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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在新冠疫情来临时，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抗疫

斗争，创作了一大批振奋民心、增强信心、抚慰人心的优

秀文艺作品，发挥了文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疫情

防控进入常态化的形势下，回顾这场感天动地、气壮山河

的史诗般的抗疫斗争，研究浩如烟海、星汉灿烂的抗疫文

艺作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

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

大家庭作出贡献”。“家国情怀”是中国人素有的思想情

感，更是推动中华民族传承赓续的重要精神力量。在抗

击疫情中，“家国情怀”始终贯穿着文艺创作的各方面全

过程，发挥着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凝聚起同心同德、共克

时艰的强大合力，家国叙事呈现三种创作逻辑。

第一，从“家”出发的微小叙事。家，是烙印在中华

民族文化基因中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无论历史怎样演

变、时代如何前进，“家”作为饮食起居的场所、亲情血缘

的寄托，始终是维系中国人的情感纽带，是每一位中国

人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是中华民族代代延续的文化根

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带来的灾难，是通过每一个家庭

的冲击、变故和遭遇体现出来的。此次抗疫主题文艺作

品创作中，很多优秀的作品都以“家”为切入点，抒发创

作者对家乡和家人的牵挂与爱恋。“世上没有从天而降

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面对疫情，医务工作者

白衣为甲、逆行出征、以舍生忘死地精神迎接未知的威

胁和挑战，心中却埋藏着对家的担忧、不舍和眷恋。由评

弹作家周亚君创作、上海评弹团演员黄海华表演的《儿

子的微信》深情诉说了一位上海医生启程前对父母的嘱

咐。“双亲啊莫为孩儿多牵挂，放宽怀不担心，一定要认

真保护自家身”，从戴口罩、勤洗手到少走动、发微信，件

件琐碎小事凝聚着疫情期间每个人对家人的关心。谭

旋、段思思创作的歌曲《武汉伢》同样生活化、世俗化，开

头结尾的童声和中间武汉方言的融入，竹床、宵夜、蒲扇

等日常琐碎的符号，展现出昔日家乡闲适安逸的生活状

态，从而自然引出“这是我的家，我们守护她”的真情流

露，表达了对武汉深沉而热烈的爱。这些从家出发的微

小叙事，是人们面对灾难时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应激反

应，能够迅速引发国人的共情共鸣，从而迅速传播开来，

激励万千人民鼓起与疫情斗争的勇气，同时也提供灾难

时期必要的心灵慰藉。

第二，以“国”为核的宏大叙事。爱国主义始终是中

华民族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在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长

河中，心怀天下、讴歌祖国的经典篇章不胜枚举。面对来

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团结带领全党全国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全体国

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爱国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集中

主题。艺术家将自己的家国情怀倾注在音乐、舞蹈、美

术、书法、戏剧、曲艺等作品中，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题材，作品的意

象、境界和精神进一步扩展与提升。比如疫情期间，中国

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全国60多位摄影师组成赴

湖北抗疫摄影队，穿梭于武汉各大医院，为42000余名

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员义务拍摄肖像，定格“最美逆行

者”，形成珍贵的共和国战“疫”影像档案，让他们写满坚

定、自信甚至略带疲惫和劳累的面孔，成为万众一心、驰

援抗疫的英雄们的最好写照，用有态度、有温度、有深度

的摄影作品致敬时代英雄、传递人间大爱。再比如，雷佳

演唱的歌曲《解放军来了》，把人民军队群体的可靠、可

亲、可敬与普通百姓个体内心的期盼、信赖、敬仰融为一

体，以小切口展现大视野、高境界，成为抗疫主题音乐触

动人心的佳作。以“国”为核的宏大叙事，是文艺工作者

忠于内心的自觉选择，为营造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社

会氛围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第三，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融合叙事。《孟子》有

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国

人的精神基因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

分的整体。把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统一起来，正确处

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根本

利益与切身利益的关系，是中国人应该自觉坚守的生命

哲学。这既是中国人与西方人重大的文化背景差异，也

是抗疫结果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之一。抗疫文艺创作

中，许多文艺工作者把宏大叙事中的国家命运和微小叙

事中的个体命运有机结合，表现小家与大国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同命相依共赴国难的主题。武汉人艺话剧《逆

