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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
□□靳泽栋靳泽栋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青年
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青年
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
摧的前进动力。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关注青
年人，尤其是青年党员的奋斗历程与精神面貌意义
尤为深远。日前正在播出的由华策集团出品的《我
们的新时代》便是一部聚焦基层青年党员的电视
剧，全剧生动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青年
如何在信仰火炬的指引下，把最美的青春华章写在
了祖国的大地上。

全剧分6个单元，分别讲述了以社区志愿者、
技术工人、排爆手、少数民族村医、大学生村官、民
间救援队队员为代表的基层青年党员的奋斗故
事。“青春化”是该剧的鲜明特色。剧中，主人公们
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党员，他们的思维方式更加贴
近当下的“90后”“00后”。无论是《因为有家》中的
村官黄思齐，还是《排爆精英》中的排爆手刘夕石，
这些“90后”与其他普通年轻人并无二致，而他们
的身上却更多了一份党员的责任感和对理想信念
的坚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战争年代，革命先辈
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开创了光明的未来；和平
年代，传承党员精神的新一代党员青春勃发，理当
大有作为。《我们的新时代》紧扣当下中国的发展脉
搏，塑造了我们身边的青年共产党员群像。这些党
员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奋战在基层，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

需要和时代发展中。这些
年轻人不是“垮掉的一
代”，更不是“躺平的一
代”，而是一群勇于担当、
奋斗不息的“了不起的新
青年”。比如剧中以心交
心、用真情温暖社区每个
人的社区志愿者白菁；不
屈不挠、勇挑重担，助力国
产新支线飞机一飞冲天的
钣金工人刘梦鸢；勇敢无
畏、不怕牺牲的“排爆尖
兵”刘夕石；致力乡村振
兴，发展新经济，带领村民
致富的大学生村官黄思齐
等，他们不为名利，不贪图
享乐，而是以饱满的激情
扎根基层，奋战在一线，哪

里有需要，就出现在哪里。《我们的新时代》将我们
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呈现在荧屏上，不仅为年
轻观众树立了新时代的榜样，也为新时代谱写了一
曲“青春之歌”。

在《腾飞》单元，以刘梦鸢为代表的青年钣金工
从跟着师傅学手艺的实习生到独当一面、攻坚克难
的总装组组长，主人公凭着不怕困难，敢啃硬骨头
的青春韧劲，带领团队助力国产支线飞机安全通过
试验，顺利飞上蓝天。《排爆精英》单元中，梦想当一
名排爆尖兵的刘夕石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和
磨难始终没有放弃，付出了数倍努力终于穿上了排
爆服，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次任务。在布满地雷的边
境大山，刘夕石再一次主动承担危险任务，和战友
们并肩战斗，冒着生命危险排除一颗颗地雷，还群
众一座安全的大山。作为高危工种，排爆手需要有
强大的内心、零失误的专业技能和人民至上的牺牲
精神。刘夕石身上凝聚着共产党人甘于奉献、勇敢
无畏的崇高品质。电视剧通过讲述他和战友们鲜
为人知的排爆故事，展现了新时代英雄的成长之
路，展现了强军大背景下的军人风采。

从排忧解难的社区志愿者到救民于水火的民
间救援队队员，从充满烟火气的社区琐事到关乎国
运的航空大业，从繁华都市到美丽乡村，《我们的新
时代》中不同行业的青年党员在平凡岗位上的奋斗
与奉献，展现了共产党人永远年轻的进取风范。他
们就像一颗颗种子，用新思维、新理念、新气象，用
智慧和实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比如剧中带领云

川村致富的村官黄思齐，对乡村振兴就有着自己独
特的理解。云川村“火”了，她却并不跟风打造旅游
景区，而是立足精品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以保持乡村
特色。她说：“乡村振兴绝不是盲从，也不是跟风，
而是利用新时代的条件和技术去发掘乡村真正的
潜力和长久的魅力，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建
设家乡。”

小故事、大时代，真英雄、青春范儿。《我们的新
时代》每个单元都从小切口切入，以一个个温暖的
小故事为身边的共产党员画像，折射出新时代的蓬
勃气象。《因为有家》从大学生村官的视角观察中国
的美丽乡村，强调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幸福的
处方》以一对母女、两代党员为主角，观照少数民族
地区的乡村医疗事业；《紧急营救》则聚焦民间救援
队成员的生活，肯定民间救援力量对提高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的重要意义。这些剧中人物的身上都带着新
时代的新气息，他们的成长离不开时代的进步与发
展，他们的所思所想体现了奋斗向上的时代精神。

