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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时代楷模”黄文秀的先进事迹，文艺工
作者已经先后创作出纪录片 《文秀，你好》、电影

《秀美人生》、话剧 《心中的长征》、歌剧 《扶贫路
上》、壮剧《黄文秀》等作品，引发强烈社会反响。
聚焦黄文秀平凡而伟大一生的电视剧 《大山的女
儿》在央视开播后，再度引发观众热切关注。该剧
由严从华担任总制片人，郭中束编剧，雷献禾执
导，杨蓉、刘奕君领衔主演。不少观众点赞该剧在
脱贫攻坚故事的讲述中，表现出触动人心的榜样力
量。他们评价该剧是“越看越有味的良心剧”，还有
人说该剧“质朴感人、细节用心，真实感、亲切感

扑面而来”。
《大山的女儿》以黄文秀的人生经历和党对她的

培养为线索，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成长，还在创作时
设计了第一书记群体、驻村干部群体、基层党员群
体以及乡村致富带头人群体等多元人物形象。导演
雷献禾表示：“这部剧依据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
的‘文秀模式’进行创作，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呈现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实景，为观众解答有志青年
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奋斗，农村应该以怎样的理念
去发展的问题。”

该剧客观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门熟路”
的艰辛。有观众表示剧情很真实：“没人能随随便便
成功，农村有农村的现实情况。”“黄文秀刚上任时
的场景，我们看完很有共鸣。面对困难和压力，我
们要进一步坚定信念。”

该剧节奏快，艺术表达方式新颖。如第一集开
篇就扣人心弦，用急促紧张的镜头再现了黄文秀生命
的最后时刻：暴雨之夜，黄文秀独自驾车行驶在崎岖
山路上。年迈父母担忧返程的女儿，百坭村同事不停
发微信告知她山洪预警，让她不要回村。可惜一切都
来不及了……此时，该剧运用了倒叙的手法，镜头
一转，让黄文秀直接面对观众，平静地介绍自己：

“我叫黄文秀。”由此拉开了她 30 岁无悔人生的大
幕，牢牢地吸引了观众。

亲切的广西方言、美味的壮族米粉、甘甜的壮
族米酒、别具风情的壮族服饰、悦耳动听的壮族山
歌……《大山的女儿》力图返璞归真，充分体现地
方特色。演员在剧中干农活、拉家常都是好手。黄
文秀当时工作的乡村美丽却贫困的状况，也在剧中
得到真实呈现。杨蓉饰演的黄文秀架着一副黑框眼
镜，戴着草帽，穿着扶贫红马甲，一言一行，一颦
一笑，既有壮乡儿女的味道，又有当代大学生的气
质，颇具黄文秀神韵。

6 月 29 日至 7 月 3 日，第二届
“三月三”民族电影展在广西南宁举
行。活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影局、
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广西文化产业集团联
合主办。

广西的民族电影创作具有优良传
统，葆有旺盛活力。电影《刘三姐》
家喻户晓，近年来推出的 《碧罗雪
山》《夜莺》《阿佤山》《天琴》《又是
一年三月三》等影片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反响，为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
积极贡献。

民族电影是中国电影画廊的瑰
宝，承载着书写各民族多元文化特点
的使命，在彰显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
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电影人在产业发展大潮中开
拓进取，奋力前行，创作出众多优秀
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深刻的思想
内涵、多样的艺术手法、丰富的民族
文化吸引着观众，在海内外各大电影
节上有所斩获。

本届电影展从300多部影片中精
心挑选出《天上的菊美》《又是一年
三月三》《红色之子·单刀赴会》《天
边加油站》《刘三姐》《随风飘散》

《母亲的飞机场》《万物有灵》《歌声
的翅膀》《喀什古丽》10部经典民族
电影参加展映，其中既有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拍摄的经典作品，也有党的十
八大以来创作的力作，集中展现了壮
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苗
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民族
故事，向观众多角度展示绚丽多彩的
民族电影文化和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
时代风貌。这 10 部影片于 6 月 29 日
至 7 月 3 日在南宁数家影城轮番展
映，吸引了众多影迷前来观影。

