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首部青少题材3D影视剧开机
近日，由北京影视研修学院投资并独立制

作，反映当代青少题材的国内首部 !"影视剧
《朝霞红满天》在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的拍摄
现场开机。该剧通过几个爱好武术、文艺的学
生的经历，反映了当前社会中小学生丰富多彩
的学习和生活，并探讨了教育中应如何”因材施
教“的问题。该剧的顺利开机为影视教育增加了
新的课题，同时为杨宋镇的“中国文化名镇”建
设注入了新的内涵。 （魏勤英）

黑格尔在其名著 《历史哲
学》 中说：“尽管中国靠海，
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
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
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
文化。”但仅从以下 !本书所记
录的客观史料看，这句话都是
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古老的海洋文化。时任中
国龙舟协会主席路金栋作序的
《中国龙舟文化》书中有两个章

节专门记述古代的海洋文化：
一是在“龙舟文化在沿海”

一节中，引用我国古代典籍来说
明在我国沿海江苏、浙江、福建、
广东、广西等地的各种龙舟。这
些龙舟饰物众多，富丽华贵。这
在宋朝孟元老的《梦华录》、明朝
屈大鈞的《广东新语》、清朝吴竞
的《吴趋风录》、清朝厉真秀的《真
州风土记》均有详尽记载。可见，
我国龙舟在沿海很普及。

二是在“征战竞渡”一节中，
说明龙舟基本上是用来娱乐的，
而古代很多海战记录则彰显了
水师的力量。如《吴越春秋》中说
“楼船之卒三千人，造鼎足之
羡。”《汉书》说：“越人习于水斗，
便于用舟。”《国语》中说：“率师
沿海溯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
于姑熊夷。”这里的王子友是吴
王夫差的太子。可见，古代对于
水兵和海战的重视。

发达的海洋技术。时任国
务委员陈至立和英国科学家李
约瑟作序的 《中国的创造精
神———中国的 #$$个世界第一》
书中详细叙述了同航海有关的
名列世界第一的中国古代发明：
船舵、桅杆和船技、船内的水
密舱、水下打捞技术等这充分
说明了我国航海技术文明已达
到较高阶段。欧美人对此有极
高评价。

航 海 史 学 家 史 密 斯
（%&'()*+,) -./+0）说：“作为在

狂风骇浪的海上或在开阔的内
河航道上运载人和商品的工具，
很难说有比中国式帆船更适合
或者说更适应这一目的的了，而
且就帆的平整和使用方便而言，
中国帆船确实是无与伦比的。”
（《桅杆和船技》，第 123页）

美 国 的 富 兰 克 林
（45)6&.() 7'&)89()） 在谈论邮
船的信中说：“它们的货舱可
以仿效中国人的做法，方便地
分成若干个分割的舱，每个隔
舱都填塞缝隙以防进水。”《船
内的水密舱》，第 12:、122页）

东西类同的海洋精神。国
家海洋局长刘赐贵和海军副政
委王兆海作序的 《走向海洋》
一书，也是中国第一部大型海
洋文化纪录片的同名图书。书
中有三对著名的中西对比，彰
显了共同的海洋精神，说明了
中华海洋文明与西方地中海文
明的相似性和同期性。

一是牺牲精神。远古时代，

两个神话故事中均有葬身于大
海的少年，中国有精卫填海，
希腊有伊卡洛斯，反映出中西
早期都对海洋怀有恐惧神秘心
理，同时都有牺牲精神。

二是尚武精神。公元前
;2$ 年前后，东西方奇迹般地
同时发生两次大型海战，西方
是波斯与希腊之间的著名萨拉
米斯大海战，我国是越国渡海
北上与吴国的大海战。这两次
海战均影响了世界版图。

三是探险精神。公元 #3世
纪，东西方同时出现两位影响
世界的大航海家，我国郑和
（#!:#<#;!!） 带领 1$$ 艘船两
万水手下西洋，意大利哥伦布
（#;3#<#3$=）带领 !艘船 >$名
水手横跨大西洋。

