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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童真是方法论

童年拥有辽阔未来、五彩斑斓的梦想和充满无
限可能的生命愿景。每当回首童年，人们总是愿意
把美好的记忆重新拾起，因为童年拥有人生中至真
至纯的情感。从西游题材影视作品的持久热播，到
迪士尼主题乐园的风靡全球，不难看出，童真几乎
是所有人都渴望葆有的心灵瑰宝。明代思想家李贽
的“童心说”指出：“夫童心者，真心也。”儿童题
材影视作品所关涉的恰恰是人性中最为本真的心灵
特质，即童真。

从世界范围来看，儿童题材影视作品具有艺术
符码的内在共性，无需过多的文化转译就可以跨越
国度、种族和地域，让所有人感知到童真的纯粹与
赤诚。像经典电影《小鞋子》当中那对贫穷却相互
关爱的小兄妹，他们因为丢失了鞋子害怕被父亲责
罚，便共同守护着内心的小秘密。于是，妹妹想方
设法帮助哥哥“掩盖”其所犯的“弥天大错”，哥
哥则千方百计地要为妹妹买到一双新鞋……作品用
简约的叙事和质朴的影像，深刻捕捉到儿童最为真
实的心理轨迹，他们清澈的眼神、稚嫩的微笑以及
流露出的彼此呵护，令观众为之动容。

创作儿童题材影视作品，不能主题先行，不能
以训导教育的姿态来讲故事，不能简单机械地看待
儿童的心理困惑和情感需求，不能随意剥夺儿童自
主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影视创作者要从童真出发，
努力放低视角、放平心态、换位思考，摆脱套路
化、模式化的创作窠臼，发现并记录儿童最真实的
天性、最真挚的情感和最真切的心声。其实拥有太
多杂念和羁绊的成年人，很多时候都应该向儿童学
习，去涤荡自己的灵魂。纪录片《幼儿园》以儿童
的视角、口吻记录了一所幼儿园如何走过春夏秋
冬。作品用儿童来反观成人，用四季来比喻人生，
让每个观众都在会心微笑、追忆童年的时候，感受
温暖也感慨万千。

激发童趣是主旋律

童年是人生思维最为跳脱活跃、最具奇思妙想
的阶段。儿童的很多行为都无法用循规蹈矩来约
束，也不能用生活常理来解释。从儿童嘴里蹦出来
的话，时常令人匪夷所思又忍俊不禁。这是生命孕
育出的最初的天性，是人类生就的对自由的渴望。
丰子恺在 《儿女》 一文中曾说：“我的心为四事所
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地上的艺术与儿
童。”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儿童与艺术、神明、星
辰并重。从儿童题材影视创作的角度来看，更是如
此。失去了童趣就意味着失去了儿童题材作品的主
旋律，失去了成为儿童题材作品的基本要素。从电
影《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到《霹雳贝贝》《快

乐星球》，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还是欣欣
向荣的新中国，亦或天马行空的科幻世界，孩子们
在各种语境下都会时常流露出闪光的童心、彩虹般
的童趣，无法掩饰和磨灭。

儿童题材影视创作既不能消费苦难、贩卖焦
虑，也不能逃避现实、盲目乐观，要努力在童趣
中寻求“成长的烦恼”的解决方案。电影 《西小
河的夏天》 讲述南方小城里一个热爱足球的小男
孩与父亲及隔壁独居老爷爷之间温馨又有些失落
的故事。在小男孩的世界里，足球是他梦想与快
乐的重要源泉，而加入校足球队是他宣告长大的
重要仪式。然而父母的各自忙碌和情感嫌隙、自
己与小伙伴之间的误解和疏离、校队选拔的失
败、隔壁老爷爷的突然告别，让这个小男孩在躁
郁的夏天里闷闷不乐，也让他在初秋时节走出低
谷，学会理解、坚持和自立，收获了心灵的成长。
电影《第一次的离别》以新疆沙雅地区小男孩艾萨
的生活为线索，讲述他与母亲、哥哥以及青梅竹马
的小伙伴的三次离别。作品从儿童的视角关注生命
中的每一次成长，把离别作为长大成人的重要命
题，精准捕捉儿童天性之中自然流露的快乐与忧
伤，小演员纯真、自然的原生态出演也深深地拨动
了观众的心弦。

