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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有 两 组 数 字 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

60 个 春 秋 ，演 出 超

2000 场 ，9 代 演 员 接 续 传

承，旋转的舞步激荡起岁

月涟漪。上海芭蕾舞团原

创芭蕾舞剧《白毛女》60 周

年庆典演出近日与观众见

面。演出前，大春与白毛

女相遇的那一幕，第一代

大春的扮演者、81 岁的凌

桂明帮年轻演员们排了 10
多遍。“不能完全按照以前

的表演去要求年轻一代”，

指导 00 后演员，“80 后”凌

桂明独具心得。舞台艺术

经典作品再次焕发绵延不

绝的创造力。

上 座 率 92% ，七 成 是

中青年观众，年轻观众像

追演唱会、音乐剧一样追

起了京剧。在浙江京昆艺

术中心（京剧团）复排传统

经典京剧《珠帘寨》的演出

现场，演员谢幕后，大批年

轻观众喊着“再来一个，再

来一个”。返场演出精彩

亮相，演员演唱《定军山》

经典片段时，台下的年轻

观众们开始了大合唱。“从

艺 55 年，从未见过这样的

场景。”一位在台下观演的

76 岁 京 剧 老 演 员 感 慨 。

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

大坚韧的生命力的体现。

数字的背后，是经典

艺术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代

际传承和传播。从“了解

怎么去创作”到“认识用怎

样的态度去创作、为谁而

创作”，青年创作者成长成

熟的每一步，都有前辈艺

术家的倾囊相授、无私奉

献。一代代艺术家躬身为

桥、立身为梯，化为弄潮的

帆篷，助力后辈远航。艺

术传承的希望在这里。年

轻人写、年轻人演、年轻人

看，舞台上下生机勃勃。这几年，越来越多青年创作者迅

速成长，一次次采访中，他们都向我提及时代与个人成长

的关系。丰盈的社会生活、广阔的文化语境、多元的传播

渠道，为今天的青年创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天

工人巧日争新，在生活的大舞台，他们敏锐地捕捉着典型

的故事与形象，向着历史文化与人们精神的深处奋力开

掘，努力建构青春的舞台“景深”。

青春的舞台“景深”来自哪儿？从时间层面看，来自

历史；从空间层面看，来自土地；而时空的交汇处，站立的

是人。从舞剧《只此青绿》《五星出东方》《红楼梦》到杂

技剧《战上海》、歌仔戏《侨批》，观众看到的是鲜活的人

物群像，看到的是文明经久不息的脉动、民族瓜瓞绵绵

的传承。

剪裁妙处非刀尺。青年创作者为戏剧现代性的开

掘不断努力，他们不仅聚焦故事的进展，更追求对人物

心灵的勘探，注重用朴实自然的方式讲好“这一个”的

故事。昆剧《瞿秋白》将舞台主体交给演员，可谓“淡处

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剧中，瞿秋白从容向死、永不叛

党，描摹内心世界的段落十分动人。他与爱人之华在幻

想中诀别，“柔光吻遍，归来再暖鸳鸯衾”“携手而死，也是

幸福的”“还有我的女儿，与一切欣欣向荣的孩子们，我真

舍不得，舍不得”……他对生命和生活的爱那样真切动

人，对信仰的追求又是那么伟大与悲壮，一个大写的人由

此站立在舞台上。

求新，是青年创作者最鲜明的特点。他们的艺术视

野相对开放，对各种艺术流派、表现手法、技术手段择优

为用，取精用宏地探索。仅以戏曲为例，便呈现出多姿多

彩的艺术样貌。它可以是粤剧电影《白蛇传·情》这样的

“大而精”，也可以是新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那般的

“小而美”，还可以是改编后的豫剧《程婴救孤》《清风亭

上》小剧场表演新模式。从单向度的舞台迈入多维度的

屏幕，他们将戏曲的美好带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面对时代呼唤，我们也看到，目前一些青年创

作者过度依赖“二手生活”的经验素材，缺乏对生活现场

的观察，作品存在叙事视角单一、人物塑造符号化等问

题。一些青年创作者局限于就事论事，看山依然是山，看

水依然是水，缺乏观照时代主题的总体表达。特别是少

数青年创作者一味追求创作个性，过度注重自我表达，导

致作品与时代语境脱节。生活的积累、知识的积累、学问

的积累，仍是青年创作者未来不断走向成熟的关键。

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是艺术家苦心孤诣的成果，离

不开“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创作自觉，离不开持之

以恒的躬耕艺海。在我看来，这如同一棵树的拔节生

长。不停生发的枝蔓，剪断一枝，又长出几枝，时间久了，

便会发现一些旁枝也能开花，结出意想不到的艺术果实。

持续耕耘，有千树万树的静候，何愁没有“春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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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劳动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

