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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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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响巢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35集现代家庭情感剧《我
心灿烂》将于11月6日登陆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档。该剧由刘文武担任出
品人，孙艳华编剧、导演，王志文、艾丽娅、朱刚日尧、周野芒、丁柳元、王思
思、周迅、曹征、代乐乐等加盟演出。该剧以赵、彭、叶三家为核心，以一幅
古画为故事线索，展现了中国社会近30多年来的发展与变化。

剧中，赵方圆为了完成父亲嘱托，在特殊的动荡年间为叶家保存古画
《清明上河图》。一次意外中，为了搭救大儿子赵家仁的女朋友，古画不得
已落入彭家人手中，彭家人以此为要挟，逼赵方圆用钱赎画。由此以后的
30多年里，围绕着古画，赵家、彭家、叶家发生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三家的儿
女们也各自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和解读出了父亲对信义的坚守。剧作摆脱
了以往“为鸡毛蒜皮吵闹”的家庭戏套路，用情节剧的戏剧节奏，将人物推
向极致的窘迫，让他们在逆境中体现出可贵的品质。孙艳华希望通过该剧
中朴素善良的人性，让处于社会变迁中的人们读懂道德与坚守，温润当下
浮躁的人心。 （央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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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视剧编剧，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
“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感到特别亲切。电
视剧属于大众传媒范畴，利用电视剧的艺术特质和观赏方式，深入浅
出地给广大观众传播“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天生就
具备一种亲和力和大内容承载的优势。在我的人生成长过程中，革命
先烈和先行者们为创建“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抛头颅、洒热血，
前仆后继的事迹一直教育、感染着我。我创作了电视剧《李大钊》《洪
湖赤卫队》《我的青春在延安》《我的故乡晋察冀》《小站风云》《护国大
将军》，电视纪录专题片《国魂》《壮士行》《香港沧桑》《北上先锋》等，
都跟这样的精神熏陶密不可分。在创作以清末、民国期间各个阶层的
中国人不甘屈辱与日本侵略者以及封建强权斗智斗勇为背景的电视
剧《玉碎》《神医喜来乐》《闯天下》《张伯苓》等剧时，“爱国、敬业、诚信”
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营养也都支撑着剧中主人公的精神世界。

作为在军队从事电视剧创作几十年的编剧，军营火热战斗生活
的锻炼感染，特别是海军这些年来的转型建设和迅猛发展，都给我以
强烈的鼓舞和创作冲动。从当年的《潮起潮落》《蓝色国门》《波涛汹
涌》《驱逐舰舰长》到刚刚在央视播出的《舰在亚丁湾》。《舰在亚丁湾》
播出时，在北海的“辽宁号”上；在东海距离钓鱼岛最近的驱逐舰上；
在西沙、南沙的礁岛上，我们的海军官兵都在收看。无论是官兵还是
军属们，他们都说很好看，很提气，还没看够。作为《舰在亚丁湾》的
总编剧，对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
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我有更深切的感触。

当下，全国年产万余部集的电视剧，每天全国数十个电视台在播
电视剧、上亿人在观看电视剧，电视剧已经成为中国观众每天必不可
少的“第四餐”。能不能源源不断地把精彩纷呈、充满正能量的中国
故事讲述给观众？能不能把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信
念，艺术化、形象化、生动化地传播给观众？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大的
思考空间，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潜力。

毋庸讳言，当下的电视剧已经高度市场化了，一方面，市场化给
电视剧创作生产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一些只图牟利的资本也涌进电
视剧行业。电视剧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也日益多元驳杂。“狗血情
节、娱乐至死”大行其道的“穿越”；粗制滥造成家常便饭，抄袭照搬不
以为耻。屏幕上也时不时出现那种“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
的躯壳作品”。相反，一些很有正能量的电视剧却因为“广告商不喜
欢”、“故事太正，缺乏娱乐性”等所谓理由被大幅压低收购价格，或是
干脆被排挤出播出平台。