触达童心是落脚点

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知识的快速吸收，让儿
童有着特殊的学习能力和心灵空间。同样，对于创
作者而言，一个没有童心的人，很难创作出高水平
的儿童题材影视作品。

当前，较早的媒介接触和充足的营养，导致当
代儿童普遍早熟。如何动态捕捉不同年龄段儿童的

心理轨迹，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艺术创作，至关重
要。在儿童题材影视创作中，不应有超出儿童认知
水平和读解能力的内容，不应有正邪不分、善恶不
明的模糊地带，也不提倡模棱两可的所谓复杂人性
的隐晦描摹。

儿童尤其是低幼儿童，他们最初接触影视作品
时是被动的，他们的观看取决于家长的选择和引
导。因此，家长要成为儿童观看影视作品的第一

“把关人”。家长应该对儿童可能接触到的影视作品
进行预先观看，做到有所取舍、有所干预、有所引
导。要在儿童走向独立思考的萌芽之初，在独立人
格的养成伊始，为其导入健康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
价值观。

优秀的儿童作品能够以镜像的方式折射成人世
界，从而引发关于真善美的深度思考。如《放牛班
的春天》用音乐打开大人和孩子们通往彼此心灵的
大门，《奇迹男孩》 用爱与包容让一个面部有先天
缺陷的男孩走出阴霾，拥抱阳光，《棒！少年》 讲
述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生活在困境中的少年，以棒
球为火种点亮生命征途的故事。他们或是孤儿或是
留守儿童，在努力长大的过程中步履蹒跚，然而，
正是这群不被看好的小小少年，却通过不懈努力在
国际赛场上赢得尊重和荣耀，传达了一种令人热泪
盈眶的力量。

一个人的初心与梦想，总是在孩提时萌发。
儿童题材影视创作可谓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在

新时代的语境下，影视创作者要有使命感，深度
描摹儿童的心理画像，从行为培养、性格培养和
品德培养等方面对儿童进行最初的塑造；要润物
无声地坚持创作的正向引领，把关于理想信念的
启蒙教育融入作品当中，让信仰的种子从童年萌
发，展现新时代儿童的精神风貌。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随 着 智 能 移 动 终 端 的 普
及，新兴网络文艺以其新颖的
艺术表达和接地气的主旨内涵
成为网民新宠。这其中，特别
值得一提的就是近几年十分火
热的网络漫画。

漫画以其老少咸宜的大众
化审美风格，历来拥有广泛的
受众。网络发表平台的拓展让
漫画的创作队伍更加庞大，大
量专业或非专业创作者凭借微
博、微信等平台一展才华，收
获了众多拥趸。其中的代表性
创 作 者 有 老 树 、 小 林 、 陈 小
桃、海带等。他们中，有的拥
有数千万粉丝，有的作品累计
点击量达上亿次。在快节奏的现
代社会，这些机智幽默、轻松有
趣、笔意简省、风格清新的网络
漫画，让终日忙碌的人们心情得
以放松，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增添
了一抹亮色。

另一方面，随着创作队伍日
益庞大，同质化、雷同化、无厘
头、荒诞搞怪等问题也日益凸
显。如何让网络漫画真正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审美的有益途径，笔
者认为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注意：

