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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志愿军：雄兵出击》上映
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抗美
援朝题材重大，该片继《金刚川》《长
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等
同类题材影片之后如何创新突破？
导演陈凯歌如何将自己的个人艺术
风格与这样的宏大主题相结合？在
观众的期盼中，这部影片以人物为
核心，将故事、细节、场面与历史
大背景、战争大格局、时代大走向
融为一体，与“长津湖”系列用枪
战动作类型片的方式聚焦战役、战
场不同，它显示出更强的历史感和
整 体 性 ； 也 与 《金 刚 川》《狙 击
手》 以虚构为主的战斗故事不同，
它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在历史真实中构建了艺术真实，将
重大历史事件重现在观众面前。

《志愿军：雄兵出击》 巧妙选
择了一些具有时间延展性、空间典
型性的历史瞬间，用一个个标志性
的点，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时间线和
空间面。1950年国庆节毛泽东与林
巧稚的对话、彭德怀候场听会、毛
泽东对朝鲜战争走向的敏锐判断、
毛岸英自告奋勇上前线、美军的骄
横自负、伍修权在联合国的义正辞
严、志愿军松骨峰阻击战等，成为
影片必不可少的关键点，呈现了朝
鲜战争的起伏、战争对中国所产生
的战略影响、中国领导人作出“抗
美援朝”决策的艰难和果断、战争
初期我方的巨大牺牲、战争形势的
转变和来自国际上的压力等，对当
代观众了解抗美援朝那段历史，既
具有认知价值也包含教育意义。

历史真实感是这类影片被观众
接受的前提。《志愿军：雄兵出击》对
许多历史瞬间的展现尊重了历史。
从北京中南海到前线志愿军总指挥
部，从美军远东司令部到联合国会
场，从朝鲜的地貌特征到战场的腥
风血雨，借助美术、化妆、服装、
道具、音响等艺术手段，影片整体
上让观众具有在场感，众多演员也
都在各自的表演空间中与历史人物

之间达成了匹配。
这部影片讲述的一个个片段和

故事，主要集中在 4 组不同人物：
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和国内政治高
层；以彭德怀为统帅的志愿军将
领；参与前线战斗的志愿军司令
部高级参谋李默尹和进行松骨峰
战斗的志愿军第三十八军某连指
导 员 杨 少 成 等 指 战 员 ； 以 伍 修
权、唐笙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这 4 组人物
构成 4 条主线，还有一条是由斯大
林、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各国
政要为代表组成的辅线，众多线
索交集在一起，使影片表现的历
史具有完整性。《志愿军：雄兵出击》
还用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来带动
故事，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是彭德怀，他的临危受命，他在志
愿军大部队还没有跨过鸭绿江时的
深入虎穴，他对前线官兵的严厉和
慈祥，都通过鲜明的性格特征和行
为细节呈现出来。此外，影片以速
写、特写等方式，寥寥几场戏便让
伍修权、江潮、吴本正、唐笙等人
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志愿军：雄兵出击》继承了苏联
电影《解放》以及中国的《开国大典》

《大决战》《建国大业》等影片的史诗
传统，重在艺术地写史，以史为
鉴。该片着力赞颂爱国主义、英雄
主义精神，表现中国人民志愿军指
战员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
气概。影片中，众多人物构成了可
歌可泣的英雄群像。战场上我军参
与者、成长者共同见证了志愿军司
令员彭德怀在嘉奖令中写的“三十八
军万岁”6个字，其实，这也是影片
的核心主题，即：志愿军万岁，抗美
援朝精神万岁。

《志愿军：雄兵出击》完成了它
用艺术的态度和电影的方法重现历
史的使命，成为同类题材的标志性
作品。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
影家协会副主席）

近日，《舌尖上的乡村》节目在
江苏卫视播出。节目以纪实风格，
探寻美丽乡村的特色佳肴，彰显乡
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节目由主持人和嘉宾组成“乡村
舌尖团”，陆续探访甘肃、浙江、江苏、
福建等地的特色乡村，在溯源美食
原产地的过程中，带领观众直观感
受乡村的发展、村民的精神面貌以
及他们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生产
方式的悄然升级。

节目用接地气、有温度、入人心
的表达方式表现美食及其背后的普
通人，他们是种植户、农业技术员、养
殖业创业者、治沙实践者……如“治
沙英雄”柴在军和风沙搏斗了 33
年，带领团队培育了 600 多个适合
沙漠种植的作物，让 3 万多亩戈壁
荒漠变成绿洲良田。嘉宾们感叹：
正是千千万万在乡村振兴事业中默
默付出的人，让和美乡村的愿景逐
步成为现实。

“乡村舌尖团”一路跋涉，在甘

肃张掖体验黑番茄、沙葱、高台辣
椒等的种植；在浙江安吉探访白茶
产业，体验竹笋采挖、竹林鸡养
殖，感受竹海茶田中诗意与烟火的
碰撞……嘉宾们边走边看、边学边
做，既为观众提供了有关当地风土
人情、历史人文的丰富信息，也为
观众展现了美食菜谱、烹调技艺。

