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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围绕人们的衣、
食、住、行等方面展开的生活方式类节目不断崛起。继美
食、旅行、时尚等题材火爆荧屏之后，家装改造类节目也
开始涌现。安徽卫视联合北文传媒共同打造的《百变吧星
居》堪称最新代表。节目中，家装设计师以一个明星家庭
住宅为案例，为观众提供家装实用建议，嘉宾们也参与家
居改造，同时与观众分享自己的家庭故事，在轻松的氛围
里，让观众体会到了精致家居带来的细腻又真挚的幸福
感。
《百变吧星居》节目首先抓住了当下社会和谐、经济发

展的大背景下，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安家”需求，提供
了大量实用有效的家装建议。节目每期接地气地选取一个
家庭空间进行改造，并且更偏重于家居风格搭配等容易操
作的“软装”部分，这对于观众而言实用性更强，甚至可
以马上学起来，自己动手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文艺要
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正是对人民大众实际需求的精准把
握，奠定了《百变吧星居》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在呈现方式上，《百变吧星居》也进行了大胆突破，通
过1：1实景还原，将需要改造的明星家庭空间搬到了演播
室现场，让两组室内设计师比赛，经过双方的一番巧手改
造，演播室立即焕然一新。这样的形式突破了传统家装节
目枯燥的资讯风格或平淡的纪实风格，使节目趣味性更
强，更容易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关注。

更重要的是，《百变吧星居》没有停留于简单地传递实
用信息和浅层次的娱乐，也将人文关怀贯穿其中。明星在
讲述自己的家装见解时自然流露出的家庭和生活观念，体
现出爱生活、爱家庭的态度，展示了温情的一面，向观众
传递的是生活中所必须的正能量和幸福感。

长期以来，生活方式类节目在中国电视荧屏上处于边
缘化的位置，《百变吧星居》从千家万户关注的“住”的问
题出发，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创新形式，展现家庭空间蕴含
的设计智慧、生活理念以及家庭幸福哲学。社会需求、创
新形式与人文内核的结合，实现了《百变吧星居》的成
功，也彰显出了生活方式类节目所应遵循的创新方向。

“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所
有的艰难不再是辛酸/安居幸
福的那些岁月/我永远都在你
身边……”这是歌手王铮亮演
唱的33集电视连续剧《安居》
的主题歌歌词。该剧以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北梁
棚户区改造为背景，讲述了一
个动迁组和8个拆迁户的感人
故事，目前正在央视播出。

包头北梁地区曾是全国
最大的集中连片的棚户区。
从2003年开始，包头市对北梁
1.13 平方公里核心区实施大
规模改造，圆满完成了北梁地
区5.36万户、10.9万人、430万
平方米的房屋征拆任务。但
《安居》看起来并不沉重，而是
一部轻喜剧。导演张永新说，
从他执导的上一部戏《马向阳
下乡记》开始，他就尝试将正
剧进行轻松的诉说，将主旋律
题材进行诙谐的诉说，也就是
厚重题材的艺术表达。该剧
用可亲可感的创作手段，讲了
干净、暖心、愉快的故事。

近年来，生活伦理剧和魔
幻仙侠剧占据了电视荧屏的
半壁江山，像《安居》一样直击
社会热点，把城市动迁改造工
程搬上荧幕的电视剧尚属少
见。《安居》注重细节刻画，借
助拆迁过程描摹了真实、生动

的百姓生活现实图景。制片人李九红介绍，剧中主人公
都有原型，5个基层公务员，8户人家，100天攻坚战，都
是采访中来的。编剧赵冬苓以生花妙笔，描绘了温暖而
充满正能量的世界。
《安居》由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