事实上，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
人审美追求的电视剧，收到的效果并不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没有观众、没有市场。比
如，前几年，我改编创作的电视剧《洪湖赤卫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后，观众反映
很不错；我创作的反映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我的故乡晋
察冀》，央视首播时，一直名列全国收视率和收视份额的前三名。与其说观众、评委在鼓
励我们的电视剧作品，不如说是在鼓励我们电视剧创作坚持的方向和探索的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
现象。这句话对电视剧创作很有针对性。这些年来，无论从数量规模、总体水平，还是
受众的影响力，相比其他已经小众化、边缘化、或是以票房为主要评价标准的艺术门类，
国产电视剧的规模和质量，都可毫无愧色地称为“高原”这两个字。几年来，涌现了许多
部“有筋骨、有追求、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也播出过“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
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电视剧。但离“高峰”的要求还有相当
的距离。实际上，我们的电视剧编、导、演队伍不缺少攀登高峰的追求与冲顶的能量。
在刚刚举办的“两岸三地电视剧编剧论坛”上，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的编剧们就认真
学习、研讨了讲话精神，纷纷表示要努力深入生活，“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
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时下，某些上星台电视剧的收购、播出还存在迎合低俗观赏趣味的心态，以趋利为
第一目的的运作方式也都心照不宣，某些角落里存在寻租潜规则的现象。这些不正常
的状态都需要业内人士好好反思，重新调整。此外，电视剧的评奖、评判及价值取向也
存在着某些含混模糊状态。我们的电视剧可以与资本合作双赢，但是决不能被资本绑
架，更不要被某些只希望榨取商业利润的人，以所谓的“观众”好恶来决定收购什么、播
出什么、奖励什么。

艺术评论要敏锐把握
时代风气和审美变化

日前，文化部艺术司在京召开“学习
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加强
艺术评论工作”座谈会。来自戏曲、话剧、
音乐、舞蹈、美术等多个门类的10余位专
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文化部副部长董伟
出席并讲话。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诸迪主
持座谈会。

董伟在讲话中指出，艺术评论是党的
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文艺繁
荣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与艺术创作的
现实需求和广大观众的审美期待相比，艺
术评论工作还有一定的差距，存在人情评
论、红包评论，套用西方文艺理论，评论队
伍明显萎缩等问题。他强调，今后的艺术
评论工作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要把握艺术评论的正确方向，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把握好艺术
评论的方向盘；二是要运用正确的观点开
展艺术评论，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
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
话、建诤言，摆事实、讲道理；三是要加强
艺术评论阵地建设，不仅要用好传统媒

体，还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新媒体；四是
要努力为艺术评论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培
养更多艺术评论人才，营造开展艺术评论
的良好氛围。

与会者结合各自研究领域的实际，畅
谈艺术评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纷纷表
示，评论者应敏锐把握时代风气，掌握审
美变化，适应新媒体、网络化时代对艺术
评论的新要求；应立足创作，从文艺作品、
文艺现象的实际出发，尊重艺术规律，有
坚守、有关怀、有情感，要真正热爱自己所
从事的专业和评论的对象；要积极、正面
地评价反映真善美的优秀作品，激发正能
量，用艺术评论鼓励优秀作品的创造、创
新；要把好艺术评论的方向盘，褒优贬劣，
激浊扬清，对各种不良艺术作品、现象、思
潮要勇于表明态度，进行深入辨析和有力
批驳，增强艺术评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与会者认为，艺术评论离不开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评论者应坚持中国艺术评论的
中国特色，珍视中国艺术评论的历史传
统、文化积淀，走艺术评论的中国道路，扬
中国艺术评论的中国风格。 （徐 健）

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独家承制的32集电视剧
《当家大掌柜》近日在多个省市电视台播出，深受观
众好评。该剧发生在清末民初的山西汾州尽善村

（杏花村），以尽善村宝泉益大掌柜肖子富的行动为
主线，不仅向观众展示了杏花村“历尽沧桑酒更香”
的变迁，而且让观众感受到了晋商的诚、信、义，品
尝到了晋酒的醇、厚、绵，领悟到了晋人的真、善、
美。

