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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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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钟南山》》的英雄摹写与艺术特色的英雄摹写与艺术特色
□刘金祥

时代英雄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和民族形象的代
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都会涌现时代英雄，而
历史也因英雄的出场，在被铭记与传承中变得更加
鲜活与生动。近来，由广东广播电视台等摄制播出
的纪录片《钟南山》，便用事实的逻辑力量艺术地
再现了钟南山院士的时代英雄形象。

悉心状绘医者形象

纪录片《钟南山》以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
发展脉络为叙事主线，将疫情的出现、发展、回落等作
为重要节点，分四集完整记录再现了钟南山临危受命、
驰援武汉，不辞辛劳、从容指挥的抗疫历程，引发了网
络舆论的热烈讨论。纪录片从公共卫生事件的角度切
入，客观呈现了包括非典在内，钟南山两次抗疫的真实
故事。面对疫情，他从未停步。特别是在此次战疫中，
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护人员们又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
大的民族精神财富。纪录片中折射的既有钟南山大医
精诚、大爱无垠的个人魅力，亦反映了临危不惧、勇佑
生命的新时代最可爱的医护人员群体。作品通过对疫
情发展关键节点的梳理、记录和再现，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塑造了对百姓生命健康高度负责、心怀家
国大义的时代英雄形象。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
恻隐之心……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
赴救。”正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所书，
作为最早向武汉进发的“逆行者”之一，钟南山恪守正
直，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在关键时刻坚定、鼓舞了
国人与疫情斗争的意志信心。

多维展现“国士”精神

纪录片将钟南山置于多维叙事空间中，以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作为公共叙事空间，又建构了施救诊治患者
的职业空间，还保留了媒体采访宣传的媒介空间，并设
计了有多种家庭成员角色出现的温馨的私人空间。纪
录片通过钟南山的助手、妻儿、学生及其本人等多个叙
事视角，从不同维度生动呈现了钟南山的工作事业和
精神世界，诠释了其不凡的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

从该片叙事特点来看，《钟南山》既是一部纪实片
又可看成是一部“故事片”，主创团队将众多纪实元素
有机融入主体叙事，构建了丰富多变的镜头语言体系，
实现了对电视记录片的有益探索。创作团队广泛搜求
和精准运用历史资料，将钟南山职业生涯中的关键人
物和典型事件凸显出来，一方面多层次、立体化地展现
了其医疗活动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状貌，使观众得以全
面了解钟南山成长的思想动力和职业轨迹；另一方面
创作团队专业的制作水准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亦强
化了观众对人物形象的由衷崇敬。

跟随摄影机的镜头，钟南山80多年的人生历程渐
次展开，纪录片中有很多首次公开的珍贵图片和影像
资料，其中包括钟南山的童年、大学时代，及初入职后
诊治患者、登台演唱等人生片段和生活情境。作品通
过周致的结构设计和绵密的镜头编织，在宏大叙事的
主脉和底色中，适时插入充满温情的日常个人叙事，在
匡扶道义、彰显大爱的家国情怀中又融入了师生情、父
子情、夫妻情和同事情等多种情感，在塑造呈现钟南山
果敢坚毅的外在形象的同时也展现了其“侠骨柔情”的
内心世界。此外，创作者对众多关键细节的捕捉与呈

现，也传递给观众多方信息，进而使人物的人格风范给
观者留下了更长久深刻的印象，比如钟南山紧蹙双眉
眼含泪水的表情定格就直击观众内心，极好地展现了
英雄心中蕴含着的对百姓生命的关切与珍视，对民族
大义的担当与承负。

