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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单国栋油画集

《铭记党史 不忘初心——中国实力派艺术家单国栋用艺

术再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功勋》付梓出版。应当说，一个

艺术家用6年时光以画笔点染油画，再现建党100周年的

光辉历程，是美术史上的全新现象，体现出艺术家对中国

共产党历史画创作的深刻理解，对艺术地再现历史事件、

人物的深入思考，达到了艺术地表达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

蕴涵。

作为成熟的艺术家，单国栋非常清楚历史画创作的难

度，尤其用油画特有的艺术形式再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

史，对他来说充满挑战。在表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事件和人

物的艺术创造中，要求创作者必须尊重史实，通过艺术家

的深入思考、判断、概括和归纳提炼，以准确完美的艺术审

美和具有思想深度的艺术表现形式，把中国共产党辉煌的

历史用油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要求。尽

管上世纪50年代有许多优秀的油画作品表达了革命历史

主题，但几乎都是单幅作品，少有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题

的系列画作。

从另一方面而言，在新的历史时期用新的风貌和时代

气息表现，也是这个世纪的艺术家们的难题。不少画家沉

缅于无主题的唯美艺术，画面很少承载内容和思想。从中

国共产党真实的历史史料中提炼出历史画，需要具有典型

性构思和构图，即面对磅礴的历史，抽取出最能体现中国共

产党历史内涵意义的画面，艺术地表达历史的真实。不忘初

心，薪火相传，牢记使命，为再铸辉煌增添力量。

优秀的历史画，会让受众在艺术作品营造的浓郁历史

氛围中，在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历史人物形象面前，体悟艺

术家内心深处的灵魂激荡。历史画创作的任务就是在对历

史基本史实的尊重基础上超越历史表相真实，上升为精神

层面的饱含情感的艺术表现。单国栋的油画，在展示中国

共产党百年历史中体现了一种艺术的创造之美，用艺术美

和丰富的色彩形式美再现党的光辉历程。

单国栋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艺术作

品，让人叹服的是他的历史画创作体现了“方寸见世界”，

没有一定的艺术创作能力是无法达到的。因为其多年来对

西方艺术的学习和理解，画面同时体现了西方古典油画的

美感，在不违背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发挥了艺术家的想象

力和时代情怀。在迎接建党100周年之际，他创作的百幅

历史画作，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多层面、多角度的精巧构

思，多人物造型组合以及灵活多变的构图，给人以震撼。显

然，艺术家饱满的创作激情，源自长期坚持研究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和历史画的特殊创作规律。从单国栋创作的中国共

产党历史画作中可以看出，历史画创作是这个时代所需，它

应该也必须通过画家创作的典型形象和精彩画面，来满足

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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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画笔描绘党史
——评单国栋油画集《铭记党史 不忘初心》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走进北京798映画廊空间，66幅黑白摄影，错落

