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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
至今，我演了不少角色，也有了
一些属于自己的表演经验。但是
在电视剧 《县委大院》 里出演光
明县县长艾鲜枝，我以往的经验
是不够用的。

编剧王小枪讲故事的方式不
仅挑战了观众的观赏习惯，也挑
战了演员读剧本的习惯和分析解
读人物的习惯。艾鲜枝有大量以
日常工作为主的戏，而“县委”
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
农村戏可参考的资料是丰富的，
城市戏我就更不陌生，但县委对
我而言正好是卡在中间的盲点。
很 幸 运 的 是 ， 第 一 天 造 型 的 时
候，我就得到了造型师刘宁的帮
助 ， 她 为 艾 鲜 枝 做 了 大 量 的 功
课，给我试的每一套衣服都很贴
合“县长”的身份。看着镜子里
的自己，从那天起我开始相信：
我可以慢慢靠近艾鲜枝了。

后来，剧组安排我去合肥市
的两个区体验生活，跟着两名女区
长开大会小会，做信访工作，到各
单位视察。我自己也在网上搜集
了不少县长尤其是女县长的新闻
资料。最终我冒出一个想法：让艾
鲜枝呈现纪录片式的人物状态。

“想”是容易的，但对于表演

来说，“不演”要比“演”难得多。近
30 年的演员生涯里，我习惯了

“演”角色、“演”人物，想扔掉
这个拐杖，要靠自身的定力和信
念，而事实上我还有所欠缺。刚
开机时，我不自信，杂念丛生。
每当我软弱、动摇、怀疑时，只
要看到孔笙导演肯定的、满怀信
心的样子，我就得到了莫大的鼓
励和安慰。在合肥拍摄的3个月时
间里，王小枪全程跟组，几乎 24
小时时刻准备为我们答疑解惑。
一名编剧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
的剧本，我真的头一次遇到。

《县委大院》 幸运地得到许多
人的关爱、奉献和支持。对我而
言，因为扮演艾鲜枝，我获得了
与以往不同的表演经验，完成了
一 段 难 忘 的 经 历 。 也 因 为 这 部
剧，我对原本陌生的基层工作有
了一份了解和理解，这对我也是
一份难得的礼物。

走过春夏秋冬，终于迎来了
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
大寒。同小寒一样，大寒也是
表示天气寒冷程度的节气。《授
时通考》 引 《三礼义宗》 云：

“大寒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
谓之大……寒气之逆极，故谓
大寒。”文人诗词中，大寒多有
凛冽之气，比如宋人陆游苦于

“大寒雪未消，闭户不能出”。
大寒通常于公历 1 月 20 日

至 21日交节，此时正值农历岁
末，民间历来有“大寒凛凛在
年关”“大寒迎年”“过了大
寒，又是一年”的说法，这期
间的不少习俗充满了辞旧迎新
的意味。人们忙着赶年集、办
年货、写春联、扫尘洁物、除
旧布新，过年的喜庆和热闹逐
渐浓烈起来。

挨着年节，不论城乡，家
家都将房屋彻底打扫一番，清
洗衣物用品，疏浚明渠暗沟，
俗称“掸檐尘”“掸尘”，也有
叫“换新”“掸新”的。清人蔡
云《吴歈》诗云：“茅舍春回事
事欢，屋尘收拾号除残。”一般
人家在腊月廿三、廿四或是廿
七挑个日子开工。掸尘有祓除
晦气之意，“尘”与“陈”谐
音，意味着除陈布新、除旧迎
新，因此不仅要打扫得干干净
净，连工具也颇有讲究。钟毓
龙 《说杭州》 记载掸尘时要

“扎竹枝为大帚，承之以竿，屋
角檐隙，无不加以扫除；桌椅
杂物，无不加以洗涤，预备过
年”。这把掸尘的扫帚日后还要
用作谢灶引火，爆裂时噼里啪
啦声如爆竹。天台一带，掸尘
使用新竹扎的竹枝、新早稻草
制成的掸刷，新竹枝象征迎
新，早稻草则是迎春早得吉祥

