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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周立波出生于湖南
省益阳市谢林港镇清溪村。上世纪
50 年代，他以故乡为背景创作的
长篇小说 《山乡巨变》 轰动文坛，
时至今日仍是了解中国农村的一部
重要作品。半个多世纪后，清溪村
一改曾经贫困落后的面貌。如今，
这里风景宜人，屋舍俨然，书香四
溢，文韵悠长。2023 年，清溪村
的农家书屋获评“农家书屋创新示
范案例”“最美农家书屋”，这里日
渐成为闻名全国的“文学村庄”。

2021 年以来，中国作协助力
湖南益阳清溪村打造“新时代山乡
巨变”文学村庄，以文学方式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文旅融合发
展。在这里陆续举办了“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启动仪式、“作家活动
周”和“益阳文学周”等全国性重
要文学活动。莫言、阿来、毕飞
宇、麦家等全国各地作家来到清溪
村采风创作、讲座授课、发布新
书，王蒙、贾平凹、梁晓声、迟子
建等作家还授权命名作家书屋，丰
富当地文学文化资源。文学与乡村
的重聚，让清溪村的“文学名片”
愈发闪亮，影响辐射全国。

周立波深入生活，创作《山乡
巨变》的经历为今天的作家书写新
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留下了宝贵经
验；文学赋能清溪村发展的故事也
让人们看到了“无形”的作品如何
转化为“有形”的力量。3 月 15
日，为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
作，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专题座谈
会，邀请有关方面代表围绕作家如
何深刻、广泛表现脱贫攻坚和乡村
全面振兴展开研讨。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张宏森在讲话中说：新
时代的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几千年
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改变，这是新时
代文学在书写农村题材时面对的全
新的、也是根本性的时代语境。作
家的写作要跟得上这种变化，写出
新时代之“新”、新农村之“新”、
新农民和新生活之“新”。要全面
了解农村状况与农村生活，努力塑
造新农村形象与新农民形象，不断
地打磨艺术、革新技术，让对新内
容新形象的表达与对新技法新风格
的探索相互催生、有机结合。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介绍了“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开展情况。他
表示，该计划是持续性系统性工

程，将推动“名刊名社拓展计划”
等一系列相关工作机制不断走深走
实，把“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持续打造成经得起时间和读者
检验的文学行动。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表示，下一步将
紧紧围绕三个目标把清溪村建设成
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文化振兴的高
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样板、共同
富裕的典型，以文学助力“新时代
山乡巨变”。

专家们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
流。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谈到，多
角度、全方位记录这个时代的“创
业史”与“山乡巨变”，抵达“乡
场”上那些情感的最深处，是作家
们不可缺位的工作。北京作协副主
席乔叶表示，乡村、农村、村庄、
时代，这些词语都蕴藏着文学的富
矿，其中最具有核心价值的矿脉永
远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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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徐嘉伟） 日前，
“马国馨：我的设计生涯——建筑文
化图书展”系列文化活动在天津大
学拉开帷幕。展览由天津大学、中
国建筑学会、中国文物学会等指导，
天津大学宣传部、北京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文物学
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等主办。

马国馨，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北京建院（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顾问总建筑师。
其主要负责和主持的设计项目有北
京国际俱乐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2航站楼
和停车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雕塑园等。自推出第一本著作《丹

下健三》以来，马国馨笔耕不辍，相
继编撰出版36本图书（29本著作，7
本参编）。

展览用简洁且生动的形式展现
马国馨热爱建筑、深度看世界的视
野与真诚，通过马国馨形式多样的
图 书 ，构 筑 了 一 幅 建 筑 文 化“地
图”。本次展览有两条参观主线：一
是马国馨院士作品线《南礼士路的
回忆：我的设计生涯》，展示了其建
筑创作的 7 个方面；二是马国馨院
士著述与参编书目，分为专论、建筑
艺术等8部分。

