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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清道光年
间，鸦片流毒，国力日衰。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
粤禁烟。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爆发，以林则徐为代
表的民族英雄和人民一道，以气贯长虹的民族正
气，抵抗外辱，守卫尊严，铸就民族觉醒之壮举。

2019 年是虎门销烟 180 周年，2020 年是鸦片战
争180周年，为铭记这段历史，弘扬英雄精神，国家
大剧院与广州话剧艺术中心携手创作话剧 《林则
徐》。日前，该剧首次对外发布主创主演阵容，并讲
述其创作过程和精彩看点。

呈现历史巨变中的人物选择

话剧 《林则徐》 由编剧郭启宏执笔，广州话剧
艺术中心董事长王筱頔担任导演，作曲家赵季平、
编舞艺术家黄豆豆担纲编曲、编舞。此外，创作团
队还囊括了舞美设计季乔、灯光设计邢辛、服装造
型设计陈同勋、多媒体设计胡天骥等一众国内实力
艺术家，阵容强大。

据王筱頔介绍，该剧将根据清廷大臣林则徐虎
门销烟、鸦片战争、被诬罢官、发配新疆直至去世
的真实历史，围绕他与道光帝、王鼎、琦善、关天
培等政治人物的戏剧矛盾，塑造出一个“数百年始
得一出”的民族英雄形象，并以他的报国之志、爱
国之情与“开眼看世界”的开拓精神，启迪当下、
关照未来。

1839 年虎门销烟、1840 年鸦片战争，西方的坚
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面对这样一场历史巨变，短短几个小时
的舞台表演如何去呈现和表达，对于创作者来说并
非易事。

“我们极力想表现的一个关键词是‘选择’。在
这场巨变中，不同身份、不同精神特质、不同性格
的人如何去选择。他们的选择左右着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从他们的选择中，我们想挖掘的是伟大与渺
小的对比、怯懦与勇气的对比、孱弱与力量的对
比。”王筱頔表示。

用写意手法塑造民族群像

区别于大多数历史题材的写实处理手法，话剧
《林则徐》从舞蹈、舞美设计、服装设计、舞台呈现
等方面采用写意处理，着力用写意空间去塑造剧中
人物的心理空间。

“这个剧不仅仅要表现一段故事情节，表现虎门
销烟是怎么回事，而是要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表现人
物的思想认识、思想发展以及他们的精神特质。在
林则徐身后，中华民族用了 100 多年的时间去重塑

我们民族的尊严，剧里会通过舞蹈去塑造中华民族
的群像，去展现和重建我们的民族尊严。”王筱頔介
绍说。

对于舞蹈部分的设计，黄豆豆有不少想法。参
加话剧 《林则徐》 的创作，使他得以深入接触到那
段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事迹，从而点燃内心的创作激
情。“我希望在这部剧中，能把戏剧形体语汇和舞蹈
肢体表达结合在一起。用极致的、运动的舞蹈语汇
和瞬间凝固的雕塑质感，把那段史诗、那颗忠魂、
那首悲歌、那种气节展现出来。”

走近并诠释好每一个角色

话剧 《林则徐》 虽以林则徐一人之际遇回看
1840 年那段特殊的历史，但展现的却是一个飘摇王
朝在命运巨变中的人物群像。

剧中，林则徐的饰演者是表演艺术家濮存昕。
他曾出演过多部经典名剧中的核心角色，此次出演
林则徐，濮存昕表示：“我在调动生命中那些能够跟
林则徐接近的特质。作为演员，我们要体会和展现
彼时彼地应该出现的人物状态。”

演员徐帆将在剧中出演林则徐妻子郑淑卿一
角。此番首度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她说：“在近
一个多月的排练里，时常能碰撞出火花，大家从生
疏到熟悉，这种刺激和激发对于演员的表演创作来
说至关重要。”

演员郭达将在剧中饰演林则徐亦师亦友的支持
者王鼎。郭达表示：“王鼎在剧中戏份虽然少，但分
量却很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冒着杀头的危
险，不惜苦谏、哭谏，甚至尸谏。出演这个角色的
压力很大，但我有信心去把他诠释好。”

演员洪涛将在剧中饰演道光帝，演绎一位踌躇
满志却又身不由己的帝王形象。京剧名角儿关栋天
在剧中饰演清廷反制林则徐的重要人物琦善。此
外，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以及广州话剧艺术中心
的部分演员也将在剧中精彩出演。

（实习生邢梦雨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创话剧《林则徐》强大阵容亮相

回望百年图强之路
本报记者 郑 娜

11 月 7 日，2019 中国济南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
会迎来整个峰会的高潮部分——融创会项目路演和
颁奖典礼。颁奖礼上揭晓了今年融创会的各个奖
项，一批青年电影人进入大众视野，如蒲公英的种
子，撒向逐梦的沃土。