好的网络漫画要有浓郁的生
活气息。“90后”漫画作者陈小
淘因漫画《全国美食为热干面加
油》为全国网友熟知。这幅作品
中，热干面的卡通形象坐在病
床上，医生在旁边照顾他，窗
外还有从各地赶来为他加油的
小伙伴。漫画表达了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全国人民与湖北人民
守望相助的深情，接地气又暖
人心。小林的漫画从日常生活
细 微 小 事 取 材 ， 在 调 侃 、 戏
谑、自嘲中捕捉生活中有意味
的瞬间，传递人文关怀。他的
一 幅 作 品 中 ， 一 位 穿 着 黑 风
衣、发型潇洒的男乘客手握扶
手，在地铁中凝视窗外，配文
是“地铁上有个忧郁帅气的男
生/沉重地凝视漆黑的窗外/他
肯定是/手机没电了！”用反讽
的手法将现代人对手机的依赖
展现得淋漓尽致。不难发现，
与猎奇搞怪、博人眼球的漫画不
同，这些作品是创作者从生活中
主动搜集创作素材的成果，贴近
大众情感与审美诉求，具有打动
人心的力量。

好的网络漫画要有接地气的
美学表达。在手机读屏时代，受
众欣赏网络漫画多是利用零碎时
间或休闲时间，往往一带而过，
不会凝神细察、反复咀嚼，这要
求网络漫画具有简省鲜明、一目

了然又韵味悠长的风格。老树的
作 品 常 出 现 穿 长 袍 的 文 人 形
象，一顶阔檐笠帽下半个空椭
圆，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人物的
轮廓，有时候不画五官，有时
候只是率性勾画几笔。欣赏者
主要是从人物的体态和所处的
环境读解出画作的内涵。海带的

《老鼠什么都知道》 系列漫画，
色调只有黑白灰，主人公常是两
只线条勾勒的造型可爱的小老
鼠，作者主要通过它们之间的对
话来实现观点碰撞，呈现出对生
活的意义追寻。由于欣赏者主要
通过小屏观看画作，网络漫画不
需要刻意精雕细节局部，但在方
寸之间要实现“言有尽而意无
穷”的效果。这着实需要创作者
精研画艺并熟悉新媒体时代的表
达形式。

有人说，网络漫画缺乏深刻
的思想，只是流于表面的现象呈
现，这一点确实需要网络漫画作
者给予足够的重视，着力避免。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拥有海量阅
读群体、受到年轻人广泛欢迎的
网络漫画，作为艺术融入当代生
活的创新探索，在文艺大众化方
面已经蹚出了一条路。在人们疲
劳、无聊、郁闷时，它通过小小
的屏幕给大家带来清凉、放松、
温暖与慰藉。正如小林所说的：

“在我所学的临床医学里，有一
句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在
帮助，总是在安慰。’这句话是
我的创作准则。”

“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
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这是英雄江姐面对敌
人酷刑时，坚贞不屈的誓言。

许许多多革命先烈，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把
生命定格在风华正茂的青春。百年党史，包含着无
数进步青年的斗争史，他们以自己的青春洒热血抛
头颅，才换来今日青年的青春自己做主。在这些革
命先烈中，江姐就是高高耸立的一座丰碑。半个多
世纪来，以她为原型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成为人
们心中难以忘却的红色经典。

让经典永流传，让烈士永不朽。5月21日，中
国歌剧舞剧院带着《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张富
清》 等剧目，走进清华大学，走到青年学生中间，
同时宣布歌剧 《江姐》 重排工作正式启动。歌剧

《江姐》 是根据小说 《红岩》 改编的，由阎肃编
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原空军政治部文工
团排演，于 1964 年 9 月首演，轰动全国。从那以

后，“江姐”这一角色在歌剧舞台上已经历经了五
代传承。

此次重排，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国歌剧舞
剧院集结歌剧团、舞剧团、交响乐团、民族乐
团、舞台美术工作部等多个部门，将在保留原作
精髓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戏剧的流畅性，加强民
族器乐与西洋交响乐的相互融合统一；在舞台呈
现方面，将采用当代表达理念，融入先进的舞台
技术手段，开展视听的创新探索；而第五代江姐
之一、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女高音歌唱家伊泓远
将再度登上舞台，重塑经典角色，共同为这部绵
延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作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艺
术生命力。