有致地分布在展厅各处。走近照片，面对着照片中

古都北京的古建、胡同，行走于其中的人物，醒目的

抗役标语……耳畔不禁响起了市井声息，脑海中映

现出一幅幅抗疫的生动画面，将人们感同身受地带

入到抗疫记忆中。

2019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毫无征

兆地突然袭来，瞬间将还沉浸在春节喜庆氛围中的

北京市民生活无情打断。时至今日，这场波及全球

的世纪疫情，依然在世界其他国家疯狂地肆虐着。

置身于北京抗疫生活中的吴雁，在疫情暴发初期，便

以敏锐的目光，细致观察北京市民在疫情中的心态

表情。他徜徉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巡视着疫情期

间北京人的生活景象。经过一段时间走街串巷的观

察，他从北京市民的抗疫生活中，感悟到了一种沉静

于心的淡定、平和，甚至不失幽默的地域心态。这种

独特的地域心态，使他回忆起了儿时生活在地安门、

后门桥、雨儿胡同的街坊四邻，以及出没于父亲单位

北京画院的一些老先生的谈吐风貌。老北京胡同、

四合院的生活氛围，人际关系，无疑最鲜明地蕴藉着

北京的地域文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北京

人的表情，不仅唤回了吴雁许多童年生活记忆，同时

促使他从这座千年古都的当代市民身上，更深刻地

品味出了延绵于心的老北京地域文化。这一切身体

会，使他毅然再次拿起了当年在《深圳晚报》摄影部

工作时的相机，不辞辛劳地盘桓在童年记忆中的地

安门一带老街、胡同、院落中，捕捉着疫情生活中北

京市民的各种表情，并有意识地将人物形象，定格在

独具古都历史风貌的背景

中。历经一年多的不懈奔走

拍摄，拍摄下了上千幅人物

照片，最终完成了这个个人

摄影展。

不可否认，吴雁手持数

码相机，穿梭于北京的大街

小巷，用镜头记录下疫情期

间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其

作品贯穿始终，大量出现的

是那些古都代表性建筑，已

经构成了一道北京的历史风

景线。而活动于这些历史建

筑中的当代北京市民，则又

将疫情时期的北京生活与古

都构成了一种互为印证的历

史传承。吴雁可谓润物细无

声地将北京的历史底蕴与现

实内涵，通过这次抗疫特殊

氛围的还原，更加具有现时

感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作品中不仅有在《天安门广场》上默默行走的人群，《鼓楼西大街》

冒雪执勤的共产党员，《建外SOHO》喷洒消毒液的白衣人；更有《钟鼓

楼北广场》舞动在瑞雪中的晨练者，《什刹海体校门口》呈骑马蹲裆姿势

锻炼的老人，《电报大楼前》为疫情中的逝者驻足哀悼的行人……此时

此刻，口罩成为这座古都市民的集体标配。然而从口罩上露出的一双

双眼睛透露出的，依然是北京人淡定从容的目光。这种从容淡定的目

光，源自脚下这片历史文化深厚的土地。因为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们，拥有过令世人翘首的历史辉煌，同时也遭受过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

