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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近日，一部反映东北林业改革的现实主义电视剧《父
辈的荣耀》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口碑热度持续走高。
该剧刻画了一批被20世纪90年代下岗大潮裹挟的小人
物群像，面对大河奔涌的历史潮流，林场劳模923工队队
长顾长山和一众工友的命运随即发生改变，以陈兴杰、梁
凤勤为代表的“林二代”通过高考纷纷鲤鱼跃龙门成为都
市精英。随着时代的发展，林业迎来改革、建设、治理的不
同发展阶段，从开荒伐木到封山育林，留守的父辈逐渐迁
往城市，年轻一代则陆续返乡创业，于拼搏中寻找人生理
想，最终带领家乡人民过上了生态宜居、文明富裕的新生
活，再一次让观众感受到农村产业和民营企业的巨大潜
力。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民营企业扎
根城乡沃土、汲取基层力量、汇集群众智慧茁壮成长，民营
经济同样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
年来，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市场，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始终与时代发展
同呼吸共命运，无论是在脱贫攻坚奔小康的主战场，还是
在稳就业、促增收的主阵地，无论是在助力共同富裕的新
征程，还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舞台，他们均做出卓越
贡献，民营企业的伟大历史实践在当下影视作品中多有表
现和反映。

乡村振兴实践中新农民的华丽蜕变。新时代以来，新
型农民和传统农民的角色差异逐渐突显，电视剧《父辈的
荣耀》中陈兴杰和易航便是典型的新农民代表。作为受过
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带着前沿的思想和广阔的视野
回乡创业，借助互联网和物流运输大潮，依托本地农特产
品优势成立大森林生鲜公司，不仅解决了林场工人的就业
问题，把山货卖到全国各地，还实现了环境、生态、效益的
和谐发展，打响了三道沟的生态旅游品牌，成为当地知名
民营企业家，为东北振兴战略添砖加瓦、为生态文明建设
贡献力量、为“两山”理论增光添彩。与陈兴杰、易航一样，
组团回乡创业的新农民还有电影《一点就到家》中的咖啡
豆三人组，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怀揣着咖啡梦、快递梦、
电商梦回到云南千年古寨，靠真心和诚信说服村民改变传
统种茶思路，让普洱咖啡声名远扬走出国门，也让黄路村
村民捧上了致富的“金饭碗”。今年春节期间，一部慢节奏
的田园治愈剧《去有风的地方》迅速刮起一阵收视热潮和
旅游热潮，剧里剧外都带动了云南的文旅经济发展。剧中
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顾之遥依托云苗村的自然地理优势，大
力发展民营经济，马场、扎染、绣坊、木雕、有风小馆、书店、
民宿共同构成旅游一条龙产业链，新一代的青年民营企业
家更具有开拓进取精神，谢之遥和都市白领许红豆、大学
生村官黄欣欣一道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改革者，民营企
业正如雨后春笋般在乡村大地上不断涌现，他们不但盘活
了乡村社会的资源，而且为乡村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注入
了无限活力。

从当前农村产业看来，民营农业企业已经成为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持续落地的助农惠农政策和
源源不断的科技人才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它
们在拓展中国农业全产业链方面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巨
大作用，无论是农业向工业延伸，还是农旅融合的产业业
态，都成为民营企业家各显神通的新舞台，返乡创业者纷
纷成长为民营企业家，积极为农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
裕投石问路，青年企业家在诗与远方中找到了新的人生理
想和奋斗目标。

市场经济浪潮下创业者的成功突围。民营经济和改
革开放相伴而生，四十多年来，民营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
济发展的重要有生力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
见证者和践行者，数十年里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曲
折前进，经历了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轨迹，其发展历
程也映射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

