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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文艺作品，离不开典型人物的创造，尤其对于舞

台和影视艺术而言，能否创造出打动观众、感染人心、广为

流传的作品，关键就在于能否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塑造出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性格形象。“典型人物所

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

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

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

式上的讲话中，对典型人物的论述，得到了文代会代表的热

情呼应。“很长时间都没听到‘典型人物’的提法了。”徐帆表

示，作为一名演员，必须通过作品来塑造典型人物，这首先

离不开将角色性格化、形象化的好剧本，其次离不开生活和

细节，从生活中提炼细节，将细微处做精，这些都是塑造典

型人物的基本要求。

黄渤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文艺作品不应忽视典

型人物的创造，这让他想起了前两天和同仁们聊剧本时说

过的“剧作三要素”：第一是人物、第二是人物、第三还是人

物。“我感觉习近平总书记对典型人物的论述讲得太透彻

了。”黄渤说，“早年一开始拍戏的时候，我还算运气比较好，

碰到了几位比较‘轴’的导演，赶上了几部好片子，在开拍之

前都要我们体验生活一两个月，还要做好多准备工作，甚至

好多拍完的片子都要废掉，因为后来发现生活里不是那样

的。艺术家深入生活对塑造角色至关重要。”黄渤谈到，自己

就是从生活里来的，是在社会上磨练了好多年才从事现在

这份工作的。过去的人生经验、遇到的人，都储存在脑海里，

对他后来塑造角色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但是后来因

为工作繁忙，从机场、片场再到家里，我慢慢地感觉到离生

活有点远了，其实还是很有危机感的。”黄渤认为，对年轻演

员来说，处于事业起步阶段，应该调整好自己的时间，把握

好创作和体验生活之间的关系，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

的创作灵感和激情，这会让演员慢慢失去生活感，习惯于凭

空想象，这样塑造出来的角色自然就不生动，更不能成为

“典型人物”。

王斑曾在话剧舞台上塑造了周萍、曾文清、荆轲等形

象，近来又在影视剧中塑造了青年毛泽

东、厉剑锋等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

象。谈及对于“典型人物”的理解，王斑表

示，典型人物是相对于现实主义创作而言

的，要塑造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人物”，离不开生活的积累、细节的真

实、艺术的精雕细琢，其中，扎根生活是塑

造典型人物的前提。“北京人艺演剧传统

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深入生活、体验生

活，尽可能从生活中找到剧本里的人物形

象，这个人物形象有时是三四个，演员的

任务就是从中提炼出一个典型形象，让这

个典型形象成为舞台上的‘这一个’。”王

斑说，从艺以来，自己一直把塑造好人物

形象作为演戏的最高标准。“演员塑造角

色不能高高在上、纸上谈兵、忌讳生活，而

是要从生活体验中来，在细节中精心打

磨。”前不久播出的电视剧《毛泽东三兄

弟》里，王斑扮演了青年毛泽东。从外型上

看，王斑除了1.83米的身高以外，外部形

象和毛主席并不接近。为了塑造这一具有

挑战性的角色，他翻看了毛主席现有的影

像资料和书籍，从中发现了毛主席的一些

典型性格、动作特征，用诸多细腻的演绎

展现毛主席追求理想信念的过程；同时，

他还认真阅读了毛主席写的诗词，从中了

解他的家国情怀和广阔胸襟。“典型人物

不是凭空创造的，它是对生活中众多丰富

人物的提炼，是艺术家对生活最真诚、最

实在的表达，是艺术家崇德尚艺的‘雄伟

的人格’的体现。”王斑说，“今后我会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的那样，用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塑造出更

多深受观众喜爱、具有高质量高品位的‘最美人物’”。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上，演员贾文龙