可见，中华海洋文明早就
融入到我们民族的血脉中。我
国古老的海洋文化必将与时俱
进，有力地推动我国在走向深
蓝的世纪航程中不断凯歌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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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
偶像演员很养眼 利于扩充

观众群

从之前刘恺威主演的 《战
火西北狼》，到正在热播的吴奇
隆担任男一号的 《向着炮火前
进》，再到刚刚开播的周渝民主
演的《彼岸 #>;3》，!部战争剧
不约而同地启用港台偶像艺人
担任男主角。有观众认为，以
往的战争剧一律用“军人专业
户”缺乏新鲜感，观众也需要
换口味。所以对于战争剧中出
现偶像面孔，不少人乐见其成，
“电视剧就是图个好看，美男的
加入让电视剧更养眼，有吸引
力没什么不好”。
《战火西北狼》 的“23 后”

编剧吴远博认为，战争剧和偶
像剧是可以有机结合起来的：
“偶像剧首先是养眼，用偶像来

演战争剧，审美上观众很喜
欢。”除此以外，偶像出演革命
形象，也会打破固定的模式，
给观众全新的感觉，“凭借他
们强大的号召力，能把战争剧
的收视群体拉小 3 到 = 岁，让
年轻人也跟着偶像接受历史和
战争教育”。
“不能把有偶像演员参演的

电视剧都简单定义为偶像剧。
我们一方面选用观众喜爱的演
员，一方面仍然坚持电视剧故
事的真实性，两者兼顾。”《战旗》
的导演毛卫宁说：“战争是残酷
的，在选择演员时主要依据演员
的气质确定出演的角色。年轻演
员在塑造角色时有自己的创造
性，因此我在选择演员时会更多
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显然，战争剧不好看不应
简单归咎于演员。周渝民表示，
《彼岸 #>;3》 展现的是一段现
代人很难准确把握和驾驭的历
史，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曾
查阅、观看大量历史和影视资
料，剧本倒背如流，并常常让
自己沉浸到那段历史之中。而
在军人家庭中成长的王雷，在
出演《战旗》前也早已在心中埋
下“军人情结”，为了出演该剧，
经常向身为军人的父辈们请教。
因此，战争剧质量优劣与偶像化
无关，而是由如今电视剧制作领
域流行的“多、快、好、省”模式所

致。偶像演战争剧本身没有错，
只是一些浮躁的市场化行为让
战争剧变了味。

反方
偶像不是灵药 艺术加工应

有原则

一部分人对战争剧偶像化
持怀疑、谨慎态度。一些观众
认为，这些剧集与其说是战争

题材，不如说是爱情轻喜剧或
婚姻苦情戏：吴奇隆直接表白、
“挖墙脚”、死缠烂打等偶像剧
手段全都用了，玩舞会、假结
婚等偶像剧情节更是层出不穷，
还有手榴弹炸飞机这样荒诞的
桥段； 《战火西北狼》 全剧几
乎都在描述刘恺威扑朔迷离的
情感纠葛，一切都是从他深爱
的未婚妻开始……不禁要问，
“他们演的到底是美男还是硬
汉？”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
徐帆表示，电视剧创作离不开
艺术加工，在不违背历史逻辑、
不改变历史轨迹的基础上，为
历史记忆注入血肉、涂抹色彩，
使其鲜活起来，是电视剧创作
的魅力所在。选用年轻偶像提
高人气，也不失为抗战剧寻求
突破的一个出口，但若为了收
视而过度戏说就走向了歧路。
“以前的战争题材剧，人物高大
全是一种单薄，现在要是为了
博收视而过度偶像化，单纯地
制造帅酷神奇的人物又走向了
另一种单薄。”

偶像派塑造的军人形象，
或打扮时尚忙着耍帅，或儿女
情长缠绵不休，战火中的敌人
被他们的云淡风轻消灭于无形
之中。徐帆认为，与日寇的残
酷搏斗不能简单处理为充满魔
幻色彩的武侠传奇，否则是对

年轻人的误导。好的战争剧人
物理应饱满有质感。此外，战
争的残酷和惨烈程度远远超出
和平年代人们的想象。认真创
作出尊重历史事件、尊重历史
人物的电视剧精品，将中华民
族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影
像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是每一
个年轻演员、编剧和导演义不
容辞的责任。

