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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纪录片《美术
里的中国》，一经播出便引发讨论。该片立足中国
近现代美术历史，融合多种可视化表现元素，通
过经典美术作品的动态化呈现与立体化表达，对
其创作手法与背景故事进行品读和回顾。由此，
这类以绘画、雕塑、建筑美术和工艺美术为题材
范围，聚焦于美术作品、艺术流派及艺术家等内
容的美术纪录片，再次回归大众视野之中。

回溯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美术类纪录片一
直是中国纪录片的重要类型之一。从1955年反
映齐白石画作及人物生平的纪录电影《画家齐白
石》、1983年引发电视纪录片美学特性讨论的
《雕塑家刘焕章》，到新世纪的《当卢浮宫遇见紫
禁城》等探究美术珍藏与文明互鉴符号的纪录片
作品，再到近十年启动的《百年巨匠》这一聚焦近
代艺术大师、画坛巨匠的大型人物传记系列纪录
片工程，美术纪录片的创作总体上是多元的。

美术纪录片可以分为以艺术家为核心组织
内容、以作品或艺术流派为核心组织内容和以
探讨艺术家或作品与时代关系为核心组织内容
这三种主流叙事模式。无论哪种模式，多以搬演
拍摄、专家采访与“上帝之音”结合的说明式框
架为主，专题性特质明显，艺术自有的灵动性在
屏幕中难以被释放，数字叙事的表现力没有被
真正激活。近年来，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数字
技术迅速发展以及媒体深度融合浪潮，纪录片
在技术驱动与“破圈”思维下，正经历着本体边
界和美学观念的不断拓展革新。中国纪录片生
产实践迎来创新发展时期，美术纪录片也不同
以往，呈现出“融”的趋势。

纪录片“融起来”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所谓纪
录片的“融”，即以新技术驱动为核心，创新融合各
种开放素材、视听元素与表现手法，实现其类型创
作上的范式转换，具体表现为纪录理念、视听表达
和情境互动等多方面的突破创新。纪录片的“融”，
是一种“纪实+”语境下纪录片的圈层突破现象，核
心是要解决纪录片的用户观赏性问题。伴随纪录
片产业化发展的趋势，用户心理、观看行为以及观
看体验等日益成为纪录片产品建构主体的重要考
量因素，而纪录片的融合表达与形式化革新是获
取用户的重要途径。纪录片的“融”是一套关于表

达与呈现的观念、手段、技巧，仍遵循非虚构的原
则底线，由此催生出“融合型纪录片”这一新的类
型范式。美术纪录片当下关于“融”的创新实践可
归于此，也属于融合型纪录片的范畴。

纪录片“融起来”，“融”在观念。在中国纪录
片发展史上，每次新技术由外而内渗透到纪录片
领域，最终被解构甚至颠覆的便是纪录片的观
念。“融”作为一种观念，在近几年美术类纪录片
的实践创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18年起，微纪
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于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借
用多种数字化呈现技术讲述国宝文物等工艺美
术作品的前世今生，以多元素材和活泼语态实现
美术纪录片“年轻化”表达，践行了“让国宝活起

来”的价值旨归，至今已推出三季。此后，更多美
术纪录片打破传统说明式框架的束缚，采取更亲
近观众的表达方式对作品主题和内容进行诠释。
2020年，国内首部名画真人番纪录片《此画怎
讲》上线腾讯视频，采用真人演绎的方式对名画
进行解构式的人格化叙事，生动传递相关画作知
识。常规的实景拍摄、创新的动画呈现、真人的情
景演绎，诸多开放素材的使用，打开了纪录片的
创作边界，也冲击了一些纪录片的固有观念。

