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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我们这个伟

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作为戏曲老

编剧，我理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首先要坚持文艺作品的价值导向，要站

在人民的立场，书写人民的理想和创造；第

二,我们的创作要反映生活，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实现文艺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途径；第三,我

们的创作要服务大众，好的作品必须走向

人民、服务人民。

刚刚由国家出台了《关于支持戏曲传

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在全文的九大条块

中，作为专题列出了“支持戏曲剧本创作”，

加大剧本创作扶持力度，实施戏曲剧本孵

化计划，实施“三个一批”优秀戏曲剧本创

作扶持，国家艺术基金加大对优秀戏曲剧

本创作的扶持力度。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

戏曲编剧的人来说，是极大的鼓励与推动，

调动起了大家创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或

许，戏曲编剧的“百花园”就此繁花似锦、硕

果可期。

最近几年，我创作了《挑山女人》、《双飞

翼》、《甄嬛》（上下本）、《金缕曲》以及不久前

脱稿的当代戏《燃灯者》，取得了一定社会反

响，引起业界关注。不少人问我：你在剧本创

作方面有什么诀窍？说出来其实很平常，就

是当我们接手一个题材的时候，以什么样的

角度去审视、去开掘，如何在寻常的历史或

现实题材中，注入我们现代人的审美体验与

生存观照。凡事从不同的角度，总会得出不

同的看法，这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以及对于

社会、人格、道德、生活的了解、体验和认知，

取决于我们在创作中坚持什么样的导向，采

用什么样的途径。作为戏曲创作者，我们都

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

者，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

步要求。在现今的社会条件下，大家都受过

良好的教育，组织文字不会太困难，困难恰

恰在于能不能沉下心来扎根生活、体验生

活，不断学习补充新知识，逐步完善认知深

度与人格修为。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这确实

是创作者无法遮掩、无从规避的方面。写作

技巧娴熟到一定水准，上述条件就是作品能

否更上层楼的关键了。

记得当初接手《挑山女人》时很为难。

因为之前写的大多是京剧和越剧的古代历

史剧，且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15岁从军入

伍，与所要写的山村生活和人物常态相去

甚远。好在当兵10多年，部队就驻扎在山

区，风雨天酷暑日，不乏扛着石头、挑着担

子、背着枪支弹药翻山越岭的经历，对其中

的辛苦与艰难并不陌生。加之驻地周边的

山村中，住着不少畲族居民，耳濡目染与亲

密接触，使我这个长于大都市的女兵，能够

切身体会到山区生活的艰辛与不易。编剧

是有“职业病”的，写作前我不断追问自己：

通过这样一位平凡百姓的平凡故事，到底

想说些什么？又能够说些什么？该怎样说才

好呢？想来不外乎三条途径。一、表述生活

之苦难及来自外力的救赎：主人公历经坎

坷，在众人帮助与扶持下，终于走出困境。

如此，结局圆满，亦可展示社会的美好。二、

表述苦难中无奈地挣扎与悲凄：如此，可赚

取同情悲悯的眼泪。三、表述苦难中的独立

与担当：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博、人口众

多的天地里，对于不平的呼号是必须的，但

如果仅仅让主人公悲天抢地的呼号，等待

社会的关注与帮扶，是远远不够的。不如以

人物的质朴性格与实际行动证明：生活担

当之不易，精神独立之可贵。《挑山女人》选

择了第三条途径：在普通观众眼里，可以读

出生命之路是要靠自己坚持奋争并勇敢担

当的。在具有一定能量且被感动的观众心

里，则可以扪心自问：我能够为社会中的弱

势群体做些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文艺作品

对人民群众的感染力、影响力，也更加警示

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需要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最近，我与两位青年编剧刚完成了《燃

灯者》的剧本创作，此剧是取材于上海优秀

法官邹碧华先进事迹的当代大戏。虽然我

们采访并查阅了近80万字的资料，也被他

的品格与精神所感动，但如何在舞台上表

现当代先进人物？如何让现实中的先进人

物艺术地生动立体起来？如何使观众在艺

术感染的氛围中体悟先进人物的精神？对

创作者来说，都是大难题。我们畏难过，也

想退缩过，但纵观历史上的许多优秀传统

剧目，有不少都属于那个时代的当代戏，古

人尚且有此勇气，活在当代的我们，又恰逢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的高度重视以及最近