之意。
各地又有腊月廿三、廿四

祭灶的习俗。祭灶的对象是灶
君，民间还有灶神、灶王爷、
司命、灶界老爷等称呼。传说
灶王爷安身于灶头，充当天神
监视家庭的耳目，灶王爷会在
腊月廿三或廿四上天汇报，并
在除夕带着上天的恩赐或是惩
罚重回凡间。家庭生活免不了
磕磕碰碰，人们担心灶王爷打
小报告，于是便要热热闹闹地
举行欢送仪式，为他践行、与
他套近乎，这便是祭灶，又称
送灶。在众多祭灶供品中，胶
牙糖不可缺少。胶牙糖黏性很

大，俗信以为此糖能黏住灶王
爷的牙齿，不让他调嘴弄舌、
说坏话。各地胶牙糖形状不大
一样，苏州的胶牙糖做成元宝
状，俗称“糖元宝”；绍兴一
带是圆圆扁扁的，像一个厚厚
的小烙饼；杭州一带则是搓成
长条状的。北方地区妇女们还
要赶着蒸花馍，以备供奉灶
君。从灶神上天的日子开始，
诸事百无禁忌，待到除夕夜，
灶神返回人间，又有一番接灶
仪式。

寒冬进补历来受到重视。
大寒虽仍处于寒冷时期，但春
的气息已开始萌动，因此多讲
究食用一些具有升发性质的食
物，以顺应春季万物生长之
势，比如桂皮、生姜、人参
等。苏州有谚云：“大寒大寒，
防风御寒，早喝人参、黄芪
酒，晚服杞菊地黄丸。”在广州
佛山一带，人们惯于在大寒节
气用瓦锅蒸煮糯米饭，糯米性
温、味甘，有御寒滋补的效
用。说到糯米饭，人们最熟悉
的莫过于八宝饭了。此饭以糯
米、糖为主要材料，杂以桃
仁、红枣、莲子、桂圆肉、葡
萄干、白果、百合、青红丝
等，好看又好吃，是除夕餐桌
上常见的美食。

在二十四节气中，大寒意
味着终结，却也是开始。冬至
一阳生，经小寒、大寒而阳气
渐盛。过了大寒又立春，迎来
新一年的节气轮替。寒风中，
我们聆听着春的讯息，顺应时
节而收藏、生长，也体味着二
十四节气所蕴含的生活智慧与
生动的人间烟火味。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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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册、188 万余字的 《见
证 —— 纪 实 小 康 影 像 典 藏 丛
书》（以下简称 《丛书》），收
录了入选国家图书馆永久珍藏
的 20 部新时代纪实小康影像的
完整解说词，集纳了 20 余名主
创人员真切鲜活的创作体悟，
荟萃了 20 名学界专家与业界名
家的精彩点评。中国文联党组
书记、副主席李屹在序言中说，
该丛书的出版，“集创作之精
华，集行业之力量，集学术之
思考，凝聚着全国电视工作者
用情用功书写新时代小康社会
伟大征程的真心真情”。

1 月 11 日，由中国文联指
导，中国视协主办的 《丛书》
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座谈会
上还举办了新书揭幕仪式和中
国视协向国家图书馆赠书仪式。

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
会 副 主 席 、 秘 书 长 范 宗 钗 介
绍，2021 年，在中国文联的指
导下，中国视协等单位组织开
展了“新时代小康纪实影像征
集典藏”活动，面向全国重点
征集党的十八大以来反映全面
小康的优秀纪录片作品，共征
集到作品 380部，总时长达 2万
多分钟。其中 10部长片和 10部
系列片入选国家图书馆永久典
藏，汇成一部记录小康奋斗历
程的国家影像志。为进一步发
掘典藏作品的文献价值，中国
视协于 2022 年 4 月启动了 《丛
书》 编 纂 工 作 ， 历 时 数 月 完
成，以文字的形式永久留存并
进一步传播新时代小康纪实的宏伟图景。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丛书》内容丰富扎实，整
体架构合理，论述逻辑清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说：“《丛书》连
同纪实小康影像中的优秀作品一道纳入国家图书馆
典藏史册，凸显了电视艺术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大局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艺
术见证价值和艺术史学价值。”