其中，开幕影片《天上的菊美》以
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菊美多吉的先进
事迹为蓝本创作，展现出民族地区党
员干部真实的生活状态，影片风格质
朴又充满诗意的美感。广西壮族自治
区贺州市昭平县黄姚镇凤立村原驻村
第一书记费强观看影片后表示，这部
影片令他回忆起驻村时的经历：“驻
村第一书记要把村子当成自己的家园
来建设。唤醒文化记忆，以文化促振
兴，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应有的担当。”

本届电影展还举办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海报展、民族
非遗文化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图为参展影片的海报。
主办方供图

文学作品转换成其他艺术形式的传统由
来已久，近些年来更是佳作迭出。如刘慈欣

《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毕飞宇《青衣》改
编为电视剧、舞剧、京剧，路遥《平凡的世
界》、梁晓声《人世间》改编成电视剧、话剧
等。这些改编后的作品频频“出圈”，成为文
化热点，展现出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拥抱拥抱、、
交融、相互激发的巨大张力。

近日，根据作家季宇小说 《最后的电后的电
波》改编，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话的话
剧 《铁流东进》 登台国家大剧院，反响热
烈，好评如潮，再度引发关注。《最后的电
波》 发表于 《人民文学》 2018 年第 7 期，并
获得了2018年度“弄潮杯”人民文学奖中篇
小说奖。从小说到戏剧，《铁流东进》 在编
剧、导演、演员、舞美、道具、灯光、音乐
等多方面均展示出艺术的高水准，可以说是
从平面文学到立体舞台改编的成功典范。

舞台二次创作，人物“活”起来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小
说《最后的电波》讲述的是皖南事变后，皖
中独立师第三团将士被围困于白马山区时，
利用李安本这位电报局职员，以电报的方式
与江北军部恢复联系，最终在顾绍彬团长等
新四军将领的率领下顺利突围的故事。

从小说到剧本的改编，涉及从文字作品
到舞台表达转化的过程，
话剧《铁流东进》在剧本
上下了很大功夫。无论是
小说还是戏剧，最终都是
看人物。《铁流东进》 成
功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
了舞台的二次创作。剧
中，无论是归国抗日的
华侨，还是带着江湖气息
的草莽大汉、下山的道
士、柔弱的少年，每个角
色都有属于他们的故事，
真实而鲜活。

例如，通过对主人公
李安本姓名的“补白”与

“解读”，戏剧放大了原本文字的信息传递：
安本，安分守己——老百姓就是想这样过日
子的，但是是什么让他们不能安本？是什么
原因让李安本原本可以当一个好兵的，却从
战场隐退回到家娶妻生子？剧中交代了，是
历史的动荡，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现实，
是李安本的舅舅在战场上踹的他那一脚，让
他选择踏踏实实过日子，去追求“安本”。通
过这个值得琢磨的名字，老百姓朴素的期待
也在这里得到了诠释。

类似这样耐人寻味、画龙点睛的改编还
有许多，比如原著中的“小彭”变成了“小
火柴”，代表了点燃的微火和一种希望；“答
答滴滴滴，滴滴滴答答”不仅是符号化的电
码，而且成为了最好的祝福，一句台词蕴含
多层含义，满含深情。从“最后的电波”到

“铁流东进”，更展现了一种大历史观、大时
代观，真正符合立体的舞台呈现。

引人入胜的舞台表演表演，，也为作品增光添也为作品增光添
彩。李安本的角色塑造张弛有度张弛有度，，是有刻度是有刻度
的表演。演员在扮演老年李安本时安本时，，演出了演出了
年龄特质，但是不颓丧；青年李安本李安本，，则是则是
一个佝偻却狡猾精明的形象。李安本经历蜕安本经历蜕
变，成为新四军战士后，又展现了豪迈之豪迈之
气，这些都通过演员的头、胸、腿、脚以及以及
行、立、坐、卧、眼神、语气等方面表现出
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表演水平。剧中王挺
饰演的顾团长，在戏中起到了“变压器”效
果，他的表演节奏、温度、强度把握得很
好。震撼和感动的分寸，把控得很真切，将
剧场变成了一种弹性的空间。