时代脚步。
电视剧《风吹半夏》便是一部聚焦20世纪90年代工

业改革浪潮下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群像剧，20世纪90年
代的民营企业家大多具有较强的雄心和魄力，这是时代赋
予他们最鲜明的特质和品格，在男性主导的重工业钢铁行
业里，许半夏白手起家从做废品、堆场生意开始，迎着中国
经济腾飞的东风曲折前进，许半夏敢想敢闯的胆识和务实
进取的态度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高度契合，是一代民营
企业家艰苦创业和逆境崛起的缩影和代表。电视剧不仅
展现了许半夏、童骁骑、陈宇宙这类草根创业的“钢三角”
组合，也刻画了精英人才赵垒、钢铁行业老大哥伍建设、唯
利是图的裘毕正等形形色色的商人形象，将中国改革开放
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创业故事娓娓道来，是一部为民营
企业树碑立传的重要作品。

其实，我国的影视作品从来都不乏民营创业者的身
影：《那片花那片海》中的农村打工女孩康乃欣与鞋厂工人
程垦联手创造出自己的服装鞋帽品牌，诠释了福建青年

“爱拼才会赢”的创业精神；《鸡毛飞上天》中的陈江河从鸡
毛换糖的货物交易起步，与妻子骆玉珠征战商海，由传统
零售业转向互联网电商，后期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计
划，将义乌商路铺向世界；《奇迹·笨小孩》中的景浩为挣钱
给妹妹治病，带领一群社会边缘人组成“奇迹小队”，不畏
艰苦挑战极限创办好景电子元件厂，成为好景通讯
CEO。此外，还有《创业年代》里与中关村共同成长的IT
科技企业带头人邝铭筹、《在远方》中不惧资本较量开办民
营快递公司的姚远等，一群平凡的市井之民抓住改革开放
的机遇，迎接挑战，在经济发展的洪流中始终坚守诚信为
先和敢于担当的营商理念，他们怀揣着无惧冒险、努力创
新的企业家精神，扛起民族复兴的家国重担，谱写出一部
部动人心魄的商业传奇，充分展现了民营企业在推动我国
区域协调发展、助力共同富裕中作出的巨大贡献。

全球商海竞争中追梦者勇闯天涯。2001年中国正式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全球贸易大门，这是中国经济发
展历程中的一次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迈入

新阶段。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挑战，中国企业不断
自我革新、提高核心科技、开发知识产权，成为全球贸易的
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当前国际经济格局巨变下，民营
企业大胆作为、不断探路，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排头兵。

电影《中国合伙人》聚焦中国当代民营企业家的成长
故事，农村出身的成东青、精英知识分子孟晓骏、浪漫派诗
人王阳在北京大学相遇，戏剧性地建立友谊，机缘巧合之
下，创业三兄弟找准时代脉搏创办“新梦想”学校，三人放
开手脚全力发展，于绝望中寻找希望，使“新梦想”成为内
地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作为民营企业代表在国
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拓展了民营企业在全球领域的国
际话语权。电视剧《激荡》中，陆家三兄妹白手起家，从最
初的小小五金铺成长为拥有数百家超市的连锁企业，以江
涛、思齐为代表的革新派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创新、转型升
级，也为当下的民营企业发展提出了现实思考。中国民营
企业家勇敢地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为推动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彰显了我国民营企业
的独特风采和巨大潜能。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民营经济不
可或缺、不可替代。影视作品中的民营企业家们以“转型
者”“突围者”“拓荒者”的身份勇立时代潮头，他们乘风而
起、向阳生长，遇逆境时不退缩，遇挫折时不妥协，用勤劳、
智慧、胆识、汗水和担当为民营企业发展蹚出了一条新路
子，在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民生发展中成就了自我。在如
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社会呼唤奋勇当先、诚信为本、敢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希
望企业家们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为推动我国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张自清系太原师范学院美术与影视学院讲师，作
者薛晋文系山西吕梁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二级教授。本
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现实主义影视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2VRC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乘风而起 向阳生长
——略论当下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民营企业家形象