军，新时代影视创作将镜头对准劳动者，讲述

他们的时代故事。近十年来，一批以劳动者为

主角的影视作品竞相涌现。他们是创造超级

工程的大国工匠，是投身基层建设的下乡干

部、农技专家，也是立足岗位默默奉献的普通

劳动者。影视作品谱写“劳动者之歌”，在鲜活

呈现劳动者形象、生动讲述劳动故事、艺术化

传播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的同时，展现出新时

代文艺的特质，为文艺创作如何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带来启示。

用基层劳动者的故事构
筑中国故事的底色，聚焦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面向，影视作品聚

焦国家工业化进程背后普通劳动者的奋斗，体

现“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新

风貌，反映当代劳动者的精神追求。纪录片

《超级工程》《大国重器》《大国工匠》等，不仅展

示了十余年来中国在工程、高科技领域的突

破，而且呈现了掌握这些核心技术的技术专家

和大国工匠的硬实力。纪录片《港珠澳大桥》

让我们看到，技术工人用匠人精神解决一个又

一个技术难题，突破先进技术的垄断和封锁，

不断积累提升自主发展能力的中国经验。纪

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镜头对准让国宝焕

发生机的文物修复师，这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技

术劳动者，从事着淡泊名利的文物修复工作。

每一件文物上面都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修复匠

人的心血，这种穿越古今的修复师与文物的交

流渗透着“以我观物、以物观我”的格物精神。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进程

中，驻村干部和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工作

者深入农村，把优势项目、现代文化、绿色发展

理念等带到欠发达地区，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

状况，他们的创造经验和人生故事被影视作品

书写。电视剧《山海情》展示了东西部协作的

乡村现代化经验。电视剧《县委大院》呈现可

持续发展的新理念与清正廉洁的政绩观。在

电影《十八洞村》《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

家》、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山海情》《大山的女

儿》《幸福到万家》等作品中，基层劳动者通过

教育、文旅、造林等不同方式推动乡村发展，给

乡村带来活力，激发基层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乡土中国”发生新时代

的“山乡巨变”。

在不同的现实考验面前，许多普通劳动者

爱岗敬业，以高度的敬业精神负重前行。如电

影《中国机长》《烈火英雄》《攀登者》《峰爆》《中

国医生》《万里归途》《三大队》、电视剧《人民的

名义》《巡回检察组》《警察荣誉》《麓山之歌》等

等，体现了飞机驾驶员、消防队员、登山运动

员、铁道兵、医务工作者、外交人员、政法工作

者等各行业劳动者的职业伦理和奉献精神。

很多创作来自真实生活，如《中国机长》根据

2018 年川航航班备降成都事件改编，机长刘

传健驾驶的飞机在万米高空遇险，他凭借着沉

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专业技术，最终

让飞机安全降落，保障了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

的生命安全。《万里归途》的撤侨故事取材自

2011 年紧急撤侨的事件，故事中临危受命的

外交人员宗大伟主动放弃回家的机会，“逆行”

穿越战火，护送同胞安全返回祖国，宗大伟这

一 艺 术 形 象 是 众 多 外 交 人 员 尽 职 奉 献 的 缩

影。《三大队》同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主人公

程兵 12 年锲而不舍的追凶历程，折射的是基

层民警捍卫法律和正义的决心与付出。

这些基层劳动者的故事构筑了中国故事

的底色，故事里所传递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和工匠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塑造新时代的劳动者形
象，反映时代发展、呈现美好
追求

