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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对于进步美术的倡导与推
动，既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也体现了这个政党倡导什么样文艺方向的基本理
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中国进步美术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觉发展。党成立之初
的首要任务，是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因而，伴随着中国共
产党早期的工农运动以及一个又一个此起彼伏的工运、农运的发动，以唤起民众为目的的革命
美术也便产生了。

这些早期的革命美术主要以线描油印或石印的绘画方式，出现在工运与农运出版物的封
面、插图以及传单、标语和画报上。从1921年到1926年间，刊载这些革命美术作品的画报主
要有《罢工画报》《镰刀画报》《农民画刊》和《工人画报》等，这些作品大多运用漫画的笔法，通过
对田主、买办、官僚、军阀等统治阶层丑恶嘴脸的描绘，形象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对于工农的
压榨与剥削。如刊登于广东《犁头周报》上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插图，便
以连环漫画的方式，形象地表现了“过去”是压在穷苦工农身上的地主、买办、军阀与帝国主义
这座大山，“今天”工农们联合起来开始动摇这座大山上的反动统治，而“明天”则是工农推翻了
反动阶级的统治成为主人的革命奋斗过程与革命奋斗目标。再如广东省农民协会印布的《快
乐的聚宴呵》传单画，以田主、土豪、官僚和军阀共同吃农工血肉的聚宴画面，形象地揭示了农
民和地主之间压榨与被压榨的关系，由此启发农民的觉悟，号召被压榨人民起来斗争与反抗。
还比如，由北伐军印发的《民众的力量》传单画，画面描写了一群手挥大棒的象征着工农商学兵
联合起来的人潮，将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团团围住、痛打落水狗的场景，形象地告知大众：只要
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就一定能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道理。

刊载于工运农运出版物中以传单画、插图和连环画为特征的美术创作，都得到了党的重视
与倡导。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工运农运中美术宣传的重要作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
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特地建议设立“革命画”课程，并聘请黄焯华（黄凤洲）担任教员。据黄
焯华回忆：“毛主席对如何教好‘革命画’课很操心，多次亲自指点我如何教好这一课程。有一
次，我讲课时发现毛主席与学员坐在一块听我讲，课后毛主席帮助我总结教课经验，手把手地
教我如何来上好这个要紧的课程。到了受训的后期，剩下的时间不太多了，革命画课的教授任
务十分紧迫，毛主席又临时决定选了50个较具绘画基础的学员加开晚课，教授革命画，以达速
成，使得他们结业后回到农村，进行农运开辟工作时，能够真正运用起这一形象化的通俗易懂
的革命宣传武器。加开晚课主要是教画人物，传授对各阶级人物的形象特征的简单画法和基
本要求。”

毛泽东对农运中革命画的重视，还体现在一些文献中。如，1926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当
时宣传工作中的缺点时曾指出：“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于文字，缺于绘画。”他认为：“中国人
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各军政治部于图画宣传做得很不少，
及于民众的影响很大。”“广东工农两会做了不少图画宣传。最能激动工农群众。”再如，在他著
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美术便有这样的认识：“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
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还如，在《井冈山的斗争》一
文中，毛泽东特别提出：“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惟缺绘画的技术人材，请中央
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毛泽东对于革命画的提倡，体现了早期农运工运中绘画在革命宣传中所起到的启蒙与唤
醒作用。革命画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苏区之后，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推动与推广。在古田会议中，
毛泽东就提出：“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
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古田会议后，红军与苏区中的美术工作迅速开展起来。这主要表现在
壁画、宣传画和报刊插图等。

壁画在苏区相当普遍，不仅数量多而且画幅大。这些壁画一般画在村头最显眼的墙壁、地
主大宅和庙宇的高墙上，内容以“工农暴动起来，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阶级，反对富农
剥削”等为主题。由于绘画条件差、颜料匮乏，颜料基本是就地取材。如红和黄用山上的土红
与土黄，黑是用锅底的煤烟合胶。这些使用红、兰、黄、黑等几种色彩绘制的壁画，色彩概括，形
象夸张，再配以标语文字，都起到了良好的思想宣传作用。

