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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 者郑娜） 蒙 山
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
红心映朝阳。作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工程”中“百年百部”创作计
划的重点作品，中央芭蕾舞团原
创芭蕾舞剧 《沂蒙》 日前在北京
天桥剧场完成首演。这部汇集着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心血的传承新
作，将“家家有红嫂、户户有模
范”的沂蒙红嫂群像，以全新的
演绎呈现于舞台之上。

40 多年前，由中央芭蕾舞团
老一辈艺术家编创的芭蕾舞剧

《沂蒙颂》家喻户晓，舞剧中《愿
亲人早日养好伤》 的主题旋律传
唱至今，而沂蒙红嫂救伤员的故
事更是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原创芭蕾舞剧 《沂蒙》 以

《沂蒙颂》的舞剧基础为蓝本，吸
纳 《沂蒙三章》 故事章节，重置
全新而宏大的故事架构，以更加
深刻凝练的剧情脉络将“乳汁救
伤员”“永远的新娘”“火线桥”
等真实事迹有机串联，通过独特
的视角和创新的艺术形式，让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
神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耳熟能详的 《沂蒙山小调》、
亲切动情的 《愿亲人早日养好
伤》 ……首演当晚，在中央芭蕾
舞团首席客席指挥黄屹执棒、乐
团副首席刘晓欢领衔的现场演奏
中，在青年歌唱家龚爽、中央音
乐学院民乐系以及中国退役军人艺术团合唱团倾情
演绎中，中芭优秀青年演员以精湛的表演将剧中英
雄人物的大爱与奉献诠释得入木三分，感人肺腑。

“红嫂的身影虽定格历史，但她们留给后人的精
神将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
表示，“中芭几代艺术家一直在创作上不断挖掘、探
寻、积累，希望通过舞剧《沂蒙》，让当下年轻人了
解历史、了解这群不畏牺牲、勇于奉献的红嫂们，
将沂蒙精神在新时代再次传扬和升华。”

近日，由企鹅影视、麦庭文化出品的年代谍战
经典电视剧 《风声》 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该剧根
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抗战时期，代号为

“老鬼”的地下工作者打入日伪情报组织内部，面对
身份暴露的危险与反派势力周旋，想方设法将关键
情报传递出去的故事。作为致敬经典的 IP剧作，电
视剧 《风声》 以险象环生的谍战对决展现了主角将
家国情怀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爱国热情与高尚情
操，带领观众一起感知风起云涌间的年代温度与坚
不可摧的信仰情怀。

一直以来，谍战剧以其强情节、高悬念等特点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在保留了题材特色的基础
上，《风声》更在切入视角、表现方式、剧情推进手
法上实现了创新。剧集以日军情报部高官遇刺案铺
陈开来，为找出地下工作者“老鬼”，日伪军对顾晓
梦、李宁玉、吴志国、白小年以及金生火五人进行
了残酷的审问。剧中，“老鬼”不仅要保证不暴露身
份，成功将情报消息传递出“密室”，还将要面临意
想不到的更难完成的任务。

随着剧情逐步展开，众多实力派演员轮番登
场。通过新老两代实力演员颇具戏剧张力的演绎，

《风声》以细腻的笔触实现人性描摹和心理刻画，为
剧集增加了可看性。透过这些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
观众更可以真切感受到审问过程中心理战与酷刑之

外，地下工作者的坚定信仰凝结而成的“风声精神”。
《风声》对感情线进行了弱化，全剧充满悬疑推

理与高智商博弈。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该剧以
“群像戏码”搭配缜密的破案逻辑、紧张曲折的故事
情节、扑朔迷离的故事走向，打破了剧集创作的固
有套路。通过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拷问人性、拷
问信仰，在同类型剧中独树一帜。《风声》以更具新
鲜感的表现方式，激活了主旋律题材的更大价值，
既满足了主流年轻用户的观赏性需求，同时又在潜
移默化中实现了正向价值的传递。

为了展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风采、给观众呈
现一个好故事，电视剧 《风声》 从创作、拍摄到后
期制作的众多细节，都透露着用心与匠心。该剧仅
项目开发和筹备就历时两年之久。在拍摄期间，为
凸显真实效果，制作方甚至按照原比例打造还原了
一艘“海上”巨轮，力求拍摄场景尽善尽美。在同
类型剧层出不穷的国产剧市场，《风声》以匠心精制
与创新突破实现了一次谍战剧的全面突围。