行》选择武汉呼吸内科主任刘宇先及其老师江凌云、快

递小哥陈汉生三个家庭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聚焦和展示

武汉人民在这场惨烈悲壮的抗疫斗争中面临的困难和

抉择，付出的努力和牺牲，真实再现疫情之下人们紧张、

害怕、惶恐的情绪和向死而生的大无畏精神，将家庭琐

事、个人悲欢与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刻画了中国人民

在民族大义面前舍生忘死、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英雄

主义精神。电视剧《在一起》以抗疫期间各行各业真实的

人物、故事为基础，还原了小人物在大环境下展现出的

平凡和伟大，是疫情期间各个行业、各个群体的中国人

的精神群像，集中展现了面对突发疫情、中国人家国一

体的精神理念。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融合叙事，反映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

值追求，把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统一

起来，不仅为抗疫斗争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也为建设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作出了文艺的贡献。

从“家”出发的微小叙事，到以“国”为核的宏大叙

事，再到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融合叙事，是整个抗疫文

艺创作家国叙事的总体风貌，这既是文艺工作者在抗疫

斗争实践中的自觉选择，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华美学

精神的一脉相承，这种叙事方式背后的创作观念，具有

鲜明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尤其需要指出的

是，这些创作核心观念的当代表述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抗疫文艺家国融合叙事的成功充分说明，只有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同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

起，才能创作出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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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这就是这

次抗疫文艺创作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吴然用一本《葱茏十年》，记录了上世纪90年

代军旅戏剧的幕后故事。这份记录从“漫长的等

待”拉开序幕，上演了“场灯亮起”“主角纷纷登场”

