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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剧《长征大会师》《初心》《共和国血

脉》等陆续登陆央视，越来越多由雷献和编剧的

作品为广大观众所熟知。雷献和说，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自己并没有那么“吃香”，但笔力该往哪

里使，他心中一直有明确答案。“我是新中国成立

以后出生的，伴随着共和国一同成长，许多重大

事件、重大成就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比如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东方红号卫星上天、南京长江

大桥通车、大庆油田与胜利油田的发现等。历史

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发展中国。”雷献和从历史大势中把握创作方

向，从集体记忆中挖掘向上力量，有信仰的人拍

信仰，才能信得过、有底气、有力量。

所有命运馈赠都给未来灌注了底气
对于来自江苏农村的雷献和而言，人生有两

件头等大事，一是参军，二是入党。上世纪70年

代初，刚上高中的雷献和由于年龄尚小，与广西

空军的某次征兵失之交臂。次年，征兵工作人员

驻扎农村公社再度征兵，距离公社不远的地方就

是雷献和就读的高中。放学后，在学校的简易篮

球场和乒乓球台上，几次“过招”，战士们便记住

了这位个子高、步子大的朴素少年。村里大队共

有4个参军名额，雷献和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

朝天、老实善良的农民，他怎么也没想到，体检时

自己竟以优等通过考核并被公社批准参军。当

兵之前，雷献和连县城都没去过，更别提坐火车

了。入伍后，他得以实现人生中第一次到县城转

一转的念想，随后，呼啸驰骋的火车拉他来到青

海西宁，此去经年，雷献和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

眼下，坐在记者对面的雷献和谈起当年在部

队吃的“钢丝面”“发糕”，依旧洋溢着幸福的满足

感。杂粮年代里的口粮，如今市场上并不多见，

或已跻身养生食物的高端序列。

在新兵连，雷献和是站在队伍排头的基准

兵，是射击场上的神枪手，但他也有弱项，手榴弹

始终扔不远。部队规定，训练弹投掷超过30米

才算及格。空荡荡的训练场上，只有雷献和一人

对着一颗颗训练弹“较劲”，他说他就像是《士兵

突击》里的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直到有一

天，他也能像别人一样，开始投掷真的手榴弹了。

分到老连队后，雷献和凭借一手笔力遒劲的

好字，被连长、指导员留在身边做文书，争取入党

成为他的人生最大目标。由于雷献和属于“小知

识分子”，加之性格原因，在当时，他的入党之路

注定要比别人艰难。眼看同年兵一个个入了党，

有的甚至提了干，自己当兵4年之久却还没有入

党，雷献和只能责怪自己脾气性格还要磨一磨。

彼时还没有打字机，部队的新闻干事写报道

投稿，都喜欢找雷献和誊写。久而久之，他觉得

自己也可以写，趁着连队冬季整修车辆的契机，

他根据队里的好人好事写了篇报道，并将稿件邮

寄给了青海广播电台。在车场工作的某个夜晚，

电台广播了这篇报道，广播声音洪亮、字正腔圆，

雷献和的名字在这个寂静平凡的夜晚显得格外

响亮，战士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向他投来艳

羡的目光。没过多久，雷献和就被团里政治处借

调去工作了。他工作表现优异，但由于不是党员

无法调动，政治处经研究向连队党支部建议，考

虑发展雷献和入党并很快提干。这一发展入党

提干的经历后来被写进了电视剧《在那遥远的地

方》剧本里。

“从农村到部队再到机关，从战士到文书再

到排长、宣传股长、宣传科长、政治处主任、政治

委员等等，我的成长进步不是靠巴结靠钻营，我

们那代人，命运是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转

变的。我们惟一的想法就是把本职工作做好，其

他事情都是组织上考虑的，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所有命运的馈赠都为未来的创作灌注了底气，老