明星偶像的加盟，的确使
荧屏上的战争剧多了几分看点，
不仅为战争剧市场吹来了一股
新鲜空气，也扩充了观众群。
但是即便主要收视群体逐渐年
轻化，“战争剧终究是战争剧，
一味地追求年轻化受众，而不
考虑电视作品的真实性，过度
地戏说和商业包装只能收获短
期效益，绝不可能成为战争剧
长久的出路。”徐帆说。

“元泰杯”红茶世界征文比赛落幕
第六届“元泰杯”红茶世界征文比赛日前结

束并于福州举行颁奖典礼。本次征文比赛以“红
茶世界茶乡行”为主题，分设“茶人”、“茶园”、
“茶乡”、“茶艺”、“茶娘”五大组别，各组别分别
评选出一名冠军奖和 #$名优秀奖，另在所有作
品中评选出一名“网络人气奖”。 （郭晓光）

欢乐真人秀《我是传奇2》启幕
由视频网站优酷主办的欢乐真人秀《我是

传奇 1———欢乐季》日前在京启幕。《我是传奇
1》由郭德纲、吴宗宪两大人气笑匠首度联袂坐
镇，并聚拢了众多高水平的选手参与，其中有来
自德云社、开心麻花、爱笑会议室、嘻哈包袱铺
等多个职业欢乐团队的优秀人才，也有各地高
校、演艺公司的半职业表演爱好者，还有?(85

隋、大买麦等原创牛人。 （董雪飞）

社会越发达，集收藏、教育、科普、研

究、休闲于一体的博物馆，作为文化圣地，

就越能为国民提供博大精深、震撼人心的文

化传承。应该让博物馆成为“文化的乐园”、

“精神的福地”。

然而，在有些地方，“买得起马却备不起

鞍”，建了博物馆却无钱开放，让博物馆成了

摆设。这提醒我们，投资巨大的文化建设、博

物馆建设，仅仅注重硬件建设、面子工程，是

不够的。硬件，仅仅是个基础和开端，是必要

的文化保障。要想让博物馆真正成为“精神休

憩地”、“群众的福音”，还应该在博物文化的

普及和提高方面多做文章。

其一，地方政府应该纠正“文化发展是

配搭”的政绩思维，将文化发展提升到重要

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关于“人民基

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社会文化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的要求，各级政府要将群众的

文化饥渴放在心上，将群众对博物馆文化的

强烈期盼放在心上，让文化发展、“文化反

哺”成为基层政府的重要的常态行为，而不

能像过去一样，当作软任务。

其二，基层政府必须对各级各类博物馆

给予充分、足额的财政支持，让博物馆以及

博物馆工作人员有能力将博物馆开放得有声

有色。

其三，各种展览应该有专人组织、讲解，

提高游客的观赏趣味。不仅要静态展览，还应

该动用声光电影等现代化方式，让观众“动”

起来，在参与中提升参观质量，服务参观内

涵。积极开发相应的博物馆文化、旅游产品，

这种商业销售既可以作为博物馆的经济创

收，又可以满足群众的文化需要。

其四，博物馆也应该有精细化的展览思

维，人性化引导大众走进博物馆。比如台北

故宫有一种宣介小册子，册子里，由一可爱

的卡通人，用有趣的语言和图画，串连起故

宫各展厅及有关须知。第五页如是说：“创

作属于我的转心瓶。” （清乾隆霁蓝釉描金

双凤纹交泰转心瓶，是台北故宫的一大珍

宝。转心瓶图上特意留出空白）“请小朋友

为转心瓶补画上内层图案！”第六页：“在儿童

学艺中心我可以做什么？用心体验，动手操

作，分享看法！用眼观察，动脑思考，快乐学

习！”第七页：“记得到服务台盖纪念戳章喔！

我有话要说……把想说的话，写下来与大家

分享吧。”（留出两个空白处，以便于小朋友盖

戳和留下观感）在台北，一个人从幼儿园、小

学、中学至成年，要去好多次故宫博物院。如

此，博物馆就能“活”起来，走出闲置状态，走

向开放，造福群众。

“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
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
湾，南泥湾好地方……”当耳熟
能详的歌声唱响，那份沉甸甸的
“南泥湾精神”再次感动众人。近
日，演员彭丹首部担任导演的影
片《南泥湾》在海南省三沙市首
映。“带着强烈的现实感去思考
历史时，一个人们所不知道的、
让人魂牵梦绕的南泥湾扑面而
来，我们在以往熟知的南泥湾中
打开另一扇门，产生对历史的感

