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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历史视野

体育是综合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
现。中国冰雪运动从南北不平衡到如今“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特别是运动健儿
在冬奥会赛场上摘金夺银，正成为国家发展
进步的注脚。当下冰雪题材电视剧创作最大
的特点，就是突破了以往青春校园叙事的局
限，主动与重大主题结合，叩问历史，深入
生活，以厚重的史诗笔触书写中国体育事业
的蓬勃发展。

《超越》将叙事触角延伸至上世纪80年
代，不再局限于一个人、一支队、一方地
域，而是通过黑龙江短道速滑队与青岛短道
速滑队相互交流的故事，横向展现国家“北
冰南展”战略下南北冰上运动共同发展的图
景，纵向贯穿短道速滑运动 30 年、老中青
三代教练员和运动员拼搏奋斗的历程。从东
北雪地里艰苦简陋的“野冰场”到现代、舒
适的专业冰场，从香港回归到北京成功申办
冬奥会，《超越》在冰雪事业之外，更触及
到广阔的社会生活，让观众看到了中国 30
多年的发展进步，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此外，《冰糖炖雪梨》《陪你逐风飞翔》
《穿盔甲的少女》等冰雪题材影视作品的内
容则相对集中，聚焦当代大学校园，展现的
是高校冰雪运动的火热图景，比如《冰糖炖
雪梨》表现冰球、短道速滑运动，《陪你逐
风飞翔》 贯穿始终的是单人、双人花样滑
冰，《穿盔甲的少女》侧重的是男女冰球运
动……这些作品通过一个个充满青春气息的
运动故事，普及体育知识，展现青年人积极
昂扬的精气神，为中国冰雪事业发展留下了
生动的影像志，书写了慷慨激昂的英雄传，
奏响了恢宏壮美的奋进曲。

塑造鲜活人物

人是运动的主体，电视剧是表现人的艺
术。相比以往，当下冰雪题材电视剧更加注
重立足火热的时代去描摹真实的人物性格，
深入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歌颂

他们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具有
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超越》 中的陈冕，一直不被父亲看
好，但她不服输、不认命，毅然放弃擅长的
轮滑运动，从头开始学习短道速滑。虽然天
资不高、基础不牢，她却愿意从打扫冰场开
始，从试训员起步，将汗水洒在训练场上，
一步步接近目标，超越自己。她有勇气打破
偏见，追求卓越，展现出真正的体育精神。

《冰糖炖雪梨》中的棠雪，因为受伤被迫放
弃自己爱好的短道速滑，就读毫不相关的兽
医专业，当内心的冰雪激情再次点燃，她义
无反顾地为之拼搏奋斗，勇敢执著的性格给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陪你逐风飞翔》 中，
古灵精怪的沈争一是“野路子”出身，为追
求冰雪梦想历经坎坷，但她刻苦训练，最终
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些剧中主人公身上
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拼搏精神，更折射出当下的中国精
神，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这些作品并非只展现领奖台上的鲜花和
掌声，还塑造了一群聚光灯之外的人物形
象。比如《超越》中的陈敬业，尽管自己同
样夺冠心切，可是为了在“异国他乡升起国
旗”，他选择将机会留给天赋更好、能力更
强的队友郑凯新。又如他们的教练吴庆红，
为了缩短郑凯新的禁赛期而主动放弃主教练
职务，她认为，只要徒弟还在冰场上，她就

“没有输”……这些情节强调了爱国主义与
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对体育精神的拓展和延

伸，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力量。

创新艺术手法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冰雪题材电视剧是
典型的现实题材，如果不创新，就容易陷入
同质化、套路化甚至悬浮化的窠臼。近来这
批冰雪题材电视剧注意题材、内容、手法上
的全方位创新，深入生活肌理，突出现实质
感，呈现出勃勃生机。

这些剧普遍坚持现实主义手法，突出真
实性。《超越》中有不少对上世纪80年代东
北社会风貌的再现，无论是极富年代气息的
体育馆、冰雪皑皑的街道，还是烟火气浓郁
的小餐馆、教练和队员们朴实温馨的家庭场
景，都颇具地域特色。该剧在典型环境中描
写人物，层层递进展示中国冰雪事业的艰难
跋涉。主创团队为了真实再现历史，走访了
40 多位冰雪运动发展的亲历者，形成 60 余
万字素材，为创作时艺术化加工提炼储备了
丰富的生活来源。为了凸显专业性，剧组聘
请国家级教练员、运动员作为顾问和滑冰指
导，提前对演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冰上训
练，所有主演均能自主完成初级的短道速滑
冰上和陆地技术动作。在镜头表现上，这部
剧摈弃炫技式的微观镜头和夸张的特技动
作，具有较强的真实感。《冰糖炖雪梨》的
主创团队为了展现真实的竞技氛围和专业的
运动技巧，邀请了近 200 名专业短道速滑、