尽善村是个一村一品的酿酒专业村。这里拥有
上百家酿酒作坊，其中史、霍、卫三家均拥有多个酒
坊，成鼎足之势。三家中规模、产量又以史家为首。
三家既姻亲相连、互相帮扶，又明争暗斗、互相制
约，影响着尽善村酿酒业的发展。剧中发生的史家
作坊突遭蹊跷大火后，以三家陈酿勾兑“贡酒”，完
成了朝廷交办的圣命；又以三家陈酿勾兑的“老白
清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夺得金质大奖章，创
造了中国白酒的民族品牌；最后以三家资本合组

“义泉涌”走向尽善村一统生产的融合之路，也就是
逐步实现了从手工业作坊向民族现代工业转型的
发展之路，体现了晋商“在角逐中共生，在融合中壮
大”的经营之道。剧作突破了传统晋商电视剧以表
现金融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创作老路，首次以开创民
族现代工业、追求实业救国的故事来演绎晋商，从
而使其具有崭新的主题思想和认识价值。

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该剧获
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剧作主要写尽善村史家的故
事。史家从老东家史寿昌到女东家史纨清面临一大
堆纵横交错、异常复杂的矛盾。在尽善村有与史家
勾心斗角的乡谊霍家的矛盾，有欲置史家于死地的
姻亲卫家的矛盾；在史家内部有史纨清与大哥史承
安、大嫂小彩云的矛盾；在省里，先是受巡抚大人和
傅师爷的威逼，后是受督军府官僚资本的利诱。这
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构成了许多悬念迭起、动人心魄
的戏。

马少骅扮演的大掌柜肖子富是剧中最为成功
的人物。他操劳一生，忠于东家，先是为老东家史寿
昌当家，后是为女东家史纨清当家，最后还要扶持
少东家史霆。作为当家大掌柜，肖子富帮助史家度
过了一次次的惊涛骇浪。他面对云字号失火事件，
处变不惊，转危为安，完成了朝廷交办的酿造“贡
酒”的圣命。他取得晋商乔家大户的支持，解决了碛
口募银、筹集资金的难题。他同季宗齐一道冒着生
命危险，闯碛成功，突破了督军府的陆路封锁，打开
了“老白清酒”的销路。他巧施计谋，使“老白清酒”

夺得巴拿马国际金质大奖章，把山
西名酒推向了世界。他积极支持季
宗齐的创新改革，但劝阻他不能急
于求成。肖子富有敢为人先的闯关
精神，不畏强暴的斗争意志。他对东
家和股东的忠诚，不是一味地俯首
帖耳，而是顺应时代潮流，在生产和
经营的根本问题上对东家和股东负
责，把产业做强做大，为东家和股东
创造最大的利益。这一形象体现了
中国早期民族工业职业经理人的特
点和品质。

童蕾扮演的史纨清是剧中最为
动人的形象。这是一个冲决传统、违
背“祖制”的晋商第一位女东家创业
守成的悲剧式人物。她为人知书达
理、贤惠善良，处事机敏睿智、冷静
果断，识大体，顾大局，一个柔弱女
子承担起维护从宝泉益到义泉涌这样一份大家业
的重任，实属奇崛而难得。而她面对的是霍、卫两家
的密谋算计，面对的是无赖大哥和泼妇式大嫂的无
理取闹，还有官府衙门无休止的欺诈、威逼，但她从
容应对，处置得当，保住了祖业，发展了产业。史纨
清为史家献出了一切，但最后却成为“祖制”的牺牲
品。她虽然有固守成规、跟不上时代潮流的一面，但
她由做东家到被罢黜、最后死去的悲惨命运赢得了
观众的同情。爱恨情仇，史纨清，一个美丽形象的毁
灭，留给观众的是更多的遗恨。

该剧在成功塑造肖子富、史纨清，以及老一代
晋商人物史寿昌、霍万年、卫庆仁形象的同时，还塑
造了季宗齐、霍祥甫、史霆这三个学习了外来文化，
具有创新思维，要突破传统观念的新人形象。他们
顺应时代潮流，感受时代脉搏，做时代的弄潮儿，走
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们的道路既不会是一帆风顺，
更不可能一举成功，但是他们的价值在于代表着晋
商的希望和未来。