真实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故事素材。该剧中每个
故事都融合了真实人物的经历，这得益于该剧在创
作前期就进行的大量调研。从确定选题开始，各组
编剧、导演便实地采访，收集素材，为剧本创作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创作推进过程中，主创们又再
次深入生活采访调研，使故事和人物更具现实气息
与生活质感。如剧中展现的边境排雷兵真实的工作
环境和内容就令人印象深刻。在陡峭的高山上，士
兵们穿着几十斤重的装备，将双手插进足有四五十
度的热土里，把状态极不稳定、随时可能爆炸的地
雷小心排除掉。他们的手上爬满了山蚂蟥，血流不
止，但他们却心无旁骛，因为倘有一个不慎，手中的
那颗地雷就可在瞬间让生命消失。《排爆精英》以现
实中的排爆英雄为原型，融合了多位排雷英雄的感
人事迹，并真实展现了士兵们搜排爆的训练日常及
排爆的一线场景。10秒内穿6根针、机械臂夹西红
柿、挖坑数黄豆……这些“魔鬼训练”情节揭开了排
雷战士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从中我们也得以看
见了另一种青春，看见了新时代的英雄模范。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国共产
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以《青春》为题，号召青年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新时代，中国青
年惟有将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
让青春在为国为民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电视剧《我们的新时代》回归本真，以青春之美讴歌
英雄、礼赞时代，写下了青春的最美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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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
术作品展演剧目、甘肃
省话剧院原创话剧《八
步沙》7月5至6日在北
京天桥剧场亮相，成为
了京城舞台上一道独特
的风景。

“八步沙”是一个真
实的地名，位于甘肃省
古浪县境内、腾格里沙
漠的边缘。这里的土地
曾常年受到风沙侵蚀，
严重时“沙进人退”，可
耕种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人们
的生活质量几乎下降到了连最低
需求都难以保证的境况。话剧《八
步沙》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
的地方。

《八步沙》中，舞台强烈的色
彩对比和人物心灵的撞击是该剧
的一大看点。剧中主要人物“六老
汉”都是当地人，恶劣的自然环境
使他们吃够了风沙的苦头，眼见
得亲人跟着自己日子越过越穷却
无可奈何，终于决定不再“忍耐”，

“六老汉”那粗糙外表下的一腔热
血沸腾了起来。

在当地基层党组织的倡导
下，上世纪80年代初，以老党员、
老支书陆沙娃为首的六位两鬓苍
苍、胡须花白的老汉住进了沙漠
中的地窝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
在当时几乎看不到前景的治沙
之路。舞台上，当黑色的沙尘暴
铺天盖地压顶而来的时候，人与
自然的对比与反差是那样巨大。
六个瘦弱的老汉渺小得犹如地
皮表面上几颗孤零零的衰草，沙尘要抹掉
他们毫不费力。这样的舞台效果是直击人
心的。然而，六个老汉从一开始上场却带
给观众诙谐、幽默、乐观的感受，他们的语
言真诚质朴，没有说大话，讲大道理，但他
们的内心是坚不可摧的。面对狂暴的风
沙，他们知道自己的弱小，却坚信一定能
够制服它，也必须制服它，因为不能让子孙
后代再像自己这辈人一样遭受沙害。他们
是普通的农民，但他们心中却有美好的愿
景，那就是将一望无垠的沙漠变成无边葱
茏的绿洲。

随着情节的推进，六个老汉的语言、行
为及他们的经历时而令人捧腹、乐不可支，
时而又让人心酸落泪，舞台的整体色彩也

随之变换。直到全剧结束时，每位
观众都看到了奇迹：六个老汉的
家乡真的改变了，原先令人生畏
的沙暴怒吼变成了微风吹拂的树
叶窸窣，沙漠中出现了几十万亩
绿地，这样醒目而强烈的对比使
观众的心和舞台一起变得明亮、
宽敞、欢快了。

话剧《八步沙》的整体风格拙
朴大气，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
近乎原始的拙朴之美，这种真实
的艺术质感也更易引起观众的心
理共鸣。六个老汉顽强不息的精
神通过艺术的舞台展现传达给观
众，人们仿佛可以触摸到人物心
灵深处的颤动。

