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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历史的承载者”，“站在人民的立场永远是我的创

作方向”。日前，剧作家、小说家刘和平在回顾自己从上世纪80

年代起创作舞台剧如《甲申祭》等，到1999年创作的《雍正王

朝》，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2014年的《北平无战事》以

及刚完成的电影《援军明日到达》时，对本报记者如是说。在长

达40多年的创作期间，刘和平用一部部作品完成着自己一次

次“从人民中来、历史中来，向美学中去”的出发、跋涉与回归。

他以独特而深邃的历史视角与人文关怀，从民族史、文化史、

心灵史的高度讲述历史、重建历史叙事，充分彰显了作家以人

民为主角、为创作立场的历史观与创作观，为讲好中国故事打

开了新的空间、赋予了新的内涵。

记 者：从上世纪您讲述明末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得天

下”又“失天下”的舞台剧作品《甲申祭》开始，多年来，您的作

品一直以坚定的人民立场与为人民而创作的美学追求，为广

大观众、读者所喜爱。您如何理解人民是生活的承载者亦是历

史的创造者？

刘和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逐步实现全体

人民的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从文艺创作的角

度，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界定“人民”这个概念？从广义来看，

人民以劳动群众为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基本成员。在中国历

史上，接近于我们今天理解的“人民”这个概念的出现，要从

约2200年前秦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开始说起。秦建立耕战

制度，百姓为国家打仗，建立军功后分得土地，每户百姓就有

了家，郡县制就是由这些自耕农为基础组成的国家，自耕农

就是“人民”。他们以赋税徭役的方式承担了国家的主要财政

支出、成为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此后两千多年的

郡县制，凡是耕者有其田国家便稳定，凡是土地兼并剧烈自

耕农丧失土地国家便动乱，直至改朝换代。郡县制的两千多

年历史中，发生过几次大的制度改革，都是试图调整稳定这

种生产关系，以保证自耕农的基本权益，也就是保证国家的

基本稳定。比如我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写的雍正皇帝推行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摊丁入亩”等赋税新政，就是针对

以前官绅不纳粮、不交税、不当差、免徭役，负担都压在自耕

农的头上，从而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生产关系的极大

不合理所进行的改革。包括后来我在《大明王朝1566》里写

到的海瑞的大声疾呼，“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

却要纳天下之税”，指的也是这个现象。从这一角度看，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首先

在于土地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每到一地就先搞土地革

命，所以后来解放战争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取得全面胜

利。以土地革命为题材，上世纪40年代作家周立波的《暴风

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文学作品，都生动书写

了党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追求而成为了经典。几十

年来，我一路进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也一直秉持着人民是

历史的承载者这样的唯物史观，这就决定了我的每一部作品

无论是写普通百姓还是写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我所持的立场

都是人民的立场。

记 者：从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到《李卫当

官》《北平无战事》，从帝王将相到历史大潮中的普通人，从写

历史、写历史中的人到写历史的内在逻辑，您用浓墨重彩的书

写，对民族的心灵史进行了重新解码与富有当代性的艺术阐释，

这样的创作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对您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和平：我们这一代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从儿时起接

受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形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

我们这一代人也经历过很多艰辛，“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城市

里挨过饿，十几岁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天天为衣食犯愁，亲

身体验了什么叫饥寒，因此也就确定了我一生写作、创作的立

场与追求。1993年，我创作的舞台剧《甲申祭》代表湖南省参

加全国戏剧汇演，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唯一剧目，

在首都剧场演出多场，引起轰动，

并获得了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

奖等许多奖项。在那部戏里我就

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李自成

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就突然

感到自己成为特权阶层了，身份

转换为何如此之快？从中可以看

到，“人民”的身份在历史上是在

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因此，“人民

立场”就成为我写作历史题材的

一个切入点、出发点与落脚点。比

如1997年，我改编作家二月河的

小说《雍正皇帝》，就将主题定位

在雍正调整生产关系的改革上，

这和原小说有一定的差异，也是

基于我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作为当时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最大