老实实、本本分分做人做事，未来为雷献和敞开

了一扇光明的大门。

携笔从戎到军营 字字句句一片真
1990年，还是部队宣传科长的雷献和完成

了他人生中第一部电视剧剧本《山那边的太

阳》。雷献和回忆说，当时部队上有位战士因为

放羊放得好被当作典型报道，主任问他敢不敢把

这一事迹写成电视剧剧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

应下此事。雷献和找到一本电影杂志，有模有样

地比照其他登载的剧本书写格式，洋洋洒洒地创

作了上下两集13万字的《山那边的太阳》电视剧

剧本，他拿给做影视的朋友看，结果被泼了冷

水。一集电视剧剧本大约只有15000字，恣意抒

情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初次试水让雷献和意

识到，单凭一腔热情搞创作是不够的。

他没有灰心，坐在冷板凳上多次修改。

后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庄稼汉》

《神禾塬》的陕西电视台导演李源决定拍

摄这一剧本，并再次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让雷献和修改。第二年春节期间，电视

剧《山那边的太阳》在央视播出，并在全

军比赛中获奖。在艺术创作方面，时任

兰州军区文化部长的刘成栋和军区电视艺术中

心主任的李茂林对雷献和有知遇之恩，他的第二

部电视剧剧本《天路魂》便是由军区电视艺术中

心拍摄完成。部队整编，兰州军区电视艺术中心

被划入军区话剧团，一心搞创作的李茂林离开了

电视艺术中心，眼下已经拍过两部电视剧的雷献

和自然成为电视艺术中心主任一职的合适人选。

请人写剧本、拍电视剧都需要钱。走上领导

岗位的雷献和第一次为钱犯了难。电视艺术中

心没钱请人写剧本，雷献和就自己写，在数年的

时间里，他没有拿过一分稿酬。中央电视台对部

队作品高度重视，《突出重围》《红十字方队》《潮

起潮落》《昆仑女神》《最后的骑兵》等电视剧背后

都有央视资金的注入。央视后来参与投拍了许

多雷献和创作的剧本，并对兰州军区电视艺术中

心的发展给予大力帮助。

总政曾把各个军区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和

创作人员召集起来到电影学院进修培训。在这

届培训班上，谢飞、郑洞天、谢晓晶等老师都曾前

来授课。雷献和通过此次培训得到了专业上的

快速提升，他将学习到的创作技巧与手段自觉运

用在此后的创作中。当然，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

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

诗。”部队给予了雷献和许多与众不同

的人生经历。他曾多次深入边防哨

所，其中那座最高、最苦、最令人牵挂

的哨所有一个令人心向往之的名

字——神仙湾。雷献和告诉记者，位

于喀喇昆仑山脉中段、在新疆皮山县

赛图拉镇南部的神仙湾哨所被医学界

称为“生命禁区”。这里海拔 5380

米，年平均气温低于零度，昼夜最大

温差30多度，冬季长达6个多月，一

年里每秒17米以上大风天占了一半，

空气中的氧含量不到平地的45%，紫

外线强度却高出50%。这里是“高原

上的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驻兵点。

1982年，中央军委授予神仙湾哨所“喀

喇昆仑钢铁哨卡”荣誉称号。雷献和

回忆说，这里的战士皮肤特别粗糙，指

甲凹凸不平，平日生活里战士们的眼

神是木的，可背上枪巡逻时，他们的神

态立刻就变了，腰身挺拔目不斜视，给

人威严的感觉。战士们常年靠吃压缩

饼干和罐头维生，在这儿，米面是煮不

熟的。

雷献和自诩在部队练就了好身

体，心想爬完眼前神仙湾哨所的108级

台阶应是不在话下。他万万没想到自

己中途竟突然失忆，嘴唇紫青，大脑一

片空白摔倒在台阶上，同行的连长、指

导员都吓坏了。待雷献和睁开眼时，

他看到哨所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

扬，红旗下站着的官兵正是最可爱的

人，那一刻，祖国就在他们心中，就在

他们脚下。雷献和决定把神仙湾的感

人事迹传扬出去，在《昆仑女神》和《在

那遥远的地方》两部剧的创作中都有

涉及。电视剧播出后，雷献和把碟片邮寄给哨

所，他还听说，哨所接到许多电话和信件，还有一

些姑娘要和这里的战士处对象。

雷献和说：“我现在是个人创作，没人强

求。我骨子里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和祖国不可

分割，我和部队紧紧相依，我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样的国家、部队、人民，值得每一位艺术工作

者由衷歌颂。”