屈辱，辉煌苦难的历史共同塑造了古都人的心理。如今的北京人已是

一个融会多种文化的开放包容的大众群体。而代表着这座古都辉煌的

那些古老建筑，就像是一个不露声色的世纪老人，品味着历史沧桑，感

知着未来希望，不舍昼夜地倾听着这座古都日新月异的脚步声。正是

由于这些历史遗迹的存在，才使得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拥有了自豪

的地理身份和历史的骄傲。

我想触发吴雁义无反顾地拿起相机，走进疫情进行时的北京街巷，

将疫情时期的市民心态，叠映在古都的历史背景中，将历史的北京与当

代的北京，在“役”景中重新加以审视，这其中既充溢着一种使命召唤，

又让人有一种童年生活的旧影重温感，可谓是一个意境丰富的摄影展。

疫情还未有穷期。吴雁的《京城“役”景》摄影展适时推出，目前已

入围2021第21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我相信这肯定只是一个开始，

更鲜活感人的反映抗疫生活的各种艺术，定将会不断涌现出来。相信

吴雁摄影展中的“役”景人物形象，也会长久地留存在人们心中，成为古

都北京新的历史记忆。

壮族作家凡一平的长篇小说《四季书》

发表于《作家》2021年第2期，小说讲述了

共产党员韦正年传奇的一生。

韦正年的传奇始于1937年冬天。那

一年，5岁的韦正年身患痢疾，已经奄奄一

息，束手无策的家人只好将他抱到上岭村

的岩洞中等死。因为当地传统观念认为，

死在家里的晚辈不好投胎，还会折长辈的

阳寿。但几天后，韦正年竟然神奇地好了

起来，还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

在黑暗中看见东西，并且比别人看得更远。

《四季书》的故事时间跳跃幅度很大，

以主人公韦正年为中心，通过插叙、补叙的

形式将故事铺展开，但这并没有让故事变

得破碎，反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叙述张力。

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巧妙的，如果按照固定

的线性模式进行叙述，反而会显得枯燥乏

味。作者将小说分为冬、夏、秋、春四个篇

章，这四个篇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勾连，

共同建构了韦正年跌宕起伏的生命变奏曲。

小说的四个篇章以季节命名，既点出

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又有深刻的隐喻

味道。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写的：“如果人

生分四季，四季是四个篇章或四个箩筐，那

么他（韦正年）的人生，冬季写的是生命，装

的是关于活着的故事。夏季写的是自由，

装的是追求的梦想与现实。秋季写的是

爱，装着爱人、亲人与自己的情感。那么春

季的篇章写什么呢，春季的箩筐装着什么

呢？死亡和骨骸。”凡一平像归纳同类项那

样，将生命、自由、爱、死亡四个重大的人生

命题，分别置于四个不同的季节、不同的

“箩筐”里进行集中描绘，展现了作家强烈

的结构意识，也让读者能更准确地把握故

事的演进线索。

《四季书》给我们塑造了韦正年这个丰

富饱满的艺术形象，他当过兵、当过地方干

部，退休回到家乡后还发挥余热，带领侄儿

们创办乡村企业。战场上，他是英勇无畏

的战士，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立

下了赫赫战功；官场上，他是敢作敢为的党

员干部，在“大跃进”时期敢于冒天下之大

不韪指出政策的问题，让一县百姓免于饥

饿；商场上，他是光明磊落的企业家，因“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狱8年，出狱后仍坚