该剧吸收了丰富的地方文化元素，增强了作品
的地域特色。如火如荼的杏花怒放，如云如霞的酒

旗飘扬，鳞次栉比的酒肆作坊，“宝泉益”车水马龙，
“醉仙居”人来人往，尽善村一派充满酒镇特色的风
光。剧中酒坊开炉、出酒等完整的酿酒工艺，庄重的
饮酒礼仪，经营酒业“忠义当先”的“十不可”的宣誓
场面，以及宗堂祭祀、婚丧嫁娶等许多表现民情民
俗的仪式性的内容，也对观众有着巨大的视觉冲击
力。其中，最喜庆的场面是由宝泉益、德厚成、贻井
坊合组“义泉涌”的挂牌仪式，张灯结彩，锣鼓喧天，
体现的是晋商竞争对手的融合共生、做强做大的理
念；最悲痛的场面是义泉涌女东家史纨清的葬礼，
雪花纷飞，纸幡飘扬，是为晋商第一位女东家吟唱
的一曲悲歌。

三幅字画在剧情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杜
牧的《清明》诗手书、李自成的“尽善尽美”条幅、傅
山的“得造花香”题词，都在剧情变化的关键时刻起
到为史家逆转困境的作用。姑且不说这三件史家的
镇宅之宝是否真实存在，但剧作家把传统文化和家
族兴衰、实业成败联系在一起的构想，是值得赞赏
的，赋予了作品更多的文化内涵，增强了作品的文化
分量和底气。

诗酒天下的传奇故事诗酒天下的传奇故事
————评电视剧评电视剧《《当家大掌柜当家大掌柜》》 □□韩玉峰韩玉峰

近日，儿童电影《跑过罗湖桥》在
全国上映。该片由儿童文学作家苏曼
华编剧、深圳米伦文化传播公司出
品，可谓是一部纯正的“深圳创造”。
影片以小主人公新仔的生活及学习
为主线，反映一桥之隔的深港两地教
育模式差异对小主人公成长及思想
的双重影响；以新仔波折起伏的命运
以及来自身边同学朋友的各种关爱
为线索，讲述了新仔如何面对生活磨
练，从一个不懂事的小毛孩，慢慢成
长为一个可以肩负家庭重任的小男
子汉的故事。该片不仅有对少年儿童
成长所出现的心理问题的呈现，还有
如何去化解这些矛盾的智慧传教，以
及对当代中国都市家庭情感的深刻
剖析。

长期以来，儿童电影市场收益
低，难以赢利，院线排片积极性不高

的事实，导致我国儿童电影市场的长
期萧条，取而代之的是价值观怪异的
成人模式动漫鸠占鹊巢。对追求赢利
的影片投资方来说，看好儿童电影市
场的不多，创作上好剧本更是极为难
求，加之制作团队、演员等创作上的
制约，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愈加难见
银幕。有鉴于此，剧作家苏曼华立志
写出生动可看的儿童电影剧本。《跑
过罗湖桥》就是一部题材生动、故事
感人的好剧本。

《跑过罗湖桥》的成功，苏曼华功
不可没。由她编剧的儿童故事影片

《我们手拉手》曾获多个国家级的奖
项。苏曼华始终笃信，生活是艺术永
远的富矿，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创作
电影《我们手拉手》，她曾经从深圳坐
火车到吉安，从吉安坐大巴到茨萍，
再从茨萍搭上一辆个体运营的破旧

面包车到下七乡采访。盘山道极险，
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深涧，如此陡的
下坡路司机却毫不减速，行到半路又
下起瓢泼大雨。大雨中她一个人在

“下七”下车。茫然四顾，半山腰上有
房屋，山水从山上冲下来，她迎着山
水向上走，打伞和卷裤腿都已毫无意
义。当她见到下七中学校长连国富
时，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
样……“深入生活不能怕艰苦，必须
真正地深入下去，你才能受到深深地
触动，才能写出好东西来。”苏曼华
说。为了创作《我们手拉手》电影剧
本，年逾花甲的她，前后六上井冈山。