开幕式后，还举办了学术研讨，
30 余位专家学者交流了体会。据
悉，展览将持续至4月25日。

游客在清溪村参观“为时代和人民放歌——中国当代作家文学
成就展”。 中国作协供图

游客在清溪村参观“为时代和人民放歌——中国当代作家文学
成就展”。 中国作协供图

马国馨建筑文化图书展开展

战马飞奔，车轮翻滚，士兵手持
弓箭、盾牌列队出征……短视频里，
一个个甲骨文字形动态演变而来的元
素，生动展现了古代战场金戈铁马的
震撼场面。近来，博主“博物汉字”
用甲骨文字形配以动效制作而成的

“三千年前系列”短视频在抖音平台
获得超 1760 万次播放，吸引众多关
注，网友纷纷感慨“象形文字的魅
力，一看就懂”。

“我们团队成员是一群热爱传统
文化的 90 后，平时的工作是在一家
字库公司负责先秦以前文字的相关工
作。”“博物汉字”运营负责人黄丽洁向
记者介绍，工作中，他们与甲骨文结
下了深深的缘分。虽然团队规模并不
大，全职参与内容生产的也就五六位
成员，但大家都想借助短视频向网友
们做好甲骨文科普，传播汉字文化，
于是就“因为爱好聚集在一起，逐渐
把爱好发展为自己的事业”。

“别看视频中有的甲骨文字形只
是部分笔划在动，但我们一条视频的
生产周期可能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之
久。”谈起将策划转化为视频产品的过
程，黄丽洁笑着说，“我们生产一条视
频老难了，每一次都是慢工出细活。”

一方面，让甲骨文字形“动”起来
需要经过多道工序。从筛选适合表现
的甲骨文字形，到结合字形与含义确
定每个字形需要动态处理的笔划，再
到按照不同场景组合字形、设计分镜
脚本，并借助特效软件生成最终视
频，每一步都需要团队成员不断构

思、优化，比如光是制
作跳舞的“舞”这一个
字，就花费了两三天的
时间。另一方面，为了
保证视频中甲骨文字形
释义的准确性，“博物
汉字”团队需要阅读大
量甲骨文专业书籍，参

考相关文献资料，有时还要去博物馆
实地考证，这些验证的过程在他们看
来“虽然耗时，但也是必需的”。

从最开始的甲骨文表情包，到用
甲骨文演绎《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四

大名著，再到将甲骨文置身商周时期
动态还原 3000 年前的各种场面，“博
物汉字”团队目前已向网友们介绍了
约300个甲骨文字形。

“用甲骨文演绎四大名著是我们

的第一个原创视频系列，视频发布后
得到了很多古文字圈内人士的认可；

‘三千年前系列’则是团队在古文字内
容运营领域沉淀多年的产物，每个场
景都包含了我们对甲骨文字形的积累
和理解。”黄丽洁说，他们推出的2个
视频系列反响都很好，不少网友都说

“三千年前系列”让每个字形的含义一
目了然，给他们“打开了认知古文字
的大门”。

现在，网友们在通过短视频认识
甲骨文的同时，也会和“博物汉字”团
队分享自己的甲骨文手绘作品，一些
网友的创意还被“博物汉字”吸收进了
视频当中。

“《用甲骨文的方式打开春节》的
灵感就来自于一位小学生粉丝的投
稿。这位六年级小朋友经常和我们互
动，他画的甲骨文小人包饺子的场景
画面感和趣味感兼具，‘人’‘鼎’‘皿’

‘火’字都包含其中，给了我们很多启
发。”黄丽洁说，“就在我们打算发布视
频的前一天，这位小粉丝给我们发来
了他的手稿，我们都觉得眼前一亮，立
马将包饺子的画面加入视频当中。”

“不少小粉丝还会通过私信‘催
更’，这种来自下一代的关注和互动让
我们很有成就感，也让我们更加坚定
了以轻松有趣的内容形式深耕甲骨文

‘轻科普’的信心。”黄丽洁表示，短视
频拉近了人们与汉字文化的距离，接
下来，他们将继续拓展短视频系列。
同时，他们也正在筹划相关甲骨文出
版物及文化节活动，希望可以把认识
甲骨文、学习甲骨文的热度从线上延
续到线下，让甲骨文和汉字文化走入
日常生活。

