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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题材影视剧本要多把几道关
◎齐雅丽

近来看了较多反映历史事
件和历史人物的影视剧，尤其
是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
品，有感而发许多感受。

其中一些影视剧创作给人
以 较 强 的 厚 重 感、深 邃 感、细
密感等，通过作品对于历史事
件 的 回 顾、回 望 和 回 味，让 人
对那些经典的历史事件有了
进一步认知，或者说起到了更
为生动的历史教科书的作用。
对于历史人物的刻画描摹和
展现，让观众对这些人物有了
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也有了
更加生动的认知和升华的敬
仰。这样的剧作较之较为理性
单调的史籍，更加立体、活泼、
生动，让受众更加容易接受和
理解，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寓教
于乐的作用，比如热播热映的

《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金
刚川》等。

还有一些影视剧，以追叙
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这些剧
作较为深刻地挖掘人物的内
心、较为全面地展示人物的生
命和生活状态，加之表演者的
准确演绎等，进而让已经逝去
的历史人物又鲜活地呈现在现
实之中。这些剧作起到的作用，
能够让后来者更为深切地触摸
人物的灵魂，产生更加可敬、可
亲、可学的感觉，比如《彭德怀
元帅》等。

上述这些剧作，之所以能
够产生这样的效果，除了上面
已经提到的因素之外，还有一
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那就
是创作者对于事件和人物的充
分认知和准确描绘，也就是创
作者所具备的高超的艺术表现
能力，为这些剧作的成功打下
了坚实基础。

我们知道，对于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已经有许多作品
进行过记叙和展示，受众通过
这些形式，已经多多少少有一
些了解。但限于阅读程度及个
人阅历等，人们对历史事件和
历史人物的了解又不可能是全
方位的、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在
这种情势下，就需要创作者抱
定恭谨的态度，用艺术的形式，
对一般受众只了解一个大概的
事件和人物，进行较为全面、深
入、细致的描绘，从而让受众原
本片段式的、碎片化的认知通
过艺术审美过程而更加全面系
统、更加深入细致，更加立体化

和生动化。
所幸，我们的许多创作者

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埋头案头
卷 牍、或 是 行 走 田 野，掌 握 了
较为全面的资料，并且以较高
的理解力、较强的浓缩或提炼
能力，把手头掌握的海量信息
资源变成立意端正、指向正确
而又高度洗练的创作根源，从
而向受众呈现出契合度较高
的优秀艺术作品。这些创作者
的 创 作 态 度、思 想 水 平、艺 术

能 力 等，无 疑 是 值 得 称 道 的。
而他们创作出的这样题材的
作品，也对得起那些曾经书写
历 史、改 变 天 地 的 历 史 人 物，
对得起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
墨重彩印记的历史事件。进一
步讲，他们也是把历史事件和
历史人物艺术化的典范，是在
这一题材领域作出重要贡献
的优秀创作者。

当然，上述作品在创作后
期，也赋予了历史事件与历史
人物以更多的艺术塑造力，从
而让事件活起来，让人物立起
来，让 整 部 作 品 有 了 可 信 性、
可看性和更多的审美价值。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应
该是集聚了较为优秀的创作团
队，秉持为人民创作、为历史负
责的审慎态度，以真实的历史
事件和人物为核心，赋之以一
定的现代表现手法，也加入了
一定的现代审美元素，从而不
但严格忠于历史，而且能够为
观众喜闻乐见。对这样的创作
态度、创作团队和他们的作品，
我们应该给予积极褒赞和大力
支持。当然，最直接的评价和支
持来自观众，通过各种渠道反

映出的接受度就是明证，也是
对优秀创作团队的回馈。

也有一些作品，可能也费
了 很 大 的 劲、用 了 不 小 的 力，
但观众就是不买账。为什么会
出 现 这 样 的 情 况？ 一 些 创 作
者甚至有些偏激地认为，是观
众思想认知水平不高，不能静
下心来观看，不大愿意接受这
些题材 ；或者是观众觉得这样
的题材和内容不够吸引人、娱
乐性不足，从而不踊跃观看 ；