宣传画是苏区革命美术的另一种形态。由于纸本宣传画更便于携带、张贴，显得比壁画灵
活许多。苏区宣传画以石印或油印为主，画面内容与标语文字紧密配合，而且这些宣传画的内
容与绘制往往随着部队的进军和转移而呈现即时的动态性，于军于民息息相通，因而产生了很
好的军民互动性。据红军莫文骅回忆：“这个部队到此地画了写了，那个部队到此地也画也写，
部队来往多，画的标语也就很多了。先头部队打了胜仗，缴了敌人多少枪，捉到敌人什么师长，
把这些内容及时画出来，后到的部队一边走，一边看，一路走，一路谈，对鼓舞士气作用很大，有
些农民因为受了画的影响而参加了红军。”

插图，是附在当时出版物中的图画。凡是苏区出版的报纸、刊物、书籍、教科书都字画相
间，图文并茂。如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几乎每期都有插图。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湘赣苏区省委机关报《列宁青年》，除刊头画和插图外，还有专刊画页两版。苏区少年先
锋队中央总队队部机关报《少年先锋》也辟有专刊画页两版。1933年3月，《团的建设》与《列
宁青年》合并为《青年实话》，其中每期的画页专刊名为“青年实话画报”。当时出版的画报种类
很多，除上述之外，尚有《红星画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瞄准画报》（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出版）、《选举运动画报》（1933年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出版）
和《春荒斗争画报》（1933年万载县苏维埃政府出版）等。这些图文并茂的画报，极大地促进了
苏区革命美术作品的创作。

正是在苏区革命美术创作的快速发展中，1933年10月，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红色中华
社出版了第一部革命美术作品集《革命画集》。这本画册共选辑了50余幅作品，集中展示了当
时的美术创作水平，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挣脱枷锁》《粉碎敌
人进攻》和《粉碎五次“围剿”》等，着眼于树立革命理想、鼓舞革命斗志的内容表现；《支部应该
成为游击队的火车头》《选举运动》和《热烈拥护三百万公债》，则着重描写苏区人民的新生活；
而《谈革命故事》《戴爸爸的帽子当红军》，显然是从儿童视角展现革命对于孩子们的影响。画
集中还收录了《红军中青年生活素描》，用素描速写的方式从几个不同侧面展示青年红军的精
神面貌。这些作品大多出自红军战士、干部之手，内容丰富、造型生动，技巧虽不免粗糙稚拙，
但因特有的时代气息而显得雄厚伟健。《革命画集》还在序言中明确地提出“创造出真正的无产
阶级的艺术”的概念——“我们在不断的努力中，将提炼出大量的工农艺术家，创造出真正的无
产阶级的艺术——雄伟的力的作品。一切僵硬的古典主义，疯狂的浪漫主义，臃肿的自然主
义，破碎的印象主义，衰弱的新感觉主义，一切都让他死亡吧。在革命的火焰中，我们创造属于
我们自己的艺术吧！”

苏区的美术组织也相当活跃。据载，1933年，为纪念广州起义6周年而成立了“工农美术
社”。1936年，中华文协会成立了漫画组。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成立了木刻工厂等。从党
的建立到红军长征胜利，革命美术在农运、工运以及苏区红色政权与红军的发展壮大中发挥了
启蒙与唤醒作用，虽然这些美术作品主要以宣传画、壁画、插图和漫画为主要形态，从事创作者
也鲜有专业教育的背景与基础，但这些作品面向农工劳苦大众、为唤起农工劳苦大众的阶级觉
悟与革命斗争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美术作品所不能替代的。这是中国美术史上最早的为无
产阶级进行革命与斗争的美术创作。