差异性是作品的生存法则
没有想好作品突出的差异点，雷献和是不会

下笔的。在他看来，差异性是作品的生存法则。

2016年为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雷献和创作了电视剧《长征大会师》，与此前众多

表达红军战士不怕艰难困苦的同类题材作品不

同，他别出心裁地找到了另外两个差异点。其

一，长征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的第一代

领袖。雷献和紧紧抓住周恩来一生中三次著名

的谈话，即分别与李德、朱德和博古的谈话，从侧

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红军正确选择以毛泽东为

首的第一代领袖的历史必然，大家认识到毛泽东

是擅长农民运动的，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

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是能够驾驭彼时战争不

可多得的帅才。特别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

谈”，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

要，对推动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层起到重要作

用。其二，全景展现红军的六次会师，即木黄会

师、懋功会师、永坪会师、甘泉会师、甘孜会师、会

宁会师。并通过会师，雷献和用较大篇幅真实呈

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及其成为长

征落脚点和抗日战争出发点、为中国革命集聚力

量的历程和伟大功绩，填补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影视剧创作上的一个空白。

两年前，有人找到雷献和洽谈剧本创作事

宜，想要拍摄一部电视剧以备在今年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雷献和有预感，今

年一定会涌现出众多战争戏，在影视剧齐头转

向炮火纷飞时，他决定将视角聚焦抗战胜利后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他深入延安、重庆、

南京等多地采风，依据《中国共产党历史》及中

央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定位，反复查阅资料、人物

传记，完成了电视剧《人民的选择》剧本创作。

剧中真实还原了工农商学兵各阶级、各人民团

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

爱国人士通过对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观察比

较，经过血与火的斗争，作出追随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选择。雷献和采用虚实两条线索齐头并进

的方式，实线以真实史实为主，通过对当年波澜

壮阔的历史史实的再现，使观众全面了解历史，

虚线则着力调动艺术手法，通过虚构的人物和

事件，以强烈有效的矛盾冲突、复杂激烈的情感

纠葛、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最大程度提高该剧

的艺术性、观赏性，满足各个层次观众的需要。

雷献和具体谈到，剧中实线表现了以毛泽东为

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指挥解放区各路大军对国

民党部队从自卫到全面反攻的同时，高瞻远瞩，

制定了新中国的规划蓝图，诚邀各民主党派一

道筹备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各民主党

派积极响应中共召唤，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从全

国各地奔赴解放区的宏伟场景。用大量情节正

面表现中共领袖们运筹帷幄的智慧与魄力，正

面表现中共领袖们对民主人士以诚相待、礼贤

下士的宏大胸襟。虚线表现了以但靖邦为代表

的第三势力从对国民党的跟随到对国民党失

望、对共产党相知相识相信到相跟的心路历程

等。民心向背是决定政权兴衰的决定性力量，

历史告诉现在也告诉未来，是人民选择了中国

共产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的建国初心，也是中华民

族历经曲折磨难，在短短70年发生巨变的精神

力量。

雷献和谈到，该剧被国家广电总局选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点推荐剧目。目前该

剧已步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将于今年年内或

明年年初与观众见面。事实上，这位驰骋影视

战场已久的老兵无论在内容创作还是作品反响

上都更为看重“人民的选择”。在采访的最后，

他说，“我对作品惟一的期许就是观众的真实反

响，无论表扬还是批评，都是照亮我创作的明

灯。”谦谦君子，虚怀若谷，创作者惟其有集纳民

智的胸怀，中国电视剧才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
——

访
编
剧
雷
献
和

访
编
剧
雷
献
和

■■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许许

莹莹

我
和
祖
国
不
可
分
割

我
和
祖
国
不
可
分
割

我
和
部
队
紧
紧
相
依

我
和
部
队
紧
紧
相
依

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共和国血脉共和国血脉》》

《《长征大会师长征大会师》》

《《初心初心》》

8月16至18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

料馆）和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共同主办的

第八届中国电影史年会在长春举行。本届年会主题为“一九

五〇年代的中国电影：国家意识、社会变迁、人民美学”。

上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电影的重要起点，也是中国电影

史上十分重要的10年。新中国电影从春芽萌生到万象更新，

再到百花齐放、成就卓著，电影艺术在人民美学和国家意识的

语境中呈现出缤纷的面貌。新中国电影在推动社会进步、建

立新的美学规范、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普及科学知识等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用。50年代电影的创作、理论、文化等话题也一

