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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鞋、冲锋衣、双肩背、照相机，这
是报告文学作家孙晶岩外出采访时的标配。5
年时间里，她用田野调查法调研北平抗战历
史，走访了北京密云、延庆、门头沟、房
山、昌平、顺义、平谷、怀柔，河北赤城、
兴隆、涞水、沧州、秦皇岛以及天津蓟县等
抗战遗迹、旧址，写下 40多万字书稿，在抗
战胜利 75 周年之际，于今年 7 月出版了长篇
报告文学《北平抗战秘闻》。

从事报告文学创作 33年，孙晶岩出版了
16部长篇报道文学、4部散文报告文学集，包
括 《中国动脉》《山脊——中国扶贫行动》

《五环旗下的中国》等。在她的笔下，有西气
东输工程如火如荼的建设图景，有各行各业
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付出辛勤汗水的人，也
有汶川地震后孩子们勇敢而坚强的面孔……
孙晶岩用朴实而生动的文字，记录了时代的
变迁，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

受到父辈和费孝通先生的影响，孙晶岩
走上报告文学创作之路。1987 年，她的第一
部报告文学作品问世。起初，孙晶岩主要着
墨于好人好事；渐渐地，她不再满足于此，
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报告文学应该
有宏大的视野，要关注国家的重大题材。”孙
晶岩说。

彼时，孙晶岩关注到贫困是一个很现实
的问题。1995 年，还在大学任教的她利用寒
暑假时间，自费跑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采
访了数百人，开始了公益之路。1998 年，63
万字的 《山脊——中国扶贫行动》 出版。这
部作品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也进一步坚定
了孙晶岩“关注社会热点，贴近时代生活，
心系普通百姓”的创作理念。

在孙晶岩看来，创作报告文学做田野调
查一定要亲力亲为。“报告文学是行走的艺
术，一定要用脚板子跑出来，要讲究文学
性，刻画主人公的精气神，弘扬真善美。”实
践中，孙晶岩也一直这样要求自己。

2002 年，在接到西气东输主题创作任务
后，孙晶岩先是“当小学生”，向专家请教学
习，随后来到建设一线，与石油工人同吃同
住，跟着他们摸爬滚打。“我很看重采访的现
场感。在见到一个人后，可以悟出很多东

西。报告文学的采访，不完全靠访出来，还
要靠悟。”孙晶岩说。2004 年底，《中国动
脉》问世。孙晶岩表示：“西气东输工程是成
千上万的石油工人在中国大地上浓浓地描上
的一笔，我要塑造石油工人的英雄群像，为
这些建设者浓浓地描上一笔。”

2008 年 5 月，汶川地震发生。孙晶岩当
月就奔赴四川，一待就是一个多月。或许是
出于女性的本能，她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震
区孩子们身上。她的足迹走过汶川、北川、
安县、绵竹、什邡、都江堰、彭州、青川等
极重灾区，采访了100多位主人公，记下7本
采访笔记，写了 8篇战地报告文学。“这一路
我都深受感动，四川人身上的韧性让人佩
服。”在德阳市东汽中学，孙晶岩当起了辅导
员。她与孩子们聊天、谈心，给孩子们讲
课，捐款捐物，做心理疏导……这些真实的
经历，汇聚成了长篇报告文学 《震不垮的川
娃子》。

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孙晶岩在采访中不
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写扶贫、抗震、奥
运，我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志愿者，写西气东
输，我就把自己当做一个石油工人。”也许正
是这样的姿态，让她的作品接地气，朴实深
刻，内容扎实耐读。

“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应该是一
个行走者和思想家。”孙晶岩认为，真诚是报
告文学的生命，脚板子底下出文学；同时，
报告文学不能只是描摹生活，还应该给人以
启迪。

孙晶岩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中国文联
优秀图书奖头奖等。不过在她看来，作品能
不能留下来，不是看得了多少奖，而是看作
品是否真诚，是否受到读者的喜爱。