倾情点绘英雄魅力

纪录片作为一种故事属性较强的电视艺术形式，
叙述节奏所产生的美感对作品的成功亦至关重要。《钟
南山》一片中，主线清晰，故事置于疫情演变的动态环
境之中，凝重而紧张的叙事节奏始终牵动着观众心理
和观看情绪，片里片外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互动”氛
围。此外，在主线叙事连贯紧凑稳定的前提下偶或宕
开的一笔也很精妙，它们将主人公的个人故事适时穿
插进来又适度引申开去。譬如对钟南山童年往事、求
学经历或职场传奇的叙说等，使整部作品的叙事节奏
开合有度、舒缓有序，吸引观众紧紧跟随故事的叙述演
进。作品在保持主题叙述的同时，通过外部叙述的间
或介入充实了该片的线性叙事结构，使人物故事旁溢
斜出，不时显露出的饶有意味的点染之笔令整部作品
呈现出符合思维习惯的发散性特征。尤值一提的还有
该片的解说词，这些朴实、简洁、温润的文字忠诚服务
于作品思想主题，饱含激情并富于哲理，从思想深处加
以阐发，较好地拓展了画面的思想内涵。

评 点

一本好书，往往能唤起人沉积多年的个人记忆和感受。本文
的题目就源自读新近出版的《杜近芳口述实录》时的往事灵光一
闪，使那20多年前的一个美好瞬间倏忽又呈现于眼前。

记得是199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杜近芳老师在天津中国大
戏院演出名剧《凤还巢》，我去后台办事出来，走到侧幕边的上场
门处，恰逢杜老师饰演的女主人公登场，只见那女子的侧影，款步
轻移，腰身微俯，从容地垂下长长的雪白水袖，又看似柔婉实则蕴
含内力地收回来，那份雍容典雅，被迎面耀眼的聚光灯拥裹辉映
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当时的距离和角度，使我好似目睹慢镜
头般看那身段的起承转合，举止间恰臻妙境的节奏和韵律真是美
不可言，至今回想起来仍感鲜活如初。

当晚印象之深，曾令我写过一篇短文《在后台看戏》。“横看成
岭侧成峰”，一位杰出表演艺术家的舞台创造，确实也如一尊成功
的塑像，从哪个方向注视，都会给人带来美的感动。

杜近芳是当代享誉海内外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半个多世纪
的漫长岁月中，她师承有自，博采众长，于多年来京剧舞台以“男
旦”为主的历史背景下，一直致力于追求“以女性身份表现旦角之
美”，精心塑造了众多绚丽多姿、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铸就了清
新俏丽、个性鲜明的表演风格。《杜近芳口述实录》一书，通过真
切、翔实而又形象、生动的往昔追忆，回顾了其贯穿着时代变迁的
艺术人生历程。

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艺术和生命从来都是一体的。杜近
芳“为戏而生”，同时也和一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全
书前面的《我的一点感想》中，杜近芳对自己曾有一个“四世论”的
总结，谈到其“生于乱世，长于治世，成于盛世”的经历感受。“乱
世”出生的不幸是无法选择的，1932年杜近芳甫一出世就被抱
养，不幸中的幸运是来自养父梨园家庭的善待抚育，使她受到了
早期的艺术熏陶，3岁练功，6岁就能登台演戏了。更难为可贵的
是，12岁便得以到业内有“通天教主”之称的王瑶卿先生身边学
艺，大师亲授“小学生”，为她奠定了受益终身的艺术根基。1945
年，杜近芳正式拜师王瑶卿，后经恩师致函亲荐，在上海又拜于梅
兰芳先生门下。

王瑶卿慧眼识才，对当时可能年龄最小却灵气十足的弟子杜
近芳，确实眷顾有加。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天津著名票友
杨慕兰女士家中，曾见过王瑶卿的手书信札，信中拜托对初次到
津演出的弟子杜近芳给予关照和扶持。杨慕兰出身名门，演戏用
名“近云馆主”，与京剧名伶交往甚众，在京、津两地专业和票界深
有影响。此信和“口述实录”书中的记述彼此查对，可知手稿应是
写于1949年，17岁的杜近芳搭“四大须生”之一杨宝森先生的宝
华社，第一次于津门亮相期间。

不幸与幸运交错相间，杜近芳早年艺途的起点还是比较高
的，但“乱世”的伤痕又非轻易可以平复。今人恐难想象，即使身为
王、梅两门的亲传弟子，彼时在舞台已然崭露头角的杜近芳却还
不是“自由”之身，只因当年养父家境窘迫，曾以一纸“关书”（旧时
进戏班学艺时订立的一种契约）将杜近芳“写”给了戏班的封建

