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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宜是一位少数民族优秀作家。刚刚上演的32集电
视连续剧 《都是一家人》，是她精心创作以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

这部作品立意高远，内涵丰富，艺术精湛，以城市
民族工作为切入点，生动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作品通过从中国各地云集到云海市务工创业
并安家落户的各族儿女与当地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
融的精彩故事，以及阿拉木罕、库尔班、马永福、桑嘎
等一个个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结构了一个宏大的时代叙
事，对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城市民族工作新情况、新气
象进行艺术总结；对当代社会尤其是民族工作面对的新
挑战、新问题作了文学表达。各民族文化与形象在作品
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达到正能量、大气魄与内容
美、形式美、故事美、人物美的高度统一。

景宜作为人民作家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具有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艺术勇
气。她长期关注中国民族国情，关怀多民族大家庭的
历史命运，一直从事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文学书写。
为了育成自己的生活底蕴、人民情怀、国家意识，景
宜至今几乎遍访所有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
县。仅为创作 《都是一家人》，她就作了近 20 年的准
备，走访了内地与边疆近百个县的数百名各民族干部
群众，阅读了大量的相关历史文献和现当代资料，力
求在结构作品、运思情节、塑造形象过程中胸怀万壑，
反映生活的本质。正因为对生活作全面、持久、精到的
体验、感悟、贯通、融会，《都是一家人》 中的一切都
那么真切生动。

《都是一家人》 之所以能照亮生活、温暖人心、广
受欢迎，还由于剧中塑造了越永强、沙尔亮、阿拉木
罕、库尔班、桑嘎、马永福这样一大批个性鲜明、生动
活泼的艺术群像，使作品的穿透力、感召力、艺术魅力
得以借助这些人物艺术地表现出来。作品中，主要人物
越永强是位优秀的城市民族工作者。作为一名军转干
部，他本期盼着在云海这个改革开放最前沿大干一番事
业，但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却是担任市民宗局位低权轻的
副处长。这曾使他产生过消极情绪，大有大才小用、壮
志难酬之憾。然而，在接触到阿拉木罕、库尔班、马永
福、杨水兰等人艰苦的创业生活后，他开始被他们的纯
真、善良、风趣、幽默所感动，发现了少数民族群众对
社会发展的贡献，继而慢慢掂量出少数民族工作的意
义，喜欢上这份工作，并在工作中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工作方式，最终使云海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通过越永强这个人物，《都是一家人》 让人们消除
了过去对民族工作的陌生感、神秘感，了然民族工作乃
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民族工作者
为主要艺术形象、以民族工作及其成就为主要题材、以
民族工作机关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民族工作普及影视片，

《都是一家人》 甚至具有了纪实的价值与品质。它让我
们在李书记、越永强、沙尔亮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
华、共产党人的襟怀、民族工作者的品质。

阿拉木罕一家人、马永福及桑嘎、杨水兰等几代少
数民族形象也塑造得十分成功。其中，最光彩照人的当
然是阿拉木罕。她是最早一批进入云海的少数民族垦荒
牛。从只身闯云海、开店铺、扩建美食街、改建美食
城，到推动社区改造、捐助地震灾区，到处都有她闪光
的身影。她几乎就是中国版的阿信，但比阿信幸运得
多，因为她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沐浴着民族政策的灿

烂阳光。她对党和政府的信赖，越永强等民族工作干部
对她的关心，左邻右舍及家人对她的理解支持，是她在
云海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从而，回报社会、化解矛
盾、促进团结也成为她的自觉追求。她不仅相夫教子有
方，关心公益事业，而且企业越做越大，在云海这个

“大家”的进步中实现了“小家”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还有桑嘎。作者对他的表现突破了以往

文艺作品对佤族形象的刻板表现模式，很接地气、很
有质感地让他为追梦而进入云海，再令其返回故乡初
试锋芒，在失败之后又从阿佤山返回云海创大业，彰
显了一代少数民族青年的进取心及对城市生活的向
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他在受挫中不断求索、自强
自立，他不再满足于祖辈父辈的安分守己、小富即
安。他身上有一些弱点，比如常常超能力消费、捉襟
见肘，好浪迹于各种娱乐场所以示阔绰，他易于轻
信、受骗上当。但是，他对祖国的爱，对党和政府的
感恩，对真善美的坚守，对梦想的执著，使这个人物
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都是一家人》 在反映少数民族当下生活方面有重
大跨越。它不再满足于对一个或几个民族的生活、一个
或几个民族的人物、一个或几个民族地区的古老叙事，
而是选择了云海这样一个全新的、共同的、现代的、城市
的空间，描写了汉、维吾尔、蒙、藏、回、撒拉、白、佤、赫哲
等十余个民族的生活关系，塑造了众多民族在城市发展
中所完成的交往、交流、交融与进步，体现出各民族兄
弟姐妹正一个不少、一个不掉队地行进在共圆中国梦的
征程上。为此，《都是一家人》 剧组进行了艰苦努力、
不懈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不足之处，在于结尾
太仓促，出现一些断头线，还存在一些生活、工作细节
失真，一些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缺乏依据和逻辑性，有些
历史地理知识还需要精准。坚信景宜团队一定会对以上
不足认真对待，在今后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