知。”彭丹如此介绍拍摄《南泥
湾》的因由，并希望主旋律电影
能拍出时代感、新鲜感。

电影《南泥湾》讲述在抗日
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三五九旅
连长老周带领部队开垦南泥湾
的故事。“影片看重前辈们在特
定历史空间艰辛生存的细节和
方式，将极端物质贫困条件下，
他们的生死沉浮和精神生命历
程展现得淋漓尽致，从酸楚里提
炼怀念。”彭丹透露，她从小听过

很多关于“南泥湾”或类似的感
人故事，“后来拍摄电影《张思
德》时，我见到一位参加过南泥
湾建设的老八路军排长，他给我
讲了很多当时建设南泥湾的故
事，让我深受感动。”之后，她 ;

次到南泥湾采风，终于决心将当
年八路军建设陕北好江南的故
事搬上银幕。山西省工商联副主
席李德志认为，精神是永恒的，
并会长久影响后人，以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

神正是当代需要发扬的。
影片主创还与当地驻岛官

兵们一同参加了神圣而庄严的
升旗仪式。几位主演表示，有
幸在祖国的南海边陲要地和子
弟兵一起看着国旗冉冉升起，心
中的感动与骄傲溢于言表。之
后，《南泥湾》主创成员又在三沙
市共同种下一棵椰子树，并命名
为“南泥湾之树”，寓意“南泥湾
精神”星火不断、代代传承。

据驻岛部队负责人讲，人民

海军驻防西沙群岛的历程，与当
年南泥湾时期一样。面对艰苦条
件，他们白手起家，铸就“爱国爱
岛、乐守天涯”的西沙精神，与南
泥湾精神血脉相承。

同时，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
艺术处处长陆亮认为，在三沙永
兴岛举行《南泥湾》首映式，意义
非凡。他说，祖国南疆生活条件
恶劣，但驻守这里的官兵身上所
体现的这种精神，正是“南泥湾
精神”的发展和延续。

抗战题材影视剧披偶像外衣

是出新还是“戏说”？
宋 冰 郑寒月

《南泥湾》精神
星火相传

刘一桥

中国海洋文明自古有之
任国征

!对话
有媒体报道：近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博

物馆协会区域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 年会上传

出信息：我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到 !"$$ 年

年底已迅猛发展到 %&'( 个，并且还在以每年

$""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一方面，平均 !天多就

增加一座博物馆，另一方面，已建成的大量博物

馆生存堪忧：山西省晋城博物馆两年多处于闭馆

状态，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很难招到专业人才……

专家称，这种现象在全国不少地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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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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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李幼斌、陈宝国、柳云龙等扮演的一脸沧桑的军人，为国内抗战题材影视剧剧打造了一个固有模式。在今年国内荧屏“战局”中，众多战争题材电视剧依然硝烟弥

漫，红火如常。但战争剧的改变已悄然而至，越来越多“养眼”的偶像型演员穿起军装走进“战场”，为主旋律战争剧增添不少偶像剧特质。对于这种做法，有两种截然不同

的观点：有人认为战争剧偶像化过于儿戏，造成剧情与现实脱节；也有人认为严肃题材加入时尚元素更吸引人，是一种创新。那么，战争剧偶像化是未来的出路吗？

党的十八大首次把“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党的大会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设的“十八大热词”栏目也首先解读
“海洋强国”一词。建设海洋文化和建设海洋强国引起较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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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渝民在《彼岸 #>;3》中剧照

王雷在《战旗》中剧照

吴奇隆在《向着炮火前进》中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