“把头”，从此演戏的收入便横遭后者盘剥。这一“乱世”遗害直至
新中国成立后的“治世”才予废除，“卖身契”付之一炬，为杜近芳
开启了彻底改变命运的新的人生起点。

此后，她加入国家剧院，与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等众多
名家合作，开拓进取，传统名剧群星荟萃，相映生辉；新编剧目
编、导、演强强联合，佳作迭出。“口述实录”一书对杜近芳在“盛
世”的代表作《白蛇传》《谢瑶环》《柳荫记》《桃花扇》和现代戏
《白毛女》等的表演创作过程，及其在梅兰芳大师的亲自指导
下，于实践中对梅派名剧《宇宙锋》《凤还巢》《霸王别姬》等的不
断锤炼加工都有详细忆述，极具艺术保留和传承价值。书中另
一浓墨重彩的亮点，则是对杜近芳出国演出盛况和轰动效应的

记叙，因其到访而在欧美、拉美几度刮起的“京剧旋风”，
向世界展示了中华传统艺术之美的独特风韵和无穷魅
力。这些内容，让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观众、老
读者，得以重温京剧演出的黄金岁月，种种美好记忆对青
年一代特别是剧坛新人，则有助于加深对京剧继承、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了解，从中感悟老一辈艺
术家承前启后、奋进不已的艺术精神。

“口述实录”整理了杜近芳多年来不负时代、师辈厚望，
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自强不息的艺术足迹，直到上世纪90年
代，在京剧“音配像工程”中，已年过花甲的她依旧锲而不舍，
身体力行。她有16出戏的演唱录音被列入配像剧目，她坚持
自己为其中的4出代表作配像。为再现其盛年时演出唱、念、
做、打繁重的《白蛇传》一剧的风采，杜近芳重新恢复练功，激
烈动作的震动曾令她两眼先后眼底出血、视力受损,医生警
告她有失明的危险,她却仍不肯放弃,短期治疗休养后又继
续投入排练,硬是这样，从1997到1998的两年间，尽善尽美
地完成了任务,剧组上下无不为之深深感动。录像播出后广
受赞誉，之后她又不辞劳苦地精心指导学生们配完了余下的
入选剧目。

《杜近芳口述实录》一书的内容是丰富而厚重的，同时
读来又真切自然、朴实动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可读性。
这首先归功于老艺术家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对多年往事
的超强记忆力和绘声绘色的表述，也得益于青年学者张正
贵、陆蕾在采写过程中，对口述人语言风格个性化的精心保
留，这是很见文字功力的。多年来，我在演出、晚会、电视访

谈等活动中，和杜近芳老师时有接触，近一时期参加“京剧电影工
程”剧目研讨和春节前探望老艺术家，与杜老师相聚的机会又多
了些。杜老师艺术造诣精深，思维活跃又善于思考，谈话间开朗、
亲和且不乏风趣和幽默感，是一位极具个性的老艺术家。收到她
题赠并委托正贵君寄来的新书，读时似听本人一路娓娓道来，深
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亲切感。书中对舞台上下许多细节的生
动忆述，令人过目难忘。如杜近芳初见王瑶卿时二人爷孙般隔代
人的“怪问怪答”，小女孩一派率真，童言无忌，却又句句在理，见
多识广的老先生忍俊不禁，刮目相看，由此以“笑宝”呼之；后“笑
宝”得恩师嘱拜梅兰芳学戏，却先要求恩师写下继续教自己的“保
证书”，令人忍俊不禁又颇感动。年轻时的杜近芳搭班不怵阵，遇
强则强，被多位艺坛前辈名家半是赏识半带“抱怨”地称之台上

“咬人”；作为王、梅两门弟子，她钦慕筱派创始人于连泉的眼神功
夫，并把向于先生讨教来的面部化妆诀窍转告师父梅兰芳；还有
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长途列车上，她利用中途火车停
靠的短短间歇，在车厢通道温习“下腰”“前桥”等腰腿功，巧逢程
砚秋先生，又得其演唱时尾音“收韵”的技巧点拨等等。一段段鲜
为人知的逸闻轶事，妙趣横生，又尽显人物个性，耐人寻味，相信
这些记述也会激起广大戏曲爱好者与普通读者的浓厚兴趣。