凭借在豫剧《焦裕禄》中的出色表现，摘得我国舞台艺术的

最高奖“文华表演奖”。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他今

后更好地塑造人物带来了不少启示，特别是讲话中提到的

“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

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

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让他感触

颇深。贾文龙说，为塑造好焦裕禄这一形象，他曾多次采访

在焦裕禄身边工作过的人，还跟焦裕禄的女儿进行了长时

间的沟通交流，详细了解焦裕禄的工作及待人接物方式。

“我听老人们讲了许多焦书记的故事，研究了他的许多照

片，尤其是双手放在腰间那张经典的照片，我盯着看了好多

遍。还有李雪健老师主演的电影《焦裕禄》，我也经常找出来

欣赏研究，从中寻找灵感。”从故事、照片、电影中，从在兰

考生活的点滴小事中，贾文龙“用心用情”地了解、接近着

焦裕禄。为了让“焦裕禄”的形象真真正正地立在舞台上，

从2011年5月14日首演至今的300多场演出中，贾文龙

跟剧组其他演员一起，边演边学边揣摩边修改，仅剧本修

改就多达24次；为了更好地走进焦裕禄的内心世界、更加

准确地塑造焦裕禄的形象，2014年开始，贾文龙还在胸前

佩戴起了焦裕禄像章，“胸前的像章总是提醒我，做人做

事要向焦书记看齐。遇到困难，我总会想，假如是焦书记，

他会怎么做？”如今，贾文龙扮演的焦裕禄形象已经深入

人心，成为戏曲舞台上的典型形象。“从观众对焦裕禄这

一形象的喜爱和共鸣中，我们感受到了群众和时代对焦

裕禄精神的渴望和需要，人民群众需要像焦裕禄那样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贾文龙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从焦裕禄身上汲取精神的养分，比如艰苦朴素、求真务

实、开拓进取，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排演这部戏的现

实意义所在”。

““典型人物典型人物””是艺术家是艺术家
““雄伟的人格雄伟的人格””的体现的体现

□本报记者 徐 健

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黑龙江省京剧院主

办的京剧“关（肃霜）派艺术人才培训班”结束了

为期60天的教学工作，11月26日至28日，在

黑龙江省京剧院连续举办了三场汇报演出。

培训班于7月14日正式开班授课，黑龙江

省京剧院特聘关派传人邢美珠、当年关肃霜先

生的琴师周明义和表演艺术家范英、李晓玉等

近30位国内知名专家、艺术家授课并督导教

学，从全国各大京剧院团、院校报名者中招录学

员20余名，累计完成课时量达230节次。邢美

珠、贾喜麟、范英等5位专业课授课教师凭借严

谨的治学理念辅导学员们在短时间内学习掌握

了《铁弓缘》《战洪州》《盗库银》等多部经典名剧

的表演要领，并将它们展现在舞台上，受到国家

艺术基金评审专家组及观众们的一致好评，最

大限度实现了办班的意义和价值。

关派京剧艺术发源于云南，近年来，这门艺

术在黑土地上得到发展并不断壮大，在黑龙江

省，以关肃霜先生弟子、有“小关肃霜”之称的京

剧表演艺术家邢美珠为领军人的关派艺术人才

梯队已颇具规模。黑龙江省京剧院作为国家重

点京剧院团，其业务建设水平和整体风貌也位

居国内各京剧院团前列，剧院演出的《铁弓缘》《战洪州》等关派

经典剧目多次受到国内京剧界权威专家们的称赞，他们渐已扛

起了传承发展关派艺术的大旗。

黑龙江省京剧院举办的这次“关（肃霜）派艺术人才培训班”

