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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身着宇航服，在月球飞奔，身后尘

土飞扬。为模拟月球表面的真实物理属性，

科幻电影《独行月球》剧组找来科学顾问，在

6000 平方米的影棚中铺了 200 吨沙石，还原

出月面的坑洼凹陷和尘埃岩屑。

为让袋鼠造型和动作更加逼真，主创团

队钻研特效制作，查资料、探实物，研究动物

骨骼、肌肉、脂肪及习性，8 个月设计，11 个月

数字化制作，才有了举手投足充满喜感的袋

鼠“刚子”。

电影《独行月球》的拍摄过程，反映了当

下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趋势：观众的审美水

平日渐提升，对文艺作品的期待越来越高，要

想经得住观众和市场的检验，文艺创作生产

的各环节各要素都得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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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练就

高超艺术水平非朝夕之功，需要专心致志、朝

乾夕惕、久久为功。”新时代繁荣文艺创作、推

动文艺创新，需要将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贯

穿始终。只有创作者孜孜以求、厚积薄发，各

环节精诚协作、锐意创新，才能打造出叫好又

叫座的文艺精品。

夯实生活的底子，老办
法依然很有效

“选题是决定作品成败的第一关。”如今，

网络文艺创作者策划选题有了新利器：视听

平台积累的大数据。相较于以往从有限的个

人经验出发找选题，今天借助更“懂”观众的

大数据，创作者的选题“嗅觉”更加灵敏。

当然，只靠大数据还远远不够。没有扎

实的内容、充沛的情感，再好的选题也无法落

地。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工作，至少在

今天，人工智能依然无法替代人类去切身深

入生活，感受人间烟火，体味真情涌流。

过去 7 年，编剧唐尧和搭档马骋怡合力

完成了电视剧《大江大河》三部曲剧本创作。

改编一部百余万字的现实题材小说，谈何容

易。被问及创作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唐尧毫不犹豫地说：“下生活！”跟着化工厂员

工一起开早会、学技能、跑市场，体会创业艰

辛。正是这样的“下生活”，为作品真实的年

代质感打下了底子。

为创作电视剧《运河边的人们》，编剧马

继红沿用数十年来的老办法——扑下身子走

进现场，从浙江杭州到北京通州，沿着京杭大

运河一路北上。蜿蜒 1700 多公里的京杭大

运河，孕育了太多历史太多故事。这一趟，收

获远在意料之外。

为让人物有更多细节支撑，让剧情更有

生活质地，首次采风后，马继红又重回大运

河，带着问题在两个多月时间里采访了 100
多 人 。 常 年 跑 船 的 船 老 大 说 ，大 运 河 清 亮

了；祖祖辈辈居住在运河边的村民说，以前

每逢下雨上面漏、下面灌，现在房子宽敞又

舒服……随着采访本越来越厚，人物、事件

逐渐从充满烟火气的细节中升腾而出。趁着

这股热乎劲儿，马继红开始动笔——以大运

河为轴，串起居民搬迁、污染治理、大运河申

遗的故事，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

代画卷。

从文学影视双丰收的《人世间》，到拨动

观众心弦、传播书香的纪录片《但是还有书

籍》，再到《咏春》等一批将传统文化与时代审

美结合起来的舞台佳作，无不从现实中汲取

营养，从生活里找寻艺术表达。乡村振兴活

力满满，大国重器频频“上新”，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加速形成，这些火热新鲜的素材召唤创