利益者，雍正皇帝能够采取一系列真正触及封建特权阶层利

益的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千年来以王安石、张居正

等为代表的“改革者”都未能解决的土地兼并者和自耕农之间

的生产关系问题，非常难得。举一个数据为例，雍正改革前中

国只有1亿人口，改革后短短几十年，中国的人口便迅速增长

到3亿。《雍正王朝》一经播出，就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我想这与这部作品的创作主题和持守的立场是分不开的。在

我看来，搞创作首先要把“认识论”排在第一位。历史是客观存

在的，就看有没有被创作者认识到。这也就切入到另一个话

题，即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包括后来我写《大明王朝

1566》、写《北平无战事》，能够得到广大观众和读者的肯定也

是这个道理。譬如《北平无战事》讲到了国民党币制改革、反贪

腐失败的深层原因，不仅在大陆热播，也被人带到中国台湾播

放，国民党的一些官员观剧后也不由感慨，进一步认识到了国

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

记 者：“人民不仅是文艺表现的主体，同时也是文艺审

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您的作品用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

彰显中国价值，体现了强大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引发了当

代观众的强烈共鸣。在您看来，作家、剧作家如何提升作品的

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如何写好历史中的人您又有哪些体会？

刘和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创作者能真正地表现好

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这就需要创作者能真正深入生活，能用

一双深入观察的眼睛，见人之所未见，从深层次理解生活，理

解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动机与心理奥秘，由此发现因

这一切而形成的文化思潮。就像周立波，要真正写出反映土

地革命的本质和它所引发的历

史反响的作品，他就必须到土

地革命的一线去，只有在那里

才能知道什么叫革命、什么叫

被解放的农民。在那个特殊历

史时期，中国能出现一批很有

成就很了不起的作家，都是因

为他们曾深入人民的生活，亲

历了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同样，今天我们的

国家也正处于大转型的时代，

作家如果不投身其中，就不能

深刻地理解这个转型的历史意

义和当代意义。当作家真正理

解了“历史”，也就是不同阶段、

不同时期人的生活形态，我们才

能真正地去理解并表现好承载

历史的人民大众，这样的作品也

才会有生命力。

记 者：您曾说过，自己是

一个创作很慢的作家。也正因

为如此，您笔下的历史人物能够

突破符号化的浅层书写，而以复

杂、丰盈的立体呈现树立于时代

的艺术画廊中，这与您对人、对生活，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和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刻洞察与把握是分不开的。

刘和平：这些年来，我的作品“挨骂”比较少，在我看来主

要是作品说了“实话”。无论是在事实取舍还是价值判断上都

力求真实与真诚。哪怕是写现实世界里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也

遵循了这一点。比如我在《大明王朝1566》里写的“改稻为桑”

等事件，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但我借着虚构的事件写出了正

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揭示了历史本质的真实，写出了人

民希望看到的真相，所以才能受到广大观众、读者的喜爱。这

就讲到了我们今天的创作者要如何去认识历史上发生的那些

人和事的问题，当我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我们怎么去重新

发现历史，这又是一个历史认识与创作观的问题。比如我写海

瑞，不只是写一个“清官”，不管海瑞的生活、行事作风曾有多

少人不理解，但他人生的基本立场就是坚决站在贫苦百姓这

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一生并没有什么大的历史成就，最

有名的事迹是写了一篇《治安疏》骂嘉靖帝，史称“直言天下第

一疏”。后来海瑞虽然调任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官至二品，

但他的一生始终和百姓在一起，生活水平也始终没有超过普

通百姓，甚至去世的时候还需要同僚朋友凑钱为他买棺材。所

以我一定要把海瑞和嘉靖作为我这部剧的主要书写对象。海

瑞和嘉靖就像太极里的至阳和至阴，其实嘉靖又何尝不想所

有人都生活得好，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他们的时

代永远解决不了。所以回到对历史的认识与书写，我们也不应

轻易地、偏激地急于做结论，对历史的认识应更细致、更认真。

这个过程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

引用的王国维论述治学的三种境界一样，要有“望尽天涯路”