是关派艺术传承发展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对发扬关派表演风

格、传递艺术生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真正将关派艺

术传承开来、延续下去。 （于 文）

中国国家话剧院“2016秋冬演出季”新

创小剧场话剧《爆米花》将于12月16日至25

日在国话先锋剧场首演。该剧由英国剧作家

本·爱尔顿创作，青年导演刘丹执导，于洋、邓

炀、牛银红、姜牟远健、顾珂嘉等主演。剧作讲

述了美国著名好莱坞电影导演布鲁斯在奥斯

卡颁奖夜前后发生的一连串荒谬离奇事件，

最终导致一场令人震惊和战栗的杀戮惨剧发

生。该剧揭示了伴随着信息爆炸、文化井喷等

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娱

乐至死”的生活态度，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

底线，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隐患和现实问

题。剧作在紧张刺激的绑架故事和幽默风趣

的喜剧风格中，让人们感受到“娱乐至死”的

残酷现实，并对娱乐化与文化责任进行了深

刻思考。

《爆米花》最初首演于英国伦敦，因其深

刻的主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幽默风

趣的喜剧风格引起轰动，曾荣获英国戏剧最

高奖劳伦斯·奥利弗奖、巴克雷戏剧奖最佳新

剧目奖，并荣膺爱丁堡艺术节最受欢迎演出，

迄今为止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上演。

刘丹表示：“10年前，我在中央戏剧学院看了廖向红老师排演

的话剧《爆玉米花》被深深震撼。如今10年过去了，可以说那

时那刻的恐慌感并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如果说1985年

《爆米花》的问世是一个预言的话，那么在这20多年里预言已

经成为了现实。再次排演这部戏，我希望面向‘娱乐至死’进行

一次最切实、最迫切、最有责任的表达，这是我作为一名青年

话剧导演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余 非）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民族、时代的

高度上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

幕式上对文艺工作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这是高屋建瓴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宏伟目标所作的重要讲话。讲话是我国文

艺大发展、大繁荣的纲领性文件，听了以后

深感振奋、备受鼓舞。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

作者提出了四点殷切希望，其中第一点希

望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

精神。这个问题是非常切中要害的，也是非

常及时、非常重要的一种提醒。我是搞歌剧

创作的，缺乏文化自信的问题在歌剧界相

当突出。

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

的时代，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文化

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就像

《人民日报》发表过的一篇文艺点评中说

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文化交

融的步伐正在加快。然而，由于族群、传统、

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诸多差异，国家族

群间文化交融的状况极不均衡。发展中国

家迫切希望公平参与全球文化交流进程，

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急切心

愿的背后，也特别易于出现不顾客观实际，

渴望他国认可且以他人标准为准则的文化

焦虑症候……这是弱势自卑心理的反射，

也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比如，近些年

来，不管何等人士，也不管何种唱法，大家

不惜重金拼命要挤进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

个人音乐会，以此作为“走向世界”的标志，

以此作为衡量“艺术水平”的标准；再比如，

有的作曲家公开声称，我就是要写一部像

西洋正歌剧一模一样的歌剧，把“像”作为

自己的艺术追求。岂不知，你模仿得再像也

是别人的东西，而且是别人过去的东西。创

新是艺术的生命，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和

提高；岂不知，文化是离不开土壤的，文化

离不开它的受众，要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服务，就得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让外来

的艺术形式接中国的地气，服中国的水土。

这是在老一辈歌剧工作者中已经解决了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难道我们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再走一遍吗？作为

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我们应

该保持文化的定力，坚持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早些时候，我曾经在国家大剧院看过两遍朝鲜民

族歌剧《红楼梦》，他们是以上海越剧团的《红楼梦》为

蓝本创编的，服饰、布景、道具、台步、身段、手势都是地

地道道的“中国制造”，真切而感人。后来他们又创编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化品牌，别人都

在借鉴创新，难道我们不应该更用心地建设自己的民

族文化品牌吗？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有一句名言可为警

示：“一个失去自己文化特色的民族，最终会沦为被奴

役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不仅要走向大众，

也要走向世界。

歌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传

到中国还不到百年，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老一辈歌剧艺

术工作者成功地把西洋歌剧的艺术经验和艺术手段与

秧歌剧、戏曲、曲艺、民歌的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结合

起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歌剧发展道路，也创造了中国

歌剧的辉煌，涌现出以《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

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民族歌剧经典之作，唱段家喻

户晓，影响遍及全国。

去年，为了纪念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 70 周

年，文化部组织复排了该剧，并制作了3D舞台艺术片，

还组织了舞台剧在全国的巡演，雷佳、张英席

出演主角。巡演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观众的

热烈欢迎，真是一票难求，盛况空前。这充分

证明了经典民族歌剧的强大生命力。这些经

典民族歌剧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

力，并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呢？我认为最根本

的原因是：它们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

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非常优良的革命传统

和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新时期以来，歌剧创作呈现出多元发展

的良好态势，这是前所未有的好事、喜事。但

是，作为多元发展中的重要一员，民族歌剧的

创作演出还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也不

够活跃。在我们歌剧团继《党的女儿》之后又

推出民族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时，歌剧理

论家居其宏看完演出后发表感言：“像以前

《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这样的民族歌

剧，如今在新世纪几乎是一脉单传，而总政歌

剧团把它继承和发展了。”除了这两部歌剧之

外，我团相继又推出了《太阳雪》《永不消逝的

电波》《导弹司令》《天下黄河》等，也都是具有

民族特色传递正能量的歌剧。人家虽然是褒

奖我们一脉单传，但是也有点悲凉。有的报纸

甚至登出了“中国歌剧一路向西”的文章，造

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缺乏

文化定力、缺乏文化自信，是其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原因。最近，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发