出品，王志飞、傅晶、程煜、李晓峰、来喜、刘敏涛等老中
青演员出演。剧中，五人动迁小组与被动迁户之间在逐
步了解和慢慢理解中，实现了从“敌人般的对抗”到“亲
人般的和睦”，这对演员们的演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男主角张家旗的扮演者王志飞说，他也曾经是动迁
户的一员，原来觉得“动迁就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根据每
家每户的条件，自己讨价还价，最终得到改善自己生活
条件的机会”。但是拍完这部戏，王志飞从另一个角度
理解了动迁、棚改。“安居工程，是政府要提高百姓的
生活质量，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以及借此更好地规划
城市，使城市的一切变得更美好的工程。这部戏实际
上对从事拆迁工作的干部们是有示范作用的，大家可
以坐下来研究研究，怎样做到有话好好说。”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践活动。影像一直
是人们热衷的特殊纪念方式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
有关长征的影像记录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肇始期：开创之功与另辟蹊径

1952年，总政话剧团排演了一出话剧《万水千山》。
由参加过长征的陈其通作编剧、导演。这是第一部表现
红军长征历史的话剧作品，公演后影响巨大。1959年，
八一电影制片厂将《万水千山》搬上了银幕。这部悲壮
的史诗性影片，以一个前卫营的活动来再现红军长征的
壮举，重点表现红军过雪山草地，场面十分壮丽，也非常
真实。1975年，八一厂重拍《万水千山》，对1959年版做
了一些修改，添加了一些内容，影片也由黑白变成了彩
色，但艺术感染力不如老版。

拍摄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之前17年的长征电
影，有许多是根据战争中的实际战例，加以虚构的人
物和故事拍摄的。1961年，八一厂拍摄的《突破乌
江》主要表现红军先头团的3次渡江过程，是当时比较
典型的战斗故事片样式，表达了英雄主义的主题。

长征二万五千里，经过了不同的地域，也产生了
一些与民族、地域有关的故事。《金沙江畔》是上海电
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的，表现了红军在金沙江畔过藏
民区的故事。影片的框架近似当下电影的解救模式，
故事设计巧妙曲折，还有惊险悬念，十分吸引人。影
片没有细写红军如何渡江、打仗，而是另辟蹊径，表
现了红军的民族政策和长征的艰辛。

活跃期：创新探索与力求生活化

改革开放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创新、探索、突破成为主潮，长征题材电
影创作也出现了新特点。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
了《大渡河》，正面表现了红军渡大渡河的历史。影片除
了虚构的小人物，还出现了毛泽东、朱德、刘伯承、蒋介
石等历史人物，但影片的概念化还比较明显。

这一时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一个重要收
获，是1983年八一厂拍摄的《四渡赤水》。影片基本按
史实展开剧情，突出展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才华，塑造
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和军队统帅如朱
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的形象。这是银幕上比较完整
地展现领袖群像的作品。为了“像”，片中领袖人物均
讲方言，在革命领袖成为艺术形象的初期确实增加了
真实感。

上世纪 80年代，是中国电影创新最为活跃的时
期，长征电影的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侧面。以往没有
表现或比较少见到的内容出现了，比如出现了长征题
材的悲剧作品，如1984年的《祁连山的回声》（八一
厂）、《姐姐》（上影厂），1987年的《马蹄声碎》（潇湘
厂），这几部影片的主人公又恰恰都是女性。

历史上参加长征中的女性很少，大多数女兵都在
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恶劣的自然环境与险恶的敌
情，力量悬殊的战斗，加上女性体能、生理方面的特
点，都使得她们比男兵要经受更多的苦难和考验。《祁
连山的回声》正面表现了妇女独立团的战斗经历，也
体现了女性的温情。而“女的不能当俘虏”，又特别强
烈地表现出妇女在战争中的悲剧命运。
《姐姐》表现红军西路军一个掉队的女兵、一个小

号兵，与一个裕固族小姑娘追赶部队的故事。这部艺
术片有诗化的氛围，没有曲折的情节，从敌我双方力
量的悬殊对比中，表现人与自然的顽强抗争、生命的
价值以及红军精神的伟大。
《马蹄声碎》表现红四方面军5个女战士追赶部队