纪录片“融起来”，“融”在表达。美术类纪录
片的创作难点体现在如何将固定的二维画面转
化成视听结合的动态影像。通过新影像技术的
赋能，释放视听语言对美术作品的表现力，是美
术类纪录片“融起来”的关键。从去年春节播出
的民间工艺纪录片《年画·画年》，到今年广受好
评的系列微纪录《美术里的中国》《“字”从遇见
你》，再到中国传媒大学与中新网联合推出的
《解码中华文化基因》系列文化融视频，画作、象
形文字符号、工艺美术等素材在数字媒体技术
的加持下，从时空角度突破了假定“画框”和“固
定物”属性，实现由二维美术作品在三维空间的
动态延展，为观众构筑起幕幕影像奇观。无论是
虎头虎脑的门童娃娃，还是水墨氤氲的万松烟
霭，又或是移动跳跃的汉字符号，这些美术素材
处理都受到纪录片“融”思维的影响。由丹青碑
拓超拔而出，通过特殊摄影技术、数字特效合成
等，从静态转为动态呈现，让“美在意象”“美在
情境”借助新技术美学的支撑焕发新生。

纪录片“融起来”，“融”在互动。以《美术里的
中国》为例，这部纪录片每集开头都由一幅挂在
墙上的画作开始，代入第一视角，让观众仿佛置
身于美术馆之中，随后便进入纪录片使用多种表
现手法营造的空间情境里，与相关美术元素内容
产生互动。在首集《虾》中，视角跟随游动的虾群
进入湖底，看灰蟹争斗、水草青青。而在《待细把
江山图画》一集里，观众视角进入到画作之内，从

不同视角近望远眺山水云霭，移步换景，感受华
山壁立千仞、松林滔滔。作为影像化、数字化的美
术馆，美术纪录片的“融”使观众更加接近艺术作
品，从微观之处细查馆藏之美；让“人在画中游”，
实现了“看”到“体验”的审美转换。

现今，美术纪录片“融起来”的创作趋势，主
要原因在于技术革新驱动纪录片发展同融媒环
境相接洽，是媒介技术和媒介生态变化在纪录
片领域的体现，也折射出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
部分解构。底层逻辑的变革使得纪录片在创作
思维和生产实践中向深度融合阶段迈进。美术
纪录片在技术美学助力下，正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扩展着艺术表达的可能性，而中华美学文化
和精神也同纪录主体一起，经由多语态、多形
式、多层面的解读与呈现，达到由“融”到“活”的
效果。一些“融起来”的美术纪录片更加见微知
著，虚实相生，韵味无穷。透过这些生动具体的
美术作品形象与人物故事，观众得以更深入地
体悟历史文化、感受人文内涵和美学精神。与此
同时，纪录片也得以在融合发展语境之下，以美
为媒，构建东方美学话语，彰显中华文化自信。

中国美术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厚土，是文
化自信的坚实基础，也成为中国美术纪录片融
合化革新的内容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美
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而四者现今统一于融合创新发展的美术
纪录片中。通过融通和平衡“艺术”与“技术”、

“意思”与“意味”，以同为艺术的纪录片表现美
术、解读历史、留存文化，“融起来”的美术纪录
片在审美教育、知识传递、文化传承和共识凝聚
等方面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也为社会带来积
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影响。

此外，以美术纪录片“融起来”为代表的融
合型纪录片的崛起，不仅标志着在纪录片的“公
众时代”，纪录片生产进一步向用户靠拢，也标
志着行业主体正在一种边界性试探中进行着泛
纪实内容生态的建构。这种建构一方面会加快
一个“大纪录片产业”的形成，也会让纪录片在
经历短暂身份焦虑后重生。这将是一个观念、类
型、产业一同蜕变的过程。

（作者韩飞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
王侯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生）

关 注

纪录片，“融起来”
□韩 飞 王 侯

责任编辑：许 莹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22年6月15日 星期三影 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046620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艺术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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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书，常被前贤往事拉入他们身边，仰望
他们的丰仪，氤氲他们的气韵，聆听他们的话语，
或心生敬畏，或喷然而笑，或思之憬然……

梁启超、周善培，这对同是多次往访日本、同
样热衷于日本维新改良的老友情谊非同一般。
1927 年某日，周善培专程赴天津看望梁启超。老
友相见，要说的话真是太多了，或许是感于园内的
春花烂漫，他们避开了一向热衷的政治、实业和改
良，话题竟直奔文学。

周善培呷了口梁启超特意熬沸的工夫茶说：
“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
我来恭维你。但是，做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
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
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
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回读。
你这几十年中，做了若干篇文章，你试想想，不说
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
文章？”