表批评说：“歌剧界虽有反思，但具体实践中

仍以误导的国际性替代真正的民族性，以艺

术性消解人民性。或是盲目追求国际口味，以

创新的名义同质化复制西方歌剧；或是强调

所谓的艺术至上，挂高雅的外衣躲进小众情

趣体验之中。”这话说得很中肯。

俄罗斯文学家屠格涅夫在他的中篇小说

《罗亭》中写道：“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的任

何一位，可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没

有俄国，所谓世界主义纯粹是胡说八道，信奉

世界主义的人等于零，甚至比零还糟。离开

了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理，没有生活，

什么也没有。没有特征就不可能有一张理想

的脸，只有那种俗不可耐的脸才可以没有特

征。”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只有在继承

优良传统、接受人类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创作

出富有时代特征、民族气魄的歌剧文化，才

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向世界展示中

华民族形象的基础，才是我们积极参与世界

文化交流，努力开拓国际文化市场，不断推

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保障。我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歌

剧，除了要借鉴外国经典歌剧的创作手法和经验，掌

握它的技术技巧之外，还要学习并精通中国戏曲，

“用歌舞讲故事”和“假定性”的表演手段，“虚拟

化”的表现手法，也熟悉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中国的腔词关系，了解前辈们经过努力探索而建立的

中国歌剧传统。坚信努力解决好继承、融合、创新这

三个课题后，民族歌剧一定会焕发青春，绽放出新时

代的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他还讲到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

量。并把它提高到文化安全，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

高度。我看过一本文艺专著叫《艺术的阴谋》，书中

提醒我们要重新恢复文化自尊和自信，不能丧失用自

己的文化艺术价值标准去评判事物的能力；艺术本具

有文化的属性，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两者应相均衡，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

性，守护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提醒我们要从国家文化

安全出发，建立起我们的文化战略……作为一名军旅

作曲家，退休不退岗，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精神为新的动力，努力争取为人民、为时代、为军队、

为国家写出更多、更好的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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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组织创作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

片《血战湘江》，11月27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影片选

题深刻、场面宏大、故事感人、人物鲜明、制作精良，是战

争题材影片的又一精品力作。

影片讲述了82年前红军付出巨大牺牲血战湘江的

悲壮故事，直面表现了红军将士满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对党的坚定信念，在巨大困难和强大敌人面前，不怕任何

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必

胜的信念，誓死保卫党中央，胜利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

线，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集中重兵消灭我党和红军的图

谋，确保了革命事业在血与火

的征程中不断发展，创造了气

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谱写了豪

情万丈的英雄史诗，讴歌了震

撼世界的长征壮举。

该片相比以往战争题材影

片拍摄有较大突破。在影片选

题上，湘江一战红军遭到重大

损失，由 8.6 万人锐减至 3万

人，过去的作品较少触及，这次

的拍摄使红军长征史上最壮烈

的一幕得以全景式的艺术再

现。该剧由柳建伟总编剧，曾成

功执导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

夜》和电视剧《海棠依旧》的女

导演陈力执导，陈力一直以表

现感情细腻、长于刻画细节著称，且过去从未拍摄过战争

片，这次她接受新挑战，首次执导史诗般的战争片。在战

争场面拍摄上，演员们全部真实拍摄，动用兵力7600余

人次、群众35000余人次，使用炸药2吨多、油料83吨，

力求真实还原当年的湘江血战。

王霙、保剑锋、徐箭、董勇、孙维民、耿乐、张一

山、陈创、王大治等演员在片中饰演不同角色，生动塑

造了从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每一个普通红军战

士的英雄形象。

（军 文）

《血战湘江》首映式在北京举行

学习贯彻讲话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精神
书写时代书写时代新篇章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