而为了创作《跑过罗湖桥》，苏曼
华从 2007 年初就开始到罗湖边检站
深入采访，那些日子里，往往早上天
还没亮，她就出现在罗湖边检站出境
大厅，那里有港澳走读儿童专用通
道。因为香港从幼稚园到高中都是免
学费的，所以从刚上幼稚园的 3岁孩
童到已上中六（高三）的少男少女都
不辞辛苦地奔走于这条通道上。年逾
花甲的苏曼华，跟他们一起跑过罗湖
桥，到元朗的一所中学体验生活。她
住在那所学校一位老师家里。上午上
六节课，两节连排，学习时间安排得
很紧，但是课堂上轻松活泼。学生可
以坐着说话，可以搞笑，正好消解了
课业得沉重。家政课让苏老师很感兴
趣，学生学习做蛋糕、烧麦等面点，学
习缝纫和培育花卉，掌握帮助父母做
家务的技能……苏曼华细细揣摩，努
力挖掘发生在罗湖桥上和罗湖桥两
端不为人知的独特故事，终于写出了
电影剧本。

《跑过罗湖桥》是一部“儿童”影
片，但又不止于此，它还是一部都市
励志影片。家长们反映，看了这部电
影，孩子们渐渐会培养一颗柔软的
心，冰冷的都市生活也显得有了温

度。影片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
与假恶丑，让家长们知道好孩子不是
打出来、骂出来的，是鼓励出来的。与
当下某些打着儿童旗号实则呈现成
人化思维的影视作品不同，《跑过罗
湖桥》充满了童思、童情和童趣。

我国有 3.6 亿未成年人，而为他
们拍摄的电影极少，优秀电影更是凤
毛麟角。苏曼华长期致力于为孩子们
创作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为
全国的孩子们奉献优质精神食粮的
追求与付出，显得弥足珍贵。儿童的
成长环境主要来自于成人世界的影
响，由于儿童模仿力强的天性，常会
有意无意地模仿影视作品中的暴力
或丑恶行为，甚至出乎成人的想象。
苏曼华在创作剧本时，特别注意不让
那些肮脏的、犯罪的细节出现，避免
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表现了一
个儿童影视作家高度的文化自觉。

《跑过罗湖桥》亦为“一国两制”
的鲜活见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
今天的深港关系。罗湖桥是深圳独
有、举世闻名的颇具象征性的一条通
道，也是改革开放前海外华人与中国
大陆间最早的一条通道。虽然现在这
座桥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但发生在
罗湖桥上和罗湖桥两端的故事，既是
改革开放的成果，又是深港亲情的缩
影，还是“一国两制”的见证。因此，这
个题材非常有意义。担任该片导演的
蒋国权早在电影杀青前就信心满满
地说，“一部好电影一定有一个理由。
这部电影主题正确，题材感人，我会
用专业精神拍好这部电影。”

党的十八大强调关注民生、以人
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文精神。《跑
过罗湖桥》恰恰着力表现深港亲情和
人间关爱，反映一家有难各方相帮的
和谐社会人际关系，是一部充满了正
能量的电影。

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
艺评论中心、湖北省文联、中共恩施州委
州政府联合主办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艺创新研讨会”日
前在湖北恩施举行。来自全国20多所高
校、科研机构、文艺报刊等的近百位文艺
理论评论的专家学者，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围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艺创新的主题，交
流各文艺门类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与会
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涵丰富、
全面系统、思想深刻、意义重大，是每位文
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
新最好教材，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科学
指南与行动纲领。文艺创作应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旗帜，坚持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
作为中心环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努力推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决定社会主义文艺创新的领导权的驱动
力，在当今社会大转型和开放发展的时代
条件下，在当代文艺多元化开放发展的格
局中，要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
评价体系引入文艺作品的价值评鉴之中，
用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式传播真善美，传播
精神文化正能量。与会者认为，文艺家应
该自觉加强立身修德和为人民而创作的
社会责任感，要有鲜明的精神境界和价值
追求；要认清时代发展，脚踏实地，为繁荣
文艺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徐 健）

文艺理论评论界研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艺创新”

■评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