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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片 新 闻

电视剧 《山河锦绣》 正在热播。一部
“土味”十足的扶贫题材农村剧缘何备受关
注？颇具匠心的制作、写实的剧情和接地气
的人物群像是主要原因。该剧讲述了大山里
的村庄柳家坪两代人的奋斗故事，以一个
村、三兄弟、近 30 年的脱贫攻坚经过为主
线，用各种人物的成长和生活变迁，全景呈
现脱贫攻坚事业的历程，弘扬了“上下同
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
克难、不负人民”的伟大脱贫攻坚精神。

这部剧用真实的镜头将 20 世纪 90 年代
中西部偏远农村的贫困村貌和村民的贫苦生
活展现在观众面前。因为穷，村里学校发不

出老师的工资，老师严重流失，娃娃们没学
上；村里账上只有15元钱，无力解决各项民
生开支；一些村民的“等靠要”思想严重制
约柳家坪发展，亟待改变……向贫困宣战、
拔掉穷根成为该剧的叙事逻辑，成为柳家坪
两代人前赴后继奋斗的主旋律。

这部剧叙事节奏非常快，而且极具戏剧
张力。半山村遭遇泥石流、村民纠纷、国文
修水坝遇阻、破解两村世仇之谜、赵书和柳
秋玲结婚……这些事件环环相扣，跌宕起
伏，引人入胜。

该剧更大的看点是演员的精湛演技。作
为该剧的灵魂人物，赵书和、国文、柳大满

三兄弟为脱贫攻坚事业奋力拼搏的事迹贯穿
全剧始终，李乃文、王雷、胡明的精彩表演
赋予了角色独特魅力。无论是正直善良、达
观坚韧的村支书赵书和，还是心系桑梓、为
根治水患不停奔走的副县长国文，抑或是
精明世故、能说会道的村委会主任柳大满，
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同
样让人有代入感的还有颜丙燕饰演的乡村教
师柳秋玲，她有乡下女孩的朴实善良，更有
对教育事业的执着。此外，剧中村民的形象
也相当出彩：喜欢说闲话、爱占小便宜的柳
满仓、柳满囤；仗义执言、团结友爱的赵家
兄弟；满嘴民俗谚语、有一副好口才的赵刚
子……这些人物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山河锦绣》 见微知著，将波澜壮阔的
脱贫攻坚事业浓缩进柳家坪，从真实的生活
细节出发，在平凡中发现伟大，把人物形象
的塑造放在第一位，以多元视角和真情暖意
展现出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伟大成就。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提出，要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提炼
展示中华文明的精
神 标 识 和 文 化 精
髓，加快构建中国
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报告的深刻阐
述为我们文艺工作
者指明了方向。

文 艺 是 民 族 的
血脉，能塑造“国
魂”“民魂”，尤其
对青少年具有巨大
影响力，可以潜移
默化地帮助他们认
识世界，扩大知识
领域，丰富生活经
验，陶冶情操，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当年上
导演班时，老师曾经
讲过，导演的职责就
是“通过干预灵魂而
干预生活”，其实就
是要以文化人，通
过影视作品让中华
民族的精神基因扎
根于中国人的内心
深处，而现实题材
作品的责任之一就
是展现在党的领导
下 全 社 会 蓬 勃 发
展、全民族大步向
前的风貌。

在 我 的 艺 术 生
涯中，我曾因出演
情景喜剧 《家有儿
女》 中的好爸爸夏东海，受到男女老少观
众的喜爱。我也曾因担任电视剧 《人民的
名义》 出品人、投资人，获得业内外的更
多认可。近年来，我作为制片人、导演、
演员参与了《送你一朵小红花》《穿过寒冬
拥抱你》《冰雪之名》等现实题材影视作品
的创作，它们的故事都来自生活，感人至
深。如 《送你一朵小红花》 讲述了普通人
的抗癌故事。影片从生活中挖掘细节，与
观众贴心共情，让他们深深体会人间的温
暖、真情的可贵，更加热爱生活。实践证
明，成功的文艺作品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了我们
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我现在还担任中广联合会文化艺术视
听传播委员会会长，更加意识到自己应该
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启动了“传承有
我”工作项目，通过读书会、朗诵会、名
家讲座等一系列活动，组织文艺界公众人
物和青少年共同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红色文化。