当天发布会现场，歌剧《江姐》作曲之一、作
曲家羊鸣，曾排演过第一代歌剧《江姐》并执导过
第二、三、四、五代歌剧《江姐》的歌剧导演冷永

铭，在现场动情回忆和讲述了歌剧《江姐》》创作和创作和
排演的故事。

100 余位大学生现场聆听老一辈艺术家的创术家的创
作历程，亲身感受红色经典的艺术魅力力。。接下接下
来，在整个剧目重排的过程中，中国歌剧舞剧院剧舞剧院
还将推出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如邀请大学生观
看演出排练，开展主创主演与青年学生分享会、
歌剧 《江姐》 排演体验课，转发微博点赞助力
等，把剧目重排的全过程展现给年轻观众，让他
们能够更加由心而发地喜爱红色经典，传承红色
经典。

据了解，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
演”复排经典剧目，重排歌剧 《江姐》 将于 8 月
28 日、29 日在北京上演，随后还将在深圳、广州
等地演出。

宁静肃穆的上海中共“一
大”旧址、清朗透亮的井冈山晨
光、巍峨挺拔的延安宝塔……一
幅幅描绘革命圣地的油画吸引了
不少观众驻足观看。5 月 25 日，

《红色寻根 革命圣地——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王石之油
画展》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近
百位观众跟随画家王石之的画
笔，领略从北大红楼到北京天安
门等展现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活
动的历史建筑，从中感悟百年党
史。

展览共展出王石之油画作品
102幅，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如

《中共“一大”会址》 组画和
《“八一”南昌起义旧址》《古
田会议旧址》《秋收起义文家市
会师旧址》等画作，描绘了对我
党我军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发生
地。20 余幅表现井冈山的作品
浓墨重彩地呈现了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旧址的面貌，凸显了井冈山
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江
西瑞金、贵州遵义、陕西延安、
河北西柏坡、京郊双清别墅、北
京天安门等地标性建筑的呈现，
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走

向胜利的革命征程。
现场参观者在欣赏红色风景

画的同时，更从中感受到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足迹。天津的江先
生平时就对党史很有兴趣，他认
为，此次展出的油画作品再现了
党的光辉历程，对青年一代具有
教育意义，更是向时代献上的深
情赞歌。退休教师孙女士说：

“这次展览的油画非常贴近大
众，而且深入人心，在风景画中
寄寓了深刻的历史内涵。”

王石之多年来专注红色题材
作品的创作，因巨幅油画《井冈
山主峰》备受业界关注。为了较
为完整地呈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奋
斗足迹，他克服重重困难，到革
命圣地现场采风、深入生活，以
饱含深情的笔触表达对党的由衷
赞美。出席展览开幕式的专家表
示，这是一批主题鲜明、意境深
远、形美韵胜、极富思想性和感
染力的优秀作品。

展览现场，王石之将《北大
红楼外景》《北京香山双清别
墅》等6幅作品捐赠给北京市档
案馆，让这些油画以艺术档案的
形式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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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在儿童启蒙教
育尤其是美育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儿童电影是真正

“全龄化”、最适合“合家
欢”的电影类型。儿童电视
剧、动画片、儿童节目都有着
庞大、稳定、源源不断的受众
群体。因此，要格外重视儿
童题材影视创作，从儿童的
心理视角，用儿童的话语方
式观照世界、编织故事。只
有回归童真、激发童趣、触
达童心，才能够创作出符合
新时代儿童成长需要、反映
他们精神面貌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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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油画寻根革命圣地
张鹏禹 曾宪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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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上到下依次为：电影 《西小河的
夏天》《第一次的离别》《闪闪的红星》《小
兵张嘎》《霹雳贝贝》剧照

图片从上到下依次为：电影 《西小河的
夏天》《第一次的离别》《闪闪的红星》《小
兵张嘎》《霹雳贝贝》剧照

歌剧《江姐》复排

一代代传唱那火红的青春
本报记者 郑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