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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获得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

时，因为疫情正在广州排练、合成革命浪漫主义舞剧《旗帜》的自由舞

蹈编导、一级导演王舸十分激动。由他编导的芭蕾舞剧《旗帜》以

1927年广州起义为创作题材，以舞蹈的形式塑造了张太雷、叶剑英、

叶挺等革命者群像，表现了一代青年为了理想信仰，义无反顾地投身

革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以及他们从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精神转变。

获得荣誉之后再回顾近两年来编导的几部舞剧，《歌唱祖国》《五星出

东方》到《旗帜》，他发现里面贯穿了同一个重要元素——五星红旗，

“三部剧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题材，但却表达出了相同情感，这是巧

合也是必然”，它们都“传递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从舞蹈演员、编导，再到中国舞协副主席，一路走来，“努力勤奋，

以德为先”一直是王舸的人生信条与艺术信仰。作为演员，他不断挑

战自我；作为编导，创作每一部作品，他都力求深入了解题材背后的

方方面面，寻找真正能让普通观众接受喜爱的切入角度。不管是舞剧

《五星出东方》中以少数民族的视角去展现汉民族，表现那个时代最

可爱的人，还是在舞剧《天路》中表现20世纪70年代铁道兵战士和

藏族同胞为修建青藏铁路的无私奉献与牺牲，“创作的过程也是个人

蜕变成长，从无知到艺术觉醒的过程”，而这种蜕变“一方面来自生活

阅历的积累，一方面也源自创作过程中的主动摸索”。但首先是“三观

要正，艺术家如果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出了问题，那就无法编出有

格局的作品。”

“我很珍惜我的创作”，王舸说，这种珍惜也源自他曾经是一名演

员，“特别知道演员要什么。比起物质上的满足，他们更需要的是能留

下来的作品”。因此，每一次创作王舸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其中最难

的是在生活中找到可以构成舞蹈动作与空间节奏的生活细节，把生

活的真实转换成艺术真实。“我始终有一种自觉，我是一名中国编导，

我的所有创作都是想讲好中国的故事”。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以当下生

活为创作主题的青年编导之一，王舸的不少舞蹈作品在圈内很有影

响力，比如他与臧馨、熊涛合作编导的《过早》表现武汉人吃早饭、卖

早餐，塑造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与韩真合作编导的《中国妈妈》以抗

日战争为背景，通过一位中国母亲抚养日本遗孤的故事展现中国母

亲的伟大与无私；与周莉亚合作编导的《父亲》以他的父亲为原型创

作，表现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关注；而女子群舞《凤悲鸣》则以巴金小

说《家》为题材创作，表现了对旧社会

的批判与对自由的歌颂。

2004年至今，王舸以旺盛的创作

力先后编导了许多舞蹈作品，如《烈火

中永生》，舞剧《红高粱》《大禹》等。在

他看来，“要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的作

品，就要低下身子，向人民学习，向生

活学习，向前辈学习。”回顾自己的从

艺之路，他感慨：“我们这一代舞者遇

上了中国舞蹈发展的一个‘高点’。”

2000年王舸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那

时他们跳的是张继钢的《黄土黄》《一

个扭秧歌的人》《俺从黄河来》等等，

“都是很彰显精神性的作品”。从张继

钢、王斌到高度、明文军、唐满成等，前

辈老师的艺术追求也深深影响了王舸

后来的舞蹈创作，“我们要做中国自己

的作品，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要从

表现中国文化的立场与视角出发，用‘肢体’这一世界语言创作出富有中国艺术特色的

作品，输出我们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而这就像“垒山石”一样，需要一代代文艺工作者

的不断接力，“用一块一块的石头搭建起中国舞蹈创作的新局面”，王舸表示，“我们要传

承前辈艺术家的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中国人

对文化自信的理解，为时代留下更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今年3月，编剧张冀被授予“第五届全国中青年