回首往昔，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
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青年一代
更加积极向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
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作
为文艺工作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征程上，我们将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
养，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
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而奋斗，
无愧于我们的使命，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作者为中广联合会文化艺术视听传播
委员会会长，制片人、导演、演员）

第四届大凉山国际戏剧节日前在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举办。来自北
京、上海、天津、昆明等地的 8 类、20 多
部中外剧目轮番演出。

图为本届戏剧节开幕演出——交响诗
《这个世界的欢迎词》在谷剧场上演。蓝天
之下，邛海之畔，观众们在草地上随意地
错落而坐，身着各民族服饰的演员就在观
众身边行走、表演…… 主办方供图

呈现时代精神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首先
颁发的是报告文学奖。近年来，报告文学作
家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深入生活，以强
劲有力的笔触深描时代精神，创作出大量优
秀作品。丁晓平的 《红船启航》 在历史的时
空中穿梭，上编溯源“红船精神”，在扎实
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还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后的经过，梳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由萌芽到
成熟的发展历程，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本
色；下编聚焦“红船精神”的延续传递，记
录了嘉兴人民保护利用红色资源，赓续红色
血脉的感人故事。

欧阳黔森的 《江山如此多娇》 和蒋巍的
《国家温度》 瞄准脱贫攻坚伟业，前者选取
贵州具有代表性的 4 个贫困区，折射出贵州
脱贫攻坚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后者在地
域上辐射全国，以人物事迹为线索，串联起
陕西、新疆、贵州、上海、黑龙江等地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的艰难历程。

颁奖现场，今年74岁的蒋巍在回忆自己
3年前用 10个月时间行走中国，翻山越岭进
村入寨，奔赴脱贫攻坚战场时激动地说：

“今天，我和所有获奖作家列队在这个辉煌
的夜晚，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出发，是
一个作家最美的姿态！”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航天史上系统
最庞大、建设难度最大、参建人数最多、建
设时间最长的航天工程之一。作家龚盛辉在
采访北斗人的过程中，内心时时伴随着感
动。“这种感动来源于千万个北斗人身上

‘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追求卓
越’的北斗精神。”内心的感动驱使他啃下
了这块科技题材的硬骨头，写出了彰显中国
精神的报告文学 《中国北斗》 并获奖。而在
作家钟法权眼中，他的偶像是张富清。张富
清的崇高追求与理想信念标记着这个时代的
精神坐标，《张富清传》 写这位“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时代楷模深藏功名的谦和风
骨，彰显出老英雄的不改初心。

扎根现实沃土

“如果一个作家对他的环境和他的时代
漠不关心，那么他的创作就会陷入困境。作
家与现实应该是一种血肉相连的状态。”来
自青海的少数民族作家索南才让以中篇小说

《荒原上》 获奖。这个生活在草原的汉子，
平时放牧他的几百只羊。他的获奖作品从现

实生活出发，写 6 个性格各异的牧民组建成
灭鼠工作队，奔赴冬牧场后发生的一系列故
事，粗粝有力地展示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于他人而言“异质化”的生活环境，恰恰是
索南才让的生活本身，这也使得他的作品极
具冲击力。索南才让表示，希望自己用文学
这支笔继续书写草原的辽阔和深邃，书写草
原上可信、可爱、可敬的人们。

同获中篇小说奖的其他几部作品中，王
松的 《红骆驼》 缘于作家探访核工业基地的
一次经历。作为一个曾经的数学系学生，王
松对科学有天然的敏感。《红骆驼》 向新中
国第一代核工业者致敬，写男女主人公潘大
兴、顾芳在“家”与“国”面前的抉择，一
代人的奉献与牺牲因沉稳而节制的笔调而饱
含生活质地。艾伟的获奖作品 《过往》 与越
剧有关，围绕一个剧团、一个家庭两代人之
间的爱恨纠葛，作家延续勘探人性的创作风
格，塑造了一个不那么完美的母亲形象。故
事结尾因爱而生的和解与救赎，彰显了文学
真善美的底色。香港作家葛亮近年来深入开
掘岭南文化史，他的获奖作品 《飞发》 是其