冰球、花样滑冰运动员及教练员参与剧集的
拍摄工作，其中包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500米金牌得主武大靖，为作品奠定了较为
真实的基调。

这些剧还通过创新叙事，彰显青春气
息。在叙事结构的创新方面，《超越》采用
两条时空线索交叉的叙事结构，一条展现上
世纪黑龙江短道速滑队的历史，一条再现
2015年青岛短道速滑队的故事，两部分相得
益彰，拍出了中国冰雪事业踵事增华、接续
奋斗的传承性，让人感慨。在表现手法的创
新方面，这些作品适应网络时代需求，将体
育题材与青春校园、偶像、喜剧、动作类型
相融合，符合年轻人审美习惯。比如《冰糖
炖雪梨》用夸张、漫画式的方式回忆男主人
公的童年趣事，让人忍俊不禁；用饼干小人
动画巧妙展现教练赛前战术安排，被观众称
赞“很有想象力”。《穿盔甲的少女》则突出
女性视角，加入了奇幻色彩，着力营造浪漫
氛围，具有一定艺术特色。

总之，这些剧集以充沛饱满的艺术热
情、贴近时代的故事与人物、精致优美的影
像画面，彰显了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代表
了冰雪题材电视剧的最新水平，不仅在国内
掀起收视热潮，有的还被发行到海外多个国
家。接下来，还将有《冰雪之名》等冬奥题
材电视剧播出，相信这些作品会进一步点燃
观众热情，汇聚起“一起向未来”的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
究中心）

本报电（胡志）近日，“迎冬奥‘特写
杯’朗读 《顾拜旦说》大赛”颁奖典礼在
京举行。

《顾拜旦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起
人顾拜旦的格言集，以每日摘取一段顾拜
旦格言并进行评析的形式，将顾拜旦的生
平和现代奥运会的创立始末散落在365段引
文和评述中。为弘扬奥运精神、传递奥运
文化，团结出版社有限公司、“特写”APP
等于2021年10月至12月举行“迎冬奥‘特
写杯’朗读《顾拜旦说》大赛”，其中专业
组面向全国广播电视界专业主播，业余组
面向全社会民众，参赛者以朗读顾拜旦格
言的方式，增进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
展现出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的期待，
大赛收到近300件参赛作品。

本报电 （记者张鹏
禹）1月24日，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当代》 杂志
社主办的 《当代》 2022
年度文学论坛暨颁奖典礼
举行，2021 年度长篇小
说五佳与《当代》文学拉
力赛总冠军揭晓。活动在
微博、视频号、抖音、B
站等平台进行了网络直
播，全网总观看量达百万
次，带领各地读者对过去
一年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精
彩回顾。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阎晶明对 2021 年国内长
篇小说总体状况做了综
述，重点分析了故事动感
的强化、故乡的寓言化等
值得关注的创作新趋势，
认为过去一年中国长篇小
说创作获得了丰收。

《当代》 年度文学论
坛脱胎于 2004 年创办的

《当代》 长篇小说年度佳
作评选，十余年来以客观
公正、高水准、专业性
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
响。2021 年度长篇小说

五佳作品授予王安忆 《一把刀，千个
字》、刘震云 《一日三秋》、东西 《回
响》、余华 《文城》、罗伟章 《谁在敲
门》。

第二十三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
度总冠军同步揭晓。该奖项由《当代》
杂志读者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投票评出，
每期得票最高者为拉力赛分站冠军，年
终再根据读者投票评出各单项的年度总
冠军。范稳《太阳转身》获“年度长篇
小说总冠军”，冯骥才 《多瑙河峡谷》
获“年度中短篇小说总冠军”，祝勇

《故宫文物南迁》获“年度纪实作品总
冠军”，“‘建党百年’致敬作品”奖项
授予铁流的长篇纪实文学《靠山》和美
国学者毕森著、李彦翻译的《1937，延
安对话》，孙睿获评“年度青年作家”。

