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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熟悉与陌生之间”出新
——谈电视剧《可爱的中国》的编剧艺术

孙海帆

18个团19台戏荟萃首届福建省

民间职业剧团优秀剧目展演

本报讯 （记者刘淼）8月21日，

中央芭蕾舞团、中国动漫集团、德

纳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在北

京签约，三方将联手打造中国首部

3D 动漫芭蕾电影《过年》。该片将

作为向党和人民汇报新时代文艺

工作的重要创新成果，喜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央芭蕾舞

团建团 60 周年、中国动漫集团成立

10周年。

此次三方合作为打造文化精

品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 ，中 央 芭 蕾 舞

团、中国动漫集团、德纳文化传媒

（北 京）组 成 了 强 大 的 制 作 团 队 。

中央芭蕾舞团派出最佳演员阵容

出演，由团长冯英出任总导演；中

国动漫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庹祖

海全力支持影片拍摄制作和推广

传播；德纳文化传媒（北京）以先进

的 3D 拍摄技术展现芭蕾艺术之美

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据冯英介绍，芭蕾舞剧《过年》

首演至今，受到国内外观众持续的

喜爱与追捧。“我们希望通过 3D 动

漫芭蕾电影《过年》的拍摄，让更多

的观众以更便捷的方式欣赏到顶

尖艺术表演和芭蕾舞的魅力，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提升人民群众艺术欣赏水平，

激发文化自信。”冯英说。

庹祖海介绍，3D 动漫芭蕾电影

《过年》开创了动画+舞蹈+3D 摄影

的创新表现形式。动漫烘托真人

舞蹈的优美，增加了童趣和视觉效

果，更适合低年龄段观众观看，是

动漫助力芭蕾艺术和传统文化传

播的创新形式。3D 摄影技术打破

了平面局限，让观众获得舞台现场

版的空间体验感。“我们希望此次

3D 动漫芭蕾电影的拍摄，能为相关

文旅景区和文创产品开发提供新

的 IP。影片拍摄完成后，将通过多

种渠道在海内外进行传播，助力动

漫品牌的打造。”庹祖海说。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8月

21日晚，由陕西演艺集团主办，陕

西省京剧院、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

电局、安康市群艺馆等承办的“我

和我的祖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文化工作者专项工作文艺展演在

安康举行。“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培

训（提升）班的众多学员与专业演

员、艺术家一起，将一台精彩的文

艺晚会呈现给安康市民。

7 月至 8 月，陕西省京剧院携手

安康群众艺术馆举办的“三区”人

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工作

培训（提升）班在安康举办，来自陕

西安康、汉中等各市县的 100 余名

“三区”人才接受了为期 45 天的专

业培训。

京剧艺术的展示是本次展演

的重中之重，梅花奖获得者、尚派

传 人 张 艳 玲 的《旦 角 四 大 流 派 联

唱》，裘 派 花 脸 陶 军 演 唱 的《铡 美

案》选段，陕西省京剧院副院长张

强演唱的《智取威虎山》选段，让台

下观众直呼过瘾。此外，歌曲《我

的祖国》《等待》、唢呐独奏《玩转木

卡姆》、魔术《幻变》等节目的精彩

呈现，赢得了观众的热情掌声。

据了解，2017 年、2018 年，陕西

省京剧院连续两年在安康开展了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

专项工作，并选拔了安康 40 名优秀

学员赴河北省石家庄艺术学校进

行为期 6 年的京剧专业学习。该项

工作让更多的孩子收获了人生的

成长和艺术的提升，也让京剧艺术

在安康有了更好的传承。

在北京、天津的各大曲艺活动现场，常能看到一