“匠人系列”小说中的名篇。围绕香港理发
业的兴衰起伏，作者用“名物志”的写作方
式为城市立传，颇富生活气息与年代感。王
凯的 《荒野步枪手》 写一位中年军官到训练
基地邂逅一位神枪手中士的经历，中士让

“我”看到了军营青年一代的朝气与个性，
激活了“我”曾有过的驰骋疆场的渴望。这
篇作品缘于作家2019年到内蒙古朱日和训练
基地参加演习拉动的经历。

和王凯一样，80后青年作家董夏青青也
是一位军旅作家。她的获奖短篇小说 《在阿
吾斯奇》 意为“在开满小黄花的地方”，是
一篇为边防军人画像之作。“小说中的人物
都有其现实出发，合计一下，其间大约有十
多个人的经历。”董夏青青说。颁奖现场，
董夏青青的战友、戍边战士们还在遥远的冰
山雪地拍摄了短片，祝贺她获奖并鼓励她继
续创作。“当我们的笔触落到一幅肖像、一
棵树、一片月光，或是一个逝去的身影乃至
一封家信之上，文字就会渐次照亮那些我们
渴望记录的历史局部与人生细节。”她希望
读者能通过文字，被边防军人身后那星星点
点的万家灯火所触动。

张者是兵团人的后代，他的获奖短篇小
说 《山前该有一棵树》 讲的是在花草踪迹难
觅、杂石荒凉遍地的深山矿区中，将一棵茂
密而孤独的胡杨树移植到学校的故事。树是
一种象征，胡杨是一种精神。张者说：“当
我动笔写这一棵树时，我才发现，我写的不

仅仅是树，原来也是人，是兵团人。人和树
在荒漠中最终扎下了根，成为屯垦戍边不可
缺少的重要力量。”

其他几部获奖短篇小说也有深厚的生活
积淀。《无法完成的画像》 作者刘建东发挥
曾学过炭精人像画的特长，以隐曲委婉的笔
致制造悬念，最终揭开了画像主人和画师的
革命者身份，实现了艺术技法与革命叙事的
完美融合。钟求是的 《地上的天空》 和蔡东
的 《月光下》 都是城市题材，于充满烟火气
息的日常细节中观察、记录、揭示当代人的
情感生活。

攀登艺术高峰

“我的意象是/雄性大漠，冷月边关/钢铁
的呐喊/肌肉上的汗滴/竖起的导弹/枪支的火
暴脾气/战士双手上生长的茧花/以及一颗颗
面向国旗与军旗/跳动的心。”这是 《不一样
的诗》 中的诗句，也是诗人刘笑伟的自白
书。他的获奖诗集 《岁月青铜》 接续政治抒
情诗传统，捕捉新时代军营脉动，刚健硬
朗，大气蓬勃。

诗歌是文学桂冠上的一颗宝石。本届鲁
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奖作品可以见出诗人们攀
登新时代艺术高峰的努力。作为“第三代
诗”的重要诗人，韩东40余年不断追求艺术
新变，在中国诗坛具有重要影响力。他的获
奖诗集 《奇迹》 洗练而精密，宽远而平和，
以精湛的记忆淬炼出生活中的诗意。从援藏
到留藏，陈人杰把他乡当作故乡，他的诗集

《山海间》 是走遍西藏山山水水写下的心灵
之书，是雪域悟道的灵魂之诗、生命之思。
路也的 《天空下》 辽阔高远，将对现实的细
微体察与游历大千世界的感悟融于一体。臧
棣的 《诗歌植物学》 格物致知，用 600 余页
的大容量，抒写人们生活中的近 300 种植
物，以植物为媒传达生命的触感，构建出别
具一格的“植物诗学”。

