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这一个”项羽
——观京剧《重瞳项羽》 □蔡体良

■评 点 秋色中的一片落叶
——评雅皮话剧《好听的都是伤心的歌》 □王 童

文学作品改编成话剧，往往有一种貌合
神离的感觉，同读小说本身所产生的入情入
理的感觉似乎有些距离。读方方的小说《树
树皆秋色》，是在一种屏心静气的状态中安
然读之的。而袭之改编过来的雅皮话剧《好
听的都是伤心的歌》，则给人一种阅读之外
的感受。该剧的情节常常会把人从规定情景
中拉出来，使人在一种异在的存在中，时时
审视着自己。相对于方方其他情节跌宕起
伏、感情浓烈的小说，如《奔跑的火光》《万箭
穿心》及刚面世不久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等，这部有些缠绵的“伤心的歌”，则略显轻
松和温情了一些。

《万箭穿心》中那种悲痛至极的情绪时
时牵动观众的心，恰如余秋雨形容的“一时
真如芒刺在背，万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
下挖个洞，一头钻下去”，而“伤心的歌”则是
这大悲恸中的一个插曲片段。《奔跑的火光》
时刻牵着女主人公的情索，让读者揪心扯
肺，“伤心的歌”就如在撩拨你的心绪。假如

“伤心的歌”把结局定位在虚幻的“老五”或
因车祸或斗殴或见义勇为丧生，并在华蓉心
中留下一个惨痛的回忆，这或许就延续了方
方那类“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命运。但该剧并
未这样穿凿附会，而是有了似惘然若失又有
心理归宿的满足感。在两个女人围绕着一个
男人潜在着争风吃醋时，“老五”则是一个实
实在在的人物，这个人物萦绕在华蓉、梅芜、
王志强和观众之间，给了观众无限的猜测与
冥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是一部翻转

过来的《等待戈多》。只是这戈多并未在观众
的视线中消失，而是消失在华蓉的电话里。
这就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可以追寻的存在。

作为《树树皆秋色》原创的责编，笔者读
小说时，“老五”存在的悬念并没那么强烈，这
多少是受文字静默所限，而在剧中，由于演出
气氛的烘托，他却是一个切切实实、呼之欲出
的人物，而这人物面壁之隔，难见庐山真面目
的情景，也无意间成了一个哲学的命题：人生
本就是一场无意义的等待与追寻。

有些观者认为，该剧把知识分子表现得
有些俗气，其实这恰恰是对这一群体的真实
展现，因知识分子也同大众一样，是存有七
情六欲的群体。

南方的话剧到了北方，不知是不是有水
土不服之感，总觉得该剧还应加点作料，非
专业演员的加入，是一种尝试，但却也有不
成熟之处，从专业演员王志强的扮演者纯熟
的演技折射出华蓉演员演技的稚嫩。但华蓉
的貌不出众、逐渐深入人心也是一个非专业
的优势，这或许又是编导的用心？从剧场效
果来看，话外的旁白似在加强剧情的文学
性，却有顾此失彼之感。然而，该剧在南方演
了百余场，颇受欢迎，也可见有呼应之作用，
这对一个民营剧社来说，是件可喜的事。中
国话剧的发展需要有这样的尝试，拓展得多
了，也就有了舞台。尽管该剧尚有精耕细作
的田垄，但转而一想，也就是这么一碗清淡
的“阳春面”了。这只是树树皆秋色中的一片
落叶。

近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和中国剧协、中国美协、中国摄协共同
启动文艺培训志愿服务试点项目，组织相关艺术门类的50余名文艺家重点深
入中西部农村地区，面向超过1500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文艺骨干和中小学艺
术课程教师，采用举办培训班、讲座、笔会、现场辅导和举办小型展览等多种形
式，开展专项文艺培训志愿服务，提高基层文艺工作者的艺术水平、文艺素质
和艺术教育水平，丰富基层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据悉，中国剧协将组织国内知名戏剧编剧前往陕西省千阳县寇家河乡、江
苏省宜兴市鲸塘镇，集中培训当地的农民剧作家，目前中国剧协的志愿者团队
招募工作已接近尾声。文艺志愿者们将在教授当地创作者编剧理论和技巧的
基础上，辅导创作、修改以反映现当代农民生活为主题的多个剧本，提升剧本
创作能力和创作质量，促进剧本成果产出。与此同时，戏剧家们还将举办戏剧
专题讲座，为当地戏剧爱好者们普及戏剧历史和理论知识。