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500 天之
际，孙晶岩又开始全力投入到冬奥题材的创
作中。新的冬奥场馆有啥特点？运动员如何
备战？世界冰雪运动强国有什么高招儿？如
何推动中国三亿人上冰雪？这一次，孙晶岩
又将面临新的挑战，也令人期待。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林菁导演的
《少年青马》，以喜剧手法讲述一个少年因
为喜欢地理老师而喜欢上地理这门课的故
事。她说，通过参加第九届中国大学生电
视节大学生优秀原创作品展映，她结识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新朋友，互相交流了
不少拍片的经验和趣事，“这是一个特别宝
贵的平台”。

绵阳师范学院李涛导演的 《守望花开》，
讲述四川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莫色小兰教育
扶贫的事迹。李涛他们5个人深入到深度贫困
县——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拍摄，克服了
种种困难。他说，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认识莫
色小兰，参与到爱心助学的队伍中来。“我们
没有什么拍摄技巧，只要真实纪录莫色小兰
的事迹，就很感人，也很符合时代精神和现
实需要。”

山东艺术学院姜晓东导演的 《战疫先
锋》 从新颖的角度讲述了一对父女回家乡帮
助抗疫的遭遇，发人深省。他说，参加这次
活动，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认识到了自己的
不足，“有机会接触到向往的高校和心仪的老
师，感受到老师的学术水平和人格魅力，受
益匪浅”。

这是几位创作者在四川传媒学院的展映
现场与媒体和同学们交流的内容。这次展映
活动也是本届大学生电视节的主体活动之一。

9 月 17 日至 19 日，第九届中国大学生电
视节在成都都江堰举办。本届电视节由中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承
办，以“时代传承，青春不悔”为主题，坚
持“大学生欣赏、大学生创作、大学生参
与”的特色。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介绍，本
届大学生原创作品共分为剧情短片、纪录短
片、抗击疫情主题和脱贫攻坚主题 4个单元，
共收到来自海内外138所高校的476部学生作
品，“虽然数量较往年略有下降，但考虑到疫
情原因，如今还能收到这么多学生作品，也
让我们深深感受到青年影视工作者面对困境
的努力与始终如一的创作激情”。

除优秀原创作品展映活动外，本届大学
生电视节还有精品赏析、高峰学术论坛、
艺术家进校园及闭幕式盛典等活动。在艺
术家进校园活动中，沈丹萍、郭秋成、赵
柯、崔鹏来到电子科技学院，白一骢、洪剑
涛、苏青、洪洋来到东软学院，他们和大学
生们进行了深入交流。沈丹萍语重心长地
说，房子要造好，地基很重要。每个人在青
少年成长阶段的环境和文艺作品的影响都
很关键。“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内心要住着一
个英雄，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她谆谆告
诫年轻学子们，“现在很多孩子都想当明
星，但不太可能都成为明星。不过我们人
人都可以追逐梦想，一点一滴地努力。一
路上你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学到了很多
东西，哪怕最后梦想没有达到，也会感到
幸福充实。”

大学生电视节是电视人的盛会，也是大
学生的节日。本届电视节引起了全国各电视
机构、电视人和新媒体平台的广泛关注，得
到来自全国167所高等学校千余名在读大学生
的热情参与。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秘书长廖恳表示，未来中国大学生电
视节将以丰富多样的电视艺术手法和媒介融
合新形式，充分展现当代大学生蓬勃向上的
青春力量和奋发进取的担当精神，抒写出更
加浓墨重彩的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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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飘在云雾间，日子一天又一
天，布洛陀拜了千百拜哟，百姓的生活
盼改变……”9 月 16 日、17 日，在清亮
悠扬的歌声中，壮乡的好山好水徐徐铺
展出画卷，民族歌剧 《扶贫路上》 在广
西南宁与观众正式见面，并将于 10月 17
日至 18日赴北京登陆国家大剧院，随后
移师上海，亮相上海大剧院。

