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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祖国是人民最

坚 实 的 依 靠 ，英 雄 是 民 族 最 闪 亮 的 坐

标。”新时代文艺一个突出成就是讲述了

一批广受读者、观众喜爱的英雄楷模故

事，塑造了一批可亲、可爱、可敬的英雄

楷模形象。这些故事和人物贴近人心、

气象一新，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价

值 共 振 ，成 为 反 映 时 代 精 神 的 动 人 篇

章。总结其中的艺术经验，相信有益于

新时代文艺创作推陈出新。

——编  者  

微短剧讲述“三苏”故事

提升微短剧的文化内涵，是近期视听文

艺领域的热点话题。《东坡先生赶考记》做了

一次有益尝试。作品讲述当代青年学生苏萧

美穿越到北宋时期，与“三苏”相遇后发生的

一系列故事。围绕“与苏轼、苏辙一起参加科

举 考 试 是 什 么 体 验 ”这 一 有 趣 主 题 ，作 品 以

“北宋科考分不分科”“苏轼科考前是否会写

诗词”等 16 道深入浅出 、层层递进的“考题”

为线索，将北宋时期的科举制度、文坛面貌、

社会生活生动呈现，体现出一定新意。通过

“出题—解题”的叙事结构，展开古诗词赏析、

历史事件解读等内容，增添了知识表达的趣

味性。为突出微短剧特色，人物表演风格做

了夸张处理，也有一些“反转”剧情。主角苏

萧美还不时与屏幕前的观众对话，解释古代

事物、吐槽生活遭遇，让观众“秒懂”并会心一

笑。一些台词对话打磨得还不够精细，有待

加强。

（孟薇萍）  

透过文物看古代生活

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不止一次成为纪录

片“主角”。同题材竞争之下，只有拍出新意

才能吸引观众。纪录片《马王堆·岁月不朽》

以文物讲古人生活，拉近考古发现与观众的

心理距离。作品以马王堆为题，抽丝剥茧，描

绘古代中国市井繁华，呈现古人丰盈的精神

世界。一开场，湖南博物院这座“影棚”里，讲

解员生动介绍，参观者跟着感叹，看似闲笔，

实则渲染了浓浓的烟火气。从竹简上的美味

佳肴，到出土的饰品、锦衣、木梳……探寻一

件 件 文 物 背 后 的 烹 饪 、出 游 、聚 会 等 生 活 故

事。一箪食一瓢饮、一件罗衣、一盏漆盘，这

些实用器物融注着思想与感情。如今，借由

特写镜头和计算机动画，它们成为连接古今、

激发文化认同的艺术符号。作品还设置互动

环节，观众可以“把玩”数字复原文物，还可以

进行二次创作。这些影像创新和互动体验等

探索尝试，效果还需观众检验。

（于  文）  

万 年 小 黄 山 的 风 ，徐 徐 吹

来 ，千 年 剡 溪 的 水 ，缓 缓 流 淌 。

这里是越剧诞生地——浙江嵊

州 。 1923 年 7 月 ，施 家 岙 村 女

子 科 班 成 立 ，标 志 着 女 子 越 剧

的诞生。100 多年来，一代代越

剧 人 在 传 承 中 发 展 、在 发 展 中

创新。

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我

就 听 广 播 里 播 放 的 越 剧 ，最 痴

迷《五女拜寿》。从那个时候开

始，我和越剧的缘分就已注定。

14 岁 ，我 加 入 了 温 岭 越 剧 团 。

第一次代表剧团参加浙江省第

二 届 戏 剧 小 百 花 比 赛 ，便 获 得

了 优 秀 小 百 花 奖 。 1996 年 ，24

岁的我加入了嵊州市越剧团。

从 越 剧 诞 生 之 日 起 ，前 辈

艺 人 就 走 进 大 众 ，在 乡 村 寻 求

广 阔 天 地 ，受 到 百 姓 的 喜 爱 。

成 立 于 1951 年 的 嵊 州 市 越 剧

团，继承优良传统，不断深入基

层、扎根人民。我随团参加“越

乡 越 韵 ，越 剧 万 里 行 ”全 国 巡

演 ，半年时间行程近万里。从

上海 、江苏到贵州 、云南，从北

京 、陕西到四川 、安徽，都留下

了我们的足迹。

“ 嵊 州 市 越 剧 团 要 来 了 ！”