恋爱是自由的天地，婚姻是男女的围城。情感与婚姻，是创作永恒的
命题。之所以创作这部《热爱》，就是想通过对家庭的剖析，对城市的观
察，对人物的凝视，去捕捉生活中每一朵有意义的浪花，《热爱》从气质上
来说是严肃的，但它的风格是幽默和欢乐的。这幽默和欢乐来自于时代
的结构、人物的态度，所以从根本而言，它是一部喜剧，我希望效果是笑
出腹肌的那种。但它不是原生态展现，不是生活的搅拌机，它的任务不是
还原生活而是拓展生活，它试图使观众看到，在已有的生活之外，还有一
种可能的生活，在已有的生活态度之外，还可以有另外的生活态度。《热
爱》之新，就是用新的生活态度寻找新的生活意义。这部剧的故事发生地
点主要在北京。但它不是一部单纯的京戏，也不是一部北方戏，我将它命
名为一部四方戏。我希望通过对时代新的观察，拍出一部对应时代新的
人物关系的戏。《热爱》说的是家，是情感，是婚姻，是我们每个人正在经
历或将要经历或已经经历的故事。在这部《热爱》里，我们希望人们发现
彼此，寻找自我，共振内心。

因此，在写下第一场戏之前，我先写了一句话：“拍一部好戏不难，难
的是拍一部有价值观输出的好戏。”何谓价值观输出？是宏伟的主题和宏
大的立意吗？不，我认为价值观输出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蕴藏
在每一处情节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台词里。那么，《热爱》想要输出的价值
观是什么？温暖纯良，爱与自由。

我做编剧入行至今，被人问过无数次同一个问题：你这个剧本的目
标观众群是什么？《热爱》开笔是在2011年1月1日，2017年11月9号开
机，播出是2019年12月1日。在这8年间，这个问题很多次摆到了我的
面前，我总是很耐心地说：《热爱》的目标观众群是全人类。

曾几何时，这个行业里充斥着大数据创作，充斥着各类名词术语：男
性向、女性向、甜宠、IP、CP等等。这些名词术语都是在《热爱》创作的8
年间冒出来的，它直观反映了这8年间影视行业的喧嚣沉浮。《热爱》不
跟这些词汇发生任何关系，因此，这8年，也是《热爱》艰难的8年。

在《热爱》中，我们用的都是合适的演员，没有用流量明星。所谓流量
明星，就是有卖点的演员。所以，经常摆在我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你们
这个戏的卖点是什么？我的标准回答是：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热
爱》忠实剧作本身，相信它经得起长时间的检验。

《热爱》写了3个家庭的彼此渗透和融合。这3个家庭分别是3种风
格：现实主义风格、实用主义风格和理想主义风格。这3种风格涵盖了大

部分中国家庭。这3个家庭彼此间发生的故事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叫：建
家大业。家是社会结构的最小单元，但它代表的是中国心事。在建设家庭
的过程中，大家有矛盾，有妥协，也有包容。因此，我称之为大业。

回到写这个剧本之前，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段话和一句诗。可
以说，正是这一段话和这一句诗使我保持了创作的热情。这段话来自余
光中的一篇散文：“有那么一座城，锦盒一般珍藏着你半生的脚印和指
纹，光荣和愤怒，温柔和伤心，珍藏着你一颗颗一粒粒不朽的记忆。家，
便是那么一座城。”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余光中先生还健在。现在余光中
先生已经走了。但这个剧本却依然被余先生的余光笼罩。另一句诗是白
居易写的：“灯火万家城四畔，一道星河水中央。”余光中先生给这个作品
带来的是内容的温热，白居易带来的则是形式的美感。在此谢谢这两位
先贤。

一部作品面世以后，需要它自己翻山越岭去寻找知音，去征服每一
个跟它相遇的人。希望《热爱》好运。

节目录制正式开始了。寻求调解的双方当事
人坐到了台上。一方是射击冠军魏晓丹，另一方是
魏晓丹的亲生父母以及他们的另外两个女儿和一
个儿子。全场气氛紧张。

安心：“这么说，晓丹，你并不打算认亲？”魏晓
丹：“是的。”安心：“可是你同意来调解，不就是代
表了一种有可能的和解吗？”魏晓丹：“我愿意来到
这儿面对这件事情，但并不是说我来是想认亲。”
安心：“那能说说你愿意来的原因吗？”魏晓丹：“我
来，是因为这个事情到了一个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他们天天到我家里静坐，要从我爸爸妈妈那里把
我带回去。我的爸爸妈妈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们
让我自己选择。我选择留下，但他们还
在坚持。”