作者走出方寸天地，不断提升观察生活、提炼

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

用科技丰富创作工具
箱，让艺术表达更打动人心

从 2008 年开始，焰火设计师蔡灿煌一直

忙碌在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前沿。

2023 年 7 月 27 日，深夜 11 点，蔡灿煌在

朋友圈发布了一张照片：“成都大运会倒计时

1 天。”第二天晚上，“太阳神鸟”旋转展翼，点

燃主火炬塔，流光溢彩的焰火惊艳了世界。

为了这次完美的绽放，成都大运会执委

会组建了数十人的焰火专班。这些熟练使用

科技手段的艺术家，大胆地想象，小心地编

程，在 1 秒内同时控制数千发烟花，让每一束

焰火都像屏幕上的像素点一样精准出现。在

新技术支撑下，“艺术家出创意，工程师出方

案”成为大型文艺演出的“拿手菜”。从“大脚

印”到“迎客松”，焰火图案越来越丰富，色彩

越来越绚丽，视觉效果越来越震撼人心，展现

出数字技术融入艺术创作的无限活力。

“用好人工智能，一个人抵得上一个团

队。”担任文化企业首席技术官的郑勇，致力

于用新技术更好实现艺术想象。以前，动漫

创作的风格设定和原画绘制费时费力，现在

只需给出少量线稿，人工智能便可在短时间

内生成画作。

在数字影棚内，一座高 10 米、弧长 52 米

的巨型 LED 屏幕矗立中间。屏幕里，漫天风

雪；屏幕前，遍地银装。在虚实结合的雪景

里，演员身临其境，表演更加得心应手。以虚

拟拍摄为代表的技术应用，使得后期特效前

置，实现了“边拍边定型”，不断优化创作流

程，显著提升影视工业化水平。

科艺融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河南

卫视舞蹈作品《龙门金刚》，用增强现实、三维

建模、电脑着色等技术手段，让观众看到彩色

石窟造像，舞姿与文物辉映；动画电影《深海》

将传统水墨元素与三维动画技术结合，用充

满流动感的粒子水墨，探索写意与写实兼备

的中国动画风格……这些制作精良的作品，无

一不来自技术创新，无一不来自多工种通力

协作。借助虚拟拍摄、增强现实、数字特效等

新技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颖传神的形

象和场景，给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享受。

有见地的评论千金难
换，良性互动提升艺术品质

“如果把小说故事拧干，晨飒的《重卡雄

风》堪称一张技术发展路线图。”有网友这样

评价。2020 年，“中国好书”名单里第一次出

现 网 络 小 说 。 这 部 现 实 题 材 作 品《重 卡 雄

风》，用丰沛细节讲述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艰

苦卓绝，让人们看到网络文学不同以往的“写

实流”与“工业风”。

“网络文学有田园牧歌，也得有钢铁洪

流”，晨飒的创作最早源于兴趣，持续创作的

动力则来自读者的“催更”和“点赞”。他在工

作之余兴致勃勃地查资料、实地探访，写网络

小说。作品更新后，晨飒会细看读者留言，关

注和鼓励给予他成就感，批评和建议则促使

他不断改进优化。晨飒说：“高手在民间。读

者们火眼金睛，提了不少宝贵意见，推着我把

那些细节写真了、写实了，故事立住了。”