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

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真正的作家，

他的创作一定是在孤独中不断寻寻觅觅饱受煎熬的过程，这

是我们的选择。一个人的一生总得选择一条道路，既然选择了

成为作家、剧作家，就要对得起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对得起

“家”这个称呼。

记 者：从一开始走上创作之路，您的创作就有着明确的

目标，每部作品都体现出对创新的追求。您如何理解“艺术创

新不是标新立异的文体实验，而是忠实于生活、忠诚于人民的

结果”？

刘和平：当年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艺创作这条道路，就

有一个明确的创作目标：创作不仅仅只是一个“活儿”、一份工

作，我想用创作自由地表达对历史、对时代、对生活、对人民、

对艺术的看法和理解，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些东西。要在创作中

找到时代的最大公约数，使创作成为当代之需要、人民之需

要。我写《北平无战事》时，墙上从一楼到二楼全部贴满了大

事记，从国民党和共产党成立那天起，把每一天、每个月发

生的事及产生的影响都整理出来，把国民党的党史和中国

共产党的党史两相比较，思维的密度就出来了，“创新”就出

来了，就能实现“从历史中来，往美学中去”的艺术高度了。用

美学的眼光去看历史、写世界，这是文艺工作者创作创新的任

务和职责。

记 者：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由您任总制片、总

监制、编剧，历经6年创作摄制的重点抗战题材电影《援军明日

到达》将于明年上映。在这部作品中，对于历史与人民的关系

您有哪些新的认识与表达？

刘和平：创作摄制电影《援军明日到达》有两个目标：一是

希望能帮助今天的观众重新认识抗战的苦难和伟大；二是希

望在中国电影工业不断进步的今天，能在中国的荧幕上留下

一部优秀的表现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全景式战争片。因此在

这部电影里，我更多是在写群像，这部电影表现了后来被称为

“东方莫斯科保卫战”的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这场战役在当

时影响特别大，是抗战史上唯一一次日军以6倍于我的兵力，

战斗47天，伤亡三倍于我的战役。衡阳作为当时全国非沦陷

区第三大税收城市，一战下来，5万多栋建筑全部被夷为平地，

战士和民工依然在废墟中用血肉筑成长城，抵抗了日军三次

总攻，有力阻滞了日军大本营的一号作战计划，间接导致了东

条英机内阁的倒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今天，我们的时

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很多东西不会变。譬如新

时代的抗战题材，永恒的主题就是表现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

伟大精神。

做人民的学生

刘和平：站在人民的立场永远是我的创作方向
□本报记者 路斐斐

本报讯 以“推动文化科技融

合发展”为主题，首届文化科技融合

发展大会9月 7日在京召开。本次

大会由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国国际商会、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联合主

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

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大会开幕式，

为丝路规划研究中心艺术发展智库

成立揭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

中央专职副主席孙东生，全国政协

委员、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张旭，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出席大会并

致辞。

本次大会是2023中关村论坛

系列活动之一。论坛主会场上，全国

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

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中国美

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马锋辉，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席龙

宇翔等来自文化、科技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者围绕“推动‘一带一路’文

化科技融合发展”议题进行了演讲。

此外，大会还分别以“让文物活起

来——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活化利用”

“艺术加科学——共同促进海内外艺术品

领域的交流与发展”“科技创新支撑数字文

化产业发展新业态”“中华文明海外传播新

媒介新方式”为主题开展了四场分会场活

动，围绕文物数字化保护新模式、科学技术

赋能文化“走出去”、科技支撑数字文化产

业发展、新媒体时代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新思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路斐斐）

本报讯 9月 21日，在新

疆喀什塔县帕米尔景区金草

滩畔上演了新疆喀什 2023

“帕米尔之声”第二届国际民

族音乐节。音乐节现场人潮

涌动，精彩纷呈的节目不断把

音乐节晚会推向高潮。

此次音乐节由深圳市对口

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中

共喀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喀

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主办，中共塔什库尔干塔吉克

自治县委员会宣传部、塔什库

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文化体育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特邀中