“大戏刚刚开始”“渐入佳境”“热闹的过场戏”“幕

间与转换”“大舞台上的小作品”“高潮迭起”“异彩

纷呈”等11幕戏剧，以“主观视角的回望”进入尾

声，用“剧中人的话”完成了谢幕。

翻开《葱茏十年》的目录，就像拿到一部大

型无场次话剧的节目单，瞬间就把我带入了舞台

剧的观众席上，屏息凝神，在场灯熄灭之前，一

定要把导演阐释认真读上一遍。这篇以《十年大

戏的台前幕后——拉幕人语》为题的导演阐释，

是陆文虎先生为《葱茏十年》做的序。《葱茏十

年》所写的上个世纪90年代，被称为部队戏剧

的黄金十年，部队的10个话剧团，用硕果累累

的舞台剧作品，扛起了中国戏剧的半壁江山。但

是，随着部队结构的调整，10个话剧团只剩下

一个，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新型娱乐方式的勃

兴，部队戏剧事业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

对一个时代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把它记录

下来，让它在文字里重生和永恒。《葱茏十年》

的新书发布会上，吴然谈起了2018年，他跟蒋

晓勤和翟迎春的一次相聚，两个已经年过花甲的

剧作家，心心念念的，还是90年代那段戏剧的

黄金岁月，那是军旅戏剧人激情燃烧的岁月。他

们对吴然说，你不写，谁又能写呢？正是那次相

聚，触动吴然拿起了笔，去记录那段难忘的岁

月。吴然说，军旅戏剧的那段历史，如果他不

写，即使零零散散地有人记载，但它的整体风貌

和许多生动感人的细节可能会随着时光流逝被人

遗忘了。的确，只有吴然是记录那段历史的最佳

人选。作为总政艺术局分管戏剧工作的干事，他

是90年代部队戏剧工作的组织者，10个剧团的

话剧作品，从题材论证、剧本修改、专家研讨、

演出交流、到组织观摩……他都是亲力亲为的参

与者。他熟悉部队剧团的历史，了解每一个编剧

和导演的才华和个性，每一部话剧从选题到立在

舞台上所经历的曲折

坎 坷 他 都 了 然 于

心……他所处的位置

和他的工作性质，让

他天然地具有了一种

站 在 高 处 的 全 知 视

角。全知视角既是优

势也是陷阱，如果缺

少理论依凭，缺少思

想光芒，非虚构作品

的全知视角很容易写

成流水账。吴然是很

有建树的批评家，深

厚的理论学养，让他

成功地避开了全知视

角的流水账陷阱，他

在素材的剪辑上具有

独特的目光，大事件

脉络清晰，小细节鲜

活饱满。作为研究海

明威的专家和曾经翻

译过菲茨杰拉德的欧

美文学研究生，吴然的文笔既有海明威的简洁又有菲茨杰拉德的细

腻。更难能可贵的是，《葱茏十年》并不止于记录事件和叙述过程，

书中每一处事件记录停顿的地方，都是吴然思考的起点。《葱茏十

年》的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思考的光芒。

场灯熄灭，大幕拉开。灯火阑珊处，那一代为部队戏剧舞台奉献

了青春和激情的编剧和导演正在老去，他们的才华照耀了星光灿烂的

舞台，他们创作的舞台剧，早已成为那代军人的文化记忆，而他们，

始终隐身在幕后。在《葱茏十年》里，隐身幕后的黄金一代剧作家和

导演从容登台，本色出演。他们是：姚远、唐栋、孟冰、王树增、金

乃凡、庞泽云、王俭、翟迎春、燕燕、宫晓东、蒋晓勤、王焰诊……

这串星光熠熠的名字，还可以写出很长的一串。这些熟悉的名字和形

象，带着上世纪90年代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我差点泪目。军队戏剧

的黄金十年，我是编剧队伍里的一个新兵，作为一个当年的在场者，

我受益于当年的无数次观摩无数次研讨无数次聆听前辈们毫无保留的

批评意见无数次近距离感受前辈们的才华和境界……阅读《葱茏十

年》，我完成了一次对青春岁月的深情回顾。《葱茏十年》里的幕后故

事，很多我也是第一次读到，原来每一次观摩每一次研讨每一次给剧

本会诊每一次交流演出的背后，还有那么多路上的奔波那么多会下的

争执那么多难以协调的冲突那么多无法放弃的坚守和那么多功亏一篑

的痛心无奈……

《葱茏十年》梳理了90年代军队话剧清晰的发展脉络，这是一份

90年代军旅戏剧的详细档案。孟冰在谢幕时说，世间许多事，于个人

来说如清风拂面，如暴雨湿身，如刺痛神经，如嵌入骨髓，如划痕内心。

吴然写的《葱茏十年》所记载的便是一代军旅戏剧人生命中“划痕内心”

的事情。划痕内心的事情，必然会留下生命的刻度和情感的温度。所

以，《葱茏十年》这份军旅戏剧档案，与躺在档案室里冷冰冰的档案不

同，这是一份有情感温度的历史记录。

抗疫文艺中的家国情怀
□徐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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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11月 18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扶

贫题材原创话剧《村里新来的年轻人》，在中国

国家话剧院剧场首演并开启了首轮5场演出。

该剧以年轻的扶贫干部孙倩倩为主角，以驻村

书记与村民的相互理解和共同成长为主线，以

小切口、小人物反映大时代，艺术化地呈现了

脱贫攻坚伟大事业中，青年干部带领群众奋斗

拼搏的感人故事。

“这是一个值得讲的好故事。”导演刘丹表

示，“好故事是观众和角色之间的一次良好沟

通。”主创团队希望能通过此剧，以鲜活丰富的故

事情节、深刻的人物情感与独特个性，以及注重

质感的细节打磨，体现出党和国家努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心和艰难。在舞台方面，该剧利用有

着艳丽色彩的舞美和旋转舞台设计，结合丰富多

变的光影组合，以风格浓郁的舞台效果表现出了

西北地区的人文地域特色以及年轻人为这里带

来的蓬勃朝气。5首为该剧专门创作的西北民

谣，也为推进剧情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国家话剧院党委书记诸葛燕喃表示，在

新时代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有很多青年人为这项

伟大事业贡献力量。作为“文艺国家队”，剧院的

青年力量也决心把自己的创作融入到时代潮流

中，记录和表现扶贫干部的闪光青春。为帮助演

员更好地贴近角色，剧院还特别邀请文化和旅游

部定点扶贫县挂职干部、驻村第一书记等与主创

团队开展了线上线下的交流座谈，来自一线的反

馈和一手资料也给该剧主创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与创作灵感。

（路斐斐）

《村里新来的年轻人》展现扶贫路上的青春与激情

为记录和描绘党带领全国人民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的历史壮举，11月19日至22日，由中国煤