《扶贫路上》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宣
传部、广西百色市委市政府、广西文化
和旅游厅出品，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广
西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中央歌剧
院联合出品，印青任音乐总监、作曲，
田沁鑫任编剧、导演，宋小明任词作
家。作为 2019 年度全国现实题材及革命
历史题材舞台艺术重点剧目，该剧以在
扶贫一线殉职的广西百色乐业县百坭村
原第一书记黄文秀的真实经历为蓝本，
通过对黄文秀事迹的再现，致敬数百万
名奋战在扶贫路上的驻村干部、第一书
记，以广西百色一个村的“扶贫之路”，
照见全国贫困地区的小康大道。

主创团队精心打磨

《扶贫路上》 历时 2年创排。2018年
7月，文旅部组织国家艺术院团的艺术家
奔赴广西百色开展创作采风活动，艺术
家们深入扶贫一线，先后到百色 7 个县 （市、区） 的
26个扶贫点，近距离感受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战打响
前后的变化。

2019年6月中旬，《扶贫路上》 剧本定稿，而几乎
就在同一时间，黄文秀不幸遇难的噩耗从广西传来。
得知这一消息，导演田沁鑫等主创成员立即奔赴百
色，在黄文秀遇难地点实地考察，到乐业县百坭村深
入了解黄文秀的感人事迹，并决定调整之前的定稿，
确定全新的创作方向。

“看到黄文秀的照片，读到她的日记，听到她的故
事，我能想到她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姑娘，值得我们
为她好好写个故事。”田沁鑫表示。

黄文秀是全国290多万第一书记中的普通一员。这
个年轻的生命在止步的时候，没有立下什么丰功伟
绩，可是她像全国各地的第一书记们一样，时刻心系
所在地区的民生、基建。她的身后，站着的是第一书
记这个群体。所以，在 《扶贫路上》 剧情设计上，编
导们不限于表现黄文秀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是糅合了
采风调查阶段了解到的一批第一书记的工作，塑造了
一个具有共性的第一书记形象。

除此之外，在查阅所有黄文秀影音和图文资料
后，田沁鑫还敏锐捕捉到生活中人物的个性，并给予
提炼放大。为了更好地塑造黄文秀以及剧中广西角
色，她让演员们先学桂柳话和广西人说话的口音，找
到地方人物特点。在全剧排演创作中，她不断向演员
传递角色的几个关键信息，在形体、表情上找到广西
人朴素、直率的基础上，又增添了黄文秀比他人多一
分的开朗和乐观。

民族歌剧音乐新探索

作为民族歌剧，《扶贫路上》 演唱部分融汇了美
声、民族和通俗唱法。经过“精雕细琢”的音乐和唱
词，旋律优美，朗朗上口，其中很多音乐和唱段具有
浓郁的广西特色，悠扬的山歌和民族曲调唱出了剧中
人物对家乡的热爱和奋进的决心。

音乐总监、作曲印青介绍：“在音乐创作中，我们
力图坚持艺术性和人民性的完美统一，广泛汲取广西
百色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加以改编和创新。同时又
注入了现代音乐语汇和表现手段，着力刻画出黄文秀
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崇高的精神境界，突出剧中众
多人物的鲜明个性和时代感，也增强了音乐的戏剧性
和情景性。作曲家们都有个共同的理想：希望这部剧
的音乐既能体现出广西大地的民族特色之美，又能展

现出中国新时代的恢宏壮丽之气。”
“蝴蝶啊，空中飞，身轻力不亏，年

年引得东风到，岁岁与春归……”剧
中，黄文秀的唱段总是充满希望和力
量：咏叹 《蝴蝶飞》 是刚开始开展扶贫
工作时的兴奋与期待，《我问》是想帮助
村民走上致富路的渴望与迫切，《五星红
旗》 唱出走在扶贫路上的力量源泉。在
优美的音乐中，一个感村民所感、急村
民所急的扶贫干部形象栩栩如生。

