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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刘

平平

在举国上下庆祝建党百年的喜庆之日，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成
就，对全国人民产生了巨大鼓舞。讲话从建党的
开天辟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
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历史性成就，
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社会主义中国
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取
得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过
去的100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团结奋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也是中
国人民的骄傲。如今，我们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全国人民必须再接再厉为之奋斗并贡
献全部力量，这也是中华民族的责任与使命。

讲话中，总书记对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更高
要求与希望，他说：“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
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面对时代赋予的使命，作为文学艺术工
作者，我们更应该竭尽全力完成好自己的任务，积
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搞好文学艺术创作，努力做
出更大更优异的成绩。

文学艺术是党的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不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和
平发展的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大变革时期，广
大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始终保持
与时代同步伐、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发
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
人”的“笔杆子”作用，创作出一大批丰富多彩、
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为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
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新世纪，文艺的繁荣与发展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事业提升到
一种新的战略高度，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
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文艺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
一环。在文艺创作方面，总书记也指出，“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他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辜负时代召唤、
不辜负人民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
于时代”的文艺精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下，广大文艺工
作者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深入生活，认真地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在
学习与借鉴中认真地寻找创作方面的差距，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努力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文艺精品，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美学意蕴。广大
艺术家们敢于担当、稳步前行，进一步增强了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
当的文艺工作者的信念，不断提升创作思想、扩展创作题材，不断创新
思维，创作出了一大批弘扬主旋律，歌颂伟大的党、伟大的时代，歌颂
勤劳奋斗的伟大的人民，思想内涵深刻、艺术魅力恒久的优秀作品。

以话剧创作为例，既有《三湾，那一夜》《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
议》《董必武》等剧对革命领袖形象塑造上的突破，也有《共产党宣言》
《兵者·国之大事》《母亲》《红岩魂》等作品对红色题材的创新表达；有
聚焦基层优秀共产党员和英模人物的《焦裕禄》《谷文昌》《郭双印连
他乡党》《麻醉师》《柳青》《路遥》《桂梅老师》，也有讴歌科学家为国争
光、默默献身精神的《今夜星辰》《深海》《钱学森》《哥德巴赫猜想》，还
有致敬无数平民英雄舍身忘我、勇于担当之时代精神的战“疫”题材
剧《逆行》《鸽子》《社区居委会》《人民至上》《因为有你》等。这些作品
一经在舞台上演出，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些作品的成功，不
仅为话剧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也为中国话剧，尤其是弘扬主
旋律的话剧创作开拓思路、增强艺术表现力、丰富美学意蕴，从“高
原”向“高峰”的进发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

今天，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实现
“文化强国”伟大目标的精神鼓舞下，包括话剧工作者在内的广大文
艺工作者，必将更加坚定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与振兴文化
事业的责任担当，更加辛勤努力创作，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继续
出新出彩，取得更加令人振奋的创作成果。

《三湾改编》：塑造真实生动的青年领袖形象
□李 蕾

近年来，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人们的
审美观念不断变化，受众观赏需求日趋多元。如
何从这些发生在遥远岁月的历史故事中开掘出
能够引起当代人共鸣的情感点，成为革命历史
题材影视创作面临的新挑战。在这方面，电影
《三湾改编》的创作者做出的创新努力，得到了
大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认可。

在传统叙事中，创作者往往将视角对准老
一辈革命家的中老年阶段，他们经过岁月历练，
大多经验丰富、沉着冷静。但电影《三湾改编》里
的毛泽东只有34岁，何长工、伍中豪、何挺颖等
也只有二十几岁。这些人物朝气蓬勃，富有青春
气息，闪耀着理想的光辉，与以往传统革命历史
题材作品中的老一辈革命家形象有所不同，给
观众带来新鲜的观赏体验。青年时期的革命者
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而舍生忘死、艰苦
奋斗，他们的人生选择与历史进程、时代发展同
向，容易使当下与影片中人物年龄相仿的青年
观众产生代入感和深层情感共鸣，从而获得“这一切与我
有关”的观赏感受，缩短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年轻观众是电影消费的主要群体。革命历史题材影
片要想收获更多观众的喜爱，必须摸清青年观众的审美
心理，贴近历史真实，塑造有血有肉、真实立体的人物。
电影《三湾改编》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因此观众会不
自觉地调动自身储备的历史知识或现实的生活经验，对
作品情节的可信度予以判断核验。为了提升影片的真实
性，创作者运用成长叙事的艺术手法让观众“相信”。影