□张自清 薛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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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中的民营企业家们以‘转型者’‘突围者’‘拓荒者’的
身份勇立时代潮头，他们乘风而起、向阳生长，遇逆境时不退缩，遇
挫折时不妥协，用勤劳、智慧、胆识、汗水和担当为民营企业发展蹚
出了一条新路子，在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民生发展中成就了自我

“

本报讯 9月 15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广播电视
局、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东方卫视中心、观察
者网承办的电视理论节目《这就是中国》200期
研讨会在京举行。节目自2019年1月7日起每
周一在东方卫视固定时段播出以来，从当下国
内外百姓关心的一个个热点、难点时政问题切

入讨论，以新颖的样式、国际化的视
野，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用中国话语解
读中国奇迹，赢得了海内外广大观众
的认同和欢迎。节目曾荣获第二十七
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
艺栏目奖。中宣部、外交部、国家广电
总局、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广播电
视局等相关单位领导出席会议。京沪
专家学者共同回顾中国电视理论节目

的发展历程，为《这就是中国》未来持续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发表真知灼见。

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毛宁谈到，
《这就是中国》有“历史的深度、现实的维度、年
轻的角度”，不仅能贯通古今将“何以中国”娓娓
道来，也在各种观点、立场激荡交锋中树立起鲜
明的舆论导向，节目抓住了年轻人的所思所想、

解答了年轻人的困惑。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
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沈
军认为，《这就是中国》用近五年的时间交上了
一份亮眼的“时代答卷”。节目将以开播200期
为契机，未来“转守为攻”，进一步在宣传思想阵
地上提升话题的深度和广度。

与会专家认为，节目开放多元、兼容并包，
构建了一个“青年人听得懂、老百姓能理解”的
理论场。在多方合力之下，节目不仅成为中西方
哲学思想交流互鉴的摇篮，也成为提升当代青
年认知能力的课堂。对于节目未来的发展，专家
建议，节目可以有更多海外嘉宾的分享，直观呈
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的影响，并希望看到多
语种版本的《这就是中国》和相关丛书，让全世
界的观众、听众、读者都能倾听中国的声音。

（许 莹）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200200期研讨会在京举行期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9月17日，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
电影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该活动系第三届粤
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组成单元，来自粤
港澳三地电影界、教育界嘉宾和大学生代表400
余人参与活动。

广东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郝勇谈到，时
至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青年电影人日益成为逐
渐紧密结合的艺术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丰
富的影视文化资源与专业人才，具有浓厚的观影
氛围以及广阔的产业前景。本次粤港澳大湾区大
学生电影周将更加深入挖掘和扶持湾区青年电
影人才，促进粤港澳电影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守军表示，北
京师范大学在“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和“高标
准、新机制、国际化”的办学原则下，打造了以北
京珠海两地为中心、以影视文化产业链为抓手、

辐射大湾区文化资源的电影生态格局，进一步助
力大湾区加速建设世界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
群。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肖向荣表
示，在“再造一个新广东”的战略目标指引下，广
东积极进行着高品质精神文化供给的内容实践，
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电影周为响应“人文湾区”
建设应运而生，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双一流”、A+学科——戏剧与影视学科携手广
东省电影家协会，共同承担起本次电影周的筹办
工作，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电影高质量发展共
同体”探索创新路径。

本次电影周将持续至9月24日，主要包含
启动仪式、湾区大影周展映计划、电影产业创新
融合高质量发展论坛、青年电影扶持计划、影评
单元、优秀影评推选和“青春盛典”暨荣誉颁授典
礼等一系列活动。 （杨茹涵）

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电影周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电影周启动