不只是网络作家，许多创作者都通过刷

微博、看弹幕等方式了解读者观众的评价乃

至批评。电视剧《警察荣誉》凭借烟火气打动

人心，引发热议。编剧赵冬苓跟网友们一起

“追剧”，网友的观后感甚至“吐槽”都能引发

她的思考。一名网友从年轻人成长的视角，

点 评 4 位主角踏入社会、处理工作的方式得

失，让赵冬苓大受启发。“突然就觉得眼前有

了一条路，有见地的评论千金难换”，她打算

把这些建议吸收进续集创作中。

创作者和读者观众的良性互动，是文艺

精品问世的重要推动力。这也折射出在文化

产品空前丰富的当下，创作者只有拿出工匠

精神，打磨好每一个细节，才能匹配读者观众

不断提高的审美水平和审美需求。

戏曲“出圈”，缘于练功房里成百上千次

的排练，缘于瞄准年轻观众、借助新媒介的转

化创新；国风舞蹈走红，缘于更具现代气息的

编排和服化道的精美呈现，缘于将中华传统

美学和当代审美旨趣巧妙对接；大型文艺演

出“名场面”迭出，缘于创意、编导、舞台、科技

等各环节各要素的集合效应，缘于一次次精

益求精的调整、创新、改进……火热的创作现

场，专业的分工协作，活跃的评论氛围，正在

汇聚成合力，推动新时代文艺出新出彩。

题图为京杭大运河杭州段风光。

万 杰摄（影像中国）

制图：沈亦伶

繁荣文艺繁荣文艺创创作作 推动文艺创新推动文艺创新
张明张明瑟瑟

医院生活的底色并不是单调的白色，在

这个浓缩的社会空间里，每时每刻，信念、希

望、爱三种元素都在交融着，激荡起五彩斑斓

的生命诗篇。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过作为医生的自己

会和小说创作结缘。医学追求理性和冷静，

强调逻辑推动，文学则追求感性和奔放，崇尚

想象力的挥洒。二者看似截然不同，其实就

像钢琴的黑白键，恰能在共鸣中演绎守护生

命的故事。

2014 年，我结束为期一年的北京协和医

院总住院医师工作。当时，一家出版社约我

写一本总住院医师手记。提笔之时，各种复

杂的情愫涌上心头，我趁着三分热度七分激

情，把手记写成了小说《因为是医生》，记录过

去 365 个繁忙的日日夜夜。没想到小说很受

欢迎，不少医生和医学院学生都告诉我，他们

很喜欢小说中的几位主角。小说还有幸获得

当年的中国人口文化奖。最令我感动的是，

连续好多年，都有刚入学的新生找到我说，他

们是在看完这本小说后选择报考了医学院。

他们还问我，什么时候写下一本？

经过思考和沉淀，我决定继续通过小说

来展示我对科学与健康、医生与患者关系的

思考，用文学致敬那些兢兢业业守护人们健

康的医生同行。从学医到行医，20 年的经历

足以成歌。我既放飞想象，也用理性去抓取

那些值得记录的点滴，在繁忙工作之余花了

近一年时间写完了《大医院里的小医生》。这

部作品是前一本小说的前传，讲述了程君浩、

沈一帆、苏巧巧和米梦妮几位主角大学毕业

迈入医院以及成为住院医师后发生的故事。

我还增加了一名叫吴军的主角，以丰富大医

院里小医生的形象。小说写出来后，经常有

人问起书中的主角是否有现实原型，我的回

答是：有，但又不能完全对应得上。书中每一

位主角，都由现实中数个医生形象交织叠映

而成。他们年轻、活泼、充满朝气，也有一股

初生牛犊的锐气，在临床工作中摸爬滚打、不

断成长。

同样地，书中的故事，有些是现实的改编

或重塑，有些是耳闻所得，有些则是文学想

象。在这本书中，我试图演奏出一曲现实而

又充满温情的生命乐章。医生的坚守与奉

献，患者的坚强与温暖，都是我想要表达的。

每一次治疗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每一次微

笑都传递着希望的力量。正是这种对生命的

敬畏和对医学事业的热爱，让年轻医生们在

日常工作中不断成长，努力成为有担当的大

医生。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更多人了解

医生的辛苦与付出，感受充盈在医院里的信

念、希望和爱。

在书中，我也试图展现医生作为普通人

的一面。年轻的医生们在前辈的影响下，试

着模仿，也试着超越，试着做出不平凡的事

情。和身边同龄人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家

庭、爱情和生活，有自己的迷茫和困惑，但依

然选择了坚守，选择了奉献。这些故事或许

并不轰轰烈烈，却能温暖人心。

写作《大医院里的小医生》的过程中，我

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医学与文学的交融之美。

冷静与理性，感性与温暖，这两种截然不同

的风格滋养了我的写作。未来我将继续努

力用文字记录下更多温暖的生命故事，致敬

那些默默奉献的医务工作者以及他们奋斗的

青春。

写下五彩斑斓的生命诗篇
陈 罡

《大医院里的小医生》：陈罡著；人民

卫生出版社出版。

从 13 岁入梨园起，我的

豫 剧 生 涯 已 有 40 多 个 春

秋。从少年学戏到报考剧团

屡屡碰壁，从赴京拜师到正

式进入专业剧团，再到两次

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我走

过 了 一 条 漫 长 而 艰 辛 的 道

路。戏曲成全了我、点亮了

我，我愿意为戏曲奉献一生。

我一直希望能打造几部

留得下的戏曲精品，创作并

主演新编历史剧四部曲就是

为了达成这一心愿。其中，

《程婴救孤》《清风亭上》《苏

武牧羊》不仅获得很多专业