《八步沙》以六个步入花甲之
年、成天与风沙打交道的老汉为
主角，让人物生动饱满地活跃在
舞台上，吸引着观众的视线，引导
着观众的心理走向，这在很大程
度上要归功于康爱石、祁宝泉、常
贵顺、刘跃军、刘宁、王海峰等表
演艺术家雄厚扎实的艺术功底和

他们驾驭舞台的能力。可以说，观看他们的
演出就是一次艺术的享受。剧中陆妻在自
家炕头上数着老伴植树造林赚回来的第一
笔钱时，一沓钞票在手中那数不清、理还乱
的细节刻画使观众仿佛也跟她一样，心里
乐开了花。这些表演使我们看到了六个老
汉这样的小人物是怎样用自己的毕生精力
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沙漠中创造出了绿
水青山，谱写出令人自豪的雄伟篇章。

如今，《八步沙》中的生活原型只有一
位还在世，但他们的儿孙又将自己的人生
融入到了治理沙漠、振兴家乡的事业中，他
们的事迹和精神，相信也会鼓舞所有看过
《八步沙》的人像“六老汉”一样，坚信自己
也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艺事写来任天真》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作家包立民的新著。这本书专写中国现代美术
家，却与时下很多描写和评说名画家的著作不
同，书中对画家没有采取仰视的态度，取材也不以
画家的知名度和粉丝多寡为标准，而重在艺术家
的品位及艺术特色，理性地探讨其成功的经验或
失败的教训，对艺术鉴赏和学术研究颇有裨益。

包立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65届毕业生，
读的是文学专业，但同时又对美术很感兴趣。后
来他长期在报社工作，因报道和组稿的需要，与
文学界和美术界都有接触，对中国作家和画家均
有了解，所写文章、所出书籍，也是文学与美术兼
而有之，从而成为了两界“双栖”作家。其实这两
界本来也是相通的，有着共同的规律。

在这本新书中，有画坛史料的开掘，如《徐、
林首次会面考异》一文，考证了徐悲鸿与林风眠
的相识时间和相互关系，为的是探究这两位在中
国现代美术史上卓有成就的艺术大师、美术教育
家“艺术思想和艺术理论的异同”，为此“就有必
要了解他俩的艺术交往或彼此不同的艺术见
解”；有对画家性格的刻画，如《亚明缅怀傅抱石》
写傅抱石的率真，《刘金涛遥念黄永玉》写黄永玉
的侠气等；还有对伦理道德的赞扬，如《沈左尧诗
悼傅抱石》一文写傅沈之间“视师若父”“知我者
师”的师生之谊，《是谁把傅抱石推向世界》中写
徐悲鸿、郭沫若对傅抱石的提携等；还写了夫妇
画家间的理解与合作，如《一对画家的痴情》写裘
沙、王伟君夫妇青年时的“闪电”结合，老来又以

“笔富安贫不卖钱”的痴迷精神共同完成了400
多幅鲁迅文学作品插图，出版了《鲁迅之世界》，
要将它们留给祖国的读者；还有阐释继承与创新
关系的文章，如《苦禅画传述异（中）》中论说李苦
禅向齐白石拜师学习，但又不摹仿其师笔墨的独
创精神等。

有意思的是，文章在赞扬画家品德或艺术成
就时，时而会笔锋一转，插上一段“时评”。比如在
考索谁最早提出“南潘（天寿）北李（苦禅）”时插
议道：“一般说来，南某北某的称谓大多出自古玩
字画商之口……一来是为了抬高画家的地位，二
来是醒目，引起收藏家和顾客的注意，便于善价
出售其画，上世纪三十年代，画坛上确实盛传过
南某北某之说，但不是南潘北李，而是南张北溥。
张是张大千，溥是溥心畬。这个口号最早提出的
正是琉璃厂集萃山房的字画商周殿侯……至于
潘天寿和李苦禅，当时他们主要都在从事美术教
育”，还“没有形成气候”。这些话参透世情，可让
读者从中看到吹捧者的意图。