嘉宾王昱珩在节目中常为观众
带来深入浅出的解读。如对比自己
多年前到张掖留下的记忆时，他提
及一个细节：“过去牧民生活粗犷，
有时用衣袖清洁餐具，现在牧民的
衣袖干干净净，生活状态有了很大
不同。”这让观众深切感受到乡村的
变化。嘉宾姜妍常常结合当地特色
食材，创新美食做法，用羊排、黑
番茄制作的美食被观众称赞“隔着屏
幕都能闻到香味”。

《舌尖上的乡村》迈入绿水青山
与乡间村舍，以美食为镜，反映了
新农村、新农人的生动面貌，也让
节目令人回味。

进一步精品化多样化

盛典举办期间，北京市广电局发布了 2024 年重点
项目片单，包括 《喀什古城》《大江大河 3》《曙光》

《玻璃杯》《风禾尽起张居正》《天工之城》等作品，题
材丰富、类型多样、视角独特，既彰显出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又展现了宏阔视野、家国情怀。

分析“列队”待播的剧目不难发现，现实题材剧
占据绝对主流；革命历史、都市情感、军旅、医疗等
题材、类型的剧集百花齐放，引人期待。

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选题策划持续加强。在这次
的电视剧市场版块中，纪念抗美援朝胜利 70周年的电
视剧《上甘岭》《侦察英雄》、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的电视剧 《鲲鹏击浪》《问苍茫》《浴血荣光》 都引发
关注，不久后将陆续播出。

编剧高满堂曾创作 《家有九凤》《闯关东》《北风
那个吹》《温州一家人》《老农民》《老酒馆》等数十部
影视作品，此次带着见证两代铁路干警薪火相传的新
作 《南来北往》 亮相推介会。他从自身创作经历出
发，认为只有真正了解并体验过普通人的生活，才能
传神地描绘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他表示，如今越来越
多编剧聚焦普通人，着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人形象，“这是市场更加成熟的表现”。

北京市广电局还发布了2023年“北京大视听”精品
剧目、特别剧目。《父辈的荣耀》《追光的日子》《特工任
务》 等 10 部剧入选“北京大视听”精品剧目，《上甘
岭》《鲲鹏击浪》 等4部剧入选“北京大视听”特别剧
目。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举措是对电视剧创作精品
化、多样化趋势所做的进一步引导，以塑造剧集市场
格局，推动影视市场蓬勃发展。

文学影视化改编进程加速

“网络文学 IP在影视改编中的价值非常大。”爱奇
艺文学负责人岳建雄说，他对今年各大平台发布的片
单作了统计，发现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发布的片
单中，改编自各类网络文学 IP的剧目占六成左右，原
创剧本占四成左右。

其实，如今诸多“扛鼎大剧”的背后，往往有文
学作品的坚实支撑。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
的 《2023 中国剧集发展报告》 指出，当下剧集改编来
源日益多元，严肃文学作为重要的“源头活水”，持续
贡献高口碑的影视改编作品；豆瓣阅读、知乎等新兴
平台的文学作品开始成为剧集改编来源。

此次电视剧市场上，电视剧 《这边风景》 改编自

作家王蒙的同名长篇小说，《势在必行》改编自作家张
平的长篇小说 《十面埋伏》，《风禾尽起张居正》 改编
自湖北籍作家熊召政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 《张居
正》，都是主流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重要成果；由网
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则拥有长长的作品名单，如 《国
色芳华》《手术直播间》等。

优秀文学作品如何“破圈”传播、“跨界”生长，
是此次电视剧市场热议的话题。电视剧 《人世间》 编
剧王海鸰表示，《人世间》从小说原著到剧本的改编经
历了艰难取舍，凡偏离主干的情节、人物最终都不得
不舍弃。她指出，影视编剧话语权的大小，其实取决
于自身的专业能力。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广西
作协主席东西认为，小说和影视之间存在“互相提
醒”的关系——小说作者必须完成“写作的基本项”，
如人物鲜活、情节层层递进、逻辑严密、台词精彩
等，作品才能顺利改编成影视作品；小说的创新也能
带动影视作品的创新。

国产剧全球叙事能力增强

如何让海内外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看得懂、喜欢看
国产剧，是中国影视工作者面临的时代课题。“共通的情
感和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引发海内外观众共鸣的基础。”
华策影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赵依芳说。她近年来带
领团队制作的《去有风的地方》《一路朝阳》等剧受到海
内外观众喜爱，“这启发我们，要投身到中国当代火热的
现实生活中，挖掘和呈现人民的智慧、创造和情感”。

描摹中国援外医疗 60 年砥砺前行历程的电视剧
《欢迎来到麦乐村》，立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周年等重要节点，是
中非合拍的现实题材剧，也是此次电视剧市场上屡被
大家提及的一部作品。该剧艺术总监郑晓龙表示，这
部作品最打动他的地方是“不仅讲述了中国医生到非
洲进行援外医疗的故事，还展现了援外医疗是中国医
生和非洲患者相互鼓励、共同成长的过程”。至于如何
讲好援外医疗故事，导演金晔说：“故事应该到它发生
的地方去找寻。主创团队去坦桑尼亚采风，找到了援
外医疗队的驻地——麦乐村，才有了讲好这个故事的
基础。”该剧积累跨国合作经验，在中国和坦桑尼亚两
国六地取景拍摄，剧组被授予“促进中坦友谊特别贡
献奖”，剧中演员靳东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文化旅
游大使”荣誉称号。