融创会是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经过 5 年摸
索，在过往导演创投会、编剧大师班、青年制片人
培育计划三块切分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实验性创
举，即升级为导演创投、编剧创投、制片人创投三
位一体的展示平台。

今年的入围项目有400个。14位初审评委最终确
定了 25 个入围项目，其中包括 15 位青年导演的作
品。这些作品不乏成熟导演的新作，也有“90 后”
新导演的处女作，涵盖了剧情、悬疑、犯罪、公
路、家庭伦理、魔幻主义、运动励志等不同类型，
折射出年轻创作者对自我、人性、社会的观察与思
索，描绘了一幅当代青年电影人的群体创作图鉴。

11月3日到4日，入围融创会的青年导演、青年
编剧、青年制片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封闭式路演培
训，并进行了一轮预先排演。11 月 7 日项目路演开

始，15位青年导演通过理性缜密的表述，传达出自
己的拍摄立意、故事结构、视听方案和制作配比。

终审评委管虎、王小帅、蒋雯丽、焦雄屏、方
励对每一个项目进行讨论，并给出中肯的点评与建
议。管虎导演说：“我是冲着吴天明导演来的，没有
他，《红高粱》等作品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诞生。我
这次来也想从 15 个电影项目中学习吸收一些东西，
结果受益匪浅。感谢年轻人！”

随着第一位获奖者——凭借 《谋杀白玉兰》 获
得最佳青年导演奖的屈志鑫的揭晓，整个颁奖典礼
迎来最高潮。“我们都曾拿着自己最初的作品让别人
投资。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却又是美好的，因为我
们怀着对电影本身的热爱和初心。我特别感动，感
动于所有电影人的真诚和初心。”蒋雯丽说。

本届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由中国电影基金
会、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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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郑 娜） 由北京市 29 所幼儿园、
小学、中学、大学及少年宫近千名师生带来的 30台
剧目，将于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4 日亮相 2019 青少年
戏剧教育成果展演。展演将邀请河北和天津的师生
到现场观摩演出，以此促进校园戏剧的“京津冀”
一体化。

2019 青少年戏剧教育成果展演由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主办。活动旨在通过生动
的戏剧教育，将爱国主义情怀浸润到每一位少年儿
童的心中，为青少年成长打上红色的底色。今年参

加展演的所有剧目均围绕爱国主义、中国传统文化
以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进行创排。除
部分剧目为邀请外，大部分剧目是由各院校自主报
名，经相关专家选拔后进入展演。

随着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戏剧
教育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上正彰显
其独特功能，并受到越来越多学校的认可和重视。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作为北京市教委“高参小”（全称
为“北京市高等学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体育美育
工作发展”） 项目的资源单位，于 2014 年牵手 8 所
学校，为学生们开展戏剧表演、声乐、形体、剧本

创编、戏剧赏析、经典诵读等 10余类校本及社团课
程。5年来累计开展艺术类课程3万余节课时，惠及
6000余名师生。

此次展演的剧目中包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为北
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北京市东
城区革新里小学、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小学优质教
育资源带和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制作排演
的 4部儿童剧——《小红军》《将军胡同》《董存瑞》

《我的二十斤》。前3部戏剧作品均改编自书籍。
据了解，今年年初，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先

后推荐了适合高年龄段学生阅读的红色读物 《铁道
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 等，适合
低年龄段学生阅读的连环画读物 《长征》《小兵张
嘎》 等及适合幼儿园小朋友阅读的绘本故事，还有

《千字文》《百家姓》 等蕴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书籍。这些书通过免费赠予的方式，被发放到 13
所常年开展戏剧教育活动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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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文 一） 由 《文艺报》 主办的学习贯彻中共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文
化体制建设、如何创作无愧于时代作品等方面展开探讨。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包括文学制度的优势，应该把我们优越的文学制度转化
为效能，推动文学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创造出不愧于我们时
代的精品力作。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
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深厚支
撑。评论家曾镇南谈到，在文学领域里，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根本点，引导促进中国当代文学
创作的潮流，贴近汇入新时代的人民生活，释放以马克思主义
为精神底蕴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永恒魅力。

本报电 （卢 江） 近
日，由四川省泸州市合江
县川剧团出品的 《乌蒙山
脊梁》（右图） 亮相第二
届四川艺术节，并参评第
四届四川文华奖。最终，
演员张晓红凭借剧中的李
桂英角色荣获四川省文华
表演奖。

创排于 2018 年的 《乌
蒙山脊梁》 以扶贫书记为
题材，通过讲述乌蒙山区
青瓦村张东海一家三代前
赴后继、不畏困苦、不怕
牺牲，用汗水乃至生命守护家园、守护人民群众的故事，歌颂
脱贫攻坚事业中基层干部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展现当代农村
群众励志自强、脱贫致富的时代精神。《乌蒙山脊梁》编剧张波
曾担任驻村干部，亲临脱贫攻坚一线，创作出的剧本带有“泥
土味”。女主角扮演者张晓红扮相亲和朴实，表演细腻生动，唱
腔婉转甜润。整场演出风趣幽默，不说教，接地气，受到戏迷
观众和专家的好评。