电视剧 《鹤唳华亭》 近期播出，凭借精良考究
的服化道、跌宕起伏的剧情，该剧收获了大批观
众。随着剧情不断推进，剧集所展现的立意视
野、情感观念、文化面貌也逐渐清晰、强烈，让
观众在欣赏精彩故事的过程中，享受到深厚的历
史传承所构筑的视听之美，留下对君子之道与历
史发展的思考。

重现传统文化之美，《鹤唳华亭》 在细节处见
匠心。依托宋代典雅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创作团
队对服化道各方面细节深入考据挖掘，呈现出一
整套别致的宋代美学风范。比如剧中人物的服饰
冠冕，严格参照历史画像设计，精致雍容的凤冠、
庄重雅正的展脚幞头和朝天幞头让观众眼前一亮。
即使在不为人所注意的一处背景角落，也布置着北
宋李迪所作的 《雪树寒禽图》，于无声处装点整个
剧集的历史质感和审美风格。该剧对雅乐也有着深
度复刻和应用，在剧中多处重要场景，和谐庄重的
雅乐伴随气度恢弘的画面展开。故事情节一波三

折，叙事节奏明快利落，《鹤唳华亭》
却给观众一种由内而外的沉静和从容，
这正是剧作精心呈现的传统历史文化所
带来的美感和气质。

导演杨文军曾表示，《鹤唳华亭》
是一部伏笔很多的剧集。剧中所展现的
礼仪、物件、饮食种种传统文化符号，
都寄寓着理想，凝结着情感。比如主人公萧定权与
陆文昔的爱情故事以书道和画艺为线索，一幅水墨
丹青寄寓两人对大好河山和自由的向往，一首七言
绝句互相暗付爱慕之心，精神上的契合和审美上的
相通成为两个人相知相恋的基础。菰菜、鲈鱼脍、
莼羹，一餐简单的江南家常菜，将萧定权和老师卢
世瑜之间深厚的师生情演绎出丰富的层次。这样细
密又含蓄的书写在剧中不胜枚举，多种典型的传统
文化符号被细腻地融于叙事之中，将人物的情感娓
娓道来。

动人的情感故事、深厚的文化底蕴、精致的礼

仪之美，让《鹤唳华亭》具备优秀的影像品质，崇
尚真情、修己安人、经邦济世，种种宣扬正能量的
精神内核拓展了该剧的思想深度。萧定权为父子间
的隔膜哭，为师生间的恩情哭，为求而不得的理想
哭，为人间不正义之事哭……他的眼泪不是软弱，而
是一种君子有所不为的隐忍，一种天下为怀的兼爱。

目前，《鹤唳华亭》 已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播出。该剧所展现的雅正考究的历史质感、荡气
回肠的爱情故事和以“礼”正国的理想信念，可
以唤起海内外观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
传承意识。

“石榴红，石榴圆，石榴生来握成拳，民族团
结像石榴，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紧紧相抱力无边
……”伴随着动听的歌声，12月 7日晚，由内蒙古
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乌兰牧骑编创的大型音乐剧

《石榴红了》 在人民大会堂落下帷幕，精彩的演出
博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音乐剧 《石榴红了》 深度挖掘鄂托克前旗红色
文化，以石榴籽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寓意，用现代音

乐剧的形式将本土文化和民族团结精
神带上舞台。该剧以 1941 年 9 月 18 日
延安民族学院正式成立为主线，讲述
了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
来自汉、满、蒙、回、藏、苗、彝等
各民族的优秀青年来到学院，同吃、
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成长的感

人故事。演出中，演员们用心、用情将人物的喜怒
哀乐、彷徨犹豫、坚韧决绝等情绪一一展现舞台之
上，刻画出不同民族的革命儿女为打破旧世界、建
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形象，生动演绎了关于理想
和信仰的动人篇章，给观众带来了心灵的震撼和灵
魂的洗涤。

鄂托克前旗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开辟的第
一个根据地，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革命年代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党
的民族政策的发源地和“试验田”。1941年9月，中共
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创办了民族学院。1945年3月，延
安民族学院迁往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不少学员在校
期间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地下工作，成为当地革命的
主要力量。《石榴红了》 全面展现了鄂托克前旗城
川民族干部学院对全国解放事业、民族干部培养、
民族团结教育以及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作
出的历史贡献。

《石榴红了》是鄂托克前旗大力发展红色文化旅
游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鄂托克前旗依托独特厚
重的红色文化资源，以红色旅游带动全域旅游，着
力建设内蒙古西部红色旅游集散中心、打造全国红
色培训教育基地，基础设施配套、要素齐备、业态
完整的全域文化旅游发展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本报电（记者苗 春） 2019“TV地标”中国电视媒体暨“时

代之声”全国广播业综合实力大型调研成果日前在北京发布。此
次调研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的《中国广播影视》杂志社主办。