上图：《用甲骨文的方式打开春
节》短视频截图。

下图：“博物汉字”团队在甲骨文
文化节活动现场。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让甲骨文“动”起来
本报记者 徐嘉伟

本报电（陈曦） 日前，北京文
化产业园区协会 2024“携行服务
年”启动会在北京举行，携行服务进
园区“三大行动计划”发布。

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
陈敏致辞指出，针对当下园区主要
面临的招商和稳商压力、运营模式
亟待转型等问题，协会将全年工作
重心落在“携行服务”上，推出“三
大行动计划”，即“主理人计划”“萤
火虫计划”“直通车计划”，旨在帮
助园区文化企业链接发展资源，传
播园区品牌，培育梯次人才，构建
服务生态。

具体而言，“主理人计划”着

眼于文化产业园区长期品质提升，
聚焦人才服务。活动现场为中国文
化产业协会副会长范周、中央财经
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戴俊骋
等颁发了“主理人计划”首批特聘
专家证书，标志该计划正式启动。

“萤火虫计划”将通过全方位品牌
服务，帮助园区激活企业资源、打
造社群运营体系、推广园区品牌。

“直通车计划”核心是将园区、园
区企业和园区职工需要的“金融服
务、企业服务、智库服务、能源服
务、人才服务、品牌服务、生活服
务和党群服务”等带进园区，帮助
园区提升运营品质。

北京：“携行服务”进文化产业园区

今年以来，《繁花》《大江大河之
岁月如歌》等多部由文学作品改编的
影视剧成绩亮眼。比如由王家卫执
导、改编自金宇澄同名茅盾文学奖作
品的 《繁花》，开播仅 10分钟收视率
就突破 2%，截至目前有超过 44 万名
观众在豆瓣平台打出8.7的高分。

文学作品成为影视改编的源头活
水，“大导”“名编”轮番坐镇，成为
近年来值得关注的现象。

现实主义文学改编走热

《主角》《尘埃落定》《北上》……今
年，多部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作
即将与观众见面。这些剧作改编自陈
彦、阿来、徐则臣等知名作家的获奖
作品，引发观众期待。

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文学作
品始终是剧集改编的一座“富矿”。
从四大名著等古典文学，到风靡大江
南北的《四世同堂》《围城》等现代经典
作品，再到题材新颖、受众广泛的网
络文学，文学改编成就了许多热门电
视剧。从发展历史来看，文学与影视
的双向互动始终不断：影视剧放大着
经典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文学作品则
为影视剧发展注入坚实的人文底色。

近年来，不少观众发现，立足社

会现实、反映时代发展的精品好剧越
来越多，兼具“烟火气”与“大格局”的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逐渐成为影视改
编的“宠儿”。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
和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故事研究院发布
的《2020—2022 年文学改编影视作品
蓝皮书》显示，近几年来，以《人世间》

《风吹半夏》《大江大河》为代表的现实
主义文学改编剧作成绩亮眼，取得

“叫好又叫座”的市场反响。
为何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改编持续

升温，赢得观众广泛认可？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编剧、制片人梁振
华认为：“坚定现实主义道路应成为创
作者的自觉追求。近年来，一系列优
秀作品在厚植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
贴近互联网时代受众审美需求，得到
好评，这说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永恒
的生命力。”现实主义作品受到广泛关
注，既反映出近年来观众的观剧新动
向，也是其文学生命力的生动写照。

影视改编需要功力眼光

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的转化并不
简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
跨越艺术形式，改编工作需要扎实的
专业功底、敏锐的艺术眼光与紧密的
团队合作，缺一不可。有时候，改编
的难度往往不亚于重新创作。因此，
如何平衡好剧作与原著的关系，在保
留原著精气神的同时实现艺术载体的
转化，成为改编成功的关键。