《风声》聚焦的是动荡大时代下，一群于暗流涌
动中默默奋斗的英雄人物，所呈现出来的家国情怀
与个人价值追求，与观众产生了深层次的情感共
鸣。在迷雾重重的谍战对决中，《风声》以一部有内
涵、有看点、有价值的精品剧集，实现了现实价值
与艺术创作的双重突破。

电视剧 《流金岁月》 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和爱奇
艺播出之后，一直受到关注。该剧改编自亦舒同名
小说，讲述了家境不同、性格不同，但从校园时期
就结下少女情谊的蒋南孙与朱锁锁，一同经历生
活、工作、婚姻的种种考验，始终相互扶持、同甘
共苦的故事，展现出当代女性的成长历程。

经过岁月洗礼的友情，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宝贵
财富。近年来，一大批彰显“她力量”的影视作品
成为荧屏亮点，如 《我的前半生》《三十而已》《不
完美的她》 等，但将女性之间真挚的友情贯穿全剧
的影视作品，并不多见。《流金岁月》展现了蒋南孙
与朱锁锁之间的友情迸发出的美好、持久力量。朱
锁锁无家可归时，蒋南孙慷慨地向她敞开大门，将
她视为家人；当蒋家落魄时，朱锁锁坚定地陪伴在
蒋南孙身边，与其一起扛下生活的重担。她们在人
生道路上始终患难与共，揭示了友情的真谛。

这部剧还深度挖掘并呈现了当代女性在各种考
验和抉择中，用坚强的品格和互相关怀之心，实现
了自我成长。

在手机时代，文学依然是“硬通货”。创作人们喜闻乐
见，又能对人们有所引领的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本分。
我们的文艺生活不能只停留在手机段子上。

——作家王蒙谈当下的文艺创作

今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包括了对美
的艺术作品、美的生活环境、美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期
待，因此新时代的美术是一个包含创意、设计、公共艺
术、城乡建筑等在内的“大美术”概念。“大美术”与人们
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对美化生活环境、提升大众审美素
养和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谈新时代的美术

与其说作品歌颂了时代，不如说时代选择了作品。反
映时代的音乐很多，时代也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筛选出那
些最能彰显时代潮流、人文精神和群众心声的作品。

——作曲家傅庚辰谈作品的时代性

600年昆曲，浸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正被新时
代的自信自强、创新创造所激活，呈现出全新、动人的艺
术风采。古老剧种焕发青春，背后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谈昆曲的当代复兴

各级政府要完善扶持政策，鼓励更多企业和社会主体
参与老年文化产业发展，搭建完整的老年文化产业链，推
进产业集群形成，为老人设计制造更多符合需求的文化产
品、文娱用具。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黄石
松谈老年文化建设

（本报记者赖睿整理）

创作契合时代精神

此次发行的《辛丑年》特种邮票延续了第四轮生
肖邮票的“家国”理念，通过动与静、力量与温情的
结合，将生肖牛“脚踏实地、敢于拼搏、开拓进取、
勤劳奉献”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生动诠释和艺术展现。

这套邮票由国家一级美术师、画家姚钟华担纲
创作，其图案名称分别为：“奋发图强”和“牛年大
吉”。其中，第一枚“奋发图强”，描绘了雄壮有
力、一往无前的奔牛形象，表达出不畏艰险、砥砺
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寓意；
第二枚“牛年大吉”，通过大牛与小牛舐犊情深的温
馨画面，向全国人民传递家庭兴旺和谐、团圆美满的
美好祝愿。

“生肖邮票的创作要契合时代精神。生肖不是简
单的动物写真，一定是超越原生态的自然描摹，表达
中国人赋予牛的精神意义。”姚钟华表示，“过去的一
年极不平凡，新的一年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新的局面。
新局面的产生需要勇往直前的精神，希望我的设计能
传递这样的精神。”

为此，姚钟华在画牛时融合了图腾元素，还运用
了粉绿、孔雀蓝等明亮的色块，富有新意，充满美
感。“色彩和线条应该风格统一。我使用了充满张力

的线条，再以不同的色块进行装饰和表现，让牛更具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姚钟华说，色彩的灵感不仅来
自中国民间艺术，也来自中国古代的错金银工艺。