持还欠款。

韦正年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他

在冬季获得生命，在夏季获得自由与梦想，

在秋季收获爱情，却总是在春季遭遇死亡

或战争。这像是一个魔咒，无论韦正年收

获多少，都会在万物萌发的春季被清零，

“死神总是春天来敲门，像是固定不变准时

拜访的客人或朋友”。1941年春天，上岭

村110口人被日本人残忍屠杀；1952年春

天，韦正年所在的志愿军38军伤亡6700

人；1964年春天，第一任妻子何菊因患抑

郁症，跳江自杀；1969年春天，第二任妻子

郑雅琴患上产后风，不幸病逝……每一个

春天，对韦正年来说，无疑都是最难熬、最

残酷的季节，他不得不在春天一次又一次

回忆关于死亡的事件，又不得不在春天一

次又一次经历新的死亡。

尽管遭受了种种磨难，但在韦正年身

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始终昂扬向上的顽

强生命力。他战胜了痢疾、躲过了日本人

的屠杀，经历枪林弹雨却不曾受伤，想上吊

自杀又因绳子断了没有成功。因为主张解

散公共食堂、开放市场经济，被免去县长职

务，连降三级，发回原籍当武装干事。但他

并没有任何怨言。韦正年是乐观的、坚忍

的，无论是仕途的不顺，还是生活上的苦

难，都没有打垮他的意志。谈到这里，我们

得回头看看作者在题记中引用的那句诗：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这句诗出自米沃什

的《礼物》，我们不妨再结合诗歌的前后文

来看看，“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

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

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

蓝色的大海与帆影。”在诗行中，我们能够

感受到一种平静的力量，不幸并非真的被

忘记了，而是被消解掉了。同样，我们在韦

正年身上也没有看到痛苦，他用共产党人

的韧性与坚定的理想信念，消解了自己身

上的痛苦，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因而可以平

静地应对一切。当然，韦正年面对苦难所

表现出来的从容淡定，与他多年的军旅生

涯也有着密切关联。正是战场上血与火的

考验，锻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

在《四季书》中，除了对生命、自由、爱、

死亡四个人生命题的书写，还有第五个命

题，即：出走与回归。1946年的夏天，韦正

年离开了上岭村，开始追逐他的自由与梦

想。这时的韦正年，也许并不清楚自己想

要什么，但走出闭塞的大山，让他的人生获

得了更多可能。但无论走得多远，他始终

牵挂着自己的家乡、牵挂着上岭村。经历

枪林弹雨、官场沉浮、商海跌宕之后，韦正

年又回到了他日夜眷念的上岭村。他像一

位将军那样，检阅着上岭村的一切，他探望

村中老人，给他们发红包、和他们聊天，企

图用自己身上最后一点热量温暖上岭村。

当他预感到自己的死亡即将到来的时候，

他又去到上岭村后山的岩洞。他曾在这个

岩洞完成了与死神的第一次较量，80多年

以后，他决定在这里回归大地。

韦正年的一生，贯穿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见证

了 21世纪前 20年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变

化。尽管《四季书》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

会面貌着墨不多，但我们仍然能在小说中

发现属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烙印。在某

种程度上，韦正年是一面镜子，通过他的人

生历程，我们看到了时代变迁的轨迹，也看

到了一个忠诚担当、拥有坚定理想信念的

共产党干部形象。韦正年能够在黑暗中视

物，眼睛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这一特异功

能固然具有魔幻色彩，但也有丰富的象征

意味。能够在黑暗中视物、行走，是因为心

中有光；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胸怀

远大理想。

站在建党百年这个时间节点，来审视

韦正年这一艺术形象，可以看出韦正年其

实是万千优秀共产党员的化身。100年前

的共产党人，不正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

的吗？韦正年的成长也与共产党员陈明仓

有关，他将陈明仓视为自己的“革命领路

人”。正是在陈明仓的鼓励下，韦正年报

名参军，成为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枚“棋

子兵”。在青树坪战役中，为了让解放军

顺利突围、减少伤亡，作为国民党师部文

书的韦正年，在传递文件时篡改了长官的

手令，并带领一个连的战士向解放军投

诚。经过组织考察后，他如愿成为一名解

放军战士。此后，韦正年一直以严格的组

织纪律要求自己，无论是当军队干部，还

是转业当地方父母官，他都保持着刚正不

阿的姿态，从来不以权谋私。但上岭村的

人以及他的父母，对此都非常难以理解。

因为当上一方父母官的韦正年，并没有让

家中的生活发生太大的改变，他的哥哥一

直是农民。在困难的时候，他的4个弟弟

妹妹甚至饿死了，为此韦正年的父母一直

心怀怨言。

纵观整部小说，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有

关韦正年的“革命领路人”陈明仓的叙述过

于简单。韦正年离开上岭村后，拿着先生

樊正庭的信，投奔到陈明仓家中。陈明仓

当时是国民政府柳州行政监督区税务局局

长，而14岁的韦正年仅凭借对他的一些举

动和言语的观察，就判断陈明仓是共产党

柳州工委的重要人物，或许有些武断。接

下来，小说很快又跳到了3年后，陈明仓希

望韦正年参军当“棋子兵”，打入国民党军

队内部，并且举荐他任国民党师部文书。

但到了部队后，陈明仓这条线索就不见了，

他作为韦正年“革命领路人”的身份明显被

弱化了。而在青树坪战斗中，韦正年篡改

文书、率部投诚的行为，也完全是出于自己

的一腔热血和冲动，而非来自共产党组织

或陈明仓的指点。在小说里，韦正年固然

是聪慧的，但任何一个英雄的成长都需要

一个过程，淡化了这个过程，将“投诚事件”