位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的先生。她要么说，要么唱，

要么在讲台上为年轻人授课。京津曲艺界的名家大

咖提起她无不敬重有加，其中不少人都受过她的指

点。她就是已经 90岁的曲艺家赵玉明。

近日，在赵玉明家中，记者见到了这位神采飞扬

的老人。聊起她的早年经历、演出生涯以及对后辈

的殷殷期待，赵玉明抑制不住内心激动，言语间尽是

感恩和兴奋。

刷“头条”的时髦老太太

除了同行和熟悉的亲朋，第一眼见到赵玉明，几

乎没人能猜准她的年龄。

几个月前，某电视台到赵玉明家采访，在略显局

促的小屋里腾桌椅、找机位，赵玉明帮着忙活了半

天。一切就位，记者对她说：“行了，把老太太请出来

吧。”一句话让赵玉明哭笑不得，她中气十足地告知

记者，眼前这位就是他们的采访对象，让对方惊诧不

已。“他们觉得 90 岁就得颤颤巍巍，拄着棍儿了。”赵

玉明边说边笑。

如今赵玉明耳不聋、眼不花，高血压、心脏病离

她远远的。每天早上，老人都跟着唱片机唱鼓曲，还

要练半小时气功增加肺活量。此外，她爱读书、喜欢

看新闻，年轻人喜欢的“头条”也爱刷一刷，时髦的

5G 技术也能聊上两句。“我心态好，思想开放，发现

新鲜事物就想尝试。”赵玉明说，“一直想 90岁了还能

为社会干点什么，所幸还有精力，每天积极向上地生

活，也能激励年轻人多努力。”

退休 30 多年，赵玉明一直没闲着。曲艺演出现

场常能见她唱上一段，可令资深曲艺票友解馋。她

在培养年轻人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前段时间她走

进艺术院校，教八九岁的小朋友打八角鼓；7月底，北

京少儿曲艺比赛颁奖，赵玉明又为获奖的年轻人送

去鼓励；记者采访前几天，她带着外孙女翟静婉到天

津电视台录制了一期《鱼龙百戏》的节目。

曲艺可不能脱离生活

因受教于单弦名家谭凤元，赵玉明不仅继承了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打渔杀家》等诸多“谭派”名

段，还演唱过《响铃公主》《五湖四海有亲人》等百余

段新编曲目。观众常听到的《北京小吃》《北京人》等

与老北京文化有关的唱段也是其代表作。除了单

弦，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弹词等赵玉明也样样拿手。

“现在的环境对曲艺发展越来越有利，今年 7月，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曲艺传承发展计划》，对曲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作进行专项部署，是大

好事。今年好几个班请我讲课，除了传承经典，曲艺

怎样表现新时代也需要思考。”赵玉明说。

以上世纪 60年代广为传唱的《一分钱一两米》为

例，该作品曲调非常动听，可内容已经与时代脱节，

赵玉明便用旧曲改了新词《一度电一桶水》：“干革命

增产节约要牢记/一度电一桶水可不是个小问题/咱

们祖国地大物博人口 14 亿/每人每天能够节约一度

电，每家每天能够节约一桶水，全年全国就好几百个

亿……”内容贴近生活，很受观众喜欢。大岔曲《瓢》

讲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老辈人忆苦思甜的故事，赵玉

明吸收评剧《夺印》的唱腔，将《瓢》改编成新的单弦

曲目，赶板垛句高低婉转、快慢有致、如泣如诉。

提到年轻的曲艺演员，赵玉明说他们最缺的是

生活。现在条件好了，大家开车住楼，对面邻居都不

认得，创作出的作品也不接地气。“新中国成立后，我

到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每年都要下乡三四个月，一

边演出一边干农活，积累了很多生活经验。现在有

的演员拿过几个奖之后沾沾自喜、脱离群众，在舞台

上一直说那三四个老段子，曲艺怎么能随时代发

展。”赵玉明说。

90岁的“年轻”党员

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段历史今

人大多只能在文字和影像里略知一二，赵玉明却是

亲历者。1929 年，她出生在北京的艺人家庭，父亲赵

松山能弹、能唱、能编曲，赵玉明自幼随父学艺，走街

串巷表演养活一家子人。

“我家兄弟姐妹 6 个，我是老大，当时生活困难，

每天就等着赚回几毛钱买吃的。”提起当年，赵玉明

十分动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 90 岁，多

出的前 20年尽在受苦。”