直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史学界关注的热点。本届年会报名人数

超过280人，收到论文133篇，最终共有77篇论文入选年会

交流。

据主办方透露，本届年会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届，汇聚了

电影史学界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年会期间，学者们围绕

理论梳理、人物研究、文本个案、跨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电影

方志、电影产业、影史探析、题材片种、香港电影、类型电影等

12个主题对50年代的中国电影史展开深入讨论。无论是新

发现、新观点、新角度、新方法引发的热议，还是观点不同激起

的激烈讨论，都彰显了研究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独到的史学视

角和敏锐的洞察力。除了主论坛和分论坛外，主办方还安排

了50年代颇具代表性的珍贵影片放映活动。 （影 讯）

8月12至14日，由江苏省淮安市文联、淮安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淮安市文艺创研室主办，

淮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淮安市淮剧团承办的现

代淮剧《八万还乡》观摩及研讨会在当地举办。

该剧讲述了青年兽医冯继业（冯八万）历经重重

考验，立志回乡改变家乡面貌的故事。剧目以曲

折跌宕的情节、浓郁的生活气息获得了淮剧戏迷

的好评。研讨会上，业内专家学者围绕该剧的戏

剧结构、剧作风格与淮剧的表演艺术特色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悉，为戏剧艺术举办学术研讨，将文艺评

论与文艺创作现场对接起来，在当地尚属首次。

此次活动由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担当学术指

导，活动的举办，对促进苏北地区代表性戏曲种

类淮剧在当地创演水平的提升具有实践探索意

味及示范意义。活动中，与会专家还针对该剧在

剧情设置、人物关系构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等提

出了改进建议，对淮剧在人物塑造、人物表现的

舞台表演艺术方面的特色进行了细致解析，肯定

了剧团主要演员对淮剧艺术的感悟力、表现力

等，为剧目下一步从创作到演出的整体改进提高

提出了宝贵意见。 （晓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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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由中国文联组织编写的《2018中国艺术发

展报告》出版发布座谈会在京召开，同时2019年度报告的

编撰工作亦予启动。2018年度《报告》指出，2018年全国

文艺界继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艺术各领域的创

作中，现实题材成为创作共识，主题性创作丰富多彩，具有

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建设日趋自觉，中国艺

术发展整体呈现出质量提升、产业稳定、规范加强的态势。

据介绍，2018年度《报告》共分总论、各艺术门类分报

告与大事记三部分，总计35万字。与以往相比，2018年

度《报告》的撰写更注重学术性和专业性，更加注重对权威

专家、中青年骨干力量的吸纳，在内容方面加重了对现象

的评析、问题的思考和对发展趋势的把握，更强调以客观

态度和辩证思维“解读历史”，在探寻、把握艺术发展规律

及趋势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更强的时代性与原创性。专家

表示，2018年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重要一年，现实主义

文艺创作成为主潮，现实书写取得新的突破。《报告》提到，

2018年的主题性文艺创作与实践突破了以往艺术水准的

局限；影视创作方面在对当下社会进程的观照与个体生存

境遇的关注下，体现出一种突破资本逻辑遮蔽，努力探寻

既符合中国主流文化和国情特点又能与观众有效对接的

现实主义创作之路的趋向；在戏剧戏曲方面，一批优秀现

代剧目的诞生成为现象，现实题材创作得到重点扶持，取

得长足进步；在文艺评论领域，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得到重

申，为文艺精品的创作起到了思想助推作用。

针对2019年报告的编撰工作，与会学者达成了5项

共识，即在继续提升《报告》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基

础上，要继续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文艺的立场，坚持全面

立体的视角、独特准确的观点判断与体现新实践新发展的

新内容，要力图在动态的把握中不断为《报告》赋予新的特

色与亮点，使其真正成为一部留得下、传得开的为广大业

内外读者全景式了解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提供重要参考的

工具书与启蒙书。

（路斐斐）

《2018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版发布——

现实书写取得新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