活动的高峰对谈环节以“不匀速的
长跑”为题，由《当代》副主编、作家
石一枫主持，刘震云、罗伟章、格非、
李洱4位作家畅谈了自己对长篇小说创
作的理解。作家们妙语连珠，一次次引
发现场听众的掌声与笑声。

“这一天重逢 冰雪尽欢颜 昔夜花似雪
今日雪如花 心中这个梦 从来未改变 北京欢
迎你 我们北京见。”2021年12月26日，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推广歌曲《我们北
京见》推出“世界冠军版”MV，叶乔波、邓
亚萍、申雪、庞清、佟健、田亮等 55 位体育世
界冠军齐声献唱，向全世界发出北京之约。

《我们北京见》由王平久作词、常石磊谱
曲，以诗意的唱词与灵动的旋律，传递出东
道主北京以奥林匹克之名同世界再度相会的
喜悦与憧憬。

2008年，一首《北京欢迎你》让世界感
受到北京的热情好客，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
歌曲；2012年，《北京祝福你》向新一届奥运
东道主伦敦表达出来自北京的诚挚祝愿；
2021 年，《我们北京见》 在“双奥之城”唱
响，向世界再度发出真诚邀约。

王平久说，用生活化的语言表达情感、

沟通心灵，“奥运三部曲”一脉相承。经历了
疫情考验，包括奥运健儿在内的世界各国人
民，都渴望欢聚，“北京冬奥会是一个新开
始，在‘我们北京见’的邀约之下，大家带
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起出发，是歌曲期待
传递的理念。”

结合主题，常石磊再次操刀，为诗意的
歌词谱写青春时尚、朗朗上口的曲调。“这一
次的旋律不局限于传统五声音阶，节奏更明
快、时尚，同时也充满热情，和 55 位世界冠军
积极向上的气质吻合。”他说。

13 年前出现在 《北京欢迎你》 MV 中的
北京地标，在披挂洁白的冰雪后，成为《我
们北京见》MV的背景。“这样的呈现，折射
出一种新的变化。”曾参与北京奥运申办、筹
备、赛事等相关工作的邓亚萍说：“2008年，
热情好客的中国人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
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一定会更加精彩！”

有的画家画室有
名字，有的无斋号。
古代画家的画室皆有
斋号，有的画家还题
写成匾额，悬挂于画
室正面的墙上。这些
斋号的来由多缘于一
种雅兴或雅好，有的
还蕴含着一个故事。
比 如 ， 沈 周 的 水 云
居 、 徐 渭 的 青 藤 书
屋、朱耷的驴屋、吴
昌硕的缶庐等等。这些斋号，如果常被画
家题在画上者，世人皆知；不常题于画上
者，则只有自己知道。齐白石一生画室的
斋号就像鲁迅的笔名一样，十分多，然而
最常见于画上的是寄萍堂和借山吟馆。

齐白石还有一斋号很特别，叫作：甑
屋。齐白石年幼家贫，可是自己爱好读书
画画，祖母常常笑着说：画画不能煮了
吃。后来长大卖画为生，渐渐成名，日子
宽裕，“煮画”便不成问题，可惜祖母已不
在人世了。回顾往事，有感于怀，便用了
昔时煮饭用的“甑”字作为斋号。

这斋号里含着多少人生的感叹。
可是，现代画家与古代画家不同，画

室不再用斋号。因何？是有意地区别古
人，还是现代画家职业化了，画室成了工
作间？抑或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性情，
现代画家不再是文人？这确是应多想一想
的问题。

在我熟悉的画家中，韩美林的画室最
大。几乎像个大厂房。桌上堆着小山状的
各种纸张，高高矮矮的颜料罐、墨汁、水
罐以及大量的毛笔、钢笔、马克笔，还有
一摞摞厚厚的硬皮的手稿本。画室侧面的
大墙，上百平方米，挂满大大小小的近期
新作。靠墙摆着各种新近创作的雕塑与陶
艺等作品。对于这样一位一旦心血来潮就
如脱缰野马一般的艺术家，他需要这样超
大的画室。