的发生简单归结为某种偶然性，无论是从

历史逻辑还是事理逻辑来说，都是值得仔

细商榷的。

尽管有一些遗憾，但凡一平的长篇小

说《四季书》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

一部充满隐喻的时间之书、生命之书。季

节的轮转，为小说铺设了充满诡谲的自然

背景；时代的变迁，为小说铺设了风云变幻

的社会背景。故事的主人公韦正年，正是

在这两种艺术底色下，完成了生命的出走

与回归。

季节的生命隐喻
——评凡一平《四季书》 □李富庭

近些年来，国内的女性题材影视剧作为一支

重要力量频频在荧屏上产生热烈的反响。从《甄

嬛传》《芈月传》《武则天》到《欢乐颂》《都挺好》，再

到《三十而已》《流金岁月》和眼下正在网络热播的

《北辙南辕》……女性题材的影视剧无论是形式还

是核心理念都在不断更新和发展。早在2003年,

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热播，国内此后也一度流行

古装“大女主”，而如今的影视剧已经开始当下都

市女性的生活现实，而且不仅聚焦个人奋斗，更是

思考群体遭际和整体女性的生存现状，在经历了

女权主义阶段和女性关注自身阶段之后，影视剧

作品中女性主义出现新趋向，即开始进入女性全

方位呼吁解放的阶段。

“大女主”：暴风骤雨下的女性奋斗视角
早期的电视剧，虽然都设立了男一号、女一号

甚至男二号、女二号的角色，但是整个剧情的演绎

往往靠男性角色的推动，女性角色始终处于被动

的地位，起着辅助性的作用。随着女性主义意识

在影视剧创作中的觉醒，这样的情况开始悄悄发

生变化，首先涌现出来的就是表现女权主义觉醒

的“大女主”影视剧作品。

其实，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是同一个英语单

词（feminism）的两种译法，源起相同，只不过女

权主义是女性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用语。从区别

来看，女权主义主要涉及权力的争夺，一般不涉及

性别的特殊表达，体现到影视剧作品上，就是着重

于国家、历史层面的宏大叙事，这些年出现的一系

列古装“大女主”的戏就是此类。所以，这一阶段

的女性题材电视剧很多选取的是暴风骤雨下女性

奋斗的视角。比如，《甄嬛传》《如懿传》《芈月传》

《武则天》《楚乔传》等等。

“大女主”剧将女性作为绝对的第一主角，体

现女主在一路奋斗的过程中波澜壮阔的成长经

历。与传统偶像剧相比，大女主前期也许还是对

爱情充满幻想的柔情似水的小女人或者沉醉于家

庭生活中的贤妻良母，但是经历了一系列超出常

人的感情或生活上的打击之后，她们意识到了性

格独立和权力至上的重要性，开始从蒙昧中觉醒，

从而跳脱出了对男性的依赖，在暴风骤雨中更多

地依靠自己的奋斗达到人生的终极目标，她们的

成长过程往往离不开与“权力”的纠缠往复。

比如甄嬛，进宫本来是抱着来充数的念头，可

偏偏被皇帝看中入选。因为后宫的残酷斗争，天

真的甄嬛慢慢放弃幻想、直面现实，开始变得精明

而狠辣，成为宫廷斗争的胜者。再比如芈月，其一

生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从当年最受宠爱的小公

主到在宫中备受迫害，到最后执掌秦国大权。她

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前期遭遇磨难、险象环

生，经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之后，终于利刃

出鞘，直指权力的巅峰。这类剧好比男性题材中

的《亮剑》《琅琊榜》，观剧之中带动观众时而惊心动

魄、时而血脉偾张，时而悲从中来、时而喜极而泣。

女性新群像：百花齐放的个性刻画
这一阶段的女性形象刻画最大的变化是由一

枝独秀向百花齐放发展。告别了前期女权主义的

暴风骤雨，越来越多的女性题材影视作品开始关

注、审视当下女性自身的发展，而且注重在不同女

性的个性刻画中实现共鸣，直指一个主题，最有代

表性的莫过于《欢乐颂》《三十而已》和《北辙南辕》。

相对于以往女性题材的单一性，《欢乐颂》同

时聚焦了五个角色形象差异较大的女性。每个女

人都是不同的，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

历，不同的诉求，甚至不同的烦恼，樊胜美、安迪、曲

筱绡、邱莹莹、关雎儿就是这样五个不同的女人。

整个作品就像一篇叙事散文，时而舒缓有致，时而

冲突激烈，遣词造句看似形散，谋篇布局实则神不

散。五个女人，五种人生，被巧妙地放置在同一屋

檐下，五条线索各自进行但又互相缠绕，表达着一

个共同的主题：她们的遭遇、她们的烦恼都源自于

一个事实——身为女人面对的困难，虽然她们性

格迥异，但却心灵相通，共同抗争着不公平的人生。

作为一部当代都市女性情感励志题材剧，《三

十而已》讲述的是以顾佳、王漫妮和钟晓芹为代表

的三位身份地位不同的而立之年都市女性面临家

庭生活危机积极应对的故事。顾佳是个相对上层

的全职太太，可有一天她发现了真正富豪的生活，

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开始了拼命挤入上层的奋斗

生活；王漫妮是从外地来上海奋斗的海漂代表，靠

自己异于常人的勤奋努力一步步往上走，可还是遭

到小人算计，步步惊心，于是开始反击；钟晓芹代表

了大多数底层小白领，上进心不强，只想过小日子，

但无意间高价卖出了自己的作品，内心也发生了

变化。中国古话“三十而立”，表示30岁的男人将

承担着更多的家庭和社会的重任。《三十而已》则表

达着另一种声音：在现代社会中，女人同样经历着

“三十而立”，同样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正在网络热播的《北辙南辕》，又是一部都市