中国美协将组织以协会主席刘大为为首的文艺志愿服务队，中央美院教
师也主动放弃寒暑假期，加入志愿服务队前往四川省巴中市革命老区，集中培
训当地中小学美术教师和文艺骨干。同时，为配合雅安赈灾活动，还将重点选
派汶川、雅安地震灾区多名基层美术工作者参与培训。本次活动在课程设置上
进行了精心安排，将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针对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进
行辅导，增强当地美术教育水准，间接惠及当地中小学学生。活动将分为中国
画和油画两个专业，推动当地基层美术工作者的创作能力，同时举行专题讲座
普及美术知识，提高当地文艺爱好者美术理论和鉴赏能力。

中国摄协将组织知名摄影家、理论家和技术专家等前往宁夏吴忠市的同
心县和青铜峡市，在半年的时间内以主题式讲座结合创作答疑的方式，培训当
地学校摄影专业的教师、基层摄协组织工作者、文化场馆的摄影工作者。据了
解，宁夏具有丰富的摄影资源。在中国摄协做的调研中，宁夏摄协自建会以来，
共推荐70位摄影家加入中国摄协。同时，当地摄影家和爱好者对提高自身摄
影水平有着迫切的愿望，为此，活动将有针对性地为宁夏当地摄影家和爱好者
设置相关培训课程，辅之以命题式和自由式拍摄环节，再加上面对面交流和答
疑，以及实战操作拍摄等，扶持当地摄影事业，促进宁夏摄影骨干和人才培养。

据介绍，该项目是中国文联充分发挥文联组织的工作优势和各文艺家协
会的人才优势，为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提供文艺志愿服务的新举措，也是探索
动员文艺家到基层获取灵感、汲取素材、磨砺品格、出好作品的一次尝试。项目
实施周期为半年，实施过程中，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负责项目总体规
划、申报评审、过程监督、成效评估、成果展示等工作。项目试点结束后，将在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文联系统进行推广。 （文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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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艺术品格 呼唤艺术良知
□韩志君 韩志晨

当下，中国电影、电视剧创作诸侯烽起，
生产数量出现井喷，其中当然有精品，但平
庸之作甚多，还有不少属于“豆腐渣工程”。
前些时候，吴天明导演在接受采访时尖锐地
提出：“现在我们到处都是著名导演、著名编
剧、著名演员，可名著在哪儿呢？”他的这一
声发问，真的是振聋发聩。我们的文学艺术，
特别是影视剧创作，确实已进入“著名”多、

“名著”少的时代。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在

创作中缺少平民意识和艺术家的良知，便
是诸多原因之一。

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常常就表现在它
所达到的“人民性”高度上。恩格斯在致保
尔·恩斯特的信中指出，历史的发展不取决
于少数人的意志，而是由在许多单个意志
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历史合力”来
决定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
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
力，即历史结果。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
价值主体，也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主体。最
广大人民群众情绪和愿望的总和，决定着
历史发展的方向。作为艺术创作者，应当
具有平民意识，要沿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意
志“合力”的方向，表现他们的最大愿望，反
映回荡在他们心底深处最强烈的呼声。这也

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
所谓“具有平民意识”，首先就是要以人

民为中心来进行电影电视剧的创作，提倡
“有血痕无墨痕”的佳作，摒弃“有墨痕无血
痕”的赝品。我们应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努力
拉近银幕、荧屏与观众的距离，让作品与广
大的中国观众贴心、碰心。过去和现在，我们
的许多作品之所以受到观众冷遇，有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跟老百姓隔心，有太多的虚假、
太多的矫情，让广大观众有太多的厌烦、太
多的不信服。

前一段时间，我们集中看了近20部的伊
朗电影，不全好，但好的不少。伊朗的艺术家
们始终深情地凝视着自己的人民，非常富有
质感和富有情怀地表现他们的生活。伊朗电
影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求生，以清新质
朴、恬淡温暖又充满哲理的影像风格去表现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友谊、宽容、爱、和谐
这些主题撞击了我们的心扉。这是一个很值
得我们注意并深长思之的艺术现象。