这简直有点像老师教导学生了！梁启超何许
人？文章圣手，一代宗师；周善培何许人？他虽在警
政教育、实业革新中卓有成就，也著有《说文》《周
易杂卦正补》《大众易说》等著述，但在文章林中几
乎鲜见其名。

梁启超却频频颔首：“切当，切当，那么你说
说，文章要怎样才能留人呢？”

周善培侃侃而谈：“必要言外有无穷之意，读
者必要反复读了又读，才能得到它的无穷之
意……开门不见山不能动人，一开门就把所有的
山全看完了，里面没有若干丘壑，人自然一看之后就掉头而
去，谁还入山去搜求丘壑呢？”

梁启超深情地看着这位老友，之后，以茶代酒，举杯说：
“受教了，受教。”

艺无止境，无论艺术创作还是文章结撰都很难达到尽善
尽美，所以才有文艺批评这个学术门类。故此，朋友同道间的
批评切磋、读者观众的意见反馈乃是对创作者的珍贵贡献，
梁启超正是懂得并珍惜这一切，才诚恳谦逊地说“受教了，受
教……”反观今天学界，不，不止学界，几乎是五行八作都是

“大师”之称满天飞，而且一称大师，即光芒四射、威风八面，
不用说批评切磋，甚至连“礼数”不到也容不得，他们自以为

“牛”气，比之大家大器梁启超，只能露出自己的无知无识和
一切的小。

文艺批评有友善相商者，有抡起大棒棒喝者，有不分清
红皂白无限上纲者，有居高临下教训调侃嘲讽者，这就看批
评者的学养、气度、用心、性格而定。

五四运动前不久的一天，陈独秀在刘季平家看到一首沈
尹默写的五言诗，便问此人何人？问明第二天，他即登沈尹默
寓所之门趋访，甫一进门便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
三（即当时颇有名气的文人刘季平）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
很好，字其俗入骨。”

这便是陈独秀，连沈尹默是谁都不知晓，却噔噔噔地登
门拜访，足见他对沈诗的佩服！可既有对诗的佩服，对写诗人
总该有个起码的尊重吧？他却不顾对方自尊，谈笑自若地直
批人家“字其俗入骨”！

一向内敛少言的沈尹默也善解人意，感于陈的真诚，稍
停片刻后，他红着脸说：“我因受了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
响，惯用长锋羊毫，至今不能提腕……家父练隶书，从小叫我
临摩碑帖，少习馆阁体……”

陈见他虚心，便乘兴结合自己学书体会谈起书法，大体
是“师古人，贵天生”。因为自己天性反叛，从来反对馆阁体，

而重在打实临碑帖的功夫后（即师古人），再扬自己
之风（即贵天生）……沈尹默听后极受启发，此后，即
痛下苦功，从汉魏六朝到唐宋元明的古碑精品皆临
摹不息。上世纪 40 年代，书界即有“南沈（尹默）北
于（右任）”之称，以致文学家徐平羽评价沈的书法
说：“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画界大家
谢稚柳教授说：“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出其右
者”，直至2000年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
法家”之一，而他对当年无情批评他的陈独秀总感

“无以回报，常念于心。”
这才是大师胸怀大师姿态：批评者心无旁骛，只

为艺术之精，只为创作者精进；被批评者虚怀若谷，
视一切批评者为师，意见取舍，自在自为，但永不忘
批评者的苦心初心。

朋友间的切磋、批评如此，学生对老师作品若有
批评却颇费踌躇，可艺术面前无长幼，执着者还是不
能不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天，李苦禅跨入老师齐
白石的家门。见老师正在画室展纸作画，于是悄悄站
于身后，静心欣赏。良久，老师画毕，他趋前细赏，只
见一幅猴子徜徉于山岩的画幅跃然纸上：那山岩气
韵逼真，那些猴子调皮可爱，浓郁的自然景观扑面而
来……他再细看，不由说道：“先生，这猴子虽然活泼
可爱，可那只老猴子为什么有胡子呢……我看过街
头艺人耍猴子的，也问过他们，猴子是不长胡子的，
先生今日之画，所依何据？”