奖项，而且拍摄成了豫剧电

影，得以抵达更多观众。前

不久，展现关羽“玉可碎而不

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

其 节 ”的 豫 剧 电 影《义 薄 云

天》首映，至此四部曲终于收

官，我也松了一口气，欣慰于

没有辜负热情的观众，没有

辜负我所热爱的舞台。

豫剧里充盈着乡音乡情

乡愁。每逢传统节日，很多

观众爱看以三国戏、关公戏

为代表的传统戏，很多戏迷

希望我能排演一部。我是演

老生起家，一向饰演的都是

程婴、张元秀、苏武等角色，

关公是红生戏，需有花脸的

功架、武生的功底，表演身段

很不同。为了排演《义薄云

天》，我四处求教，不仅请来

了洛阳戏校的恩师谷桂红，

还请河南省越调剧团的青年

导演常文青给我指导，从跑

圆场、耍大刀开始，挨个动作

挨个细节一遍遍练习，丝毫

不敢懈怠。

我已逾耳顺之年，全天

穿着几十斤的盔帽服装，举

着十几斤的大刀不离手，累

得浑身酸疼，骨头跟散了架

似的。但艺术不能打折扣，

既然下定决心做，就要做到极致。《义薄云天》电影历时 5 年：

练功整整一年、剧本写了一年、排练了一年、演出了一年、电影

拍摄剪辑又是一年。我希望通过这部戏以老带新，培养出一

批年轻演员。我们采取团校合作的方式，将河南艺术职业学

院和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的数十名学生充实到演职队伍中来，

从中发现好苗子加以培养，希望他们能把戏传下去。

河南是戏曲大省，除了豫剧、曲剧、越调三大剧种外，还有

一些流布区较窄、观众和从业人员较少的稀有剧种。这些稀

有剧种一般拥有上百年的历史，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近年

来，我也把工作重心放在保护传承河南的稀有剧种上。

2017 年春天，我们在郑州举办了河南省首届稀有剧种展

演活动，18 个稀有剧种的 17 场演出吸引了 5 万人次现场观众

及 180 万人次网络观众。2017 年底，我们又带着沁阳怀梆、永

城柳琴戏、清丰柳子戏、商丘四平调、内乡宛梆、太康道情等 9
个剧种赴北京展演。其中，7 个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

位演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是河南稀有剧种

第一次集合进京演出，10 场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首都观

众对这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剧种赞不绝口。

互联网拓宽了文化的传播方式，我们也在思索如何利用

网络平台赋能戏曲传播。2018 年，我们举办了“唱响新时代”

首届戏曲稀有剧种贺新春互联网公益晚会。在演出之前 3 个

月，我们开展了“寻找”稀有剧种活动，足迹踏遍新疆、云南、陕

西、山西、安徽等 12 省份，寻找到汉调二黄、汉调桄桄、二夹

弦、大弦戏、枣梆等近百个稀有剧种，让这些稀有剧种及传承

人在直播平台上精彩亮相。据统计，这场公益晚会网上观看

人次达到 3800 多万，庞大的观看量让戏曲人兴奋不已。

戏曲艺术要想传承发展，离不开年轻观众的喜爱。我们

经常开展艺术名家进校园系列公益活动，举办分享会、艺术

展、化妆课、身段表演等一系列体验活动，让年轻学子近距离

感受戏曲魅力。2023 年 11 月，我们组织河南稀有剧种走进清

华大学，并参与清华大学 2023 校园戏曲节演出。活跃在田间

地头的稀有剧种能走进高等学府，对基层戏曲演员而言也是

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河南豫剧院第一任院长、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经常说：

“戏比天大。”我想再补充一句，要力争做到“业比天大，德比地

厚”。我希望能站在前辈大师的肩膀上，与豫剧同仁们共同努

力，让古老的豫剧艺术走向新的辉煌。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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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成全了我、点亮了我，我愿意为戏
曲奉献一生。我希望能站在前辈大师的肩
膀上，与豫剧同仁们共同努力，让古老的豫
剧艺术走向新的辉煌。

乡村振兴活力满满，大国
重器频频“上新”，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加速形成，这些火热新
鲜的素材召唤创作者走出方
寸天地，不断提升观察生活、
提炼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

借助虚拟拍摄、增强现
实、数字特效等新技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以新颖传神的
形象和场景，给观众带来前所
未有的审美享受

火热的创作现场，专业的
分工协作，活跃的评论氛围，
正在汇聚成合力，推动新时代
文艺出新出彩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