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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态势持续向好

和平时代，军事题材创作的笔触该投向哪里？如
何弘扬主旋律？如何讴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是
对创作者的挑战和考验，体现出创作者及作品的审美
取向和价值旨归。

进入新世纪，“新军事题材影视”蔚为壮观，引
领军事主旋律创作走向市场探索新途径，为新时期创
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五年来，一大批“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良心剧”相继涌现。这些作品不仅在制
作方面投入了巨大心血和资本，更重要的是艺术创作
的基本功日益见长。《北平无战事》口碑爆棚，获奖无
数，刷新了人们对军事题材的审美观念。《四月十九日·
祭》把人性与生命置入时代低谷和现实困境，给予了道
德救赎和终极关怀，让作品有了思想深度、人性温度
和艺术张力。《战长沙》《十送红军》《我们的法兰西
岁月》等等，将英雄个体形象聚焦然后再放大，通过
平民化视角和宏阔的视野来塑造革命英雄群像，表现
历史场景，给人们难以平复的心灵震撼。

特别是近两年，从电影 《湄公河行动》《非凡任
务》开始，军事题材影视创作呈现“千帆竞发、万马
奔腾”之气象和“化蛹成蝶、渐入佳境”之格局。两
者虽为我国公安战警涉外缉毒题材，但从广义上来说
仍可归为军事题材，其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新

时代书写，产生了良好的带动作用。在纪念建军 90
周年的特殊年份，《血战湘江》《建军大业》《战狼》
等影片应运而生，斩获不少。

思想性与艺术性双向标高

这五年来，军事题材影视作品题旨非常明确，在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方面有了较
为彻底的突破和十分可观的成绩。历史价值和时代意
义体现在对“史”和“实”进行创新性还原，而不是
简单地把历史和现实素材搬上屏幕。《建军大业》 虽
以 1927 年南昌起义为重点表现壮阔的历史战争场
面，展示人民军队的辉煌历程，但它着意将“三河
坝战役”惨烈的历史场景进行了浓墨重彩的“特
写”，足见创作者的良苦用心。直面惨烈而不回避失
败，是影片的成功之处。三河坝三天三夜的拼死守
坝以及壮烈牺牲，是为了保护主力部队的战略转
移。影片巧妙地借鉴了这一“军事战略”来表达“牺
牲是为了最终的胜利”，取得了夺人心魄的效果。

电视剧《彭德怀元帅》因其对彭德怀性格刻画实
现了新的突破而一时成为热播剧。剧中彭德怀既能上
得了战场，有勇有谋指挥战役，又能进得了厨房，帮
房东扫院。电影《建军大业》中，毛泽东也有被匪帮
绑架的经历，周恩来也有因病休养的时候，朱德、贺
龙、叶挺等等跟普通人一样，有着普通人普遍的个性

特点。一代伟人、革命前辈和诸位英雄，他们有血有
肉、有情有义地活现在观众心目中，是获得观众共鸣
的情感基础。

从观众接受需求角度来看，民族认同和国力时运
在党的这五年来日趋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越来越成为人们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强
军自信的动力源泉。这是人们对作品产生强烈共鸣的
文化本质。电影《战狼》系列点燃的正是爱国主义和
民族精神，一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不仅是
向敌对势力的集体宣战，更是自信之上的勇敢表达，
既昭示了“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勇气，也表现出“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创意，两者叠合而生，必将成就中
国电影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时代。

好作品来自好时代，好时代需要好作品。从不断
涌现出的诸多好作品来看，既能“放得开”，又能

“拿得准”；既有以量取胜，又能实现量变定律之上的
以质取胜。而且，在思想性与艺术性共时互动上也进
行了有效探究，让“艺术化历史”和“历史化艺术”相
得益彰，生动可鉴。当技术的难度与深度不在话下，
艺术创造和价值观方面的高度与风度日渐丰盈，对
于愈来愈显示强大文化自信的中国军事文艺创作而
言，必将更加有信心、有理由、有能力向世界电影
输送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传递中华优秀文化的影响
力，彰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
中，高度重视文化思想建设工作，指
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也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
件。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
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如何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事业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需要思考和
解答的理论命题，也是文艺工作者必须
承担的现实使命。