听了李苦禅这番话，齐白石恍然大悟，指着画中
有胡子的老猴子说：“幸你提醒，言之固当，言之固

当。”之后，他将画好的那幅画抓在手中，撕成几条，揉作一
团，扔进了废纸筐，之后，眼望李苦禅泰然说：“这样的东西弃
之不可惜，于人于己都有好处，如果惋惜，那就因小失大了。”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总不是从天而降的，首先他能谦
恭待人，听取各方意见，哪管是自己的部属、学生乃至里巷斗
民的评说也要认真思考，因为你的作品是给所有人看的。艺
术的天职和宿命就是寻找真善美，塑造真善美，如若不真，善
与美从何而来？所以齐白石才说“这样的东西弃之不可惜，于
人于己都有好处，如果惋惜，那就因小失大了。”失什么大？失
艺术之大！而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万不可为之事！

行文至此，不由想起影视剧中的一些现象：近日，几乎人
人不谈电视剧《人世间》，且不说此剧的题旨、故事、结构、人
物，就说那营造时代、地域氛围的一个个空镜头：不时飘洒于
光字片上空的雪花、悬挂在低矮屋檐上的冰凌，它们不仅营
造出那个年代那个城市那群剧中人生存环境的氛围，也以无
声的笔触描摹出剧中人彼时彼刻的情感脉动和命运跌宕，这
就是艺术之真的力量！相反，也有一些影视作品，一演到北
京，就是高墙大门四合院，室内更是厅堂高雅、明清家具林
立，哪管主人只是一位年迈的匠人或遗老；一演到上海，哪管
是退休教师或刚升任的公司高管，转身就是豪车豪宅、钻戒
华服……创作者或许真是煞费了苦心、并且耗资不菲，可却
已经将观众甩出戏外！为什么？因为不真，不真实的环境氛围
已经败了观众的胃口，我们几乎是与剧中人一起走过来的同
代人，在岁月的颠荡中，哪个平常人家还有这样的院落陈设？
一着失真，处处见伪，这失真的伪饰了的环境氛围已经使观
众看出这剧中的人和事也是虚假编造的“赝品”！这就应了齐
白石所说“因小失大”了。为什么又“适得其反”？因为创作者
已经遗忘了艺术的使命和宿命：求真，才能达善至美。

这些前贤大师已经一位位远去，遥望他们的背影，不能
不令人想到今日的文坛、艺坛以及世态人情，难道我们不该
从中汲取些什么吗？

演绎齐鲁乡村小康生活演绎齐鲁乡村小康生活
□□钟钟 倩倩

““没有不可改变的未来没有不可改变的未来，，只有不可改变的过去只有不可改变的过去。。””这句话这句话
出自央视一套热播电视剧出自央视一套热播电视剧《《三泉溪暖三泉溪暖》》中的女主角高云溪中的女主角高云溪。。
该剧以济南章丘区三涧溪村党委书记高淑贞为人物原型该剧以济南章丘区三涧溪村党委书记高淑贞为人物原型，，
讲述了高云溪到三泉村担任村书记讲述了高云溪到三泉村担任村书记，，迎战重重困难迎战重重困难，，打破思打破思
想樊笼想樊笼，，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的感人故事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的感人故事，，真情真情
演绎了齐鲁乡村的小康生活演绎了齐鲁乡村的小康生活。。

电视剧是真实生活的镜子电视剧是真实生活的镜子，，也是群众心声的反映也是群众心声的反映。《。《三三
泉溪暖泉溪暖》》一个一个““暖暖””字字，，无疑是全剧的灵魂之眼无疑是全剧的灵魂之眼：：亲情之暖亲情之暖、、乡乡
邻之暖邻之暖、、文化之暖文化之暖，，最终串联起家国脉络最终串联起家国脉络，，直抵观众心灵深直抵观众心灵深
处处。。正如片尾曲所唱到的正如片尾曲所唱到的““日子对日子的呵护日子对日子的呵护，，人心对人心人心对人心
的关爱的关爱。。””

高云溪高云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最年轻的科级干部最年轻的科级干部，，原本原本
前途远大前途远大，，却毅然选择回三泉村当书记却毅然选择回三泉村当书记，，与养父李永福成为与养父李永福成为