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类型，现实题材影视

剧讲述普通人的平凡人生，用生活的酸甜苦辣

呈现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电视剧《装台》《风吹半

夏》《人世间》《大江大河》等现实题材作品，以普

通劳动者的视角呈现个体生命与时代同行。

《我和我的祖国》用 7个普通人的故事塑造

了“我”和祖国的情感联结，如《前夜》中为 1949
年“开国大典”研练电动升旗装置的工程师、

《相遇》中为 1964 年“原子弹爆炸”隐姓埋名的

科技工作者、《回归》中为 1997 年“香港回归庆

典”服务的香港警察和钟表匠等，电影成功诠

释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所表达的个人

际遇与祖国命运相生相伴的深情厚谊。《大江

大河》三部曲以改革开放为线索，呈现了农村

青年把握机会，借助改革的春风，一步步成为

国企管理者的奋斗故事，也展现了中国企业在

市场化改革中遇到的挑战和蜕变。《人世间》借

周家兄妹人生故事的起起落落，呈现普通人在

历史洪流中把握时代和自我命运的故事。

表现“劳动者之歌”的影视作品塑造了新

时代的劳动者形象，传达了对劳动价值的尊重

和肯定，赋予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以

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影视人物画廊

增添时代新人的艺术形象。

塑造在平凡岗位上坚守的平民英雄。如

根据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真实事迹改编的电

影《老阿姨》，呈现老一辈共产党员艰苦奋斗、

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电影《守岛人》根据“时

代楷模”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的真实事迹改编，

他们 32 年如一日守护祖国边陲小岛开山岛，

与恶劣环境做抗争，为了国家利益，以岛为家，

把人生献给祖国的边防事业。讲述“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真实故事的电视剧《功勋》展现这些

一线工作者们在不同岗位上钻研业务、服务人

民的崇高精神。无数“忠诚、执着、朴实”的劳

动者为新中国的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各行各

业的劳动者用大爱精神充盈时代，他们的“新”

不仅表现在职业和岗位上，更体现在人生追求

与精神气质上。

塑造新时代劳动者的形象。如电影《奇迹·
笨小孩》讲述小人物依靠拼搏逆天改命的“奇

迹”，电影续写了深圳作为创业城市的文化想

象，突出了“新深圳人”的创业精神，为这座改革

开放之城赋予精神价值，彰显深圳是一个只要

奋斗就能创造奇迹的地方。还有一批带有时代

特质、青春气息的创业职场剧，如《在远方》《安

家》《理想之城》《我在他乡挺好的》《幸福到万家》

《白色城堡》《青春之城》《去有风的地方》等。《幸

福到万家》《去有风的地方》两部城乡题材的作

品颇具代表性。二者讲述的都是新时代返乡创

业者的新故事，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城乡互补

给普通劳动者带来的福祉。《幸福到万家》中的

何幸福走出乡村又回归乡村，用在城市增长的

知识才干回报乡村。《去有风的地方》中，辞职后

来云南短住的许红豆意外邂逅放弃高薪回乡创

业的谢之遥，在乡村得到心灵的治愈，获得了人

生重新出发的力量。这当中，劳动不仅是生活

的第一需要，而且成为自由生命的一种表现，劳

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实现

了更加全面的发展。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用汗水浇

灌梦想、用实践磨砺本领，劳动者把大有可为

的事业变成大有作为的成就。塑造劳动者形

象是文艺创作对新时代的反映，也是文艺创新

的突破点。影视作品谱写的“劳动者之歌”告

诉我们，正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创造、创

新，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美好。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影视作品谱写影视作品谱写““劳动者之歌劳动者之歌””
张张慧瑜慧瑜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广州市越秀区的北