刚颁发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二十一

条政策”的文件，更应该乘此东风，在“百花

齐放、推陈出新，开创中国戏剧事业新生

面”的前行路上，努力尝试、不懈追求、紧接

地气、倚重生活，为使我们这一代人的戏剧

历史闪耀于历史长河而发愤图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李 莉

近年来，在中宣部、文化部和河南省委、省

政府的重视支持下，河南省文化艺术工作者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紧扣时代脉搏，贴近群众生活，创作推

出了一大批关注现实问题、表现现实生活的舞

台艺术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取得了

良好社会效果，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在全国性的艺术赛事和展演活动中，我

省的现实题材剧目《香魂女》《常香玉》《红旗渠》

获得“中国艺术节大奖”和“文华大奖”；豫剧现

代戏《朝阳沟》《铡刀下的红梅》荣获文化部第二

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话剧《红旗渠》、豫剧《村

官李天成》《焦裕禄》、曲剧《飘扬的红丝带》等获

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在加强现实题材戏曲现

代戏创作上，我们的主要做法有：

增强使命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工

作者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

者。我们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深化对现实题材作品引领时代发展重要作

用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一是伟大的时

代需要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讴歌弘扬。二是价

值的多元化需要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引领规

范。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优秀

的现实题材作品培育支撑。

加强政策扶持，提升有力保障。近年来，河

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不断加大对

艺术事业的扶持力度，为现实题材作品创作演

出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一是省委、省政府按照

“保两个基本”的原则，对省直院团职工工资实

行财政全额发放，部分市、县参照省里做法，对

本级院团工资也实行了全额发放，极大地调动

了广大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二是从2012年起，

省财政设立了舞台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每年拿出1000万元用

于省直文艺院团和文化单位的舞台艺术创作、生产和奖励，重点扶

持本土题材和现实题材。同时，对在全国各艺术类比赛中的获奖作

品及个人给予表彰奖励。三是从2008年起，省财政每年拿出2600

多万元，对“舞台艺术送农民”惠民演出进行补贴，各市、县也采取

了配套措施，全省各级政府每年采购的公益演出达1.6万场次以

上，从今年起省财政每年还将拿出1500多万元面向社区群众实施

“中原大舞台”惠民演出工程，在这些惠民活动中现实题材作品占

据了较大比重。四是省委、省政府累计投资4.4亿多元，为省直8个

艺术院团新建改建剧场，同时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省财政拿

出3000多万元为省、市、县三级表演团体（含专业和社会民营团

体）配送流动舞台车200多辆，为院团排练和到基层演出提供了良

好条件。五是社会各界踊跃捐助艺术事业，改善了文艺院团灯光、

音响、服装等设施。六是全省188家文艺院团（转企改制58家，撤

销转为文化艺术单位的108家，划转为非遗保护单位的22家）全

部为职工办理了社会保险，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七是出台了

《河南省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暂行办

法》，按照到基层采风创作时间，分别给予创作人员每人1至4万

元的经费资助。

抓住中心环节，引领创作繁荣。把创作作为中心任务，以文化

工作“三年规划”、“五年规划”为时间节点，按照“规划储备一批、排

练推出一批、加工提高一批”的工作思路，抓好现实题材作品创作。

一是要求18个省辖市和省直艺术单位每年都要有新创剧目、移植

和复排剧目、加工提高剧目，做到有演出、有创作、有储备，滚动发

展。二是立足全省中心工作，对全省有优势的现实题材进行认真盘

点，重点围绕省委、省政府大力弘扬的“三种精神”（愚公移山精神、

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和河南英雄模范人物群体，规划现实题

材创作。定期召开优秀现实题材剧本创作论证会，交流情况，统一

规划，避免题材撞车，造成题材浪费。三是每两年在全省范围开展

一次现实题材优秀剧本征集活动，遴选出一大批优秀剧本，打牢了

优秀现实题材作品不断涌现的基础。四是坚持生产“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目标，通过整合省内外艺术资源，精益求精，