““冤家冤家””。。村官不好当村官不好当，，女村官更是难上加难女村官更是难上加难，，化工厂爆炸事化工厂爆炸事
故故、、黏土矿透水事故黏土矿透水事故、、古泉贡米重金属污染古泉贡米重金属污染，，烫手山芋接二烫手山芋接二
连三连三，，面对现实发展的困境面对现实发展的困境，，高云溪的孝心变成糟心高云溪的孝心变成糟心，，她与她与
李永福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李永福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在在““福爸福爸””和和““李主任李主任””两种角两种角
色之间周旋色之间周旋，，火药味十足火药味十足。。但也正因如此但也正因如此，，愈发凸显出人物愈发凸显出人物
的有血有肉的有血有肉，，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年轻干部敢闯敢试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年轻干部敢闯敢试、、不畏艰不畏艰
难的鲜活形象难的鲜活形象。。

一脉清泉一脉清泉，，汩汩而冒汩汩而冒，，流过唐宋流过唐宋，，转过明清转过明清，，蜿蜒至今蜿蜒至今。。
那清洁如许的源头那清洁如许的源头，，滋养大地万物滋养大地万物，，孕育了龙山文化孕育了龙山文化，，造就造就
了物阜民丰了物阜民丰，，百脉泉百脉泉、、黑陶黑陶、、铁锅铁锅、、贡米贡米、、鲍芹鲍芹、、大葱等大葱等，，都蕴都蕴
藉着上天的恩典藉着上天的恩典。。三泉村的乡亲们在党的好政策的带领下三泉村的乡亲们在党的好政策的带领下，，
家家有存款家家有存款、、户户城里住高楼户户城里住高楼、、人人村里有班上人人村里有班上，，过上了富过上了富
裕生活裕生活。。然而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提上日程生态环境提上日程，，在新旧动在新旧动
能转换的大背景下能转换的大背景下，，高云溪回村担任书记高云溪回村担任书记，，问题迭出问题迭出，，乱象乱象
频发频发，，剪不断理还乱剪不断理还乱。。新旧动能转换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是解放思想关键是解放思想，，让思让思
想出圈想出圈，，改变改变““老办法不管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尴尬局面的尴尬局面。。
一边是向粗放式发展说一边是向粗放式发展说““不不””，，关掉所有高耗能污染企业关掉所有高耗能污染企业，，一一
边是村民们的收入减少边是村民们的收入减少；；一边是李永福的落后思想一边是李永福的落后思想，，一边是一边是
乡亲们的无法信任……高云溪陷入两难困境乡亲们的无法信任……高云溪陷入两难困境，，在含泪挣扎在含泪挣扎
中想办法中想办法、、出对策出对策、、做谋划做谋划，，步履蹒跚步履蹒跚，，却始终坚守立场却始终坚守立场。。为为
了治理人心涣散了治理人心涣散，，她打造村民议事厅她打造村民议事厅，，带头接受监督和自我带头接受监督和自我
批评批评。。为了盘活经济为了盘活经济，，她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她千方百计招商引资，，策划农民丰收策划农民丰收
节节，，以以““文化搭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济唱戏””促进增收促进增收。。她不顾李永福反对她不顾李永福反对，，
坚决主张彻底关停孟达集团两个大型化工厂坚决主张彻底关停孟达集团两个大型化工厂，，并追查到底并追查到底，，
联合专家组找出贡米污染的联合专家组找出贡米污染的““罪魁祸首罪魁祸首””：：孟达集团通过黏孟达集团通过黏
土矿向地下河偷排偷放未经处理的污水长达三年之久土矿向地下河偷排偷放未经处理的污水长达三年之久。。最最
终终，，孟达老总和李永福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被判刑孟达老总和李永福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被判刑。。