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传统。一般来
讲，传承三代以上、对人类有意义的物质的或精神的
存在皆可视为传统。因此，传统文化并不仅指那些距
今遥远的古代文明，当然也包括自近现代以来，中
华民族为争取自由解放、用热血锤炼的革命文化传
统。中华文化不仅是包容的、开放的，而且是创新
的、生长的，我们既不会泥古复古，固步自封；也
不会数典忘祖，邯郸学步；而是要在加强文化自信
的前提下，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吸纳和消化
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和文化经验，着眼于新时
代的文化发展战略，开拓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之
路，创造出不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成果。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加强文化
建设的重要性。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坚持正确的文艺创作方向和“双百”方针，
他为未来的文化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文化工作者
既要志存高远，更应脚踏实地，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贴近大众、关注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
真正属于时代、属于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实践证
明，脱离时代氛围会让文艺创作变成无源之水，而
无关人民痛痒的作品会变成无病呻吟。当然，人民
对于文化的需求是丰富多样的。我们无法创造出一
把文化功用的万能钥匙。我们只能从人民利益出
发，从社会现实和创作实际出发，尊重艺术规律和
创新意识，正确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优
化文化生态系统，努力创造出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优秀艺术精品。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艺，应当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
俗、庸俗、媚俗。在文艺创作中，品位是指文化含量和
美学含量的层级，越是优秀的文艺作品、经典作品，其
品格所处的层级越高。品高则人仰之，品低则人抑
之。格调是指文艺作品的整体形态所显现的风格、神
韵、气象，格调为人所创又反过来影响人自身。

习总书记从问题意识出发，提出对享乐主义、
娱乐至死风气影响下的文艺界的“三俗”现象坚决抵
制。所谓庸俗，是指平庸、鄙俗，向低级趣味靠拢则成
为低俗，对低级趣味屈膝投降就形成媚俗。“三俗”
现象的存在，是不具有正能量和创造力的不健康的
消极现象；其无法激发人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
有悖于广大人民对于美好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
向往。只有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创造出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
文艺作品，才能发挥文艺对人民精神的引领作用，以
及对人民心灵的陶冶作用。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三
俗”现象虽然是局部的、个别的、极少数的，却是客观
存在的，不能对其听之任之，视若无睹，而应当认
真审慎地划清庸俗和通俗的界限，提升从业者的思
想、道德、审美水平，使文艺创作既能够最大限度
地保持人民性和最广泛的接受性，同时又能够使文
艺在健康的前提下繁荣，在繁荣的基础上提升，从
文艺的高原迈向高峰。

（作者为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
研究所所长）

由欧盟驻华代表团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欧盟电
影展日前在京开幕，计划在北京、成都、上海、
济南和深圳等5个城市举行。今年展映片单中有戛
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最佳影片提名电影等。
同时，今年柏林电影节的佳作也会在影展期间放
映。据悉，中国欧盟电影展是由欧盟驻华代表团
在华主办的电影文化交流活动。影展的宗旨，就
是为中国观众带来欧盟 28个成员国的优秀电影作
品。同时，中国欧盟电影展也致力于为中欧优秀
电影人的交流提供渠道，为未来中外影人的进一
步合作贡献力量。 （晓 文）

国庆节以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上演了一部儿
童剧新作《花神》（郭馨阳编剧，马彦伟导演），让
人耳目一新。

这个戏，美好又简洁，演出时间只有 70分钟，说
的是百花仙子送花仙们去人间的四季开花。春、夏、
秋、冬，各得其所，唯有严寒的冬季受到冷落。梅花
被选中前往，一度失败而归，但在冬爷爷、小松鼠、小
鹿等冰雪世界人们的期盼、帮助、呵护下，梅花终于
战胜自己，适应寒冬，绽放出火一般的花朵。

《花神》 最可贵的是精神追求和艺术表达。它
不仅选取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立意，更呼应
着时代的召唤，表达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
向上的精神面貌。作为儿童剧，这个剧本最突出
的优长是单纯、诗化和易懂，全力以赴地营造出
一种有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美的意蕴。全剧对
舞蹈、音乐、服装、道具 （特别是群舞选中的折
扇）、灯光的综合运用，充分显示出一位有舞台表
演经验积累的青年导演驾驭中国文化元素的能力。

《花神》 的表演，值得一提。一群靓丽的女孩
扮演仙子，优美的舞姿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冬季中
的冬爷爷、小鹿、小松鼠、雪花精灵、树精灵、石
头精灵、寒风、暴雪的表演，不仅接地气，更加
动人地表现了寒冬的严酷和祖国大好河山的壮
美。鲍钢塑造的冬爷爷，让我们感受到困惑中的
坚定、严寒中的温暖。陈蕾扮演的梅花一丝不
苟。梅花经历的曲折和转变的心路历程，通过表
演引起观众的共鸣。

《花神》 的舞美设计是写意的、简约的、美

的。从舞台中心的大圆窗到寥寥几笔的树叶、浮
云、飞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人的审美追求，
也看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服装设
计淡雅、优美、吻合剧情。总是大红大绿、满目浓
重的色彩堆积，未必就是中国儿童剧服装的首选。
搞多了，反而会削弱青少年观众的审美能力。

在文艺百花园中，应该有这一新型的、诗化的
儿童剧，应该肯定它在民族化方面的尝试和在儿童
剧样式上的突破意义。《花神》 既歌颂了在逆境中
成长的生命，又给孩子们的心灵以美的陶冶。现场
观剧的小观众们，在剧场中不停地鼓掌、欢叫，喜
笑颜开，就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评价。

