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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从影70
周年。近日，“在大海里航行——于洋和
他的‘电影之家’”展览开幕式暨于洋从
影 70 年研讨会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拉开帷
幕，于洋拄拐携家人亮相，田华、王晓
棠、陶玉玲等著名电影人出席了开幕式。

于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第一代
著名表演艺术家，在70年从影生涯中，塑
造了许多英勇、机智、刚毅、奔放的艺术
形象。他在 《桥》、《山间铃响马帮来》、

《青春之歌》、《暴风骤雨》、《戴手铐的旅
客》 等影片中塑造的银幕形象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中国观众，成为新中国影视史上不
朽的经典。于洋同时还是一位优秀导演。
由于对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突出贡献，1962

年他被文化部选定为全国二十二大明星之
一，1995年获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特
别荣誉”奖，中国电影诞辰百年之际，他
又被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之
一，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
家”称号；2007年，中国电影家协会授予
其“终身成就奖”。

上世纪50年代，当于洋在北京电影学
院进修的时候，苏联专家卡赞斯基非常赏
识他的才华，说：“你是大船，大船要在
大海里航行。”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
里，于洋由演员到担任导演、参与编剧，
他的艺术才华趋于成熟，为后来人树立了
德艺双馨的榜样。

在展览揭幕前，于洋向大家深情告

白：“今天看到我国电影事业上的成绩我
非常高兴。过去我们不讲明星，现在我
也希望大家把电影工作者这个名字找回

来，不论是电影演员还是电影导演，我们
是普通的人，应该热爱我们的人民，热爱
我们的土地。”这位腰椎、颈椎都动过大
手术的老人，手拄拐杖，那头熟悉的飘飘
银发已剪短，除了行动稍有不便外，精神
饱满。

于洋还向新生代电影人们表达了他的
殷切期望：“有的年轻朋友问我，说于洋
老师你们亏不亏呀？你们年轻的时候出外
景都还要交一毛钱的伙食费，还有粮票，
还要拿着自己的行李卷，住在老乡家里。
当时我们和人民群众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电影人不要脱离群
众脱离人民。”

著名作家梁晓声是中国文坛的常青树，他开了知
青文学创作的先河，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深刻地
展示了知青群体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梦想，真诚地
礼赞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知
青一代树立起不屈的精神丰碑……

知青文学的开拓者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1949 年 9 月 22 日出生于哈尔
滨市，祖籍山东荣成。1968 年，高中毕业的他，赶上
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的一名“兵团战士”，在北大荒度过了 7 年的知青岁
月。由于他擅长写作，被批准参加了全兵团的文学创
作培训班。他参加文学培训班期间，创作了小说 《向
导》，并发表在当时的《兵团战士报》。

1974 年，复旦大学的一名老师到兵团招生，在佳
木斯偶然读到梁晓声的《向导》，认为写得不错，便立
即启程赶往黑河，想见一见他。梁晓声后来回忆：“那
次我们见面后畅谈了一上午的文学，尽管这样在当时
很危险。”随后，这位老师返回上海，力荐并说服学校
给他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梁晓声成为了复旦
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圆了大学梦。

1977 年，梁晓声从复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
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和许多知青相比，他感到
尤其幸运。很自然地，他开始正式从事文学创作。知
青生活经历，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源泉。他相继创
作了北大荒知青题材的系列小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
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师恩难忘》、《年
轮》等等。

《今夜有暴风雪》 这部小说中，通过对知青生活、
命运、成长、斗争的具体描绘，刻画了曹铁强、刘迈
克、裴晓云等令人肃然起敬的知青形象，热情讴歌他
们垦荒戍边、建设边疆的生活战斗风貌和崇高的献身
精神，整个作品气势雄浑、沉郁悲壮，英雄主义和浪
漫主义气息浓郁，被视为知青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
并获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

梁晓声的知青系列小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
鸣，且很快被改编成电视剧。电视剧 《今夜有暴风
雪》、《雪城》 相继播放后，成为大江南北街头巷尾谈
论的热点，梁晓声的名字也家喻户晓。《雪城》播出后
影响实在太大，剧组便送他一台 18英寸的彩电，这着
实让他受宠若惊。

