，青年竞演

单元的报名作品数量从 80 部增加到 573 部，先后

有 161 部青年原创作品登上戏剧节舞台。

“作品能被这么多年轻观众看到，对创作者

是极大鼓励。”去年乌镇戏剧节，导演肖竞的作品

《桃花扇》以当代手法诠释传统戏曲，受到好评。

在她看来，乌镇戏剧节的青春气质让创作者乐于

创新、敢于探索。

一部戏，半数以上演员是来看戏的观众，会

怎样？提词器上写着“请描述你们第一次见面的

场景”，两位“临时演员”据此自行发挥……今年

乌镇戏剧节，《罗曼蒂克偶尔到来》在 28 部特邀

剧目中独树一帜。肖竞选取《罗密欧与朱丽叶》

《麦克白》等 7 个经典戏剧片段，邀请现场观众与

专业戏剧演员共同表演。她说自己“带着未知的

戏剧结局来到乌镇”，相信“情感和表演连在一

起”，最终会变成“属于戏剧的灵光一现”。《罗曼

蒂克偶尔到来》在乌镇首演时，一对观众出演“罗

密欧与朱丽叶”段落。即兴发挥的跳舞环节，男

观众踏出的第一个舞步，恰好踩中现场音乐的第

一声鼓点。“戏剧的魅力在于现场，我们努力在剧

场与观众形成真正的交流。”肖竞说。

交流，激发乌镇戏剧节的生命力。剧场外、

游览车上，到处有人讨论戏剧。围绕文学与剧

本、戏剧形态、导演风格等主题展开的小镇对话

单元，帮助观众理解剧目，深刻了解戏剧语境，提

升交流的专业性。戏剧的馈赠不尽相同，但从未

让热爱艺术的人们空手而归。

元宝湖畔，碧水环抱，乌镇大剧院如并蒂莲

花绽放其间，每一届乌镇戏剧节的闭幕大戏都在

这里上演。乌镇戏剧节发起人、乌镇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陈向宏说：“内容和形式的迭代，是乌

镇戏剧节永恒的主题。”

10 届乌镇戏剧节，每年都有新变化，不变的

是努力找到属于未来的、成长的青春力量，努力

找到用戏剧与这个时代相拥的答案。

戏剧的根苗繁茂生长

戏剧的根苗，在桐乡乌镇的沃土繁茂生长。

近年来，乌镇戏剧节常有为桐乡本地百姓而

办的“加演场”。人们也越来越习惯在家门口欣

赏艺术、亲近艺术。据统计，嘉兴本地观众来乌

镇戏剧节的占比已接近 30%。来乌镇 10 多年的

民宿经营者于祚炜感受深切：“戏剧节期间，来店

里吃饭的桐乡人越来越多了。”

桐乡市梧桐街道的城西村文化礼堂（城西剧

场）里，“一大撮剧社”“镜人魔术”表演团队的演

员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白天参加乌镇戏剧

节古镇嘉年华的演出，晚上又赶到城西村排戏。

城西剧场的运营方是桐乡本地的专业剧团

—— 乌 青 剧 社 。 创 始 人 吕 安 迪 是 一 名 90 后 。

2016 年，戏剧表演专业毕业的吕安迪和两个朋

友，在戏剧节演出他们的原创话剧《当》，一演就

是 12 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此后，他 6 次参与

古镇嘉年华，演绎了大量当地流传的故事：桐乡

三跳、蚕花娘娘、菊花仙子、大运河……

“我们的剧团从乌镇戏剧节出发，现在走出

了乌镇。无论多忙，我们每年都会回来。”吕安迪

说。今年 3 月末，乌青剧社入驻城西剧场，成为

当地农村文化礼堂的社会化运作试点。剧场首

演的演诵会，城西村村民是第一批观众。现在，

乌青剧社每月都有演出，有三四个“粉丝群”，日

常还有剧本朗读会、表演工作坊等。

像吕安迪这样的年轻人，数不胜数。参加乌

镇戏剧节的年轻人，已有 10 余位回到中西部的

故乡，在当地创办社团、排练剧目；在上海援藏干

部牵线下，一批来自日喀则的农牧民兼职演员参

加了 2017 年乌镇戏剧节的嘉年华活动……

乌镇戏剧节的广泛影响在戏外，乌镇戏剧节

的深厚根基也在戏外。

昭明书院的琅琅书声，依稀可闻；梨园教坊

的唱念做打，融汇戏曲底色；浓重的文学色彩点

染古镇，将这片艺术热土照得更亮。江南古镇的

文脉文气、朴实热闹的乡风民俗，培厚戏剧节的

艺术土壤。

枕水而生，因戏而旺，触“网”愈兴，当代文化

与在地文化、传统文化相融合，让乌镇戏剧节呈现

更为开放、包容、时尚的文化景观。“与更多的戏剧

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发生关联，探索更多可能性。”谈

到乌镇戏剧节的下一个 10年，陈向宏满怀信心。

图①：2023 乌镇戏剧节古镇嘉年华表演。

图②：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师

生在 2023 乌镇戏剧节上表演。

以上均为乌镇戏剧节官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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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讲故事、讲人民的
故事，是北京人艺的创作传统
和生命线。北京人艺最鲜活
的创作、最生动的表演，都是
艺术家向人民学习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