的故事。影片细致地刻画了女战士们的乐观主义精神
和坚定的信念。影片的演员表演、影像、化妆服装道
具都尽力展现当年的艰苦环境，非常震撼。

长征中也有一些少年战士，他们的长征有更深层的
意义。1989年，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少年战俘》表现小
红军被俘后与马匪的斗争，歌颂了少年们不屈不挠的精
神。

1986年八一厂拍摄的《草地》讲述红二方面军后

卫连与红四方面军的一些伤病员、小战士等过草地的
故事。影片最动人之处在最后：小战士们带着大家仅
剩的粮食，竭尽全力完成了“追上大部队，将一件重要文
件交给党”的任务。当首长打开“重要文件”时，发现上
面写着：“我们请你们交给党的就是你们自己……”

军史专家总结，红军长征时要面临三种战斗，第一
是国民党军与军阀的追击，第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第
三是党内斗争。这几部片子既表现了困境、逆境中人的
抗争和奋斗，也写到了困惑和动摇，还对党内的错误路
线给予了批评。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人们对以
往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在长征电影中也有所表现。
这一时期是长征电影的繁荣时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
影片，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体现出创新精神，美学
上最突出的是对“纪实性”的追求，注意还原历史和时代
的真实面貌，演员的表演也力求平和自然。

转型期：着力“献礼”与实现突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了产业化转型，包括
长征电影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数量减少。同
时，用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纪念革命历史的传统已
经形成。“献礼片”成为纪念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96年，为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广西电影制片
厂拍摄了《长征》。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全景式表现长
征全过程的影片。湘江之战在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中很少被表现。《长征》开篇就是湘江之战的惨烈场
面，把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呈现出来。《长征》还直面
了党内的分歧和斗争，令人信服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
通过血的教训认识到毛泽东的作用并将红军的领导权
交还他，而后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的过程。

2006年，八一厂推出了纪念影片《我的长征》。影
片没有宏大叙事，没有全景讲述，但实现了长征影片
的突破。多年来我们注重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但个
体记忆这种新的记忆方式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影
中。影片呈现了小红军王瑞的长征记忆。他在长征中
失去了 4位亲人，自
己在懵懂的“跟着走”
中，走到了新中国。

2016 年，我们
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
年。已经完成和正在
完成的影片即将呈
现：《第四道封锁
线》《勇士》《太阳
河》等，对此，我们
充满期待。

为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两周

年，展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

实践活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中国

文联与中国音协、中国美协、中国舞

协和中国摄协从10月12日起至10

月24日陆续举办4场“向人民汇

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

题实践活动成果汇报展演。

10月 12日晚，由中国文联和
中国舞协共同主办的舞蹈专场汇
报展演在民族剧院举行，演出选
取了两年来在中国舞蹈“荷花
奖”评奖和青年舞蹈人才培训计
划中涌现出来的新创作的各舞种
优秀作品，以及中国舞协组织舞
蹈工作者深入西藏、河北、海
南、湖北等多地基层采风创作的
优秀舞蹈作品。

10月14日上午，由中国文联
和中国美协共同主办的20位中青
年画家汇报展览在中国政协文史
馆开幕。今年3月，中国美协启动
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
创作计划，从全国遴选出长年坚
持在基层写生、创作的20位中青
年美术家，带着课题和任务扎根
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持续数
月写生创作了约120幅作品。

10月 24日—29日，由中国文
联和中国摄协共同主办的摄影展
将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举
办。此次展览征集了中国摄协主
席王瑶、江苏省摄协主席沈遥等10
位著名摄影家和近年来屡获国内
外大奖的两位基层青年摄影人深
入基层采风创作的作品。

10月24日晚，由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共同主办的
汇报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唱响。音乐会将集中呈现
两年来中国音协积极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
题实践活动的创作成果，通过独唱、重唱、对唱、齐
唱、合唱等形式演绎作品。