社会变迁的思想者

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提速，
经济发展迅猛，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而来。梁晓声将

目光转向了现实社会。他面对纷繁芜杂的都市生活，
创作了揭露人性丑恶的长篇小说《恐惧》、《泯灭》，还
创作了都市情爱小说《伊人，伊人》。他试图从不同的
创作主题和维度，揭示人间生活百态。

随后，梁晓声就用“两支笔”写作，一支笔写文
学作品，一支笔写杂文评论。1997 年，他出版了 《中
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该书中，他发挥作家感性思维的
优势，用生动鲜活的语言，为社会各个阶层人物进行

“画像”。在他看来，由于财富分配失衡，使得道德失
范的事件时有发生。他说：“不正视某些现实问题，社
会将很危险。”梁晓声也曾经想过“少管闲事”，但是
内心的良知驱使他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写作。

梁晓声除了写作，对教育也极为关注。2002 年至
今，他一直任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当初决定到
大学任教，他的很多朋友都不理解，因为这不利于安
心写作。可梁晓声却说：“给那些真正喜欢文学、又有
潜力的年轻人讲课，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在大学校
园，他不是“挂牌教授”，而是坚持每学期
给本科生开课，主讲“文学写作与欣赏”
课程。在他眼里，中文系学生的能力至少
要在评论、研究、创作中体现出来。他常
常在课堂上点评学生的作品，对学生习作
的评语最多时达到 5000 多字，他还自掏腰
包支持学生办刊物。2006 年梁晓声被评为

“全国师德标兵”。
梁晓声梳理历史文化、反思人性本

质、观察社会生活，相继出版 《郁闷的中
国人》、《忐忑的中国人》、《中国人，你缺
了什么》、《真历史在民间》、《中国生存启
示录》、《中国人的淡定从何而来》 等等。
在他看来，非虚构的文本介入当下生活，
也是作家的应有之责。他说：“一个国家是

不能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否则的话，这个国家的文
化也就不值一提。”

2012 年，由梁晓声担任编剧的电视剧《知青》，在央
视播出。剧中，他通过对赵天亮、周萍、赵曙光、冯晓兰
等人的刻画，史诗般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知青们的激
情和梦想。为什么梁晓声在15年之后，以影视片的方式
回归知青题材？对此，他说道：“现在的知青题材作品给
年轻观众带来了很多误区，知青生活好像就是谈恋爱，
我要强调的是知青这代人对国家很重要，在那样的环境
中，个人命运都是未知数，还关心国家命运。”

人文精神的坚守者

2014 年 10 月 15 日，梁晓声参加了由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会间，总书记对他
说：“晓声，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一样
的。”当时他先是一愣，然后总书记接着说：“我这
个人是要求自己压力越大，意志要越强。”在梁晓声
看来，总书记说的“不一样”，意思主要在后面这
句话。从客观上讲，知青一代中，不少人背负政治
包袱，甚至返城后还走不出人生阴影。而总书记不
是这样的，他强调人应该从各种磨难中走出来，精
神上强大起来，才变得更坚强。

参加完文艺座谈会之后，梁晓声带着十多名
“80后”青年创作影视剧本，剧本主要是讲述山区
农村早年的贫穷和后来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山区

孩子如何背井离乡闯荡人生和他们的乡愁。
培养年轻人创作这类剧本，他就是希望年轻
一代的作品，能够像老作家的一样具有强
烈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娱乐和爱情。
作品中要有家风和乡情。

2015年初，梁晓声出版了 《我们的时
代与社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两本
书。书中凝聚着他对社会的思考，字里行
间充满了人文关怀与家国情怀。尤其是在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书中，他认为党的
十八大之后，社会风气正在好转，坚信中
国未来更美好。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两会
上，书香社会建设再度成为焦点。梁晓声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当前很多人远
离纸质书籍阅读、乐于手机阅读深表担
忧。他说：“读书让我做人有原则，正是因
为有原则，人们尊重的是我这个人，而不
是因为我写了多少字。”