《山河岁月》 总导演夏蒙，《敢教日月换新天》
总编导、制片人闫东，《摆脱贫困》 总导演、总撰
稿、制片人郑秀国和 《中国社会保障纪实》 总编导
陈宏都为自己参与的纪录片能够入选深受鼓舞。陈
宏说：“《丛书》的出版，弥补了影像珍品成体系地
转化为文字样本的空白，是近年来影视行业具有重
要意义和重大影响的一项文化工程。”

“‘新时代小康纪实影像征集典藏’活动和
《丛书》出版，是中国文联、中国视协积极履行主责
主业，推动精品创作的成功实践。”中国文联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张宏表示，《丛书》的出版，将对今
后的电视艺术创作特别是纪录片创作起到重要的价
值引领作用。他勉励电视文艺家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为国家留史，为人民立传。

本报电（记者苗春） 1月14日晚，CMG首届中
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在京举办。

活动共颁布年度突破男女演员、年度海外传播
剧、年度幕后、年度实力男女演员、年度制作人、
年度编剧、年度导演、年度男女演员、年度优秀电
视剧、年度大剧等13项荣誉。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广东、
上海、湖南、江苏、浙江等6家省级广播电视台，中
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制作机构，爱奇艺、腾讯视
频、优酷等视频平台，正午阳光、柠萌影业等头部
制作公司共同参与的中国电视剧精品制播联盟正式
成立。

活动开始前，《山河锦绣》《警察荣誉》《人世
间》《大山的女儿》《县委大院》《风起陇西》等电视
剧主创亮相红毯，在采访中分享了创作心得和幕后
故事，表达了对中国电视剧行业蓬勃发展的信心。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
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发布“2022网
络视听精品节目集锦”，共 55 部
作品入选，其中既包含网络剧、
网络综艺、网络纪录片、网络电
影、网络动画片等常见的节目形
态，也囊括了网络微短剧、网络
短视频、网络直播、网络音频等
新业态。这些作品用光影描绘时
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
彰显了中国文艺新气象。

奏响昂扬时代主旋律

2022年，网络视听行业围绕
重大主题，以中国精神为灵魂，
用文艺精品创作热情描绘新时代
新征程的恢宏气象，激扬爱国主
义情怀。

迎接党的二十大文艺创作精
彩纷呈。网络微纪录片 《这十
年》、网络纪录片 《这十年·幸福
中国》、纪实访谈节目 《这十年·
追光者》、主题晚会 《这十年·追
光之夜》 等勾勒十年伟大变革，
展现十年砥砺奋进，或通过先进
典型的事迹，或采用穿越时空的
古今对话，真实表现各行各业的
人们投身新时代的火热实践，在
内容、艺术手段、技术应用等方
面均有所突破。主题晚会 《中国
梦·我的梦——2022 中国网络视
听年度盛典》 以歌舞、朗诵、情
景表演等形式，展现中国普通百
姓的不懈奋斗，是网络视听精品
创作的一次有益尝试。

讲述动人故事，彰显时代精
神。网剧 《冰球少年》 聚焦高校
冰雪运动体育生群体，展现运动
员积极向上、斗志激昂的面貌。
短视频 《世界看崇礼：一起向未
来》 以外国人的视角和“体验
式”全英文讲解，辅以 3D 视频
效果，向世界讲述北京冬奥的故
事。网络电影 《排爆手》 再现了
武警战士与边境线上的毒贩展开
的生死较量。网络微电影 《林海
三代人》 讲述浙江临海林场三代
护林员将荒山变林海、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故事。短视频

《新疆牧民帮游客脱困后，骄傲
亮党员徽章》 记录了普通党员无
私奉献、不求回报的一幕，不少
网友感叹“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描摹革命英雄，展现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血雨腥风中
的战斗史。网剧 《血战松毛岭》

讲述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组建东
方军入闽作战的一段历史；《勇
士连》 重现长征时期红四团昼夜
奔袭夺下泸定桥的壮举。网络电
影 《特级英雄黄继光》 讲述黄继
光为夺取高地“以身躯堵枪眼”
壮烈牺牲的故事……2022年，网
络视听行业进一步聚焦“国之大
者”，以充沛的正能量和多样的
艺术手法，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
地，体现了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主
动精神。