《忠孝全》又名《金鳌岛》《斩秦洪》。

明朝英宗正德皇在位时，海寇金鳌作乱。英

宗命太监王振总督天下兵马粮饷，征剿金鳌。

山东莱州府人氏秦洪收养的螟蛉之子秦季龙

不听训教，失散在外。弃文从武的秦季龙臂力过

人，开五石弓百发百中，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王振领军至山东招募兵马，秦季龙前去投

军。考校场上秦季龙一马三箭，俱中靶心，王振

甚爱其才，赐其盔甲，令其带领前锋军，出战金

鳌。秦季龙阵前祭起角弓，金鳌败降，归顺大

明。王振封秦季龙为后营都府。大军班师时营中

缺粮，王振遂催集天下各路粮饷。

时任福建知府的秦洪自任解粮官押解粮草，中

途因雨延误，致使福建粮草三卯不到。王振动怒，

即以军法相绳，推出营门候斩，并令新任后营都府

秦季龙监斩。秦洪、秦季龙父子法场相会，抱头大

哭。秦季龙为救养父，自缚军中请罪。王振念其忠

孝，奏明英宗。正德皇下诏赦却秦洪死罪，封为养

老太师，特书圣旨封秦季龙为大明忠孝王。

李滨声的画表现了该剧最后一幕王振携忠孝

王、养老太师上殿同谢君恩时的场景。年少受封忠

孝王的秦季龙，由此成为戏曲舞台上少见的小生行

戴“耳扑闻”头帽的特例。 李滨声图 樊明君文

国际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有着一系列中
国电影观众耳熟能详的作品名单：《大白鲨》《外星人》
《紫色》《侏罗纪公园》《谁陷害了兔子罗杰》《辛德勒名
单》《拯救大兵瑞恩》《战马》《丁丁历险记》……他曾经两
获奥斯卡金像奖，被《时代》杂志列入上世纪100位最重
要的人物之一。无论拍摄的是什么类型的影片，讲述的
是什么样的故事，刻画的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电影总
能触动我们的情感，震撼我们的心灵，而不仅仅停留在
感官刺激和表层娱乐。

已经70岁的斯皮尔伯格，如今在古稀之年推出了
一部历时10年拍摄制作的儿童电影：《圆梦巨人》，日
前他本人带着这部影片来中国宣传、上映。影片根据
罗尔德?达尔的小说改编，讲述了小孤女苏菲深夜被一
位喜欢收集美梦的“好心眼儿巨人”带到巨人世界，
俩人从陌生到熟悉，携手对抗坏巨人，保卫人类世界
的故事。更令人敬佩的是，这10年里，斯皮尔伯格一
直在等待电影制作技术的成熟发展，以便用顶尖的技
术展现巨人世界以及梦之国等各种奇幻场景，精确体
现出每一位巨人的喜怒哀乐，更好地打动观众。

斯皮尔伯格说，这部影片是给有童趣、童真的人看
的。“我拍电影不是只针对当下时代的人。我一直在找
好的故事，有过去的，也有今天的，它们不随时代变化，
不受社会品位影响。希望《圆梦巨人》为观众开启一段
奇妙旅程，让孩子们学会勇敢，保持想象力；让大人们在
繁重的生活压力中找到遗失的童心。”看过这部电影的
网友说：“感谢还有这样的真善美童话电影的存在，最先
进的电影技术还原了最本质的电影魅力，让人做了一场
美好的梦。”还有人说：“斯皮尔伯格拍儿童电影真的有
一手。影片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展开故事，小演员很可
爱，演得也很好，好心眼儿巨人的笑容非常暖、非常温
柔，一笑起来感觉世上所有纯真与善意都在他眼睛里。”

斯皮尔伯格表示，中国电影近年来井喷式发展，
涌现出不少好电影，电影市场也正在越来越开放，一
些世界电影来到了中国。此次来华，他还敲定将与阿
里影业合作，分享故事，在中美两国分别取景，共同
拍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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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携新片
《圆梦巨人》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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