与 《欢迎来到麦乐村》 一同列入国家广电总局
“一带一路”重点电视剧项目的，还有 《幸福草》《生
命树》《我心归处》《日光之城》 等。它们将共同探索
建设融通中外的影视话语体系和审美体系，促进文化
交流、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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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中国·北京电视剧
盛典日前举行。此次活动
中的电视剧市场版块共有
220家单位参展，展出电视
剧、网络剧及电影、网络
电影、动画片、纪录片等
约 500 部，呈现出视听产
品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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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来自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希腊、波黑、
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家的40余位艺术家在北京参与
了“京剧文化之旅·骑行之美”活动。此次活动由北京市
海外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全程英文讲解，外国艺术家们
以骑行的方式打卡京剧地标，感受京剧文化之美，领略
北京城市风采。

迎着秋日的暖阳，沐浴着凉爽的秋风，嘉宾们以健
康、绿色、环保的骑行方式出发。主办方选取了“京剧
文化之旅智慧地图”中具有代表性的几处地标，请外国
艺术家进行骑行体验：从京剧发祥地地标广场出发，走
进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正乙祠，远眺紫禁城内
最大的戏台畅音阁，探访老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东
交民巷，一路体会北京这座古都的文化韵味。

正乙祠戏楼距今已有 300多年历史，保存基本完好，
见证了京剧表演艺术从诞生、发展至繁盛的整个过程，
外国艺术家们对这座纯木结构、雕梁画栋的戏楼饶有兴
趣，仔细观览，流连忘返。

骑行过程中，外国艺术家们沿途用手机拍摄美景并
发布到社交媒体。骑行结束后，他们纷纷表示，这次骑
行活动有趣好玩，令人意犹未尽。来自希腊的一位艺术
家说：“我对正乙祠印象深刻，它是文化与建筑美好的融
合。”来自波黑的一位艺术家表示：“中国的京剧艺术蕴
含着许多巧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的文化
艺术。”

据介绍，“京剧文化之旅·骑行之美”活动已连续举
办3年，依托京剧文化的深厚内涵，其时尚化、沉浸式的
旅行体验受到众多海内外友人的关注和喜爱。活动负责
人表示，未来这项活动还会融合更多时尚元素，对京剧
和北京历史、人文做进一步深入解读，吸引更多国际友
人参与，扎实做好文旅融合的“大文章”，助力京剧传播
的“大流量”。

外国艺术家体验京剧之美
文 依

外国艺术家体验京剧之美
文 依

近日，在山东济宁曲阜鲁城街道龙虎社
区，来自孔子博物馆萧韶乐团的演奏，引来
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萧韶乐团有多名90后乐师，他们身着民
族传统服饰，使用古琴、笙、箫、磬、建
鼓、编钟等中国古老的传统乐器，演奏萧韶
雅乐《诗经·小雅·鹿鸣》。

“这是源自周代的著名曲目，我们在继
承其经典性的同时，力求展现流传千年的礼
乐传统。”孔子博物馆礼乐传习所主任王琳
说，“乐生们的服饰很考究，是根据鲁哀公
墓中出土的服饰还原制作的。”

今年，曲阜市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与社
区开展“协约化”党建共建工作，动员各方
面资源力量助力社区发展。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与日俱增，要将文化佳
作送到群众身边。”鲁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孔令
强说。

鲁城街道地处曲阜主城区，文化资源丰
富，街道与孔子博物馆、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文物局等单位协约共建，常态化开展文化
活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在“流动博物馆”现场，箫韶乐舞、戏
剧演出、面塑制作、石刻拓印、雕版印刷等
活动轮番上演，可参观、可体验、可互动，
文化体验项目备受好评。

龙虎社区的箫韶乐舞，阙里社区的戏曲
表演，南池社区的文物 DIY，大成社区的“六
艺”体验……在曲阜，一到节假日，群众点单，

“平台”派单，根据群众需求量身打造的活动
层出不穷，成为群众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

把文化佳作送到群众身边
本报记者 王 沛

把文化佳作送到群众身边
本报记者 王 沛

本报电 （记者张贺） 日前，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 （贵州） 论坛在贵州遵义举行。论
坛以“弘扬长征精神 传承长征文化”为主
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共
同回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来取得的丰
硕成果与宝贵经验，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建好
用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论坛上，江西、福建、贵州、陕西、甘肃等5
个重点建设区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关

部门负责人现场分享他们的建设成果及经
验；长征沿线省（区、市）共同发布“弘扬长征
精神 传承长征文化”联合倡议，号召各方弘
扬长征精神，传承长征文化，建好用好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为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
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不懈奋斗。

本次论坛由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
会秘书处指导，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论坛在遵义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