更有甚者，用所谓的情怀来标
榜自己的高尚，恰恰忽略或者
掩盖了自己在艺术表现能力
上的低能和欠缺。清华大学尹
鸿教授曾说 ：“对于电影来说，
创作者的情怀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你能通过故事和人物唤
起观众的情怀。情怀不是创作
者 水 平 的 体 现，唤 起 观 众 的
情 怀 才 是 艺 术 家 的 能 力。”这
就是个必须探讨的根本问题
了。在 任 何 时 候，观 众 都 是 公
允的，也是充满智慧和鉴赏力
的，我们的创作者任何时候都
不能小瞧了观众，更不能迁怒
或 施 怨 于 观 众。显 然，演 绎 重
大题材需要更高的思想认识
和 艺 术 水 平。俗 话 说，没 有 金
刚 钻 就 不 要 揽 瓷 器 活，否 则，
就成了“低级红”。

还是来冷静地分析一下这
些“低级红”作品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
人物的“熟悉度”不足。历史事
件和历史人物，都是已经发生
的、客 观 存 在 的，虽 然 时 移 世
易，但 他 们 的 光 辉 永 远 存 续，
并且一直都是那么饱满。借助
现代的阅读手段和各种了解资

讯，对这些“过去时”的事件和
人 物 有 全 面、深 刻、细 致 的 了
解，这是创作的绝对前提。如果
说对于事件和人物的了解仅仅
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或者只
是一些皮毛，就先入为主或者

“斗胆”起笔，如何能够呈现这
些本应该丰满和厚实的事件和
人物？越是重大题材，越需要
高质量高水准的艺术创作团队
来呈现，更要建立跟踪机制，如
同建筑工程的监理，每一个环
节，尤其是相当于地基工程的
剧本把关至关重要。

其次是对题材的理解不够
深刻。从艺术规律来讲，对于要
表现的事件和人物，不能仅仅局
限于“知道”，更多的是要“知其
所以然”。要在掌握基本素材的
基础上，设身处地、置身其中地
思考，在思考的基础上提高认知
层面，加深理解程度，真正搞懂
历史事件发生的因由、背景、意
义和价值，真正知晓一个历史人
物的生命历程、思想变化和信仰
追求，进而提炼出这些事件和人
物的灵魂，并能呼应当下，引起
观众的共鸣。

再次是对题材诠释掌握的
分寸感有所偏差，以及创作中
的戏说、胡说或乱说。对于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应该掌握准
确的尺度和标准，这是艺术创
作的法则。不恭谨的戏说、没有
底线的胡说，会让观众极其反
感。这是对题材的不尊重，也是
轻视受众甚至于愚弄，很是不
可容忍。

通过对以上的情景展示不
难看出，应该以什么样的创作态
度、创作准备和艺术能力去演绎
这些重大题材。衷心希望更多创
作者在接触这样的题材时，认真
审度自我、衡量能力，不打无把
握之仗，这是有原则的前提。其
次，在自我艺术“准入”之后，再
以认真、恭谨的态度以及尽可能
高的艺术水平，创作出优秀的作
品。唯有这样，才对得起历史、对
得起曾经创造历史的诸多人物
以及我们要艺术再现这些重大
题材的用心。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逃离与回归的完美结合
——浅析朱百强中篇小说《过了隧洞是矿山》

◎朱维

《阳光》杂志今年第 9 期发
表的朱百强中篇小说《过了隧洞
是矿山》，写的是两代矿工思想
观念碰撞，价值取向不同，逃离
与回归矿山的故事。笔者曾有过
五年的煤矿工作经历，这是作者
致敬矿山的又一部力作。

小说以我国改革开放为背
景，时跨二十多年，围绕老矿工
姜建国的儿子姜卫东复员到矿
山、离开矿山又返回建设矿山
的故事，形象生动地塑造了众
多人物，语言朴实清新，富有浓
郁的矿山生活气息，读来让人
感到亲切自然。    

这部小说看似平铺直叙，
不露声色，实则作者是苦心孤
诣，暗藏技巧。小说用两条线
结构故事，一条线是姜建国与
杨振国的战友关系，两个矿工
家庭的日常生活，这是明线 ；
另一条线是，姜卫东与杨振国
女儿杨小敏的恋爱关系，这是
暗 线。姜 建 国 与 杨 振 国 是 战
友，一同转业到青龙山煤矿。
姜建国因为在井下被矸石砸折
了腿，成了一名普通的安检员；
杨振国却一路坦途，当上了采
六区区长，这就造成了两位年
轻人的差别；姜卫东是初中生，
是采煤工，杨小敏是大学生，两
人差距悬殊，却走到了一起。杨