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对于他而言，这是一次

有别于过往的特殊奖励，意义非凡。过往获奖往往是

针对作品，而这次是对其本人的鼓励与肯定。张冀感

到，“德艺双馨”这四个字分量很重。“道德首先是用

来约束自己的。作为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四个字中

还包含着对精神力量的不懈追求，需要我们头顶星

空，脚踩大地”。对精神力量的追求不是“自恋”，不是

沉浸于一己悲欢或者拘囿于小圈子中，而是需要文

艺工作者到生活中去，到人民中去，通过观察与思

考，打破既有定式与创作局限，克服技术和观念上的

自我重复。对精神力量的追求也不是说教，而是要通

过作品和自身言行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在同他

人的交流中，不断提升作品、完善自我。”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不断学习，为

张冀的艺术“长跑”提供了支撑性力量。张冀认为，编

剧是一个对技术性要求非常高的工种，剧本信息量

之大、内容之庞杂、所接触观众之广泛，会反向推动

编剧不断学习、打磨技艺。张冀坦言，自己是在2012

年开始写《中国合伙人》剧本后，逐渐进入主流电影

创作的。在成为相对成熟的编剧之前，他花了近十年

时间不断打磨技艺，之前默默无闻的他要求自己每

天看两到三部电影。同普通观众观影不同，他看完要

做笔记，影片讲了什么故事、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性

格转变、电影主题、表现手法等都被记录在册。此外，

他还广泛阅读书籍，这其中不仅有小说，还包括社科

历史类书籍。“那十年我在生活上一度比较困顿。被

人认可之前，在精神意志方面也承受了很多考验。好

在我耐得住寂寞，一直坚持了下来，通过不断写、不

断看、不断接触生活，实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突

破。”那些年的学习方式已然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一

种生活习惯被延续下来。2012年后，张冀忽然变得

忙碌起来，但阅读和看片子还是他雷打不动的必修

课。“过去什么都看，不只是看那些获奖的片子，有时

我也能从一般的片子中学到不少东西。现在时间紧

张了，会比之前挑选得更精细。”

除了向书本、向影片学习，张冀还向团队学习。

“编剧是团队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岗位，我们要在由导

演、演员、摄影、美术、剪辑等共同组成的团队中去打

配合。你必须了解你在团队中的位置，不能凌驾于团

队之上。”在张冀的创作生涯中，曾有多次和香港导

演合作的经历，这让他受益匪浅。“比如早期在内地，

编剧写完剧本交给导演，编剧的工作就结束了。在和

陈可辛导演合作时，我不光要去现场，还要和演员一

起再创作。起初我是排斥的，但后来我慢慢发现，演

员对人物的挖掘、对戏剧性的敏感、对台词的处理

等，也在帮助我成长。拍摄完成后，陈可辛导演会让

我去机房一起讨论剪辑事宜，有些细节怎么剪，是否

要拿掉，是否需要通过后期去弥补错误，像这些工作

都会提升我对电影的整体认知。影片完成后，我还会

和导演一起去参加映前的观众调研，去现场看观众

反映，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创作

上的微调与修改。”