与论辩文章往往只攻其一点，注意力全在论
争的问题上不同，历史写作要求知人论世，顾及
全面。比如本书中三篇评介林琴南的文章，读罢

就会得出与读五四新旧文化论战相关资料时不
同的印象。作为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个绕不过去
的人物，立民选取林琴南做书写对象是有道理
的。书中所收三篇文章并不都谈其书画，从中还
可以了解林琴南的为人。如《林琴南的七十寿辰》
中就可以看到他对世事的洞明：“盛名为人生不
详之事，稍一蹉跌，如坠身岩中，骸骨薤粉，仆生
平危懼祇此一节。”又如在《〈林纾家书〉和家教》
中所示“致璐儿书”云：“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
以三成之功治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
三十年，今日竟无人齿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
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作为一个
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旧营垒人士，林琴南却劝
导儿子去学习洋文，实出于无奈。

当然，本书谈林纾着重点还在他的诗画。《林
纾其人其文其译其诗其画》一文中提及，林琴南的
画定的“润格”很高，“五尺堂幅28元”，而齐白石
的才为“五尺18元”，相差很大。实际上林琴南的
画并不见得很好，鲁迅曾在琉璃厂清秘阁订购过
一幅其山水册页，评价是“亦不甚佳”，这是1912
年间事，离新文化运动尚远，当与新旧文化冲突无
关。对此立民认为，这与画家的知名度和画作本身

的市场效应有关：“齐白石初来乍到，京城人对这
位声名不显的湖南老画师还不认，对他的小写意
花鸟山水还不认识，若以知名度来比，更比不上林
琴南了。”此外，林琴南大幅提高自己画润也有现
实的原因。据说，他不但自己子女多达十个，而且
还为乡里好友林述庵、王薇庵哺养遗孤，培养成
才，所以家里开销很大。画润很高还有人买，由此
也可看出林琴南在为人处世上也确有长处。而且，
对年岁低于他的齐白石也没有轻视之意，他看到
齐白石变法之后的画作大为赞赏，将其与上海的
吴昌硕相提并论，并经人介绍与齐白石交上了朋
友。立民的文章从多方面使我们对这个画家、对这
个时代的画坛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在我国现代画史上，中西画派的论争一向激
烈，本书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决澜社与庞薰琹》
就写到了该社移植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失败教训。
立民评论道：“决澜社社员在移植借鉴外来的艺
术品种时未能顾及中国的土壤、气候，是它中途
夭折的根本原因。……文艺不能直接引用，只能
有选择地借鉴吸收，或者根据中国的国情适当地
改良外来艺术品种；或者将外来的艺术品种进行
嫁接、融合；或者吸收外来品种的技法，丰富、充
实、改良中国固有的艺术品种。而要做到这些非
要知己知彼，一方面对西方现代绘画的长短得失
应有深切的研究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艺术
的长短得失也应有深切的研究了解。”这些论说
当可以为后来者鉴。

中国古人谈艺向来有“道”和“技”的区分，这

是不同的艺术层次和不同的精神境界。《庄子·养
生主》里庖丁解牛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本
书中《熊秉明先生周年祭》一文也提到了这个问
题。熊秉明当年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生，到巴
黎大学留学一年后转学雕塑，并成为了法国雕塑
界中三位著名的东方雕塑家之一。“他觉得艺术
家要真正的创造，必须是精心酝酿出来的东西。”
所以后来熊秉明转到巴黎大学教汉语，既是以

“教”养家，也是以“教”养艺。在教书的同时，他不
但继续雕塑，而且又研究书法，写出了重要学术
著作《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继“哲学是中国文化
的核心”之后又提出，“中国书法则是中国文化核
心的核心”。他认为，书法代表了中国人的哲学活
动从思维世界回到实际世界的第一境，还代表了
摆脱此实际世界的最后一境。当然，这个理论是
否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并不要紧，而能够从“道”的
高度来思考中国书法则是值得重视的。正因为熊
秉明是从哲理的高度进行艺术创作，所以他的夫
人在其雕塑《牛》中读出了儒家境界，从他的雕塑
《鹤》里读出了道家境界。立民说：“儒家和道家是
熊秉明哲学思想中的两个方面……也可以说，他
的思想本质是儒家，而表现形式是道家。儒家和
道家对熊先生来说，是交替为用，联成一体的。”

这本书中，立民还介绍了许多画家和书家，
他们的经历和成就都值得我们关注，但我更感兴
趣的是作家在叙述介绍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社
会问题和哲理问题。这的确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
考的事。

此 中 有 真 意
——《艺事写来任天真》读后 □吴中杰

书林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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