“中国古代的错金银青铜器上，镶嵌着宝石、金银等
装饰材料，很璀璨，也很厚重，让我深受启发。”

事实上，姚钟华也是 1985 年第一轮牛年生肖邮
票——《乙丑年》 特种邮票的设计者。时隔 36 年，
如今再度担纲设计生肖邮票，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依然
非常激动：“没想到36年后再次画牛，这对我来说也
是一个传奇。”

作为集邮爱好者，姚钟华认为，邮票的功能已经
慢慢发生了转变。过去，邮票以实用性为主，兼具审
美功能；现在，邮票仍然具有实用功能，但作为收藏
艺术，除了记录历史，还要更具审美价值。

“我的创作灵感，一个来自生活，一个来自传
统。”姚钟华回忆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云南少
数民族的斗牛会，人山人海，非常盛大，看到过牛拼
搏、奋勇、顽强的画面，给他以强烈的感染。同时，
中华文明中有悠久深厚的牛文化，牛被赋予了吉祥、
力量、勤劳、踏实、奉献、财富等丰富的象征意义。

“比如汉代画像砖里牛与猛兽搏斗的形象、云南古滇
人青铜器上雄强有力的牛，都给我很多艺术灵感。”
姚钟华表示，对牛的形象的表现，在中国源远流长，
自己是一个继承者，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对传统有所
传承和发扬。

“国家名片”意蕴深厚

生肖是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符号，融合了古人对

天象的观测和对自然的认识，体现了人们日常生产生
活的经验和智慧。生肖邮票作为传播生肖文化的独特
载体，方寸之间浓缩了绘画、书法、篆刻、民间手工
艺等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因其设计精美、各具特色而
备受人们的追捧和喜爱。

自 1980 年发行第一套 《庚申年》“猴票”以来，
中国邮政每年都会为迎接农历新年发行生肖邮票，迄
今已经发行了四轮共42套。

在展览上，这 42 套邮票集体亮相，采用邮票实
物与高清放大图展示相结合的方式，回顾中国生肖邮
票从开创先河到不断推陈出新的“美的历程”。展览
还特别展出了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珍藏的第一轮生肖
邮票 12 幅原图原稿以及姚钟华设计 《辛丑年》 邮票
的4幅原稿。

中国邮政文史中心 （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 主任
（馆长） 张力扬表示，邮票被誉为“国家名片”，也是
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文化交流使者”，发行生
肖邮票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从亚洲扩展到了世界各地，
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

展览还选取了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发行的 1998 年
至 2019 年的生肖邮票，共 22 套；还有澳门回归祖国
以来发行的2000年至2019年的生肖邮票，共20套。

展览现场特别设置了“金牛贺岁”主题打卡拍照
区，观众可以手持祝福语手牌，在主题墙处拍照留
念。开幕当天，虚拟展厅在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微信
公众号同步上线，观众也可以足不出户，在“云观
展”中感受生肖邮票之美。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邮政文史中心（中国邮政邮票
博物馆）提供

《流金岁月》剧照 出品方供图

《沂蒙》舞台照 中央芭蕾舞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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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

在友情中展现女性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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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贺岁——2021辛丑年生肖邮票展览”举行

方寸之间有华章
本报记者 赖 睿

电视剧《风声》：

感知风起云涌间的家国信仰
腾 章

1 月 5 日，中国邮政发行 《辛丑年》 特种邮票 1 套 2
枚，小本票 1 本，引发消费者购买和收藏。为配合邮票
首发，营造新春氛围，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中国邮政文史中心 （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 承办的“金
牛贺岁——2021辛丑年生肖邮票展览”当天开幕。

展览以邮票发行时间为顺序，集中展出中国邮政发
行的四轮生肖邮票“全家福”（1980—2021年），还包括
中国香港 （1998—2019 年）、中国澳门 （2000—2019 年）
生肖邮票，用邮票展示生肖民俗，演绎家国情怀。

中国邮政发行的2021年《辛丑年》特种邮票1套2枚

中国邮政1980年发行的第一套《庚申年》“猴票”

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的1998年虎年生肖邮票 澳门特别行政区发行的2000年龙年生肖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