在乡村演出，乡亲们的热情让

我感动。剧团演到哪，哪里就

爆满。青壮年帮忙搭戏台，老

人小孩忙着搬凳子抢位置，女

人在家里煎煎炒炒，迎接四邻

八村赶过来看戏的亲友。乡亲

们还给我们做饭送饭，表达他

们对越剧的喜爱。

不 是 在 演 出 ，就 是 在 去 演

出的路上。嵊州市越剧团每年

下 乡 演 出 150 多 场 ，把 戏 曲 艺

术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让越剧

在乡村焕发蓬勃的生命力。我

统计过，一年中，我们有近 70%

的时间在基层演出。对演员来

说，只要有观众喜欢，我们的演出就有意义！

在我们团的影响和引领下，嵊州市 100 多个民营剧团

持续走进乡村、拓展市场，观看人次累计达千万。结合下乡

演出，我们还开展线上线下艺术指导培训，让越剧的根基扎

得更深。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汲取创作

灵感和素材，捧出一部部沾着泥土和露珠的作品，推动艺术

传承创新。几十年来，我参与创排了《汉文皇后》《大义夫

人》《貂蝉与吕布》《蔡文姬》《王羲之》等剧目。近年来，嵊州

市越剧团锁定嵊州籍名人题材，我也参与创排了大型现代

越剧《马寅初》《袁雪芬》等剧目。

新编历史大戏《蔡文姬》改编自评剧《胡风汉月》，情节

跌宕、冲突强烈、情感充沛。我仿佛和饰演的角色蔡文姬一

起，经历了人生的一次次痛苦抉择。在人物塑造上，我保留

金派刚柔相济、婉转秀丽的特色，根据不同场景需要，糅合

其他流派唱腔，使蔡文姬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立体。整台演

出还吸收借鉴了话剧元素，使整体风格唯美、大气。凭借这

个剧目，我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信息时代，我们开展优秀传统剧目像音像摄制工程，用

数字化手段传播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历史剧《汉文皇后》是

越剧金派的经典剧目，以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为背景，对

“窦皇后姐弟离合”“汉文帝执法斩舅”等史料进行艺术化编

创。上世纪 80 年代，越剧《汉文皇后》就由上海越剧院、嵊

州市越剧团分别排演多个版本，并且此后一直长演不衰。

如今，我们将《汉文皇后》拍成电影，让老百姓在影院感受经

典的魅力，让越剧艺术流传得更远、更广。

越剧电影《汉文皇后》继承了原剧故事的人物设置和剧

情线索，同时完善细节、丰富人物性格，突出“情”与“法”的

碰撞。剧中凸显的“以法治国”“法重如山”的主题，至今仍

具有现实意义。“十二年我无时不把弟弟想，把你弟弟想，总

以为姐弟相聚永不离……”电影播放时，我扮演的窦姬唱起

这段戏，令很多观众感动。拍摄“祭弟”一幕时，因为情感投

入 太 深 ，我 和 饰 演 窦 广 平 的 青 年 越 剧 演 员 陈 丽 君 哭 了 一

晚。作为嵊州越剧首部电影作品，《汉文皇后》于 2023 年底

正式公映，至今已上映近 4000 场。

如风抚月影，如水生涟漪。戏曲艺术工作者像建筑师，

架起戏曲和戏迷的桥梁；像蒲公英，把戏曲艺术播种到大江

南北乃至世界各地。通过“越剧下基层”“越剧进校园”“越

剧走全国”“爱越小站”等活动，我们在各地撒播越剧种子，

培养了一批青年从业者和青少年观众，为越剧传承发展蓄

积新生力量。温婉、典雅、灵动的越剧，正吸引着越来越多

人浸润其中。

（作者为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一级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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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马王堆·岁月不朽》海报 微短剧《东坡先生赶考记》海报

戏 曲 艺 术 工 作 者 像 建 筑 师 ，架 起 戏
曲和戏迷的桥梁；像蒲公英，把戏曲艺术
播种到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各地。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播出以来，受到观