创新题材和类型

2022年，网络视听行业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在题材、内容、手

法上加强创新，不断提升作品的
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现实题材创作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热情讴歌普通人在奋斗
中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体现深
刻的人文关怀。网剧 《你安全
吗？》、微短剧 《大海热线》 取材
于百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网络
安全问题，以日常化的情节、实
用的科普知识受到网友欢迎。网
剧 《江照黎明》 展现了女性在婚
姻中找回自我、重寻真爱、独立
成长的过程。网络电影 《藏草青
青》 致敬为援藏支教而舍身忘我
的人们。网络电影 《黑鹰少年》
刻画了矢志不移勇逐篮球梦的山
区少年群像。微短剧 《大妈的世
界》 幽默地展现了当代老年人的

精彩生活。
警匪悬疑剧聚焦人

民 警 察 在 捍 卫 国 家 安
全、维护社会安定、保
障人民安宁方面的艰辛

付出，表现了他们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和牺牲精神。《对决》《罚
罪》 中的基层刑警克服重重阻碍
除暴安良，勇毅决绝。《猎罪图
鉴》 首次聚焦警察中模拟画像师
的 工 作 日 常 ，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

《重生之门》 揭露了文物盗窃等
新型犯罪。《开端》 在科幻外衣
下，以青春化的叙事手法彰显现
实质感和人文关怀。《昆仑神宫》

《请君》在冒险与奇幻题材创作上
也都有所创新。

古装网剧 《星汉灿烂·月升
沧海》《苍兰诀》《唐朝诡事录》

《卿卿日常》 和网络电影 《青面
修罗》 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良
的制作，营造出古色古香的生动
气韵，进一步拓宽了古装题材的
创作视野。

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

2022年，网络视听行业坚持
采用年轻叙事语态和新兴传播方
式，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
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
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
华文化生命力。

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彰
显其当代价值。综艺节目 《2022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国

节气”系列节目》 运用 AI、XR
等技术，将传统文化以极具时
代感、科技感的视觉形态进行
创新性呈现，展现出中华文明
的深厚底蕴和崭新魅力。纪录片

《闪耀吧！中华文明》融入CG特
效、动画等手段，挖掘文物古迹
承载的中华文化精神内核。《与
丝路打交道的人》 聚焦古丝路沿
线地区不同岗位上的守护者、传
承者、传播者，让丝路文化重新
焕发出绚烂光彩。《舞台上的中
国》以国际视角展现中国舞台艺
术。《国医有方》 全景式记录了
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救治实
践。网络动画片 《狐桃桃和老神
仙》《敦煌仙子和她的朋友们》

《无敌鹿战队》（第二季） 以新颖
的手法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建
立起少年儿童与传统文化之间
的链接。

加 强 原 创 力 度 ， 不 断 拓
展、丰富文化类综艺的审美空
间和精神内涵。音乐综艺 《声
生不息·港乐季》 用音乐沟通心
灵，激发内地与香港人民的爱
国情怀。《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第二季）、《脱口秀大会》（第
五季） 等喜剧综艺更加强化与
现实生活的关联度。《但是还有
书籍》（第二季） 展现了书籍的
编著者、创作者以及爱书人丰
饶的精神世界。音频节目 《困
扰你的这件人生大事，我们帮
忙问了》《人生海海》《凯叔红
楼梦》 通过丰富多样的手法传
递知识，解读经典。

短视频、直播节目强化科技
应用，传播效果突出。短视频

《送月亮的人》让9名网络知名老
师“UP 主”将月亮的美好寓意
作为礼物送给学生，大受欢迎。
网络直播节目 《2022 腾讯科学
WE 大会》 运用游戏科技的引擎
渲 染 和 CDD 虚 拟 影 棚 拍 摄 技
术，将科学家的演讲打造成影视
级“科幻大片”。《李健“向往”
线 上 演 唱 会》《韩 红 “ 钢 铁 之
翼”线上演唱会》 观看人数均达
数千万。

2022年，网络视听行业从时
代变革和人民生活中撷取丰富素
材与创意灵感，强化表现手法和
技术革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体现了网络
视听行业的责任与担当。

（作者单位：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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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女县长”的表演经历
吴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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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十年》②《国医有方》③《血战松毛岭》
④《声生不息·港乐季》⑤《特级英雄黄继光》
本文配图均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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