片开头先运用多维度叙事的手法表现历史事件的复杂
性，接着细致讲述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的原因及过程，
力求为观众厘清这个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从芦溪到莲
花再到三湾，关于“中国革命究竟如何走”这一问题，毛泽
东在不断思考。这其实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
情形有所呼应，自然而然能引发当下青年群体的思考和
探索。影片较为详尽地交代了毛泽东面对的一系列困
境，包括与国民党正规军的较量，与共产国际代表马耶尔
的分歧，与军队内部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之间的观念矛

盾等，激发了观众对毛泽东如何解决困境的好
奇心。这种情感的共通性在观众与剧中人之间
架起了一座心理桥梁，让人们从被动观看的状
态主动进入影视作品所营造的情景当中，激发
大家思考、探讨“要是我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
办”的话题。

该片还运用了丰富的细节来实现诗化的艺
术表达，为革命叙事赋予了一种浪漫主义色彩。
如片中多次出现的交手枪情节，象征着“党指挥
枪”的理念；军队入住三湾时，干枯的老龙口出
水了，预示着“三湾改编”为革命注入了生命
力……这些富有深刻内涵的意象，体现了创作
者们精益求精的美学追求。

人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都是有血有肉
的，也是不完美的。这就要求革命历史题材影片
塑造的人物要和具体的时代背景以及现实情境
相契合。电影《三湾改编》着力表现青年毛泽东
在战场上、在一线及在日常生活中等多个维度，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真实生动、立体丰满的青年革命领袖
形象。对于余洒渡、苏先骏，影片也没有进行平面化、脸谱
化处理，而是把他们困惑、动摇的过程交代清楚，让观众
了解了他们思想认识上的局限。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之际，电影《三湾改编》秉持高度的历史责
任感和现实使命感，敏锐地抓住当下观众的共情点，带领
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走近100年前的峥嵘岁月，感悟青
年领袖坚定的信仰与始终如一的革命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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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7月2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创
研规划处，中国国家画院油画所、版画所、雕塑所及《中
国美术报》社承办的“时代画卷——油画·版画·雕塑名
家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展览集合了全
国具有代表性的100名艺术家，围绕着建党百年的主
题创作的一批高水平的优秀作品，其中包括50件油
画、30件版画、20件雕塑，集中展现了当代中国油画、
版画、雕塑的整体面貌和水平。

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出席开幕式并表示，这些年
来，中国国家画院按照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新方向，
聚焦创作与研究，在“一带一路”“脱贫攻坚”等重大主
题创作中凝心聚力，尤其是在描绘党的百年历程主题
创作中，涌现出一批有思想内涵和精湛艺术水准的作
品。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画院也构筑了宽阔的学术理论
交流平台，促进了中国美术的发展。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卢禹舜在致辞中说，古往今来，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都
是具思想性、情感性、艺术性，有道德、有温度、有筋骨
的作品，也是打着时代烙印，能够透视时代社会生活和
民族精神的作品。面对新征程，中国国家画院将从中国

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牢牢
植根于中国大地，在聆听人民的审美需求和艺术心声
的基础之上回答时代课题，发挥好中国美术国家团队
的创作导向和引领作用。 （晓 璐）

图为王克举油画《春意盎然大别山》

7月8日，由中国影协主办，中国文联电影
艺术中心、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承办
的“中国电影家协会《2021中国电影产业研究
报告》《2021中国电影艺术报告》发布暨中国
电影产业及艺术发展论坛”在京举行。中国文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孝汉，中国电影基金会
理事长张丕民，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玲，中
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中国影
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出席了本次活
动。活动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
任宋智勤主持。