矿文工团和宁夏银川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创作出品的

脱贫攻坚题材话剧《情系贺兰》在北京二七剧场首演。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

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提议，由福建省和宁夏回族

自治区投资共建一个以两省区简称命名的移民开发

区——闽宁镇，用于搬迁宁夏西海固移民，帮助他们走

出大山，在平原地带脱贫致富。《情系贺兰》正是取材于

从西海固向闽宁镇移民搬迁以及福建援建闽宁镇过程

中发生的真实故事。2019年，中国煤矿文工团和银川

市文旅广电局及银川艺术剧院签署战略协议，建立双

方结对发展、定点帮扶的合作关系。随后，文工团到闽

宁镇实地考察，对这里发生的巨变感到震惊和振奋，当

即决定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大型话剧。创排过程中，主

创团队赴当地进行采风，深入体验生活，并举行了数次

创作研讨会，对剧本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调整，努力做到

精益求精。

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2020年重点创作剧目，《情

系贺兰》由陈鹏、费守疆编剧，徐涛担任导演，郝姗姗任

执行导演，刘湘、张忠平作曲，苗圃、聂远、贾雨岚、马驭

崧主演。除文工团一批骨干演员和年轻演员参演外，银

川方面也派出11名演职员加入到剧中。（王 觅）

11月1日至11月19日，由中国文联、中国书法

家协会主办的“中国力量”——全国扶贫书法大展在

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

此次展览以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全景深描中国

共产党人探索与实践解决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的集

体智慧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诠释演绎

重大主题书法展览的立意高度与思想深度方面，提供

了全新探索与有益实践。

展览致力于构建重大主题书法展览的新模式。

筹备历时7个月，汇聚50余位策展团队成员、50余位

专家学者、162位书坛一线骨干书家、66位书坛大家

名家、40家团体会员单位，聚焦扶贫一线，通过“记言

录史”“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贴合时代的白话文本、

面向大众的审美风格，为观众带来可读、可看、可感的

沉浸观展体验，进而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认同，

为脱贫攻坚助力，为民族进步铸魂。

展览共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人民至上”，共梳

理2000余条与小康社会相关的政策文献，甄选50条

以奔小康为中心的相关政策、讲话、报告，50件作品

以时间为线索展现消除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的顶层

设计。第二篇章“扶贫书赞”，原创纪实，拓延文本，让

脱贫攻坚的亲历者、讲述者和书写者真情实录身边的

扶贫事迹，终呈112件作品，以空间为线索再现党民

同心矢志克艰的澎湃力量。第三篇章“九州同春”，纵

横时空，记言录史，聚焦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以66个脱贫村为代表，展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

各地区、各部门的切实行动。66件村名题写加《脱贫

记》作品，深情濡墨，蓄势舒毫，以点穿线，连线成面，

全景深描中国减贫奇迹的历史进程。这66件书坛大

家名家无偿题写的村名，展后将委托相关团体会员单

位赠送脱贫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筹备初期，正值举国抗

疫，专家学者与课题小组成员随时随地线上对接文献

爬梳、文本编校、数据核验、作品审读等工作，参展书

家倾力配合、数易其稿，扎实打造书法与时代相结合

的新篇章。228位参展书家零稿酬创作，50余位专家

学者零报酬审读，在厉行节约的前提下，为如何办好

展览提供了新的思路，亦将成为“中国力量”凝心合力

打造文化扶贫精品工程的有力注脚。

此次策展理念深度关注内容、文体、形式、观众、

展厅等元素，装置与设计采用全新的布展方式。展厅

环境改造、新型装裱形式、新的装置材料等，在切片灯

等视错觉介入下，为烘托主题创造了相得益彰的展厅

效果。“中国力量”三大篇章文墨相辉，通过时空纵横

的立体叙事，让观众直观感知书法展览本体呈现出的

审美愉悦与精神震撼。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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