这部戏也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梅花的转变
应该更扎实、更动人些。唱词应该打字幕，因为一
部分歌唱让人听不清唱词。小鹿的犄角小了点，不
如小松鼠的长尾巴好看。全剧终结时，圆月为背
景，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一段树枝上开出三朵艳丽
的梅花，固然精彩，但我仍觉得不够尽兴。如果有
一幅更为壮阔的画面：大雪飞扬的北国原野上，一
眼望不到边的梅树林，千万朵梅花耀眼绽放，如灯
似火……岂不更好？

希望继续努力，精益求精，将《花神》打造成
中国儿艺新的保留剧目。

四川卫视《围炉音乐会》自播出以来，一直保
持较高关注度。作为国内首档全年播出的音乐类节
目，《围炉音乐会》被很多专业评论人认为是综艺节
目一股清流。节目以“总会有首歌温暖你世界”为基
调，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博眼球的竞技选秀、话题炒
作，而是让歌手真正专注在音乐本身。从节目开播至
今，已经有超过 30位华语乐坛歌手在这个舞台上举
行自己的私房个唱。包括黎明、费玉清、Beyond、邓紫
棋、李玉刚，等等，这些嘉宾的曲风和个性千差万别，
但对节目却都一致点赞。

“遗珠之憾”和“重返 18 岁”两个设置成为

《围炉音乐会》 的亮点，为节目注入更多新意和正
能量。“遗珠之憾”帮助那些因为各种遗憾没能走
红但又倾注了很多心血的歌曲重见天日。“重返 18
岁”通过回忆18岁青涩的自己，让人从感动中汲取
新的力量，为梦想重新出发。 （其 梅）

当地时间 10月 20日至 28日，《丁正耕纽约艺
术展》 在美国纽约市哈德逊历史博物馆举行。中
国艺术家丁正耕以行走中国的方式进行对山川风
雨与心灵关系的观察，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对
故园的思念。这次展览的《峨眉山赋》《增贤趣闻·
学问自问·学经》《四季》《故乡系列》等，是他近5年
创作的精品。据美方策展人郑学武介绍，在具有悠
久文化历史积淀的哈德逊历史博物馆举办纯粹中
国传统风格的当代艺术展，丁正耕当属首位。这
个展览是纽约艺术家协会和哈德逊文化中心国际
驻访项目邀请丁正耕进行异地创作、学术交流诸
多项目中重要的一项。 （章 武）

强军梦引燃
军事题材影视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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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梦引燃
军事题材影视创作
□ 阎 岩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响应时代之需

的我国军事题材影视创作，无论从数量和质量

方面，还是类型创新和艺术表现形式方面，都

达到了集约发展和空前繁荣，为新时期影视创

作增添了不少亮色，也为和平时代的军事艺术

创作带来无限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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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住声息，
东山遥睇，
我在静静地等你。

曦光束束，
韶音丝丝，
心在圆圆地绘你。

红日啊，
快来亲吻，
这片多情的土地……

从小溪到急流，
今已是江深水阔，
正向海而歌。

风雨会有的，
任凭飘雪，
却无妨航道如铁。

船长啊，
放心把舵，
你身拥万重浪波！

红日红日

长河

《围炉音乐会》：

总有首歌温暖你

在香港导演詹瑞文执导的 《意乱情迷》 的笑
声中，由北京喜剧院、北京大道文化节目制作有限
公司主办的第 7届北京喜剧艺术节于 10月 13日在
北京拉开帷幕。此后的两个月内，来自中国、美国、
俄罗斯、英国、丹麦五国喜剧表演艺术家的 9 台 37
场喜剧佳作将在艺术节轮番上演。今年，北京喜剧
艺术节特别策划了“喜剧有经典”“逗你没商量”“京
味很地道”三大演出板块，陈佩斯、陈薪伊、詹瑞文、
保罗·纳尼等喜剧大家纷纷拿出看家好戏，邀请观
众在这个金秋走进北京喜剧院，感受专属于喜剧艺
术的别样魅力。 （郑 娜）

第7届北京喜剧艺术节开幕

《丁正耕纽约艺术展》举办

历经 10 年剧本创作、7 个多月拍摄的电视连
续剧 《忽必烈》 日前封镜。该剧由内蒙古仕奇集
团与内蒙古电影集团联合拍摄。电视剧实拍场景
气势恢宏，风格迥异，民族特色突出，在拍摄过
程中培养出一批年轻的少数民族演职人员。表现
蒙古马的儿童片电影 《闪电烈马》 同期封镜。电
影表现了一位热爱蒙古马和蒙古民族历史少年的
一段经历。 （罗 兰）

第十届中国欧盟电影展在京开幕

《忽必烈》走上电视荧屏

冰雪中绽放的红梅
——观儿童剧《花神》
□ 钟艺兵

▲歌手成方圆 （右） 在节目中演唱

▶《花神》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