今年 6 月 26 日，赵玉明在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

道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8周年区域化党建工作和总

结表彰大会上郑重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那一

刻，她眼中满是泪花。“从 1964 年第一次递交入党申

请书，到如今达成心愿，我圆了 55年来的梦。”赵玉明

激动地说。

1963 年 10 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到赵玉明所在

的中央广播说唱团视察工作，总理看完演出后给予

肯定，并与赵玉明亲切交谈。“特别激动，当总理问我

是不是团员时，我有点惭愧地说不是，但总理并没在

意，反而鼓励我——不是团员没关系，你可以争取入

党嘛。”赵玉明说，“那一刻，我心里突然亮堂了，对未

来充满了希望。”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第二年，赵玉明写下第一份入

党申请书。不承想，由于工作变动、到五七干校劳动、

“文革”等种种原因，她入党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但我始终没有放弃争取入党的想法，内心对党

始终是感恩。”赵玉明说。她一直以党员的标准要求

自己，关注党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并将其运用到舞

台表演中。

“赶上了好时候，我满心的感恩化作艺术激情。

旧社会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如今新时代衣食无忧，

只要是真心学曲艺

的 我 都 愿 意 教 ，谁

爱曲艺我就爱谁。”

赵玉明表态。

8 月 21 日，是方志敏烈士 120 周年诞辰。从 7 月

4 日起，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了 39 集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电视剧《可爱的中国》，目前已入选中宣部第十

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其播出期

间，最高收视率达 1.67%，平均收视率 1.2%，始终高居

央视晚间黄金时段收视的首位。对一部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作品来说，能有“叫好又叫座”的成绩，与主创

团队不忘初心、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分不开。作为

其中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编剧廖欣及其团队在剧

本创作上的努力颇值得赞许。

就习惯思维而言，本剧编剧主创廖欣并非最佳

人选，她既非江西人，也基本不占有方志敏的详尽资

料。尽管熟悉资料是考量编剧的标准之一，但是编

剧是否能在更高的层面和更加多维的受众坐标中去

把握、理解人物，并挖掘出与时代同步的深刻意义，

使作品在“熟悉与陌生之间”产生新意，这是判断一

个编剧能力的重要标准。说白了，一个编剧的创新

能力是剧本成功的重要保证。

从剧本创作的角度而言，关于人物的大量史实、

资料和民间故事，固然是故事生动和鲜活的重要保

证，但结构、类型、节奏和心理层面等诸要素的抽象

设计，才是让故事具有新意的前提。为此，在创作初

期，廖欣和编剧团队在积极获取方志敏的资料的同

时，对作品的设计和走向做了大量理性和抽象的研

究，并依据研究结果对作品的诸要素进行了设计。

这些设计不但让长达 39集的电视剧在结构上开合自

如、稳健紧凑、富于新意，也让人物的情感、动作、语

言等有了可以支撑和发展的依据，因此，在观众被感

性的故事打动的同时，也让同行感受到编剧在故事

设计时的良苦用心。

从结构上来说，本剧分“国民革命”“苏区建设”