京路步行街上歌声阵阵。“落花满天蔽月光，

借一杯附荐凤台上……”一首粤剧经典曲目，

邂逅电声乐队，让人耳目一新。展演现场，粤

剧演员合唱《彩云追月》，戏曲唱腔绵长，富有

美感；《再遇梨花颂》老曲新唱，曲韵婉转，路

过的游客驻足观看，时而轻声跟唱，时而拍摄

记录……每周六晚上，在广州市青年文化宫

橱窗剧场（以下简称“橱窗剧场”）的舞台上，

这样的演出都如约而至，与不远处的千年古

道、繁华的商业中心交相辉映。

“小”剧场搭建“大”舞台。2022年，在共青

团广州市委员会的指导下，广州市青年文化宫

打造橱窗剧场，将临街的封闭空间改造成半开

放式的舞台。微型的“空中舞台秀场”成为城市

的一道文化景观，青年文艺志愿者们常来这里，

歌曲、粤剧、舞蹈等公益性演出好戏连台。截至

目前，橱窗剧场已展演 82场次，850余名青年参

与其中。橱窗剧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

的展示窗口之一，激发城市“夜经济”的活力。

从海心沙、广州大剧院、中山纪念堂一路

舞动到橱窗剧场，学舞二十余载的李灏已创作

了近百个舞蹈作品，并参加过上千场公益演

出，让他最难忘的，还是在橱窗剧场的演出。

随着传统戏曲《穆桂英挂帅》音乐响起，身

穿戏服的“小穆桂英”一跃而起，李灏带领大家

闪亮登场，传统的戏曲表演与武术动作融入活

力十足的街舞，呈现出非遗与流行文化融合之

美。“看完这场演出才发现，戏曲也很时髦，街

舞也有‘中国范儿’，韵味十足！”现场观众激动

地说道。从今年 2 月开始，李灏自编的这部粤

剧街舞作品《新穆桂英挂帅》一登上橱窗剧场

的舞台，便引起了广泛关注，陆续接到了多个

省市单位的公益表演邀请。“接下来，我还会继

续参与橱窗剧场的公益展演，让更多观众能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李灏说。

与李灏感受相通的，是香港青年潘俊宏。

2021 年，潘俊宏便与广州市青年文化宫结缘。

当时，还在暨南大学读书的他受邀参加了市青

年文化宫主办的“湾区共此情——穗港澳新兴

青年中秋文艺展演”活动。“用歌声唱心声，唱

出自己在广州的生活故事，正是那次演出，让

我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回忆起第一次参加文

艺志愿服务的经历，潘俊宏至今仍感慨万千。

多次参与橱窗剧场展演，潘俊宏最爱唱

的还是那首《我爱你中国》，每次唱，他总是心

潮澎湃，总能收获观众热情的反馈。“参与公

益展演的这几年，我经历了求学、求职到就业

等几个人生阶段，橱窗剧场见证了我的每一

步成长。音乐就像一座桥梁，让我认识更多

新朋友，更好地融入大湾区的生活。”潘俊宏

说，“我还会继续在这里表演下去。”

如今，橱窗剧场成了文艺青年们释放青

春活力、追寻艺术梦想的舞台。最近，曾多次

参与橱窗剧场演出的音乐人黄丹妮更忙碌

了。不久前，她刚带领团队成员在音乐茶歇

巴士为各地旅客传唱粤语歌，现在又马不停

蹄地筹备橱窗剧场演出，加紧排练。接下来，

她还要准备广州青年文化夜校的公益课程。

“我是土生土长的‘老广’，青春记忆里都

是粤语歌曲。起初，我只是把音乐当成兴趣，

现在，音乐成了我热爱的事业。我希望通过粤

语音乐公益路演让更多人爱上粤语歌曲，传唱

粤语歌曲。”黄丹妮组建了自己的乐队，两年内

参加了超过 50 场公益声乐分享会以及粤语音

乐公益路演，橱窗剧场是黄丹妮粤语音乐路演

最重要的表演场地。最近，黄丹妮担任广州青

年文化夜校流行唱法授课老师。“我会从唱法

技巧、歌曲演绎、曲目分析等方面，和更多青年

朋友交流，然后把我们交流的收获，再带到橱

窗剧场的舞台上。”黄丹妮说。

广州市青年文化宫相关负责人表示，橱

窗剧场将不断推陈出新，进一步挖掘公共文

化空间的价值内涵，用青春的力量为城市文

化注入新活力。

广州市青年文化宫橱窗剧场—

小剧场的大作为
姜晓丹

核心阅读

近十年来，一批以劳动者
为 主 角 的 影 视 作 品 竞 相 涌
现。表现“劳动者之歌”的影
视作品塑造了新时代的劳动
者形象，传达了对劳动价值的
尊重和肯定，赋予劳动者的辛
勤付出和无私奉献以重要的
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影视
人物画廊增添时代新人的艺
术形象。

天工人巧日争新，在生活的大舞台，
青年创作者敏锐地捕捉着典型的故事与
形象，向着历史文化与人们精神的深处
奋力开掘，努力建构青春的舞台“景深”

▲观众在雨中的广州市青年文化宫橱窗

剧场观看演出。 姜晓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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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大山的女儿大山的女儿》》剧照剧照。。

图图②②：：《《幸福到万家幸福到万家》》剧照剧照。。

图图③③：：《《大江大河之岁月如大江大河之岁月如

歌歌》》剧照剧照。。

图图④④：：《《白色城堡白色城堡》》剧照剧照。。

图图⑤⑤：：《《麓山之歌麓山之歌》》剧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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