近些年，年轻人也会给张冀带来许多意外惊喜。

他发现，在各类畅销书榜单中，高居榜首的也有专业

性较强的书籍或思辨性较深的哲学书、历史书。他也

发现，诸如讲刑法的罗翔的走红并非意外。具体就影

视领域而言，纯粹甜宠向、靠流量明星攫取眼球的爱

情片不“灵”了，在口碑评价上，这类作品并不见得

好。有一些体现某种专业知识、带有一定社会议题，

或者具有某种文学价值的影视作品，反而更能引发

年轻人的关注与热议。这种变化让张冀认识到，创作

者不能一味重复既有模式，仅仅满足某种情绪，还要

去努力创作更有价值的作品。

向年轻人学习，让艺术创作更有活力。张冀告诉

记者，“00后”是看着影像长大的一代影像呈现和剧

本息息相关。节奏快慢、情节强弱、桥段新旧，这些东

西都需要文艺工作者去不断学习、思考、应对。如何

破除套路，求变求新呢？张冀认为，归根到底，永远要

向生活学习！“编的东西再像，也比从真实生活中得

来的情感差一大截。比如创作电影《亲爱的》，我和导

演来到深圳的一个城中村，抬头看到天空中密密麻

麻的电话线、网线等纠缠在一起，我们一打眼就知

道，那就是电影开场应有的画面，不需要任何语言解

释！现在很多电影开场千篇一律，很少有用半空中一

团乱麻的电线来开场的，这种破除套路的东西，恰恰

是从生活中得来的。”

士以弘道，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文艺创作的灵魂

与价值归宿，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是要向读者、观众

提供精神价值的。坚定这一志向，通过不断学习找到

创作依据、扩展艺术视野，张冀一直在路上……

张冀：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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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幸运，赶上了中国发展最好的时

代。”3月28日，在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

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现场，天津音乐学院党委

常委、常务副院长，一级演员王宏伟心潮起伏难

平。几十年来，从一名普通的新疆基层部队的

文艺兵，到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成为高产的

民族歌剧演员，再到成为高校行政领导，一路走

来，王宏伟的身份在变，工作的具体目标也在

变，但始终不变的是“感恩时代,用艺术服务人

民, 不断用好的作品服务时代”的质朴追求。

“一个人想干成一件事，没有一点狠劲是不

行的。”回忆起16岁入伍后一路走来的跋涉，他

说，正是因为当初有着“别人不敢去，我自告奋

勇去”的历练，以肯吃苦、能吃苦的坚持，上高

原，到边防，坚持用文艺演出为基层士兵服务，

2000年他才有机会参加央视“青歌赛”并获得

专业组民族唱法金奖，进入原总政歌舞团，从而

能站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发光发热。“在这个舞

台上，产生过许多艺术大家，他们以自己的人格

魅力和多年来的艺术实践，跻身舞台的最前

沿。”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一种传承与使命”。

“接下了时代赋予的机会，就要不断用作品去为

时代和社会服务，在做人做事上严格要求自己,

以此作为人生的一个基本信念。”

在总政歌舞团的十几年间,王宏伟坚持每

年到基层部队演出近百场，是团里到基层为士

兵服务场次最多的歌唱家之一。在他看来，“只

有到了群众当中，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演员

的价值所在。”在中印边境、西沙群岛，在少有人

去的边防、海防哨所，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

王宏伟“就算吸着氧也要坚持为士兵们歌唱”。

“他们太需要音乐，太需要文艺战士的歌声

了。”王宏伟忘不了有一年去黑龙江一个哨所

演出，因江面突然化冰没办法过河，他们就站在

河的一边，隔着河给对岸的战士清唱，“两个战

士一直敬着军礼，听我们把所有歌唱完，唱的人

和听的人都热泪盈眶”。这再一次让王宏伟深

深感受到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因此，从文艺兵到民族歌剧演员，这样的情

怀始终萦绕在他的心中。2012年以来，从

歌剧《运河谣》里的江南书生秦啸生、《小二

黑结婚》里的青年民兵队长小二黑，到《悲

怆的黎明》里的解放军战士田园、《长征》里

的红军战士平伢子、《二泉》里的盲艺人阿

炳，一直到《同心结》里的战斗英雄黄继光，

还有去年《半条红军被》中的红军先遣营营长郑

秋收……“这些角色都传承了一种精神”，在王

宏伟看来,通过饰演这些真善美的普通人物与

英雄人物，对每一个艺术工作者而言，“都是一

种自我净化灵魂、自我历练的过程。只有内心

和外在做到统一，才可能把人物演活”。“伟大的

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而对艺术工作者而言，

“这份召唤与我们获得的沉甸甸的荣誉，则更多

地意味着一种责任与担当”。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宏伟正忙着为国

家大剧院4月14日开始的第六轮《运河谣》的

演出进行紧张的联排准备，已身为一名高等艺

术院校教育工作者的他说，大学的领导者更应

该是一个学科的带头人，“引领作用非常重要”，

无论工作怎样繁忙，但是重要的艺术实践不能

丢，“对青年一代，更要以非常高的标准去引导

他们，做好榜样，帮助青年树立未来人生的目标

和努力的方向，实现艺术精神的薪火相传。”