“北上抗日”“狱中斗争”4 个主要篇章。编剧首先拓

宽和加重了故事的底色，加入自己对历史的思考和

推导，即相对于过去的作品，人物的时代背景更加广

阔和厚重，表现得也更为细腻和有层次，让观众在看

方志敏故事的同时，又了解到过去许多影视作品没

能得到表现的，甚至带有“揭秘”性质的历史事件或

内容。这无疑丰富了《可爱的中国》一剧的“可看

性”——比如北伐战争、三打南昌、AB团起源、迁都之

争、陈赞贤事件、南昌起义的细节等，“看故事，学历

史”成为本剧收视长虹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长篇电视连续剧要让观众保持长久的兴

趣，仅靠以厚重的故事底色增强剧作的史诗感是不

够的，其中主要的人物关系是决定剧情发展是否有

力的重要因素。廖欣和编剧团队在本剧中依据“个

人对抗时代”和“对手越强，故事性越强”的原则，设

计了方志敏这个具有史诗意义的革命先烈形象，更

重要的是本剧对方志敏的主要对手在设计上有所突

破，不仅丰富了主要人物的血肉，也让观众在观剧中

不知不觉走出了结构设计上的相似感，而被由创新

人物关系所衍生出来的新的心理结构所吸引，可以

说，心理结构的创新也成为本剧有所突破的一大亮

点。此外，本剧对人物群像的刻画也颇有特点，他们

如行星般环绕着主要人物，将方志敏的人物个性多

角度并熠熠生辉地展现出来。

在完成抽象要素的创新设计之后，为同时保证

本剧的真实性、艺术性及观赏性，本剧在桥段和类型

以及节奏设计上从善如流，大胆地将真实的历史资

料、生动的情节和故事，按照“现实渐近线”的创作原

则和影视剧本的创作规律，并参考美剧的节奏，在感

性层面上予以浓墨重彩的表现。就类型而言，本剧

集合了史诗、战争、爱情甚至谍战的元素；就外观而

言，本剧有文戏和动作戏以及宏大的战争场面交相

辉映。这些都得益于导演吴子牛，他成功并有所“加

分”地呈现和升华了剧本中的所有设计。

在新时代，有关革命历史人物及重大事件的影

视剧是创作的热点，而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创作在走

向多元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在尊重历史真实

的情况下放开手脚大胆创新，是每一个创作者应该

思考和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讲，廖欣

和她的编剧团队在《可爱的中国》中的成功值得赞

赏和关注。

正大光明·《剑舞》、方壶胜境·
《姑苏行》、万方安和·《夜宴》、鱼跃

鸢 飞·《飞 天》……8 月 22 日 晚 ，

2019 第九届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

季·三山五园印象之舞蹈诗《圆明

园四十景图》在北京未来剧院首

演。郭炜策划、导演的这台演出

取材于圆明园《四十景图》，由 11

个节目组成，通过中国古典舞结

合 声 光 电 技 术 、多 媒 体 特 效 ，创

新呈现中国园林意境之美、山水

诗意生活的东方之美。演出期间

还举办了圆明园四十景讲座与精

美复制品长卷展览。

图为鱼跃鸢飞·《飞天》演出

剧照。

刘海栋 摄

舞台上的赵玉明

本报讯 （驻福建记者黄国勇）

8 月 21 日晚，在福建省泉州晋江戏

剧中心，由晋江市艺芳高甲戏剧团

带来的高甲戏《追鱼》的精彩演出，

拉开了首届福建省民间职业剧团

优秀剧目展演的序幕。此次展演

将持续至 8月 28日。

本届展演由中国戏剧家协会

指 导 ，福 建 省 文 联 、晋 江 市 政 府 、

福 建 省 戏 剧 家 协 会 主 办 ，是 面 向

福建省民间戏剧演出团体的省级

艺术活动。展演自今年 7 月启动

作 品 征 集 以 来 ，得 到 了 省 内 众 多

民间职业剧团的热切关注和积极

响 应 。 经 专 家 评 委 严 格 遴 选 ，共

有 全 省 18 个 民 间 职 业 剧 团 的 19

部作品（14 个大戏和 5 个折子戏）

入 选 现 场 展 演 ；同 时 有 数 十 部 作

品参与网络票选，角逐“2019 观众

最 喜 爱 的 福 建 民 间 职 业 剧 团 ”荣

誉称号。

据悉，参 演 的 19 部 作 品 涵 盖

高甲戏、梨园戏、歌仔戏（芗剧）、

潮 剧 、闽 剧 、莆 仙 戏 、闽 西 汉 剧 等

剧 种 ，以 及 掌 中 木 偶 戏 和 京 剧 木

偶戏等艺术形式。作品多为所属

剧 团 经 典 剧 目 ，既 有 观 众 耳 熟 能

详 的《狸 猫 换 太 子》《孟 丽 君 之 娇

女》《八姐盗刀》《徐策跑城》，也有

展 现 地 域 名 人 风 范 的《梅 溪 陈 旸

曲》、整 理 改 编 的 经 典 剧 目《蔡 伯

喈》等，以古装历史剧、传奇剧、传

统戏为主，注重艺术传承、发扬剧

种优势。

据了解，目前福建省登记办证

的 民 营 戏 曲 演 出 团 体（含 民 间 班

社）共 598 个，加上未办证的、挂靠

的、季节性的剧团，共约 800个。

中国首部3D动漫芭蕾电影

《过年》联合制作签约

陕西举办“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文化工作者专项工作文艺展演

展演现场 秦 毅 摄

晋江市艺芳高甲戏剧团创作演出的高甲戏《追鱼》 吴 择 摄

艺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