大女儿：“因为这里坐着的才是你爸
爸妈妈，我们才是你真正的亲人！”魏晓
丹：“他们对我没有履行父母的责任和义
务，我不能称他们为爸爸妈妈。”大女儿：

“妹妹，血缘是不能否定的。”魏晓丹：“我
没有否定血缘，我说的是我们无缘。有缘
怎么会走到今天？”安心：“那你不认的理
由呢？”魏晓丹：“不认就是因为我找不到
要认的理由。”

安心：“李才老师，这种情况您怎么
看？您有什么想对晓丹说的吗？”李才：

“晓丹你好。”魏晓丹：“李才老师您好。”
李才：“我看过您很多比赛，您也被媒体
称为冷面杀手，这个冷您觉得该怎么理解？是与生
俱来吗？还是职业需要？”魏晓丹：“射击运动员比
赛时候的状态大概都是这样。私下里我不冷，我是
个很热情开朗外向的人。我去年还在下雪天的时
候去听过您的讲座呢。”

李才：“倍感荣幸。你对你出生的那个家的环
境了解吗？”魏晓丹：“不了解。没有记忆。一两岁我
就被送走了。”李才：“我让我的助手收集了一下那
个环境以及你们家里的一些图片和资料。咱们看
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上依次出现的是：
一个九十年代的山村。
亲生父母的家——一座破败的房子。
亲生父亲在煤矿挖煤照片，满脸乌黑。
亲生母亲手里领着一个，背上背着一个，怀里

抱着一个走在山路上；
一张没有魏晓丹的五口人的全家福，弟弟被

抱在怀里，俩女孩站在两边。
李才：“这是你出生的村子——全镇最落后

的。这是你的家——全村最贫困的。这是你的父亲
在煤矿挖煤的照片。这是你母亲拉扯孩子的照片。
这是你们家缺少你的一张全家福。看了这些照片，
你有什么感受？”魏晓丹：“辛苦您了。去找那么多
照片。”

全场笑。
李才：“你对这些照片本身没有什么具体感受

吗？”魏晓丹：“李才老师，您有话不妨直说，我现在
一边训练，一边念大学，读的是心理学专业。您这
样诱导式谈话不是很习惯。我是职业射击运动员，

讲究不拐弯，直来直去，一
击中的。”李才：“好。我想
说的是，人是环境的结果，
命运是环境的产物。他们
当年把你送走，一定是出
于无奈。对吧，这位母亲？”

母亲：“孩子，对不起
你啊！我们对不起你啊！当
时实在是养活不了你啊！”
李才：“这位母亲，请不要
激动，您如果有无奈可以
说出来。”母亲：“无奈啊，

无奈啊。虎毒不食子。我们要能养肯定就养了啊。
你原谅我们吧！”

魏晓丹不说话。
李才：“这位父亲有什么想说的吗？”父亲哑着

嗓子：“我就是想一家人团圆。”安心：“这位爸爸的
嗓子怎么了？”大女儿：“我爸挖煤得了尘肺病。”

全场一片叹息和惊呼。
安心：“治疗的情况怎么样？”大女儿：“我跟我

二妹挣的钱全用在治疗上了，听说哪儿能治就去
哪儿治。为这事儿，我跟我二妹都跟婆家闹了矛
盾，现在都离婚了。我弟弟上大学也没钱，就辍学
了，现在四处打工。”

又是一片叹息。
一直没说话的二女儿开口了：“关键问题是，

这个病根本治不好。我们那片儿，查出来的一共两
百零八个尘肺病病人，已经过世一百八十六个了，
还剩下二十二个。我爸他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母亲哭了：“说实话，我们本来也没脸来认这个女
儿，但因为他爸已经这个样子了，他就想一家团团
圆圆地，这样以后他走得也安心。”

李才：“晓丹，我知道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一
个世界冠军，参与了很多慈善和公益工作，但你可
能不知道，你的家庭也是最需要帮助的。”魏晓丹：

“的确，之前我不了解这个情况；现在了解了，我愿
意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

全场响起了掌声。
李才：“这个帮助我们都希望并不仅仅是物质

帮助，你愿意在精神上帮助他们吗？认回他们爸爸
妈妈的身份，回到他们身边，或者只是在三百六十
五天中有几天回到他们身边？”魏晓丹：“我不愿
意。我不能这么做。我只有一对父母，就是我的养
父养母。”李才：“是你养父养母有什么想法吗？”魏
晓丹：“不，我刚才说了，他们让我自己选择——我
选择他们。”