反复打磨，不断提升重点剧目的艺术水平。

这些年来河南在现实题材作品创作演出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

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我们将抓住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戏曲传承

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重大机遇，学习兄弟省市经验，弥补自身不足，

完善机制措施，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作出新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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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作为具有浓郁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参

与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见证与

描绘着伟大时代的历史画卷，始终与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

运。近些年，随着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对包括戏曲在内的传

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知，使传统文化在逐渐回归，因此也使

得戏曲逐步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戏曲艺术在创作观念、

价值取向、呈现方式以及表导演艺术形式的提升等方面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先后涌现了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准

的优秀作品，涌现了许多有良知、有担当的剧作家和有艺术

追求的从业者。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下，戏曲艺术今后

该如何发展，怎样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群众性

和鲜明戏曲艺术审美特色的作品。我想，用戏曲艺术的精

神，弘扬、发展和建设戏曲艺术，这既符合戏曲艺术自身的

发展规律，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以时代特征为引领的精神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

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

个时代的风气。”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对文艺工作重要

性的经典阐述，也为戏曲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实，戏

曲艺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精

神。戏曲艺术的精神首先体现在它以时代特征为引领的思

想和精神内涵。中国戏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中国

人的哲学、思想和社会观念，很大程度上传递着忠勇、诚信、

敬业、爱国的情怀。纵观戏曲的经典之作，以表现时代生活

为引领的精神内涵是它们共有的特征。元杂剧《西厢记》书

写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词句，这是戏曲艺术当时

向封建父权社会发出的一次振聋发聩的呐喊。《窦娥冤》揭

露了元代社会权贵的腐败、吏治的残酷和社会黑暗，对底层

民众含冤而不屈的精神，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给予了饱

含激情的书写。这些作品因此成为戏曲表现元代历史演进

的重要内容。汤显祖是生活在明代中叶的伟大戏剧家，其

“临川四梦”除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赋予了剧作

重要的思想内容。“四梦”的出现，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

影响，剧作深刻反映了以情为核心的“人性”问题，在哲学思

想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以至于《牡丹亭》等剧成为千古

不朽的经典之作。与元明两代同样，清传奇中的《桃花扇》

等传世之作，也以反映鲜明的时代生活和以精神为引领的

思想内涵而流芳后世。如果没有精神的引领，没有精神的

力量赋予作品以魂魄，就不会有戏曲艺术代代相传的发展，

也不会屹立于民族艺术之林。

以兼容并蓄为发展的精神胸怀

戏曲艺术的精神还表现在以兼容并蓄为发展的艺术胸

怀。对戏曲艺术特性的总结，人们会自觉地说，它是综合性

艺术，的确如此。可以这样说，在舞台艺术中，戏曲的综合

性是最强、最全面的，这不仅是它的特性，也与它的形成规

律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戏曲有文学剧本、音乐、舞蹈

和舞美。而这些独立存在的艺术形式是要靠演员以歌和舞

的表演形象地展现在舞台上，才形成完整意义上的戏曲。

戏曲最初只不过是通过滑稽调笑来进行讽谏的一种方式，

后来出现了以打斗表演为主的角抵戏。到汉唐时期，歌

舞、杂技、打斗、弹丸、剑术等，以及唐传奇、讲经等文

学形式的出现，形成了戏曲史上百戏汇集的繁盛局面。在

融合了各种表演形式的基础上，才有了宋元杂剧，也就是

戏曲的正式形成。尽管这只是对戏曲做了一个简单的梳

理，但从中我们看到了戏曲艺术自身巨大的包容性和吸纳

一切艺术元素为我所用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赋予了戏曲