梁晓声除了重视成年人的阅读，
还重视青少年和儿童的阅读与写作，
他刚刚编写出版了 《小学生如何写好
作文》、《中学生如何写好作文》两本
书。他的用意就是要告诉孩子们：阅
读和作文不是包袱，而是一件愉快的
事。另外，他希望孩子们从分数的
压力中解脱出来，在书香氛围中快
乐成长。

●经典文学是那些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和文
学性，代表了一个时代精神的作品。当今的中国
文学在推出更多经典化作品的路程上，还有不少困
难，因为它要面临市场化的冲击、体制机制的限
制、部分作家的浮躁等问题。一个时代文学的经典
化必然引领文学向前发展，而在经典化过程中，文
学评论和文学批评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
文学批评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价值和意义，没有积极
健康、生动活泼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就会偏离正
确的方向。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指出。

●以文字创作为主要形式的文学作品，是诸多作
品的“源头”。它可衍生出诸多艺术形式，比如电
视、电影、戏曲、音乐剧、歌舞剧，还有动漫、动画
等。也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文学历史上，电影和
小说都是互补的。近年来，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
影电视剧，票房收视率表现不俗。当前，我们亟需保
护这个多种艺术形式的“源头”，因为假若没有了良好
的“母体”，我们的文艺创造力又如何能够得到保障？

——作家张抗抗表示。

●面对如今越来越商业化的电影市场，我们不应该
只把电影当做一种商品来出卖。除去电影里故事的虚幻
外壳，我们需要深入到一个真实人物中，从另一个角度
来完善电影的生命，他们仿佛是结伴而来的行者，遁入到
了电影的空门中。可以说，创作就是与自己的生活重新相
遇。电影人一定要带着自己的眼光、心境和情感来凝视你
要表达的人、事、物，经过这一重转化与投射，用创作者
的声音传递当代电影的价值观。

——台湾电影导演蔡明亮认为。

●快节奏的时代让许多作家应接不暇，他们的作品明
显缺乏想象力。有人认为当下的现实生活太复杂、太精彩，
作家跟不上发展的速度。现在媒体、网络那么发达，人们更
关注于新闻报道中的奇闻轶事，而小说的作用被大大边缘化
了。面对巨大的现实，许多作家都来不及去虚构。即便如
此，小说家也要有自信自觉，既要关注现实，又要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表示。

●戏说经典文化是指依据经典文化原型，通过再创作在立
意上改变经典文化原有的教育意义、伦理意义、社会意义，增
加了娱乐成分、幽默智慧元素，同时获得商业意义的一种文化
现象。近年来，对经典文化的戏说已成为一种文化常态，人们
对戏说经典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现在人们已经对戏说文化兴趣
递减了，只这一点就突出说明了，戏说经典文化现象最终不会
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收藏家章永平认为。

● 网 络 时 代
的电影批评，不
再是孤立的文本
分析、作者论和类
型研究，而是在最
大限度整合所有这
些内在因素的基础
之上，对作为“电
影”的批评对象予
以相对全面、深入
的考量和探析。

——北京大学艺
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认
为。

●深刻反映“时代要求”的创作，必为历史所铭记，热情
传扬“人民心声”的作品，必为人民所惦记。作品的影响力，
作家的生命力，都取决于这种基于双向需求的文学与时代的关
联，作品与人民的关系。

——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

●经典是需要精读的。读经典是“磨性子”，也是思
想爬坡，虽然有些难和累，但每上一个高度，都能有所
收获。比如说鲁迅，由于时代隔膜，年轻人可能不喜欢
读，但总要有所接触。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谈经
典。

●人民在哪里，文艺创作就应当在哪里；人
民的需求在哪里，文艺服务就应当跟进到哪里。
当前网络已经成为影响多数网民尤其是年轻网
民的主要文艺阵地，表明人民在网络，文艺的
未来在网络。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监事会主席庹
祖海说。

●所有有益于提升艺术表现力的元
素与艺术样式，我们都可以“以我为
本”地化用、借用，从而更好地契合
当代审美趣味。现在有许多跨界合
作，这在今天的京剧艺术中也比较
常见，能够激发创造力，值得肯
定。不过，这种跨界合作的成果
如果冠以“京剧”二字，就要以
不伤害京剧艺术本体为前提。

——国家京剧院副院长于
魁智认为。

（曹馨月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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