国旅游集团天创演艺公司倾情

打造，由曹晓宁担任总导演，再

比江·阿地力担任执行导演。音

乐节分为《冰山天路印回响》

《雄鹰凌空谱新章》《雪峰载歌共家园》三个篇章，

创作了12个艺术节目，其中以深圳援疆贡献为素

材的视觉器乐合奏《与深圳同行走进新时代》以及

赞美边疆人民戍边精神的原创歌曲《壮美的塔什

库尔干》，令人耳目一新。中旅天创演艺公司在原

创节目的编排上给予了塔县大力支持，塔县地处

祖国边疆，艺术经费十分有限，

编创和演员能力也较为薄弱。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总导演曹

晓宁当即表示“要把钱花在刀

刃上”。于是此次的民族音乐节

并没有把资金过多投入请明

星，而是用于精品节目的创作

打磨和当地文工团演员艺术水

准的提高上。中旅天创演艺公

司承诺将把原创节目全部留

下，无偿供塔县文工团使用，并

决定在音乐节后协助塔县将自

主创新的精彩节目编排成一场

45分钟的旅游演艺晚会，助力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文旅

融合发展，力争打造一个适合

边疆地区有艺术提升需求的

“音乐节+剧场演出”文化润疆

新模式，在帮扶边疆地区文化

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逐步探索出一条发展演

艺产业的新路径，将文化润疆的实践成果长期镌

刻在帕米尔高原。 （任晶晶）

““帕米尔之声帕米尔之声””新疆喀什民族音乐节探索文化润疆新模式新疆喀什民族音乐节探索文化润疆新模式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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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3日，由中国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国际文化交流艺

术馆主办的“中国风·文道画

意——笔墨丹青·董永智文人山水

画作品展”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艺术馆开幕，展出了董永智近十

年来创作的作品60幅，全面呈现

了艺术家的创作面貌，以及他对艺

术和生命的探索。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席

看来，中国古代绘画的类型包括文

人画、宫廷画和民俗画，其中，与宫

廷画、民俗画不同，文人画在技巧

上并不追求形似，而是为了自娱，

为了向内的自我观照与自我抒发。

“董永智作为一个文人，在知命之

年开始学画，他将自己的诗文意境

用于绘画之中，极具特色。”中央文

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张广志认

为：“与专业画家不同，董永智的创

作不是单纯的对景写生，而是通过

作品呈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怀，探索

把时代精神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路径。”

关于此次展览的主题，在董永智看来，

“‘中国风·文道画意’，是用艺术的形式赓

续和传承五千年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

文化精神内核——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秉

持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思想方法

论。此次展出的作品着重从哲学性、文学

性、人文情怀、思想境界和艺术生动性上

彰显‘中国风·文道画意’的思想精髓，用

不同的艺术符号诠释‘中国风·文道画意’

的精神内核”。

（李晓晨）

当年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艺创作这条道路，就有一个明确的

创作目标：创作不仅仅只是一个‘活儿’、一份工作，我想用创作自由

地表达对历史、对时代、对生活、对人民、对艺术的看法和理解，为这

个时代留下一些东西。要在创作中找到时代的最大公约数，使创作

成为当代之需要、人民之需要

“
”

作家、剧作家刘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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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奇幻浪漫爱情童话电影《三贵

情史》在京举办首映礼，主创团队成员畅谈创作的

幕后故事。与会嘉宾和观众表示，影片情境设定

独特，故事生动饱满，情节光怪陆离又合情合理，

可谓一部关于真爱的童话寓言，相信观众会在片

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共鸣。

《三贵情史》由李少红、姚晨监制，刘斯逸执

导，丁薇任声音指导，胡先煦、姚晨、周也、周依

然领衔主演，郑云龙、项偞婧主演，宗俊涛友情

出演。在刘斯逸看来，真爱是天真的向往和想

象，是值得被讲述的。饰演三贵的胡先煦认为，

这个角色最吸引自己的是“内向的底色”与角色

的成长性，为了更好地贴近人物，他更注重去寻

找独处的感觉。谈及片中有关遗憾的话题，姚

晨表示，“遗憾是可以被弥补的，释然也是一种

弥补”。

（王 觅）

《三贵情史》讲述奇幻爱情童话

刘和平作品集(精装典藏本)(全 7 册)，花城

出版社，202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