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获奖作品有
自然书写，有历史叙述，有乡土关怀，作家
们或继承文章学传统、致敬古典文化，或拓
展文体疆界、吸纳其他文体特质，其创作结
晶展示出艺术性的提升与创新。江子的 《回
乡记》 以“冷热交织”的笔触，熔铸饱满激
情与冷峻审视，绘制出一个卓尔不群的赣江
吉水乡土世界。李舫的 《大春秋》 是大历史
散文的突破之作，全书用“士、脉、道”三
大板块，将文人命运、地域文化独特气质及
中国文化的道统传承紧密结合在一起。沈念
的 《大湖消息》 广揽诸文体之长，以地理空

间熔铸美学境界，身体力行感知生态变迁。
陈仓的 《月光不是光》 是普通人迁徙流变的
生活信史，乡愁与热望同在、裂变与奋进交
织。庞余亮的 《小先生》 接续现代以来贤善
与性灵的文脉，以散文笔法结合儿童化视
角，呈现爱与美交织的乡村教育往事。

打开崭新视界

创作与评论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文
学理论与批评一方面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和时
代文学思潮的演进，一方面也为读者提供了
洞察文学作品的有力视角。本届鲁迅文学奖
文学理论评论奖的一大特色是聚焦文学现
场，构建中国式批评话语体系。何平的 《批
评的返场》 以强烈的在场感深度介入创作生
产、期刊策划、文学思潮，他的“行动”与

“对话”的批评观，试图重建文学批评与广
阔世界之间的关联。杨庆祥的 《新时代文学
写作景观》 关注文学的未来——青年写作。
他在繁芜的文学现场爬梳筛选，努力在新时
代文学的“存量”中发现“增量”，绘制时
代文学地形图。他提出的“新南方写作”等
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热门话题。张学昕的

《中国当代小说八论》、郜元宝的 《编年史和
全景图——细读 〈平凡的世界〉》、张莉的

《小说风景》 是致敬文学史经典之作，他们
的研究不仅是文本探秘或作品重读，更指向
经典文本之于当下的意义，搭建起我们与他
们、当下与历史的情感联结。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文学翻译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翻译家们的译作犹如摆
渡之舟，带一代代作家和读者遨游世界文学
的蔚蓝海洋。时隔 20 年，本届鲁迅文学奖文
学翻译奖又一次与鲁迅文学奖其他奖项比肩
而立，满额评出5部获奖译著。许小凡的译作

《T. 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在坚实的研
究基础上，流畅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杨铁
军的译作《奥麦罗斯》克服巨大难度，最大限
度地复现了这部史诗的渊深宏阔。陈方的译
作《我的孩子们》造诣深湛，准确把握原作的
复杂文体。竺祖慈的译作《小说周边》以严
谨、忠实的风范再现原作洗练、恬淡的气息。
薛庆国的译作《风的作品之目录》与原作者的
思想和情感同频共振，达到形神兼似的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
学奖之夜”还特意安排了“致敬编辑”环
节，感谢为中国文学作出无私奉献的广大编
辑们，马天牧、李黎、李伟长、李亚梓、吴
越、赵萍、季亚娅作为获奖作品责任编辑代
表上台，接受致敬。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在京颁奖

这个辉煌夜晚，属于中国文学
本报记者 张鹏禹

11月20日晚，北京中央歌
剧院华灯璀璨，众星云集，
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文学编
辑和艺术家以文学的名义相
聚在一起，共赴“中国文学
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他
们中，有来自草原的蒙古族
牧羊人，有数十年扎根边陲
的军旅作家，有长期坚守教
育一线的乡村教师，也有奔
走于祖国建设一线的见证者
与书写者，还有为年轻人传
道授业的高校学者。

作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
的文学奖项之一，第八届鲁
迅文学奖创新颁奖形式，探
索“文”“艺”联动，首次将
颁奖典礼与丰富多样的舞台
表演相结合，打造“中国文
学盛典”，以期助力优秀作家
作品走进大众视野，增强文
学吸引力和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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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大凉山国际戏剧节举办

扶贫题材农村剧受关注
郝亚宣

扶贫题材农村剧受关注
郝亚宣

电视剧《山河锦绣》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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