我熟悉的另一位画家——吴冠中先生
的画室却极小。他生前居住在京南方庄一
个单元房内，画室最多十平方米，与我青
年时蜗居的斗室差不多。一张小方桌上堆
着大盆小碟和水墨丹青，一张比单人床略
大的画案上铺着墨迹斑斑的毛毡。然而，
他这间小画室与韩美林的大画室却有一个
相同之处，就是没有任何装饰，不像传统
文人总有些闲情逸致。他们的画室不是给
别人看的，更像一个干活的车间——除去
工具就是工作台。吴冠中和韩美林个子都
矮，韩美林在画案前放一张扁扁的台子，
作画时人站到台子上边；吴冠中则是把画
案的四条腿锯下一截，将画案的高度降下
来。这样的画室不再是享受的地方，还需
要斋号吗？

我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便由绘画“转
战”文学。画室变为书房。原先的斋号也
就弃而不用。直到后来做文化遗产抢救，
为筹经费，重拾旧业，操笔作画，也回到
久别又温馨的丹青生活里。每每在画上落
款题跋时，总要写个斋号。先前的斋号有
些过时，不好再用，应当取个怎样的名字
才更适合自己？

那时，白天奔波于山川大地与田野之
间，探访各处古风古艺，寻觅、搜集、记
录、整理，千头万绪，还要组织人马抢救
濒危的人文遗产，作画常常在夜间。每到
深夜，虽然身子乏了，只要站在画案前，
却立见精神。然而，做这种事究竟人少力单，
常常不被理解，需要自我的振作与激发。这
时忽想起明末新安一位才子的斋号——不
夜斋，从中获得了灵感，便起了至今依然
还在使用的斋号：醒夜轩。

巴特尔夫 （右图） 是蒙古国青年汉学
家，蒙古国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协会会长，翻译
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民总理周恩来》

《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中蒙友谊》《摆脱贫
困》等著作，曾获“中蒙友好贡献奖”。他是草
原上长大的汉子，从小喜欢体育运动，擅长骑
马和射箭。在他看来，体育文化是沟通两国人
民的一座桥梁。日前，笔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问：您是当代中蒙翻译界的口译专家，
请谈谈您学习汉语的经历。

巴特尔夫：我从前辈老师那里学到口译
的诀窍是，以掌握翻译技巧为基础，以体味
文化内涵为核心。2001年，我从草原牧区来
到北京的中央财经大学留学。在学校的体育
社团中，我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射箭，认
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了解到中国有着
悠久的体育运动传统，留下了很多文化典
故。比如在练习射箭时，中国同学为我讲解
了“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还有成语“百

步穿杨”，箭法准
确的背后是坚持不
懈的精神。这都加
深了我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理解，为我
日后从事口译工作

积累了经验。近些年，我也更加关注中蒙两
国在体育方面的交流，我最近非常关注北京
冬奥会。

问：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举办，能否
谈谈您眼中的冬奥文化？

巴特尔夫：我注意到，目前中国的很多
视频平台、卫视推出了各类冬奥题材真人秀
节目、纪录片，还有影视剧。相关图书、网
络文学作品也受到读者欢迎。中国人开展冰
雪运动的热情令人赞叹！因为疫情，不能到
现场观赛，我的心情用一句中国话来说，就
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在网络上、
电视上看到了比赛场地的照片和视频，雪道
蜿蜒在山脊上，与大自然完美融合，一幅山
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北国风光。我想象着奥
运健儿从山顶冲向坡底，腾空、旋转，在飞
驰中激起雪雾，就像在草原上一样自由自
在，潇洒极了！中国的体育文化、奥运文化
与悠久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使得这届北京
冬奥会独一无二。比如，河北张家口的国家
跳台滑雪中心别称“雪如意”，其中蕴含着
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是人文、科技、体育
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问：听说您最近出版了一部见证中蒙两
国友谊的体育画册，可否谈谈其中的故事？

巴特尔夫：体育赛事是民间交流的重要
渠道，有助于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民心相
通。从 2021 年 10 月起，我着手编辑 《中蒙
体育交流合作简史》图册，以图展现体育文
化的独特魅力和两国人民友谊。图册由近
360 张图片组成，并附有蒙汉双语对照说
明，记录了中蒙体育交流的珍贵时刻。譬
如，中蒙青年参加足球、排球、篮球和射箭
友谊赛的照片以及上世纪90年代王治郅代表
中国青年队抵达蒙古国乌兰巴托的情形。王
治郅等球员在蒙古国非常受欢迎，不少当地
青少年到活动现场，争先恐后地跟体育明星
比身高。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是一个新起
点，我的《中蒙体育交流合作简史》算是献
给北京冬奥会的一份小礼物。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
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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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尔夫：我爱中国的体育文化
陈 莹

《顾拜旦说》朗读大赛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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