贴着老百姓的心书写贴着老百姓的心书写，，就会赢得好口碑就会赢得好口碑。《。《三泉溪暖三泉溪暖》》生生
动而立体地展现了章丘乡村生活和淳朴民风动而立体地展现了章丘乡村生活和淳朴民风，，没有没有““高大全高大全””
的人物的人物，，也没有也没有““高大上高大上””的场景的场景，，而是以小见大而是以小见大，，以平凡取以平凡取
胜胜，，用日常细节用日常细节、、家常味道家常味道、、百姓情怀烘托气氛百姓情怀烘托气氛，，犹能感发心犹能感发心
志志，，塑造灵魂塑造灵魂。。例如生日面里的苦心劝说例如生日面里的苦心劝说：：高云溪借回家给福高云溪借回家给福
爸过生日的机会爸过生日的机会，，劝他改变老思想劝他改变老思想，，以打鸡蛋时发现鸡蛋里以打鸡蛋时发现鸡蛋里
的蛋黄比小时候颜色浅了的蛋黄比小时候颜色浅了，，启示他环境污染对生活的影响启示他环境污染对生活的影响，，
一句一句““咱得想办法把那时候的生活找回来咱得想办法把那时候的生活找回来””，，流转出她带领村流转出她带领村
民们过上好日子的决心民们过上好日子的决心；；入党申请书里的传承入党申请书里的传承：：在高云溪潜在高云溪潜
移默化的影响下移默化的影响下，，李铭泉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李铭泉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反思父亲所他反思父亲所
做的一切没能贯彻新时期党的方针政策做的一切没能贯彻新时期党的方针政策，，认识到入党的重要认识到入党的重要
意义意义，，继而坚定走好民宿发展之路继而坚定走好民宿发展之路，，这本身也是一种传承这本身也是一种传承；；还还
有一碗贡米饭里的华侨情有一碗贡米饭里的华侨情：：那位网上发帖那位网上发帖““挑刺挑刺””泉水污染的泉水污染的
神秘网友神秘网友，，原来是从三泉村走出去的新加坡华侨原来是从三泉村走出去的新加坡华侨，，他的爱之他的爱之
深责之切深责之切，，他对古泉贡米的痴缠他对古泉贡米的痴缠，，凝结在拳拳乡愁里凝结在拳拳乡愁里，，““一株一株
开花满坡香开花满坡香，，一家煮饭四邻香一家煮饭四邻香””，，抒发了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抒发了对家乡的热爱和眷

恋……这样的感人瞬间还有很多恋……这样的感人瞬间还有很多，，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共同勾勒出一共同勾勒出一
幅新时代齐鲁乡村的生活图景幅新时代齐鲁乡村的生活图景，，令人心生向往令人心生向往，，又深受教育又深受教育。。

在齐鲁大地上反映脱贫攻坚在齐鲁大地上反映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题材的影视作乡村振兴题材的影视作
品并不少见品并不少见，，例如反映沿海乡镇巨变的例如反映沿海乡镇巨变的《《经山历海经山历海》，》，女主角女主角
吴小蒿通过招考来到山海相间的楷坡镇当副镇长吴小蒿通过招考来到山海相间的楷坡镇当副镇长，，她经历她经历
重重磨难重重磨难，，由稚嫩的由稚嫩的““小蒿草小蒿草””成长为担当务实的成长为担当务实的““大楷树大楷树””。。
有别于有别于《《经山历海经山历海》，《》，《三泉溪暖三泉溪暖》》在塑造人物和矛盾冲突之在塑造人物和矛盾冲突之
余余，，深扎文化根脉深扎文化根脉，，涌动着一种传承与守护的精神力量涌动着一种传承与守护的精神力量，，隔隔
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泉水的脉动和乡村的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泉水的脉动和乡村的““土味土味””。。

饰演高云溪的女演员王力可祖籍济南饰演高云溪的女演员王力可祖籍济南，，在演绎过程中在演绎过程中
自然多了几分乡土情结自然多了几分乡土情结。。回到剧中回到剧中，，知恩图报的三泉村人知恩图报的三泉村人，，
以稻救泉以稻救泉，，以泉救泉以泉救泉，，处处涌动着大善大义的精神基因处处涌动着大善大义的精神基因。。李李
永福念念不忘前任村书记高大泉的救命之恩永福念念不忘前任村书记高大泉的救命之恩，，当年采石场当年采石场
发生意外事故他扑倒自己发生意外事故他扑倒自己，，因公牺牲因公牺牲，，后来妻子改嫁后来妻子改嫁，，李永李永
福收养了高云溪福收养了高云溪，，立下誓言要让三泉村富起来立下誓言要让三泉村富起来。。高云溪本身高云溪本身
就是三泉村人就是三泉村人，，回村任书记一心要为福爸排忧解难回村任书记一心要为福爸排忧解难。。