传统创新统一，彰显舞台魅力

话剧 《铁流东进》 充分运用台词语言、

肢体表演、时空交织、场景转换、新媒体技
术等舞台表现手法，在如何讲述故事上进行
了大胆创新。高度写实与大胆写意的巧妙结
合，使这部话剧充满了艺术魅力，是传统和
创新统一的典范。

例如表现李安本在第三团无线电培训班
当教员的场面时，设计了两支竹竿来表现担
架，模拟了人物坐在滑竿上被抬上山的感
觉，也表现了三团官兵学习无线电发报的场
景。这种源自于民间戏曲中的元素，在欢快
诙谐的音乐中，将老百姓生命力的可爱和战
士们生命力的鲜活跃然呈现于舞台之上，作
品的天地一下就宽大了。角色设置上也向传
统戏曲做了借鉴，杜南海又闷又有力量，是
典型的文戏角色，而大刀、大牛、二牛这些
角色都是用武戏的方式。这些都是基于传统
的创新和延展。

话剧 《铁流东进》 整体上追寻英雄精神
的叙事表达，是有关信念、理想和艺术的综
合舞台呈现。这种精神是有凝聚力的，从排
练厅到舞台，到表演、灯光、音乐、舞美各
部门的有效配合，将理想的光亮一步步传递
给观众。同时，基于传统文学的力量，作品
完成了许多值得深挖的追问，比如曹禺式的
对命运的追问，除李安本角色本身的体现
外，彭大刀的那段独白：“闺女！俺要报仇
……从那天起，这个世上只有彭大刀……”，
饱含了对战争、国难和个人命运的思考，更

是对命运的追问。再比
如老舍式的对世道的追
问，在李安本祖孙二人
的对话中也体现得特别
充分恰当。

话剧 《铁流东进》
是剧场、舞台功能有效
开发利用的典范。其舞
美布景设计抽象但巧
妙，高高低低的白色积
木，可以是阵地、是房
子、是山峦，整体来说
又象征着摩斯密码和电
波。演员在舞台上，跳
上跳下，跳入跳出，将

表演和舞台环境融为一体。戏中最后一幕，
当新四军战士们的群雕形象出现在舞台后
方，群体的奔跑涌动和舞台旋转接口的表
现，配合着灯光、音乐，给观众带来强烈的
冲击感和崇高感。

演出谢幕时，观众热烈的掌声证明了这
部话剧深部话剧深挚入心的共情效应，展现了舞台艺
术不可替代术不可替代的巨大魅力。来自平面文学的人
物物，，通过舞台通过舞台表现具象起来，带动观众回望
和致敬革命先辈和致敬革命先辈走过的路，将理想信念形象
化于红色电波化于红色电波，，在在心中永续，声声不息。

（作者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人民文学》主编）

图①：小说《最后的电波》封面。
图②③：话剧《铁流东进》舞台照。

中国国家话剧院供图

一个环形坡面乐池升起于舞台
中央，大型交响乐队围坐其间，合
唱队位列其后，如众星拱月。舞台
上方，两条半圆飘带，以“1952”
为起点，以 2022 为抵达，中间怀抱
着“中央歌剧院”圆环，与乐池两相
呼应，仿佛诉说着一座歌剧院 70 年
的光辉岁月。

7 月 6 日晚，在新落成不久的中
央歌剧院剧场，大幕开启，灯光璀
璨。当一个以中国文化审美意蕴

“圆”为设计概念，寓意着中西文化
和谐圆融、美美与共的舞台呈现在众
人面前时，观众席不禁响起了一阵阵
惊叹声。在郑小瑛、高伟春、杨洋和
袁丁三代指挥家的“艺术接力”下，
一场阵容强大、温暖动人的开幕式音
乐会在这里华丽上演。雷佳、马梅、
刘珊、丁毅、袁晨野等众多国内顶级
艺术家，与刘云志、么红、尤泓斐、
王庆爽、阮余群等中央歌剧院艺术家
们汇聚一堂，用音乐和歌声为新剧场