王宏伟：担当起用作品服务时代的使命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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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五届全

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

彰大会上，共有44人被授予“全

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称号，导演刘江有幸成为其中之

一。接受记者采访时，导演刘江

正在上海拍摄电视剧 《温暖的，

甜蜜的》，由于封控，拍摄不得不

按下暂停键。回顾过往，他感到

“往往这种关卡，都是以一颗‘平

常心’度过的”。

做导演拍戏，是刘江真正热爱

的事情。“真正的热爱，会让你不计

功利与得失，你热爱它就会乐在其

中、享受过程，用平常心抵御功利

心，这样才有可能把作品拍好。终

日想着名利、杂念太多，是很难拍

出好作品的。”

凭着一颗“平常心”，刘江有了

抵御各种困难的勇气，也愈发有了

韧劲儿。他坦言，自己起步非常艰

难，毕业十年后才真正有了初次当

导演的机会，结果头两部戏由于各

种原因都未遂人愿。“其实头两部

戏在圈内口碑还不错，我也为此做

了很大努力。第一部戏是正赶上

当时政策要求涉案剧退出黄金档，

第二部戏是因为题材原因修改了

五年才与观众见面。当时如果我

狭隘地钻牛角尖，患得患失，那将

会非常痛苦，很可能一蹶不振。但

还好我比较皮实，这时候平常心就

起作用了，我总想着，这个不成还

有下一个。”刘江没有放弃，2008

年，他凭借电影《即日启程》荣获北

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该

片作为“中影集团青年导演电影制作计划”启动的第

一部作品，为其摘得了导演生涯的第一个奖项。从

那以后，刘江的导演事业迎来了新曙光，相继拍摄了

《媳妇的美好时代》《黎明之前》《咱们结婚吧》等家喻

户晓的影视作品。

后来母亲的去世给刘江带来很大悲痛，加之工

作劳累，在2015年左右，刘江患上了焦虑症。“生病

期间，恰恰需要我用一颗平常心去抵御焦虑，要学会

接受、面对、略过。植物神经紊乱是你越把它当回

事，它就越来劲儿。那场病之后我把烟戒了，也不再

熬夜了，我更加关心自己的身体。我很清楚，我的身

体已经不单单属于我自己，我还需要对家人负责。”

2018年，刘江拍摄完成了电视剧《归去来》，该剧的

核心主题就是讨论一个优秀的人到底应该选择做有

利于自己的事，还是应该选择做对的事；是做一个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做一个“保持本心”的

人。也正是在这部剧拍摄期间，刘江的焦虑症被彻

底治愈了，他又重新活了回来。

兜兜转转，似乎经历的一切都充满着某种寓

意——《即日启程》启程了，《归去来》归来了。从业

过程中，刘江遇到了大大小小各种磨难，他始终用一

颗平常心去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他说，“我拍戏从

来不是为了得奖，只是因为热爱。所以到现在，每一

部戏我都是亲自拍素材、亲自剪内容、亲自贴音乐。

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说现在市面上都有后期导演、音

乐编辑，你完全可以只看后期结果。但是在我看来，

从功利角度讲，这是省事，从手艺角度讲，这是我的

乐趣所在。如果这些工作我没有参与其中，那我的

乐趣就被剥夺了。”

被表彰后，刘江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也是他的真

实心态：“不敢喜悦，唯有惶恐！不敢懈怠，唯有更加

努力！”刘江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对得起这份沉甸

甸的荣誉，充分肩负起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职责与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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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