振国作为父亲，即使胸怀再大，
对姜卫东这个“逃兵”挖自己的
心头肉也会有所顾忌。而爱面
子的姜建国，也怕别人说自己
攀高枝。这样，两条线就形成了
交集。按一般的小说写法，暗线
是烘托明线的。而这篇小说，却
用明线烘托暗线。因为明线虽
光明，却是晚霞 ；暗线虽暗淡，
却是朝阳。同时，作者设置这
条暗线，也看似自然地让姜卫
东完成了从矿山“逃跑”到回
归矿山的创作意图，主题得到
了升华。

小说处处有玄机，看似波
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小说一
开头，作者设置了姜卫东被矿
上安排工作，父亲姜建国很高
兴，于是请了老战友区长杨振
国来喝酒。杨振国怕是鸿门宴，
但姜建国的目的却正好相反，
这就大出杨振国意料，形成了
小说的第一道波澜 ；姜卫东当
上采煤工起初表现很好，后来
一路下滑，连续旷工，再后来竟
然辞职，引起轩然大波，这是第
二道波澜 ；时隔多年，突然传来
消息，“逃兵”姜卫东与杨小敏
恋爱了，这让姜建国吃惊、杨振
国不解，构成第三道波澜 ；按戏
剧的手法，这篇小说是喜剧开
幕，多是悲剧收场。但这篇小说

虽是喜剧开幕，依旧以喜剧收
场，姜卫东反哺矿山，成为第四
道波澜。我们常说故事要一波
三折，这部小说却至少是一波
四折，作者一个接一个地设置
阅读“障碍”，又拆除“障碍”，使
读者不得不一口气读下去。

小说中姜卫东闯深圳，既
是神来之笔，也是这篇作品的
价值所在。姜建国和杨振国是
战友，如果不是为了一个姜卫
东，两人甚至两个家庭之间不
会有什么矛盾。姜卫东是复员
军人，也是“矿二代”，如果继
续在井下好好干，也未必没有
出息。杨小敏虽然是高学历，嫁
给矿工也未必没有可能。而这
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
打破了固有的写法，遵循“典型
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
义创作基本原则，塑造出了新
的矿工形象。让“叛徒、逃兵”姜
卫东通过辞职摔掉“铁饭碗”，
南下闯深圳成为破茧之旅，完
成了由矿工到企业家的身份转
变，实际是冲破了某种传统观
念的禁锢，有了新的价值取向
和人生追求。这样一来，拓展了
小说的视野和空间，给人以全
新的阅读感受。

上 世 纪 80 年 代，改 革 开
放影响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

孔雀东南飞成为时代潮流。作
为地处西北偏僻的青龙山煤
矿，矿工的思想观念还比较落
后，对改革开放带来的观念冲
击似乎并不敏感，而年轻的姜
卫东却嗅到了时代气息，作出
了不同于他人的选择，实属不
易。就笔者当时所在的煤矿来
说，就连农协工、临时工被除
名，人们都会感到可惜，正式
工 辞 职 更 是 被 认 为 丢“ 铁 饭
碗” 的大事，甚至是大逆不道。
姜卫东大胆走出了自己的路，
当数煤矿题材文学作品中的

“这一个”。
虽 然 作 者 在 姜 卫 东 身 上

着墨不多，甚至即使其身在幕
后，有喧宾夺主之嫌，但也不
影响这个人物有血有肉、形象
丰满。感谢作者为我们塑造了
这个崭新的“矿二代”形象，这
是作家精心塑造的新一代矿工
形象，也是新时代矿山人的一
个缩影。