对于艺术家来说，仅有平民意识还是不
够的，还要有艺术良知。当前，我们的国家正
进行着伟大的社会变革，正发生着深刻的变
化。前行的大潮激流勇进，但同时又有各式
各样的沉渣泛起；真与假同在，善与恶并行，
美与丑互映；我们的人民，激情澎湃地创造

着历史，同时也背负着历史的重轭……作为
艺术创作者，我们有责任表现这一切，要自
觉地贴近、溶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活
动中，以他们真实的生活为中心，勇敢地抨
击假恶丑，大力地弘扬真善美，真诚地、深入
地看取人生，努力让我们的作品引起广大观
众的共鸣。

我们强调努力让作品引起广大观众共
鸣，与以媚俗的方式迎合观众不是一码事，
与“娱乐至死”更不是一码事。娱乐是文艺作
品的重要品格之一，也是区别于其他一切意
识形态最显著的标志。但娱乐并非是文艺作
品惟一的和全部的品格。媒体文化研究者和
批评家尼尔·波兹曼说过：“有两种方法可以
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变成一座监
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
舞台。”在世间的喧哗与骚动中，如何坚守艺
术的品格和艺术家的良知，如何努力创作出
既不“欺世”，也不“媚俗”，同时又能让广大
老百姓赏心悦目的作品，是摆在艺术家面前
的一个大课题。

我们强调艺术家要有平民意识，要以人
民为中心来进行电影、电视剧创作，并不排斥
以笔作为解剖刀。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样也
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他们身上同样也有精
神痼疾，也有鲁迅所说的那种“国民劣根性”

的东西。倘若一写到或一拍到他们，就只是一
味地同情与赞许，那也不是可取的。现在，我
们在表现官场和商场时，作品并不缺少批判
的锋芒，但在表现底层的时候，往往凝视多
于审视，同情多于解剖，甚至只有凝视没有
审视、只有同情没有解剖。这会减弱作品的
现实品格和现实主义力量。当年，鲁迅并未
因阿Q贫穷而将他写成中国的脊梁，也并未
因孔乙己落魄而将他誉为中华民族的未来。
我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影视剧创作，就
是要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现实，就
是要把人性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都真切地揭
示出来，怀着深切的关注和真挚的爱。

我们在影视剧创作中既要有平民情怀，
又要有艺术家的良知。一个成熟的作家和艺
术家，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审美立场和价值判
断，进而确定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作品
与未来发展的关系。没有文学支撑的导演是
走不远的，没有理论支撑的作家和编剧也是
走不远的。艺术创作是一场马拉松竞赛，时
间，惟有时间，才是文学艺术作品最权威最
公正的批评家。我们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真
实而又富有远见地表现生活，让人文的阳光
在作品中流淌，我们的作品将来才不至于在
时间的铁砧上褪色、风化。

“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本遴选颁奖活
动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已经成为具有特色的一
个品牌、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只要将全国少数
民族题材影视剧本遴选活动一届一届地办下
去，从少数民族那里摄取真实的陈述、本真的生
活，激发作家们的创作热情，民族电影大有希
望，民族电影大有可为。”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
昂奔的话，不仅给予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
本遴选活动充分肯定，而且也道出了从事少数
民族电影事业人的心声。

2010 年，对于中国电影史而言，有一个独
特的电影活动值得记载：首届“北京民族电影
节”在北京举办，120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参加
了展映，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国际电影
界的注意。而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北京市
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少数民族题
材影视剧本遴选”活动也孕育而生。

万事开头难，当初在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题材影视剧本遴选时，有些人持怀疑态度：
一是能不能征集来好的剧本，二是遴选活动能
否坚持下去。2011年 2月，“首届少数民族题材
影视剧本遴选”活动如期在民族饭店举行了颁
奖大会。在北京市民委的鼎力支持下，首届剧本
遴选活动中15部获奖作品《清水里的刀子》《使
者》《枊条边》等都已经被制片公司和央视购买
及筹拍，其中《你好，爸爸》《同心》《永生羊》都已
拍摄完毕并在电视台和院线播放。可以说一半
以上的获奖剧本或拍摄或被影视公司买去版
权，这都不仅证明首届剧本评选公正而且质量
较高。