在类型文学、网络文学等领域，
由于原著小说大都具有流行度高、易
于理解等特点，所以尊重原著、追求

“原汁原味”的视听体验，就成为改
编剧成功的制胜法宝。

而与日常生活更为密切的现实主
义文学作品，其改编则更加考验编剧
的眼光与功力。立足原著的同时充分
深入生活，从而进行适当改编，是不
少剧组的成功路径。“就改编而言，文
学原著已将作家对生活的感悟摆在我
们面前，需要编剧慧眼识珠，取其精
华。”《大江大河》三部曲的编剧唐尧

说，“创作《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剧本
期间，我们花了5个月时间去‘进入生
活’。正是在一点一滴的体验积累中，
我们为剧中人物宋运辉找到了一系列
原型，进而让观众看到了真实可感、仿
佛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物形象。”

相较而言，那些与原著小说气质
迥异的改编影视剧，往往会激发观众
更多的讨论兴趣，《繁花》 就是其中
的典例。在《繁花》研讨会上，原著
作者金宇澄、剧集编剧、主演纷纷谈
及导演王家卫对视听语言的极致追
求，从邮票样式，到“至真园”的布
景，再到人物具体的站位眼神，王家
卫的精益求精让《繁花》成功实现了
从文字到影像的艺术跨越。而两部作
品的巨大差异也成为不少专家学者的
关注重点。

梁振华将剧集《繁花》称为“再
造性改编”：“王家卫以小说的精神趣
味和原型结构为基础，大刀阔斧，重
新出发。小说是他的出发点，抵达的
则是电视剧。”可以说，像金宇澄与
王家卫这样的“强强联合”，让小说
和影视剧具有了更加鲜明的“作者
性”，进而碰撞出更具张力的火花。

谈到“如何把握改编尺度”，梁
振华认为，原著小说与改编作品应当
是一种对话关系，优秀的改编作品就
是在“对话”中碰撞出火花的“双响
炮”：“改编的首要工作不是‘改’而
是‘留’。我们改编的动机与目的是
要保留原作的核心价值。确定留下什
么，接下来则是编剧依据文体差异和
影像创作规律进行再造。”

精品力作助推当地发展

“老上海的黄河路记忆”“复刻《繁
花》中的排骨年糕”“至真园的历史原
型”……随着《繁花》的热播，互联网
平台上相关热搜令人应接不暇，上海
文旅的热度也更上层楼。近年来，这
一情况并非个例：影视剧不仅是文艺
作品，也是文化现象，一次成功改编
往往不仅会引发对原著的阅读热潮，

还会整体推动当地的文旅发展。
改编剧集的热映，常常会让作为

原著的文学作品走进更多读者的书架
床头。据 《中国出版传媒商务周报》
显示，随着剧集《繁花》的热播，原
著小说也成为 2024 开年爆款，由上
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繁花》跻身非
主题时政图书前五，还带动长江文艺
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两个版
本 《繁花》 热销晋榜。作为 《繁花》
的出版方，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
伟长表示：“一部电视剧对一部书的
带动，是无法估量的。在《繁花》剧
集上线后短短不到 20 天的时间，就
带动了原著将近 30 万册的销售。而
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地往前奔涌，可
以说是后劲十足。”

乘上改编剧集春风的还有各地文
旅产业。随着文化产业进一步融合发
展，不少精品好剧成为展现地方特
色、彰显风土人情的“文旅新名片”。
从 《人世间》 中的伪满皇宫博物院、
长影旧址博物馆，到因《繁花》而翻
红的上海黄河路、和平饭店、苔圣
园，“因一部好剧奔赴一座城”成为新
一代年轻剧迷的旅游常态。喜爱观剧
的00后杨子函之前就曾打卡过《人世
间》的多个取景地，并计划在今年前
往上海，亲身体验《繁花》中的沪上
风情。“电视剧就像是旅游前的‘预习
功课’，让我能更好地探索目的地的人
情味与烟火气。”她说。

“文学是人类灵性与想象力的独
特表达，现实主义是最具恒久生命力
的文学形态之一。”梁振华说。随着
多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
品改编立项，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品
好剧出炉。文学与影视联袂携手，值
得期待。

（本文配图均由出品方提供）

文学携手影视碰撞新火花
袁雨晨

▲电视剧《人世间》海报。 ▲电视剧《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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