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好评。电视剧中的张桂梅

朴实、热情，全身心投入大山里的教育事业。

其艺术形象可亲、可爱、可敬，呈现出一种属

于当代中国的英模新气象。这让我们联想到

《战狼Ⅱ》《山海情》《流浪地球》《功勋》《大山

的女儿》等影视剧塑造的冷锋、马得福、刘培

强、李延年、黄文秀等人物。他们生活时代不

同，性格各异，但都与张桂梅艺术形象一样，

在与观众息息相通的情感世界中打动人、激

励人。这些英模人物，既与过去老电影里的

艺术形象不完全相同，也迥异于国外影视剧

中的“超级英雄”。新时代文艺在与时代的共

振中，逐渐探索出塑造当代中国英雄楷模的

方法，创造出与时代共鸣的英模气质。

个人与集体的相互激荡

综览近些年在塑造英雄楷模人物上较为

出色的影视作品，其共性之一就是不强调“个

人英雄主义”，而是突出个人与集体激荡过程

中整体的能动性。张桂梅办华坪女高是困难

的，但《山花烂漫时》不是静态地描述这些困

难，而是呈现张桂梅如何带着热情、勇气和智

慧，去解决一个个现实困难。她如同一颗种

子，唤醒身边人对办学的责任感，让这责任感

成为大家齐心协力战胜困难的动力。电视剧

把关系到张桂梅办学的各个环节作了贯穿性

呈现。从张桂梅在党代会上读出一个个失学

女生的名字开始，当地政府部门尽管有困难，

但都尽其所能地支持华坪女高；学校师生尽

管有犹豫有动摇，但大部分都在张桂梅奉献

精神的感召下留了下来，一起奋斗……正是

在张桂梅与教育部门、与师生集体的互动中，

办学故事与人物精神得到了立体呈现。

同样，在《山海情》里，观众不仅会记住村

干部马得福、菌草专家凌一农、挂职干部陈金

山，还会记住那些在西海固默默承担生活压

力、勇敢为着美好未来奋斗的马喊水、白校

长、水花等。在《大山的女儿》里，第一书记黄

文秀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利益关系中，推动

百坭村大户带着小户、能力强的帮着能力弱

的，走在集体脱贫的路上。在《功勋》里，科学

家于敏的形象让人动容，科研院所里的互帮

互促氛围让人难忘，那些在核试验场所工作

的普通士兵与技工一样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在《战狼Ⅱ》里，我们记住了冷锋这个英雄人