在 2023 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
人：文艺价值与社会生活”平行论坛第
二场圆桌对话“文艺精品与中国叙事”
上，来自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
门类的专家学者结合具体创作实践就
如何用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
事，以及中国叙事怎样处理中与外、大
与小、情与理的关系展开对话。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许江以自己近二十年的画葵
经验做类比，认为从绘画领域来说，讲
好中国故事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艺术理念和表达方法，实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以，同样都是
画葵花，许江的葵与梵高的向日葵风
格截然不同。在许江眼中“葵不是风
景，而是大地”，葵能够象征一代中国
人向阳花开的精神气质。“不管我们采
用哪种创作手法，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依然是弘扬中国精神。”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
京舞蹈学院院长许锐认为，讲好新时
代的中国故事应包含两个路径：一是
在文艺创作的选材当中直接选择新时
代的现实题材，表现今天的生活和时
代。另外一个路径就是，在文艺创作当
中让不同的题材都能够产生新时代的
意义，能够和今天的时代形成某种连
接的通道。他以近年来优秀舞剧作品
《五星出东方》为例谈到，这部舞剧的
起点其实源自新疆织锦护臂出土事
件，但在创作初期，相关素材非常少。
当主创团队走入考古现场时，意外发
现一个写有“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
幸毋相忘”的木简，古人朴素的情感瞬
间击中了所有主创。许锐说：“它让我
们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一个虚
空的概念，历史其实是有温度的。这种
创作的起点恰恰就是中国故事的开
始，创作者一定要从点点滴滴的细节
中，去看到一个生动的中国。”

“北京人艺自建院之初，我们的使
命就是实现中国话剧的民族化。”北京
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院长冯远征回忆，当初焦菊隐先生带
领老艺术家们排演《蔡文姬》，这部戏
无论是舞美还是表演，都借鉴了中国

戏曲的表现形式，在话剧界开创了一条新道路。之后创排
的《司马迁》《我们的荆轲》等剧目也都吸收了中国美学的
理念。“我们多年的实践其实就是在探索如何讲好中国故
事。我们既要吸收先人留给我们的艺术瑰宝，同时要与时
俱进与当代相融合。我们没有照搬，而是经过多年的消化，
去不断地探索新方式。”在冯远征看来，如何讲好中国故
事，其实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过去我们
一直在向外看，有时候回头看也很重要。你在回望自己的
传统和文化时，有时反而会发现传统的先进性”。冯远征认
为中国叙事还要做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拿到
国外的作品，不仅要让观众看懂，还要让他们看到中国独
有的东西。话剧《知己》走出国门后，东方色彩的服装、舞台
设计和戏曲的表现形式，都让外国观众非常震撼。有外国
专家专门跑到后台说一定要见见导演、见见演员。当我们
的戏走出国门，外国人看到的不是简单的故事，而是整体
表现出的中国大美的意境，要在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同时努力贴近现代人的审美”。

音乐剧制作人李盾曾先后制作出《白蛇传》《蝶》《飞天》
等多部融汇中西文化的音乐剧，作品屡屡走出国门得到海外
观众的认可。他坦言，在早期的创作中，对中国叙事的理解相
对稚嫩，很多元素都是照搬传统，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
表达。直到创作《蝶》这部音乐剧时，他们开始和世界顶尖的
艺术家交流创作，并提出要“站在世界中心去讲述东方故
事”。李盾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是要彰显和弘扬中国精
神。好的作品既要打动国内观众，又要赢得海外市场，在实现
文化润心的基础上，不断增强世界影响力。

最后，北京市文联主席陈平谈到，用艺术作品讲好新
时代中国故事，还应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中和外的关系，
既要打动国内观众，又要赢得海外市场；二是大和小的关
系，既要着眼于国家层面的大形势、社会层面的大变革，又
要以小人物书写大时代；三是情与理的关系，既要以情动
人、打动人心，又要不止于情，留有哲思，聚焦关系人类命运
的共同课题。“像话剧、歌剧、音乐剧、油画等外来艺术形式，
不仅要在创作中借鉴西方现代思想，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
中汲取养分，使这些外来的艺术具有中国风格。不管何种
艺术，都应从形式到内容充分体现中国风格。唯有如此，才
能写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不断书写中华民族的新篇章。”

（杨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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