有一种感恩叫挺身而出有一种感恩叫挺身而出。。吃百家饭长大的高云溪吃百家饭长大的高云溪，，面对面对
险情她一次次挺身而出险情她一次次挺身而出，，不顾性命不顾性命。。有一种感恩叫涌泉相有一种感恩叫涌泉相
报报。。当高云溪为了保泉而四处筹钱时当高云溪为了保泉而四处筹钱时，，铁匠爷主动站了出铁匠爷主动站了出
来来，，召集村民们捐款召集村民们捐款，，又忍痛割爱卖掉又忍痛割爱卖掉““铁牡丹铁牡丹””。。有一种感有一种感
恩叫拒绝诱惑恩叫拒绝诱惑。。双双““十一十一””电商黑陶制品迎来爆单电商黑陶制品迎来爆单，，疯子张宁疯子张宁
可砸光也不糟蹋艺术品可砸光也不糟蹋艺术品，，只为守住手艺人的底线只为守住手艺人的底线。。最终在马最终在马
伯如的解释下伯如的解释下，，黑陶器和艺术品是两码事黑陶器和艺术品是两码事，，要打开销路发往要打开销路发往
世界各地世界各地，，他才肯接受他才肯接受。。有一种感恩叫血脉传承有一种感恩叫血脉传承。。为了村里为了村里
的产业升级的产业升级，，李永福与养女多次发生激烈矛盾李永福与养女多次发生激烈矛盾，，事后他跑到事后他跑到
高大泉墓前诉说高大泉墓前诉说，，觉得对闺女有愧觉得对闺女有愧。。后来后来，，李永福刑满释放李永福刑满释放，，
明知胃癌晚期却执拗不去医院明知胃癌晚期却执拗不去医院，，回到村里看到巨大变化回到村里看到巨大变化，，内内
心得到安慰心得到安慰，，他在高大泉的墓前最后一次叙旧他在高大泉的墓前最后一次叙旧，，也是兑现承也是兑现承
诺诺。。““你看到三泉村的变化了吗你看到三泉村的变化了吗？？村子我们守住了村子我们守住了，，贡米出去贡米出去
了了，，铁锅出去了铁锅出去了，，黑陶也出去了黑陶也出去了，，整个村庄都活起来了整个村庄都活起来了。。””由由
上述种种可见上述种种可见，《，《三泉溪暖三泉溪暖》》里缓缓流淌着的是千年古城的里缓缓流淌着的是千年古城的
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

““说一千说一千，，道一万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这句台词在这句台词在
剧中多次出现剧中多次出现，，也是故事原型三涧溪村党委书记高淑贞经也是故事原型三涧溪村党委书记高淑贞经
常挂在嘴边的话常挂在嘴边的话。。我在公益活动中与高书记相识我在公益活动中与高书记相识，，她的微信她的微信
头像就是头像就是““家家””字形党组织管理体系照片字形党组织管理体系照片，，足以可见加强基足以可见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在她心目中的分量层党组织建设在她心目中的分量。。脉脉清泉脉脉清泉，，千年传承千年传承，，泉泉
脉与文脉相互映照脉与文脉相互映照，，熠熠生辉熠熠生辉。。村干部的勇于担当村干部的勇于担当、、手艺人手艺人
的工匠精神的工匠精神、、乡亲们的感恩情怀乡亲们的感恩情怀，，在剧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在剧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展现与诠释展现与诠释。。三泉溪暖三泉溪暖，，暖在共产党人的执着坚守暖在共产党人的执着坚守，，暖在乡暖在乡
村振兴的生态底色村振兴的生态底色，，暖在心手传承的文化薪火暖在心手传承的文化薪火，，观众不仅能观众不仅能
从中感受到走向共同富裕的艰辛历程从中感受到走向共同富裕的艰辛历程，，也从中眺望到小康也从中眺望到小康
社会的美好明天社会的美好明天。。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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