在第一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第二届全国
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剧本遴选”活动于2012
年5月正式启动，至2013年2月28日结束，历时
9个月，共收到 240部剧本，其中少数民族编剧
为83人，涉及32个少数民族。

第二届活动的最大突破是，剧本遴选工作
已经从简单的征集剧本，拓展为将文学创作和
电影剧本、制片方、导演、投资方、发行与电影频
道组成一个有机链条，逐步完成让文学有出路、
让导演有好本子、让民族电影有市场、让观众有
好看的电影的产业链。

本次剧本遴选活动还有一个新的创意，就
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召开首届影视剧本创
意投资发行洽谈会及与影视公司签约仪式。在
项目签约仪式上，文化部民族电影发展专项基
金委员会分别给予电影剧本《德吉德》、电视剧
剧本《海棠山》10 万元奖励，电影剧本《沙海老
兵》5万元奖励。

当然，在两届剧本遴选过程中，我们也发现
了一些问题。一是作者不知道剧本的体例写法，
往往送来的是小说和人物传记。其二，由于一些
编剧不是少数民族，即使是少数民族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也存在
着民族书写的问题，为了符合少数民族题材征集的要求，往往把
一个故事和人物强加在少数民族身上，显得生硬又不严肃。其
三，电影剧本写得过长。一般电影剧本的字数约 3万字左右，场
次为100场戏左右，电视剧一般不超过40集，格式为影视体裁而
不是小说或者人物传记形式。还有台词太多、太长，使电影更像
是话剧而不像影像。其四，缺少生活，许多细节缺乏生活基础，脱
离生活本真，生编硬造。

观众在于培养，编剧在于发现，剧本在于生活。值得一提的
是，2012年中美电影展期间，中方准备推荐5部电影参加中美电
影展，专家们在20部电影中挑选，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最后挑
选出的 5部电影竟然全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这件事足以证明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正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世界刮目相看。

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路上，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是能够与
好莱坞大片抗衡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题材。民族题材电影关乎中
国文化的竞争力，要大力发展民族题材电影，努力实现中国文化
强国梦。

少
数
民
族
题
材
电
影
创
作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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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剧
本
做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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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立场
竞争 、不平等与比较欲求……………黄纪苏
挪动……………………………………于 坚
特 稿 行者的迷宫（下）

……………张 炜 朱又可
文 学 21世纪诗歌精选之十五

叶蔚然 严 力 乌鸟鸟
殷龙龙等
来自伊尼的告白（小说）…南 翔
小故事（小说）……………黄孝阳

“乡村的前今生”散文小辑
黄金明 文 河 陈应松
嘎玛丹增等

民间语文 病儿父亲日记（2003—2006）……………杨再辉
秦剧团记忆（1958—1972）………………吴晓雅

艺 术 观看的进化………………………………谭 奇
圆明园画家村往事………………………刘树勇

研究与批评 “人民”、“广场”的意义嬗变…………钟 靖
大字报文艺论略：以1958年前后为例的考察

……………………………………周 冰
《天涯》杂志已开通淘宝店http://tyzzz.taobao.com，欢

迎网购。亦可到邮局订阅或本刊邮购。邮发代号：84-12，
双月刊，16.00元/期，全年六期96.00元。平邮免收邮费。
如需挂号，需加邮费3.00元/期。邮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人大政协楼六层《天涯》杂志社。
邮编：570203。电话：（0898）65360004、6533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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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视频、图片、文字的方式
全方位报道作家。

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
作家的生活，只要与作家有关
的事儿，我们就迅速给予报道。

新闻、会议专题、人物专
题、活动专题等视频表现形式，
全面、透彻、深度报道作家。

作家大视野、作家访谈等
视频栏目，让您感受作家的思
考，聆听作家的高论。

作家网——作家自己的网
站！

只要给我们电话，我们就
在第一时间派人采访。
电 话：18612791266

010-85766585
邮 箱：18612791266@126.com

作家网：www.zuojiawang.com

上线十二年 与作家一路同行

西西 湖湖
2013年第七期要目

2013年第七期
（总第二百一十九期）
社长 / 主编 徐 迅
执 行 主 编 王树清

阳光博客：http：// blog.sina.com.cn / ygmag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九区1号 邮编：100013