此次调研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获年度品牌影响力
中央级广播频率，湖南卫视等5家卫视获得年度最具品牌影响力省
级卫视，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集团） 广播传媒获年度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电台，《思想的田
野》第一季获省级卫视年度品牌影响力节目，《长江之恋》系列节
目获省级卫视年度创新影响力节目，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
等9家频率获年度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伟大的转折》《外交
风云》《老酒馆》等获年度优秀剧集，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中心
主任祁麟获市级广播电台年度人物，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
兼卫视频道总监任桐等9人获“TV地标”（2019） 年度人物。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创造
传媒、中国国家话剧院联合推出大型原创文化节目 《故
事里的中国》。节目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涌现的优秀经
典文艺作品，把人们耳熟能详的好故事、家喻户晓的人
物形象，通过电视手段重新组合、凝练内核、创新舞台
构成，让观众得以从故事中看时代进步，从人物身上体
会英雄精神。

《故事里的中国》挑选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平凡
的世界》《林海雪原》《烈火中永生》 等经典作品，将其
编排成 30 分钟的话剧融入访谈节目，对经典作品进行
现代演绎，带给观众感动和震撼。重新结构、创新呈现
经典作品，对电视工作者、主创艺术家、演员来说都是
一次艰难的考验。接到任务后，导演组深入了解不同故
事中的时代、地域、人物，研究不同艺术门类如电影、
电视剧、舞台剧的内容与形式怎样结合。所有演员都做
了大量的幕后工作，比如胡歌秉承严肃认真的创作态
度，进行 《永不消逝的电波》 的资料整理和相关采访。
为了表达对经典和历史的敬意，对艺术的尊重，节目组
还设置了“围读会”环节，把大家扎实的创作过程呈现
出来。

创新演绎，能变的是手段和技术，不能变的是思想
内容和文艺精神。节目中，《永不消逝的电波》做成了现
代谍战剧风格，《烈火中永生》 采用诗性话剧的形式，

《平凡的世界》 做成原生态话剧，《人到中年》 反映的是
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重点则放在还原一
代人的家庭气质和工作氛围上，从家庭和工作的角度去
切入……节目力图做到一戏一格，通过每一个剧目的创
新，找到经典在当代的呈现方式，让经典融入时代，筑
成中国人历久弥新的文化记忆和精神传承。

通过《故事里的中国》，央视综合频道、央视创造传
媒和中国国家话剧院紧密合作，综合戏剧、影视、综艺
等多种艺术形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节目模式，拓展了
文化类节目的审美维度。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中
国的戏剧讲究可变流动，有能力在空间结构上产生变
动，达到既繁复又灵动的效果。这样的舞台气质蕴含中
国戏剧独特的审美和风格，也和中国文艺精神一脉相
承。此次 《故事里的中国》 最大的创新点是用了 3 个舞
台，一个是主舞台，可以演绎故事、表现外景，另外两
个是辅助舞台，可以表达内心、作为内景，演员可以在3
个舞台时空里演出。用现代方式、电视化手段表现中国
精神和中国审美，《故事里的中国》做了可贵的探索。

（作者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故事里的中国》
戏剧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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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邢梦雨） 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共
延川县委县政府等主办的第二届 《山花》 现象与路遥精神研讨会
在京举行。

延川文艺小报 《山花》 由曹谷溪、路遥等人创办于 1972 年，
不仅影响和引领着几代延川人的文学梦想，其知名度还辐射到全
国和海外。这份县办刊物走出了以路遥、史铁生、曹谷溪、陶
正、闻频、海波、厚夫、远村等为代表的“山花作家群”，形成了
文学史上独特的“山花现象”。

与会专家认为，《山花》历史性地汇聚了北京知青与当地回乡
知青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文学青年，构成了特定时空
中富有文学史意义的现象。从 《山花》 走出的作家很多成为新时
期文学的中坚力量。但长期以来，与“白洋淀诗群”的研究相
比，延川作家群的研究还较少。作为一份基层文学刊物，《山花》
对地方文化和文学风气的引领具有重要作用，应加大对这类刊物
的支持力度。

专家研讨《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专家研讨《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

“TV地标”电视媒体调研成果发布

本报电（韩 雪） 近日，“尼斯光之湾”中国花灯艺术节在法
国尼斯市凤凰公园拉开帷幕。亮灯仪式之后，整个园内灯火通
明，秦兵马俑、双龙戏珠、后羿射箭、编钟乐舞、高山流水等50
多组花灯，别开生面地讲述着中国的历史典故、文化习俗与神话
传说。

此次中国花灯艺术节由尼斯市政府、法国ADR公司和蔚蓝海
岸孔子学院联合策划。除了举办中国花灯展览之外，艺术节还开
展糖画手工制作、功夫茶茶艺、川剧变脸、雀韵舞蹈、中国功夫
等表演活动。到场观众对花灯展览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加赞
赏。“真是太壮观了！”尼斯当地居民一边游园，一边赞不绝口。
他们表示，此次花灯艺术节不但带来了美的享受，而且让当地人
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中国花灯点亮法国尼斯中国花灯点亮法国尼斯

▲音乐剧《石榴红了》舞台照

▲电视剧 《鹤唳华亭》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