位于福建闽东北山区的屏南县日前策划了名
为“闽东之光‘四季屏南·乡村有约’”的乡村
文化节，包括音乐周、黄酒文化周、武术周等在
内的20项大型活动在多个乡村陆续开展，此起彼
伏，一波接着一波。

参与乡村文化节的村子有一个共同点，即都
有一个与主题相结合的耕读文化展示馆、一台自
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一组乡村传统工艺的文创作
品。为了办起耕读文化展示馆，村民深挖乡村文
化土壤，寻找见证文物，收集散落在各个角落的
古物，重读家史，找回走失的乡村记忆。为了编

排出特色乡村节目，村民结合活动主题挖掘传统
文化基因和村中人才，如甘棠乡武术周调动民间
拳师、棍师来传承拳术、棍法，北墘村把酿酒作
业的工序搬上舞台，康里村把纺织技艺与送红军
融合成一台文艺节目。为了制作文化产品，当地
艺术家与手工艺者相互交流，结合地方文化元
素，创造出有地域特色的小挂件、银器等。一件
件工艺品缀满了文化自信。

参与乡村文化节的村子，都有一个很好的文
化创意落地乡村。如双溪村的安泰艺术城、前汾
溪村的艺术家写生基地、龙潭村的新村民落户家

居、漈头村的耕读博物馆与花卉基地、厦地村的
影视拍摄基地、长新村的《福建文学》创作基地
等。艺术家、作家驻村，让乡村传统文化与时尚
生活高位嫁接，成为乡村振兴的新亮点。

屏南乡村文化节摆脱单一的节庆模式，融合
了乡村文化、传统工艺、文化创意展示及特色产
业打造、信息平台的搭建。因为文化节，村民的
视野得以拓宽。他们立足乡村，放眼山外，增加
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信息意识、品牌意识。
许多村民不仅懂得在微信平台推介产品，还学会
网络经营，懂得注册品牌，寻找微商与电商、实
体店合作之路。

乡村振兴，路漫漫兮。文化如同春雨滋根，
为乡村振兴推开
重重山门，带来
了一股股鲜活的
气息。

新编川剧《乌蒙山脊梁》聚焦扶贫

乡村文化节推开重重山门
禾 源

一本学术期刊的 40 华诞，汇聚
起来自全国 40 余所高校和科研机
构、各个文化艺术门类的资深学者
130余人前来祝贺并进行学术研讨。

11 月 9 日至 10 日，由中国艺术
研究院主办、文艺研究杂志社承办
的“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文艺理论建
设暨 《文艺研究》 创刊 40 周年学术
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979 年创刊之初，《文艺研究》 陆续首发了毛泽东、周恩
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有关文艺问题的探
讨，迅速廓清了文艺理论中历史遗留的错误思想，为新时期思
想理论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40年的发展历
程中，它始终保持敏锐的学术眼光，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
时，关注当代文艺理论前沿问题、学术重要问题的争鸣与讨论。

今天，《文艺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具有稳定影响力和良好口
碑的刊物，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首批资助刊物、中国社会科
学评价研究中心确定的艺术研究类 A类权威期刊，在中文社会
科学索引中列艺术期刊类第一，中国期刊评价中列中国文学类
三种A+期刊之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指出，《文艺研究》 创刊以来，
有3个引人注目的传统：一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呼应党和国家的要求，引领学界自觉接受马克
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二是始终保持敏锐的学术眼光，在重
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关注当代文艺理论前沿问题；三是始
终坚持“五湖四海”的办刊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容纳文学
艺术领域不同观点，营造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大胆探索、
平等讨论的学术氛围，并致力培养年轻学者。这是 《文艺研
究》得到广泛认可和拥有良好口碑的关键。

到会的不少知名学者回顾了自己数十年来从 《文艺研究》
的读者到作者的经历。曾在《文艺研究》工作过24年的中国人
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认为，《文艺研究》 能取得今天的成
就，“原因第一是本色，即以学术为本位；第二是本分，是从编
辑的职业操守方面来说的；第三是折中，即比较好地处理了现
实性与学理性、前沿性与基础性的关系。”《文艺研究》 应拨乱
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运”而生，因新时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发
展的“势”而起，最终长成了今天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研讨会上同时发布了《〈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年》八卷本文
集。与会学者围绕“改革开放40年文艺理论建设历史回顾”“中国
文艺理论前沿问题”“中西文论比较问题”“《文艺研究》与文艺理
论期刊建设”等4个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交流互动。

“学术重镇，四十春秋；几代学者，荟萃一堂；硕果累累，
为功久久；培根铸魂，守正创新；不惑之年，再攀高峰。”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的总结和祝愿，说出了与会者共同
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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