电话：010-64463817(传真) 投稿邮箱：ygmag@126.com

特别推荐 往日 ，往事（中篇小说）…………………薛友津
中篇小说 彼此………………………………………奚同发
短篇小说 春暖花开…………………………………齐文禄

芝麻花开的季节…………………………樊 山
散文随笔 秘境阿拉善………………………………曹 洁

走近贺兰山（外一章）……………………姚中华
张阿姨……………………………………贺晓红

法眼观文 关于那个著名的萝卜……………………秦万里
阳光论坛 阅读与评论（三章）………………………凌 翼

也谈宽恕（外一章）………………………黄树芳
诗 歌 锈铁开光（组诗）…………………………叶 臻

我是你时光里的美人（组诗）……………喙林儿
静等一树一树花开（组诗）………………梦 璇

新锐 吕魁小说二题
致青春 ，或卑微的寻梦者——

吕魁小说简评……徐 刚
海誓……………………周文毅
不可逆转………………陈 然
高春林的诗……………高春林
陈洛的诗………………陈 洛
毫无头绪………………杨永康
自传与公传：一九七三·一

……………………董学仁
好作家的烂作品给我信心——

阿乙访谈…………………
…………阿 乙 胡少卿

先锋 、创痛与疗救——蒋峰
小说论…徐 勇 徐 刚

紫青稞 ：有关西藏的一个关键
词………………刘 涛

“ 小说是强烈的接地性和象征
性的复合体 ”……………
…………陈应松 姜广平

《东岸纪事》及其他——夏商访
谈录……夏 商 河 西

现场 爷爷的陀螺（中篇小说）…………李长廷
文学 、人生及其他………………田 人
旋转的岁月（创作谈）……………李长廷
寄淡泊于至味……………………杨金砖
世事如“陀”：是人玩转陀螺还是陀螺玩

人……………………………陈仲庚
新锐 主持人语………………谢有顺 李德南

散文三题…………………………胡竹峰
凭自己的趣味创造出来的耐读美文……

………………………………范培松
小说 一千个人的梦乡（中篇）…………丁伯慧

牛本纪（短篇）……………………吴昕孺
陈州笔记四题（短篇）……………孙方友
匠人二题（短篇）…………………任 乐
铁石心肠（短篇）…………………曹明霞

诗语 青蓖的诗…………………………青 蓖
屈甘霖的诗………………………屈甘霖

发现 小小说三题………………………段淑芳
淑芳 ，醒醒（创作谈）……………段淑芳
草根化的视野与温和中的锐力…聂鑫森

艺苑 缘聚张家界………………………王际勇
有感于湖南采风…………………李德胜
紫荆与白莲………………………石劲松

社长：谭仲池，主编：江学恭，执行主编：王涘海。主办：
湖南省文联。邮购地址：410001长沙市八一路227号。电
话：0731-84582637。邮发代号 42-31。半月刊，全年价
3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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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永生羊》剧照

由中国曲协、中共合肥市纪律检查委员
会、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
第三届“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
集活动日前在京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弘扬
主旋律、唱响廉政歌，激浊扬清、扶正祛邪为
主题，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
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的原则，充分展示广大党员干部为民务实、
廉政勤政的精神风貌和先进事迹，揭露鞭挞
腐败和歪风邪气。活动设一等作品2篇(个)，
二等作品4篇（个），三等作品8篇（个），优秀
作品20篇（个）。

日前，作品征集工作已全面展开。全国

专业和业余曲艺作者均可参与。征集作品须
为原创，并系未经发表上演过的评书相声、
快书快板、鼓曲唱曲、曲艺小品等作品。文字
作品必须在 5000字以内，DVD作品时间控
制在15分钟之内。截稿时间为11月30日。

两年一届的“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曲
艺作品征集活动是曲艺与廉政文化建设有
机融合的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分别于
2009年、2011年举办了第一、二届。如今，已
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廉政
文化品牌，成为促进曲艺创作繁荣的重要助
推器。

（曲 文）

第三届“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
曲艺作品征集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