女性群像剧，讲述五个女性在携手创立“北辙南

辕”餐厅的过程中收获成长与爱情的故事。虽然

剧中五个女主形象的刻画比较独特，然而最受网

友关注的却是另一个女性的形象——70多岁的

姥姥白静慧。老伴去世后，姥姥和唯一的儿子10

年没来往，过起了老年单身生活。老伴生前偏心

儿子，白静慧却活得明白：“这人啊，临了只能靠自

己。把财产交出去换取儿子的孝顺？没戏！”10

年中，白静慧每天从一睁眼开始就安排得满满当

当，白天去公园唱唱歌，下午在家和牌友们搓搓麻

将，生活得怡然自得。虽然和儿子关系冰冻，但白

静慧却对孙女戴小雨敞开了无私的怀抱。然而当

她发现孙女戴小雨的新工作总是深夜应酬，经常

是醉醺醺地回家，且衣柜里还有昂贵的衣服和包

包时，深怕孙女走错路的白静慧明确表示：要么把

你的“不正经”工作辞掉，要么从我的家里搬走，倔

强的戴小雨深夜被赶出门去。白静慧的做法看似

绝情，实则通透，她用实际行动给后代女性上了最

珍贵的一课：做人一定要有原则，年轻时候要靠自

己，年老时候更要靠自己。

全方位平等渴望：打破男性话语神话
随着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主义涉及

的范围更广，关注的点位也更多，即要打破男性话

语权，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形形色色的世界，更多

地从社会地位、就业机会及报酬等方面要求男女

平等。反应在影视剧作品里，女性主义不仅仅是

关照个体，而是同时探寻着大部分女性获得平等

话语权的自由之路。此前热播的《都挺好》虽然只

重点描绘了一个女性——苏明玉，但硬核的苏明

玉成了家庭的主心骨，打破了几千年来“男人当家

做主”的传统思维。至于《流金岁月》和网红剧《传

闻中的陈芊芊》，就更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流金岁月》在题材上更偏向小众，虽然倪妮、

刘诗诗两大流量美女明星的温情演绎以及老戏骨

陈道明的加盟极大地增加了戏码，但是真正让该

剧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剧中女性主义的新趋向。有

人说，《流金岁月》的火爆在于其抓住了当前的热

点话题，剧中有关“沪漂”“凤凰男”“老少恋”的话

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其实该剧最大的

亮点是剧中“双女主”的叙事方式，通过聚焦和演绎

女性友情，打破男性话语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

性主义的觉醒。在男性话语中，从来都有“塑料姐

妹花”的说法，两个女人之间似乎不可能有真正的

友情。但在《流金岁月》中，经过女性主义的锻造，

女性友情一样可以“情比金坚”，让“岁月流金”。

《传闻中的陈芊芊》则以穿越剧的形式为现代

生活中苦苦煎熬的白领女性争夺话语权。剧中七

流编剧陈小千意外卡进了自己的剧本，变身为以

女为尊的架空国度的三公主，实现了男女权力位

置的绝对调换。这种完全反转男尊女卑的故事情

节其实是一种反讽，用以女为尊的社会镜像讽刺

了经济社会男尊女卑的可笑。剧中主人公最终学

会了爱与成长，成就了人生。

除了现代都市情感剧，近年来不少影视剧通

过少数民族女性形象来诠释女性主义，例如隋唐

剧里的独孤皇太后、辽金剧里的萧太后和清宫剧

里的孝庄皇太后等。而即将播出的古装历史传奇

剧《冼夫人传奇》，则更是以正剧的形式，讲述了少

数民族女英雄冼英的传奇一生。冼英(冼夫人)生

活于梁、陈、隋三个朝代，是我国闻名的俚族女首

领，她一生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

叛乱掠夺和贪暴，高瞻远瞩，有勇有谋，是一位卓

越的女政治家和军事首领，她保持了岭南110余

年的和平稳定，促进民族的融合和地方经济发

展。虽然剧情没有什么新意，但是贵在从历史的

视角再次为女性正名，用历史的事实打破传统的

男性话语权，为女性主义呐喊助力。

影视剧是社会潮流的风向标，是文化融合与发

展的艺术化表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伴随着影视

话题的不断演绎和表现手法的进一步深化，希望

影视剧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与关注能不断深化与

发展，引领观众对女性角色的新思考与新认知。

电视剧中的女性主义新趋向
□马银平（回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