被称为中国影协“蓝皮书”的产业报告和
“橙皮书”的艺术报告，自2008年在财政部、中
国文联领导的支持下开始编纂出版，至今已坚
持了14个年头，报告以年度为单位，专业系统
地总结中国电影产业、艺术发展的脉络。产业
报告从电影的全产业链，包括投融资、制作、发
行、放映、票房、互联网等环节，艺术报告从电影
创作的全维度，包括导演、编剧、摄影、美术、表
演、声音等工种进行总结梳理，发现问题并提出
战略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本次发布的“双报告”，站在时代结点上，对
疫情后的中国电影市场进行了回眸与前瞻。产
业报告指出，中国电影市场可以快速复苏的根
本原因有赖于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控制、保
障和产业自身的复苏能力，疫情加速了电影与
互联网的融合，院转网影片在发行上还需做很
大探索。创作方面，探索本土表达方式的家庭、
亲情类中小成本电影还有可开拓创新的空间，
随着多样化创作力量的进入，未来同类题材“内
卷”的问题等也有望得到解决。艺术报告指出，
崇高性、英雄性、日常性构成了上年度国产电影创作的主
旋律，一批有温度、有力度、有厚度，构思精巧、制作精良
的作品纷纷涌现，电影在折射国家发展、时代变化方面，
在满足中国电影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方面，都实
现了不同程度的艺术探索与创新。

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撰写两本报告的专家团队代
表，各大电影机构代表、电影理论专家学者、电影从业者
及有关单位领导等。与会嘉宾针对电影产业、艺术方面
的现状与发展等问题，从中美影视交流合作前景展望、青
年导演创作的浪潮和特点、合拍片成绩与发展、新主流电
影的工业化制作与叙事探索、中国电影美学与中国电影
走出去的希望等方面进行了交流探讨并提出建议。论坛
环节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产业研究处处长王丹
主持。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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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油画版画雕塑名家作品共“绘”时代画卷

由殷之光领衔，李军、柏荷主持，
首都各朗诵团成员受邀参与的“七月
赞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诗会”7月4日在京举办。北京市
大兴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诗词学会
朗诵委员会、北京朗诵艺术团、北京
诗词之友文化发展中心共同主办了
本次活动。

作为北京诗词学会朗诵委员会
成立以来的首场演出，本次活动旨在
通过诗词朗诵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
定信念和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向党
的百年华诞献礼。演出节目精彩纷呈，
艺术家们深情演绎了经典诗篇《七律·
长征》《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现代诗
《今天，请让我为你写诗》《向着太阳
走，我爱旗帜红》《西柏坡话题》《觉醒》
《献给祖国母亲的诗》，以及诗词新作
《百年伟业》《七月赞歌》等。整场演出
在全体演员及首都各界观众《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合唱声中落下
了帷幕。 （梦 龙）

庆祝建党100周年，由中国煤矿文工团创排的《红色印象》
曲艺晚会7月3日至4日在京演出。晚会选取中国共产党百年
光辉历史上的感人故事为素材进行创作。节目充分发挥各曲艺
门类的特长，讴歌伟大的党、歌颂英雄的人民，为首都观众献上
了一场主题鲜明的精彩演出。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艺术家和
青年演员贾仑、连春建、应宁、王玥波、关博、左雅、王磊、叶蓬等
参加了演出。

晚会节目中，既有表现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讴歌
英雄人物的群口快板《长征》、评书《遵义会议》、化妆相声《智勇
双全》、魔术《傲骨红梅》等；也有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
下全国人民建设祖国、拼搏奋斗的相声《劳动号子》《盛世欢歌》
《阳台歌唱家》等；还有表现共产党员坚定信仰和对党无限热爱
的京剧《共产党员》《党啊，亲爱的妈妈》等。整场演出或高亢明
亮，或欢声笑语，既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壮志，也表现了
人民群众的浪漫主义情怀，晚会在带领观众回顾党的百年光辉
历程中，也重温了那些留在人民集体记忆中的难忘印象。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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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晚会《红色印象》
致敬建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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