丰富的表现力和别具神韵的审美特色。社会发展到今天，

新的艺术样式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打开，

各种戏剧观念、表现手法和艺术流派的涌入，既带给戏曲

始料未及的冲击，也给了戏曲寻求新发展的启迪。如何在

全新的时代生活和纷纭多样的艺术形式中坚守自身的独立

品格，寻求新的突破和发展，这就需要用戏曲的精神建设

戏曲。从近些年创作上演的许多作品中，戏曲这种兼容并

蓄的、将一切有用的东西融汇运用的精神得到了发扬。比

如，不拘一格的剧作结构形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丰富

舞台表现力，音乐配器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活用芭蕾等舞蹈

表演，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进行声腔训练等等，这都是过去所

没有的。尽管如此，这一切还是远远不够的，戏曲艺术要想

获得更大的发展，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和青睐，在保持自身

特性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开拓思路，不断地用兼容并蓄的戏

曲精神建设。

跟随历史脚步前进的卓越精神

新世纪以来，自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

口头和非物质文化代表作”之后，先后有粤剧、京剧、藏戏、

皮影戏入选世界非遗名录，另外有两百多个剧种先后被列

为国家、省和地区的非遗项目，这给戏曲发展带来了新契

机，也为戏曲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戏曲要珍惜

目前大好的历史机遇，发挥戏曲生于民、长于民、与人民血

脉相依的鱼水关系，以科学的历史观、社会观和不断进取的

艺术精神，创作和改编高质量的作品，用高质量的作品满足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世界文化激荡的大潮中站稳

脚跟，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戏曲艺

术能否很好地传承发展其关键在于人，戏曲的人才培养，周

期长、成功率低、专业性强、可变性因素大，所以人才的培养

始终是戏曲艺术最为重要的工作。实践证明，剧团、剧种的

发展壮大与一个院团演员行当的齐全、梯队结构的合理、角

儿的多少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再就是继承和创新的问题，

这是一个伴随着戏曲艺术整个发展的历史性话题，继承和

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熟悉和掌握家底，

对戏曲宝贵的遗产有充分的了解；另一方面要分类对待，先

把那些经典的、在观众中有影响的剧目或者折子戏列入传

承计划，在继承好这些遗产的同时，按照戏曲艺术的特性，

在不违背艺术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赋予传统戏曲新的

时代意蕴，同时注重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演出。现代戏是20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出现的新的戏曲表现形式，

它蕴涵着广阔而又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记录着风云变幻

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生存方式，承载着戏曲艺术繁荣发

展和走向未来的艺术使命，是用戏曲艺术的审美形式把握

生活，用戏曲艺术的形式“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

聚中国力量”，是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丽画卷的重要表

现手段。

■聚焦戏曲传承发展

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神
□何玉人

不少人问我：你在剧本
创作方面有什么诀窍？说出
来其实很平常，就是当我们
接手一个题材的时候，以什
么样的角度去审视、去开掘，
如何在寻常的历史或现实题
材中，注入我们现代人的审
美体验与生存观照。

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紧扣时代脉搏，贴近群众
生活，创作推出关注现实问题、表
现现实生活的舞台艺术作品。

用戏曲艺术的精神，弘扬、发展和建设
戏曲艺术，这既符合戏曲艺术自身的发展规
律，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广 告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战争中没有“小孩”……………… 石 英
父亲的黄昏 ……………………… 许俊文
我叔父的“抗日”故事 ………… 傅德礼
随 笔 素土心章 …………… 董 华

叩土问土 …………… 石红许
太阳晒熟了喷香的豆子

………………… 姚凤霄
民间情绪 月光是条温暖的河…… 胡献锦

土地、生命与家园 … 丛 林
书药 ………………… 刘云芳

人生风景线 枇杷 ……………… 温新阶
海岛上的第一座铜像

……………… 复 达
笔走万象 巴伐利亚的豪情 …… 梅 洁

被雨淋湿的镇远 …… 李少岩
亲情人间 父亲与鸽子 ………… 刘月新

寸草之心 …………… 丁碧岚
校园文荟 与肥肉死磕到底 …… 赵晓燕

馋嘴父亲 …………… 王秋珍
群声同题 说好春天就回来 …… 张尚锋

1980年冬天的女兵 … 李虎山
全国各地散文作品联展（解放军沈阳军区）
情牵世界屋脊 …………………… 贾凤山
哨所的扁担 ……………………… 戴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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