物形象，也感动于那些和他并肩战斗的同伴

和普通民众。

这些英雄楷模的共同特点是：有强烈的

信念感，不断唤起身边人的理想信念，与他们

一起创造属于大家的幸福。英雄楷模就是这

样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之中。新时代中国影

视剧在深入理解生活的过程中，找到新的叙

事方式，奏出一曲曲个人与时代的交响。

美学上的明亮色彩

当下英模题材作品有一种美学上的明亮

色彩，一种靠奋斗为生活带来希望的力量感。

很多人看《山花烂漫时》，都会有笑中带泪的

体验——这种喜剧感的获得，并不只是某种

艺术技巧的呈现，而是来自希望的力量。《山

花烂漫时》是感人的，但这种感动不是一种悲

情，而是面对生活困难，以乐观主义的态度，

以人的能动性去创造、去奋斗。

电影《流浪地球》里，一样能看到这种明

亮的底色。“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浪漫想象，构

成《流浪地球》系列最基本、最宏伟的叙事。

与西方文明面对重大危机提出放弃地球的

“方舟计划”不同，电影里中国人要带着地球

去流浪——这个横跨 2500 年、绵延几十代的

任务，这个要为未来付出巨大努力的故事设

定，中国观众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在《流浪地

球 2》中，航天员张鹏号召“中国航天队 50 岁

以上出列”，刘培强在无力挽救地球撞击木星

之时，只身驾着飞船冲向木星。他们都是以

生命为代价，承担中国航天员对人类的责任。

“希望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钻石，是回家的方

向”“无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导向何处，我们决

定选择希望”，他们的选择展现出人类面对灾

难时的无畏勇气。

这种昂扬的气质和力量感，成为新时代

影视剧一个重要的美学特点，感染着无数观

众。当《山海情》里身穿蓝色校服的娃娃们，

参差不齐地站在一起，以一种发自内心的纯

真喊出“冲（春）天在哪里”，当白老师指挥完

这群娃娃们的歌唱，喘息着定格在舞台上，扶

贫路上一直绵延着的那种艰辛与幸福，在这

一刻得到完美的释放。《大山的女儿》中，大雨

夜，几个村的村民一起背着背篓在山路上转

运枇杷，队伍蜿蜒曲折，虽然艰难，但一定通

往光明的未来。《山花烂漫时》主演宋佳说，当

演完张桂梅带着 6 个党员在党旗前宣誓那一

幕，她久久不能平静——不仅是感动，更是为

张桂梅的精神所激励！当我们的演员真正感

受 到 来 自 奋 斗 的 力 量 ，他 们 的 表 演 怎 会 不

感人？

真实细节凸显奋斗者的力量

新时代影视发扬现实主义精神，靠细节

与人物赢得跟当下观众的共鸣共情。现实主

义创作，其内在是创作者对社会生活复杂性

的观察与思考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作

品很容易弱化为以情节架构去推动戏剧发展

的“情节剧”。如果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多是情

节需要而不是围绕现实生活的真实逻辑展

开，人物形象难免让观众觉得虚假。新时代

影视剧越来越注重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发

扬，这种发扬尤其体现在对细节的把握，体现

在塑造人物的能力上。

细节，是现实题材作品具有强大生命力

的关键。《山海情》征服当代观众，首先是作品

对西海固生活场景近乎极致的还原，对农民

形象充满细节化的表现。演员为了演好角

色，全都晒得黝黑。剧中，马喊水嘴里嚼着树

叶梗，李大有在门口蹲着抽烟袋，村民集体在

村头晒太阳的姿态，每一帧画面都无声塑造

着贫困地区农民的状态。而这些角色的神

态，也在扶贫过程中一点点发生着变化。我

们看着马得福如何艰难地一家家做工作，看

到一家有一家的困难；移民，只是扶贫道路上

的第一步，之后我们就跟着马得福骑着自行

车在荒漠里腾挪，去解决供电、供水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那么急迫，而每一个问题又都

在马得福的奔跑中解决。

这种细节上的突破，也表现在人物性格

的塑造上。比如《功勋》里的于敏，电视剧特

意给这位科学家一句口头禅——“理论没有

错”。在生活中，于敏会用理论指导科研人员

去河里抓鱼，用理论助力孩子做能飞起来的

木头飞机。在科幻片《流浪地球》中，刘启启

动汽车时，一句“朝阳交警提醒您……行车不

规范，亲人两行泪”的画外音，把这个生活在

未来的人物与当下现实做了巧妙连接。在电

影最后，那些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放弃和家

人团聚的最后机会，纷纷调转车头，奔向救援

现场……这时的《流浪地球》就不再只是主角

的 英 雄 故 事 ，而 是 属 于 我 们 所 有 人 的 共 同

故事。

当代影视剧呈现出的新英模形象，深植

于中国的优秀传统与当代实践，被广阔无边

的社会生活所激发，也依托于现实主义艺术

手法的不断创新。这些英模形象之所以打动

人心，并不只是因为这些影视作品在技术上

多么精巧别致，而是因为创作者真正深入到

社会生活的丰富场景中，理解了那些在生活

中奋斗的人与奋斗的力量。每一部成功的作

品，几乎都记载了创作者自身的奋斗历程。

对创作者来说，艺术根本上源于对生活在这

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热情，对中国正在开创的

伟大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

究员）

    题图为巍峨群山。  

张林阳摄（影像中国）  
制图：张丹峰  

让英模故事唤起情感共鸣和价值共振让英模故事唤起情感共鸣和价值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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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这 些 英 雄 楷 模 的 共 同 特
点 是 ：有 强 烈 的 信 念 感 ，不 断
唤起身边人的理想信念，与他
们一起创造属于大家的幸福。
新 时 代 中 国 影 视 剧 在 深 入 理
解生活的过程中，找到新的叙
事方式，奏出一曲曲个人与时
代的交响

现实主义创作，其内在是
创 作 者 对 社 会 生 活 复 杂 性 的
观 察 与 思 考 能 力 。 如 果 没 有
这种能力，作品很容易弱化为
以 情 节 架 构 去 推 动 戏 剧 发 展
的“ 情 节 剧 ”。 如 果 人 物 之 间
的 关 系 更 多 是 情 节 需 要 而 不
是 围 绕 现 实 生 活 的 真 实 逻 辑
展开，人物形象难免让观众觉
得虚假

这 些 英 模 形 象 之 所 以 打
动人心，并不只是因为这些影
视 作 品 在 技 术 上 多 么 精 巧 别
致，而是因为创作者真正深入
到社会生活的丰富场景中，理
解 了 那 些 在 生 活 中 奋 斗 的 人
与奋斗的力量

  新时代文艺探索艺术创新新时代文艺探索艺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