“剪彩”，致敬中央歌剧院 70 周年的
艺术传承与精神赓续。

中央歌剧院始建于 1952 年，前
身是延安的中央管弦乐团和鲁艺文工
团。1943年，在延安创作演出秧歌剧

《兄妹开荒》，1945年，在延安演出民族
歌剧《白毛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
央歌剧院在中国首演、推出并保留了

《图兰朵》《茶花女》《卡门》《叶甫根
尼·奥涅金》《艺术家生涯》《利哥莱
托》等大量世界经典歌剧，积累并创
排了《第一百个新娘》《马可·波罗》

《霸王别姬》《山林之梦》《红帮裁
缝》《红军不怕远征难》《红色娘子
军》《玛纳斯》《命运》《道路》《萧
红》等一批中国原创民族歌剧。

作为国家级的艺术院团，拥有一
家自己的专属剧场，是一代又一代中
央歌剧院艺术家的夙愿。今年，在

建院 70 周年之际，这个愿望终于在
这一代歌剧人手中实现了，气势恢
宏、风格典雅的中央歌剧院剧场拔
地而起，成为首都北京又一处闪亮
的文化地标。

当晚的开幕式音乐会在张凯丽、
瞿弦和两位表演艺术家的主持下，全
画幅式展现了中央歌剧院 70 年以及
中国歌剧事业的艺术成就。其中，歌
剧《阿依古丽》《白毛女》《洪湖赤卫
队》《党的女儿》等经典之作，对早
期中国歌剧发展进行了回溯与致敬；

《西西里晚祷》《利哥莱托》《卡门》
《蝙蝠》《图兰朵》等经典歌剧唱段，
展示了中央歌剧院对世界经典歌剧艺
术的驾驭能力；《玛纳斯》《命运》

《道路》等原创歌剧，彰显了近年来
中央歌剧院的创作实力。

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文化工程，中
央歌剧院剧场甫一亮相就引起了国
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开幕之际，意
大利、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歌剧
院、艺术机构以及蒂奇亚纳、阿曼
多、米拉·维洛蒂耶维奇等多位知名
国际歌唱家，对剧场的落成以及投
入使用表示祝贺，并期待着未来有更
多的合作。

“开幕式音乐会就像个起点，中
央歌剧院剧场的艺术长跑才刚开始起
步。”中央歌剧院院长、小提琴家刘
云志说。他表示，未来中央歌剧院剧
场将以“世界一流歌剧院、国家最高
歌剧殿堂、歌剧艺术普及传播的引领
者、中外歌剧交流平台以及歌剧人才
聚集高地”为发展目标，争取打造成
为“人民的舞台、世界的窗口、高雅
艺术的重镇”，将更多符合时代精神
和世界艺术水准、为人民大众所喜闻
乐见的新经典搬上舞台。

图为艺术家在开幕式音乐会现场
表演。 中央歌剧院供图

从文学到舞台,
红色电波声声不息

施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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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歌剧院剧场“剪彩”

开启世界级艺术长跑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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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的女儿》

荧屏再现“时代楷模”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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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民族电影展举办

银幕光影展示民族风情
李霆钧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7 月 6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发起的全国首家
中国网络文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写作者数百
万人，读者数亿人，作品上千万部，
由此带动的网络文艺产业规模庞大、
从业者众多，为更好营造网络文艺行
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在司法部和北京
市司法局指导下，中国作家协会组织
知识产权领域资深专家、法律界专业
人士、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人民调
解员等组成全国首家专门针对网络文
艺知识产权纠纷进行调解的人民调解
组织，主要开展普法教育、法律咨
询、纠纷调解、维权诉讼等工作，旨
在保护网络文艺作品知识产权，减少
维权成本，缓解诉讼压力，努力共建
更加和谐清朗的网络文艺环境。

当天，中国作家协会还在北京召
开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联席会议，
近 50 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
全国省级网络文学组织负责人、知名
网络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发起《网络文
学行业文明公约》，呼吁加强网络文
明建设，优化网络文学行业生态，推
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法律界助力共建
网络文艺和谐生态

①①

②②

③③③

杨蓉在《大山的女儿》中饰演黄文秀。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