其他角色的特点也在歌声中被表现
得淋漓尽致。超生户燕来妈唱的是“闲
得没事就生娃哎，富养穷养都不怕，小
猪都是一群养哎，七长八短都长大”；酗
酒的班统丰唱的则是“我本山中一呐醉
汉，坐在坡上四呀下看，穷人呐穷天又
穷地哎，不如醉里做神仙”。百姓的唱段
充满家长里短烟火气，一方面显示出受
条件所困认识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反映
了扶贫路上的各种不易。

全剧对个体生动的描摹始终与群像
展示结合在一起，让观众在与黄文秀共
情的同时，切身感受到扶贫事业壮阔的
历史征程，以及那份“不获全胜，绝不
收兵”的坚定信念。

现代性舞台视觉突破

与同类型题材相比，《扶贫路上》的舞台视觉有明
显创新和突破。

由于是扶贫第一书记的群像故事，所以在叙事上
不仅要体现故事主角所在区县的空间，还需要辐射到
广西乃至全国第一书记们所在的区县空间。为了跳出
窠臼，导演最先确定了三层框架结构、辅以多媒体墙
的舞美概念方案。这种框架结构的选用直接决定了本
剧在视觉上的现代性。

开场纱幕多媒体投影，用变化的等高线来抽象地
表现广西的山水。等高线缓缓移动变化，那原本让人
向往的青山，仿佛成了走不出的贫困迷宫。由于是框
架的舞美结构，纱幕升起之后的舞台画面被自然切割
成方块，为各时空灵活切换、移步换景打下基础。实
际演出过程中，舞台的上中下三层、前中后三层、左
中右三层均被打通，空间组合的使用非常丰富。

导演在本剧中还充分利用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意
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多次出现的“蝴蝶”。蝴蝶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普遍带有“美丽、美好、多情”的涵义，
而本剧赋予了它更丰富的意义——它的第一次出现是

“在壮阔的山河里飞”；而后象征着第一书记们“飞
入”村村寨寨；再出现则是在风雨中、黑水里，但是

“大雨压不垮、狂风不能摧”。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
“蝴蝶”和“黄文秀”完整观照，营造出“柔弱的身
躯”“强大的精神力”之间的反差和张力。

本剧还有一个重要元素——“驻村日记”，这个笔
记本记录了黄文秀从进村第一天起的所有日常工作情
况。剧中用口述、演唱、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展现“驻
村日记”，以一个个片段拼写出黄文秀精神，拼写出第
一书记群像。

剧中，导演巧妙设计了几个群体场面，展现第一
书记们从各地被选调集结、在家收拾行李、背着行囊
进村的情境。他们和黄文秀一样，对贫困有初步认
识，在人生地不熟中的工作环境中走村串户。这样的
设计不仅有机地设计了合唱队的出现，更把全剧的叙
事格局拉开、拉大，实现以小见大，以点带面。

“正是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赋予本剧
最大的灵感与最深的内涵。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将我
们在脱贫攻坚一线收获的震撼和感动传递给大家，让
黄文秀们的精神和力量传播得更远、影响得更深。”田
沁鑫表示。

上图：舞台上呈现的第一书记群体与“驻村日记”
下图：剧中的黄文秀 （中） 与村干部

谢 华摄

本报电（记者郑 娜）“有一个古老的民
族/在世界的东方/黄河长江是她的血脉/泰
山秦岭是她的脊梁/五十六个姐妹兄弟/在九
百六十万沃土上播种希望/生生不息的炎黄
子孙/演绎着十四亿的坚强……”由郭建兰
作词、石松作曲、青年歌唱家许海霞演唱的
新歌 《大中华》 日前在北京发布。歌曲从一
位海外华人的角度，向全球华人和外国人讲
述她心中的祖国和民族，向全世界传递中国
声音，展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伟大梦想，
带给炎黄子孙以心灵的震撼和强烈的民族认
同感。

孙晶岩

以作品记录时代
本报记者 赖 睿

孙晶岩

以作品记录时代
本报记者 赖 睿

◎人物

第九届大学生电视节举办

彰显青春蓬勃力量
本报记者 苗 春

新歌《大中华》献礼国庆

▲闭幕式表演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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