李才：“人生不是二分法，不是非黑即白啊。如
果你选择了相认，你就有两对父母，两个家庭，这
不是一种美好吗？这不是一种大爱吗？人生在世，
只有爱才能感染别人，恨，最终与世无关。因为两
个人不是两座陌生的山岗，总要见面的。晓丹，你
要潇洒一点，不要跟过去过不去。跟过去过不去，
你就永远过不去。原谅是一盏灯，宽恕是一道光，

生命是一种角度，如果不放下重担，你就不会获得
幸福。晓丹，留出百分之一的爱，来认你的父母吧，
他们需要你的爱。爱是彼此的奉献，爱是血缘的流
动，爱是迷途知返，你是世界冠军，我希望你能再
超越自我，成为自己的冠军。”

煽情的音乐突然响起。母亲离座走到魏晓丹
跟前就要下跪。

母亲：“给我们一个机会吧！”
魏晓丹一只手托住了她。母亲跪了几次竟然

跪不下去。
台下苏洁对箱子姑娘：“嘿，这姑娘真不亏是

练射击的，这臂力！”
安心上前相劝：“阿姨您先请回到座位上去。”
大女儿二女儿起身把母亲拉回座位去了。
尚晋发言：“我想问一下，这个家庭，谁可以代

表一个家庭出来说话？”大女儿：“我。”尚晋：“好。
您父亲得尘肺病有多长时间了？”大女儿：“十几年
了。”尚晋：“从得了尘肺病开始，就开始想要认魏
晓丹了吗？”大女儿：“不是。那时我爸病情还没这
么重。”尚晋：“你们知道她在哪儿吗？”大女儿：“不
知道。”魏晓丹：“你们知道。”大女儿：“我们不知
道。我们是通过民政部门找到你的住址的。”魏晓
丹：“那是在我们搬家之后的事儿。搬家之前，你们
到我们家偷偷来借过两次钱——我不想说是讹
诈，但你们从没打算还。我爸妈怕你们再来借，就
悄悄搬走了。他们不是不想借给你们，他们也没有
钱，靠收破烂供我上的学练的射击。咱们今天谁也
别比惨，就说情理。”

尚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魏晓丹：“我刚
进射击队练射击的时候。高中时候吧。”尚晋对大
女儿：“你们想认她回家是在她得世界冠军之前还
是之后？”大女儿警惕地：“你什么意思？”李才：“反
对！认不认亲，跟是不是世界冠军没关系。”尚晋：

“有关系。关系很大。——是不是在她得了世界冠
军之后？”大女儿：“我记不清了。”二女儿：“在她得
世界冠军之前，我们找不到她了。她得了冠军，我
们才找到她。”尚晋：“好。这说明你们还是世界冠
军之后想要认的她。”大女儿：“我妹妹说了，之前
我们找不到她。”

尚晋：“可是她在上高中的时候，你们是找得
到她的，为什么那时候不认她？”大女儿：“我们供
不了她读书。”尚晋：“现在你们的家庭能供得起她
读书吗？如果她现在还在读的话。”大女儿：“供不
起。我们连治病的钱都没有，到哪儿供去。”尚晋：

“这也就是说，你们认不认这个女儿回家，取决于
她是不是你们的负担？”二女儿：“我们这样一个贫
困家庭，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法子吗？我们负担不
了，就是认回来，吃苦头的不是她吗？”尚晋：“你说
得很有道理。但是你们想过对方家庭的感受没
有？”二女儿：“对方说了。他们不在乎她选择谁。”
尚晋：“他们不在乎魏晓丹选择谁，是因为他们太
在乎魏晓丹。而你们，并不在乎她。”大女儿：“我们
怎么不在乎她了？不在乎她我们跑这儿来丢人现
眼？”尚晋：“在乎她，就会尊重她的选择，就不会拿
着亲情和死亡来绑架她。”

全场一片哑然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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