李巨怀 《今晨心言》 分享会举办
本报讯 漫卷诗书迎中秋，石鼓望月话《心言》。9

月 21日下午，由市书香读书协会主办的著名作家李巨

怀的文论新著《今晨心言》分享会，在陈仓老街当当书

店宝鸡店火热举行，近百位文朋诗友在别开生面的文

学雅集中共度中秋佳节。

岐山人李巨怀现在金台区文旅局工作，系中国作

协会员、长安大学研究员，发表作品 200 余万字，出版

长篇小说《老牲》《没有波长的阳光》《书房沟》，随笔集

《清水河》《信言集》《今晨心语》等，其中《书房沟》多次

再版并正在拍摄电影。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今晨心

言》全书 12 万字，收录作者近年来为宝鸡作家、文化人

所写的序言、书评等文论 70 篇，叙身边人事亲切生动，

论诗酒人生中肯有情，从中还能读出淡淡的乡愁意蕴。

分享会上，主持人言玲与作者及李栋成、张宝文、李喜

林、秦舟、陈铭、王渭清、强雪云等作家、学者、书画家交

流互动，更有读者踊跃发言，谈论李巨怀在文学创作、

书刊编辑、文化公益等方面取得的累累硕果，及至猜谜

歌咏、品茗赏月仍意犹未尽。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杨胡平绘本 《中国汉字》上架
本报讯 我市 80 后儿童文学作家杨胡平新书《中

国汉字》，近日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定居我市的天水籍作家杨胡平，系中国作协会员、

中国科普作协会员，已在百余家少儿刊物发表作品近

千篇（首），出版长篇幻想儿童小说、绘本、寓言故事集

等童书 20 多册。其作品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

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及“童声里的中国”少

儿歌谣创作大赛一等奖等。《中国汉字》是一本幼儿文

化启蒙绘本，也是《给孩子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奇迹》

系列丛书之一，书中通过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浅近易

懂的文字和相关硬核知识点的讲解，配以精美的插画，

展示了中国汉字的造字起源、历史上不同时期汉字的

发展变化和当今全球掀起汉语热的现状，让小读者们

在阅读中坚定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王卉

杜哲 《新闻舆论方略》 出版
本报讯 我市青年媒体人杜哲的新闻理论专著《新

闻舆论方略》，近日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省作家协会会员杜哲系省传播学会常务理事、宝

鸡市传媒协会主席，现任中国旅商传媒网总编辑、旅游

商报社常务副社长；从事新闻舆论工作近二十年，发

表诗歌、散文、新闻作品等百余万字，曾策划编撰出版

一套四部的“宝鸡精神文明建设书系”。该书紧扣习近

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系统地介

绍了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策略和方法，是一本集理论

研究和实践经验为一体的著作。全书 17 万字，分为五

章二十六节，包括新闻传播、新闻宣传、新闻发布、新兴

媒体和新闻舆论等，内容侧重对新兴媒体和舆情处置

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是新闻舆论工作者学习和

研究的理想读物。  

本报记者 王卉

传统文化爱好者诗词诵中秋
本报讯 近日，一场由宝鸡万邦图书城、宝鸡文体公

益团队策划主办的“诗画中秋 陈仓最美”诗词朗诵活动

在万邦图书城举行，为市民节日文化生活增添了活力。

长条凳、八仙桌，古琴悠悠，身着中式传统服饰的

朗诵者，别样的艺术风格给现场增添了节日喜庆氛围

和仪式感，他们分别朗诵了《木兰辞》《中秋月》《念奴

娇·中秋》等有关中秋佳节、家国情怀的古典诗词，让

观众沉浸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据悉，参加古诗词

的吟诵者来自全市多个行业，其中不乏大学教授、私营

企业主、退休工人等，他们的精彩展示吸引了百余名市

民欣赏。                              ( 王商君)

吴岱宝楹联集 《吴岳联萃》 付梓
本报讯 近日，我市楹联名家吴岱宝作品集《吴岳联

萃》由中国诗联书画出版社出版。

年近花甲的吴岱宝任职于陈仓区职教中心，他痴迷

对联创作，佳作频出，屡获全国各类征联大奖，其作品在

多处风景名胜、乡村牌楼刻挂。《吴岳联萃》共23编、40

多万字，收录作者近30年来的原创对联作品4760多副、

论文随笔50多篇、联友文友评论10篇，分联作荟萃、联话

杂谈、附录等三大部分展示。在联作荟萃中收录了节庆、

庆吊、山水、人物、时事、应邀、谐趣等内容；联话杂谈则包

括联论闲话、联赛综述、联苑杂谈、联书评介、联花鉴赏、

联苑故事等；附录则是联友的评论和贺诗贺联。中国楹联

学会会长李培隽为该书题写书名，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

方留聚及市楹联学会会长蒙卫军作序。        (王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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