80多年的艺术人生，洋洋30万言的忆述文字。在成稿后期，
口述人和采写者五易其稿，交叉往复地审读斟酌，如此严谨、一丝
不苟，终于完成了一部兼具思想性、专业性和可读性的长篇口述
实录。

这不禁让我联想起杜近芳“四世论”最后的“流传后世”，那是
老艺术家毕生的奉献和追求。古人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这体现在舞台上的每一个美妙瞬间，也蕴含于书中的
字里行间。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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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深情与人世间的热闹（评论）…………………… 王威廉
疼，反复拉扯（责编手记）……………………………… 筱 雅

小说现场 初开（短篇小说）………………………………………… 包 倬
老脸（短篇小说）………………………………………… 王 炬
鱼为什么自杀（短篇小说）……………………………… 周加军
小小说五题……………………………………………… 崔 立

内蒙古女作家散文特辑
那些在朋友圈里消失的身影……………… 苏 莉（达斡尔族）
风机房里有棵树（外二篇）……………………………… 刘惠春
盛夏与深秋……………………………………………… 安 宁
爷爷，只是走出了时间 ………………………………… 张鹤宁
北戴河海一路（外二篇）………………………………… 李书萌
聆听蒙古高原（评论）…………………………………… 冯秋子

北中国诗卷
草原诗星 颤抖（组诗）……………………………………………… 刀 客
大家诗范 在大河拐弯处（组诗）………………………… 巴音博罗（满族）

庚子年手记（组诗）……………………………………… 黎 阳
诗 高 原 天空蓝得像个孩子（组诗）……张 静 对话（组诗）… 马泽平

草木之光（组诗）……九 荒 大地的恩典（组诗）…… 邱红根
生活变奏曲（组诗）…刘凌霄 风吹哈尔巴西克沟（组诗）…寇钧剑

新 发 现 香椿街四题（短篇小说）………………………………… 李柳杨
支教三十三天（非虚构）………………………………… 刘小笨
李仲原的诗（诗歌）……………………………………… 李仲原

译 空 间 洪（短篇小说） ………… 【蒙古】丹·米格玛尔著 照日格图译
花宝如（短篇小说）…………【蒙古】沙·旺其来著 照日格图译
风走了（诗歌）……… 莎日娜（蒙古族）著 哈 森（蒙古族）译

我和草原的故事 广袤无垠的《草原》……………………………… 郝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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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至8月3日，培源·青年戏剧人才培养
及剧目孵化平台第一期孵化活动在京成功举办。《冰
川在末日到来的那天没办法全部融化》《离婚登记》
《景阳钟声》《国王的爱情》《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5
部孵化剧本，先后在大麦·超剧场、西区剧场及北岸
1292排练厅举行了剧本朗读和专家研讨会。本次5
场活动的举行，标志着培源平台历经征集、初评、复
评3个阶段、7个多月时间，正式进入孵化期，从367
部征集剧本中脱颖而出的31部作品将陆续以各种不
同的形式进行孵化。

延续一直以来“互联网+戏剧”的探索，培源本次5
场活动不仅开放了少量观众现场观摩机会，也与哔哩

哔哩网站独家合作进行了现场直播，吸引了不少戏剧
爱好者及普通观众在线观看。承办方宽友（北京）文化
交流有限公司表示，“剧场艺术整体上是小众艺术，想
让更多观众通过‘线上’走进‘线下’剧场，我们还需进
一步探索剧场镜头语言的升级，更好地实现戏剧的‘在
场’和‘在线’。”

据悉，第一期5场活动结束后，培源还将于今年8
月6日至8日举行包含了两场“线上导师公开课”和一
场“线上剧本朗读”的第二期孵化活动，并全程对活动
进行多平台的同步直播。此后，其他约20部剧本也将
于今年9月起，以更多更具创意的形式，陆续启动相应
的剧本孵化活动。 （路斐斐）

五场剧本朗读会开启“培源”首期孵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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