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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他身材高大魁梧，一双大

眼睛炯炯有神 ；他多才多艺，擅

长绘画、写作、剪纸、木刻 ；他从

工人、军人、美术教师、检察官

到毛泽东特型演员，这就是他

人生经历的简要脉络。他就是

王甘生，金台区委政法委退休

干部。

王甘生，笔名王瀚生，祖籍

岐山，1958 年 10 月生于甘肃陇

东。说起来，他还是个“红二代”。

他的父亲曾是一位地下工作者，

在陇东地区工作。在他小时候，

父亲常给他讲革命历史。新中国

成立之初，父亲转业到甘肃庆

阳，王甘生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幸

福的童年时光。十岁时，他与母

亲被“下放”回原籍岐山。在那段

日子，他拿起铅笔开始作画，农

村的山水、民房、窑洞、牛羊、农

人都成了他绘画的素材。20 岁

那年，王甘生参军入伍，在部队

美术创作组期间，他创作过大量

木刻、剪纸和国画作品，曾荣立

个人三等功。

为何走上毛泽东特型演员

这条路？王甘生娓娓道来。

第一次被认为像毛泽东，

是在宁夏某部队服役期间。一

天，训练结束后，他独自站在沙

丘上凝神远眺，下面几名战友纷

纷感叹 ：“甘生的背影太像毛

主席了！”这消息就在部队里

传开了。1990 年，妻子为他拍

了一张生活照，邻居们看看照

片，又看看王甘生，“真像毛主席

啊！”1992 年，他到广西南宁

出差，当时正在上演电影《毛泽

东的故事》，他到售票窗口买票，

售票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连声

喊 ：“快来看，演毛主席

的演员来了！”尽

管他再三解释

不是演员，售

票 姑 娘 还

是 劝 他 ：

“ 古 月 同

志，您 就

不要再谦

虚 了！”

类 似 这 样

的 场 景，他

不知经历过

多少次。1993 年 12月 11日，《陕

西日报》周末版以大半个版的篇

幅对他进行了报道。

“既然有这先天条件，何不

好好塑造毛主席形象？”他找来

多部纪录片，模仿毛泽东走路、

落座、吸烟、握手、鼓掌等姿态。

为保持与毛泽东相似的身形，他

开始注意饮食、控制体重，还专

门定做了三套中山装。1993

年，陕西某电影制片厂

一 行 人 特 意 来 到 宝

鸡，邀他参演电视连

续剧《红星照耀中

国》。试镜时，剧组

人员都说，他无论

形体还是气质，都太

像青年毛泽东了，大

家一致认为，他是青

年毛泽东扮演者的最佳

人选。遗憾的是，由于一

些特殊原因，他最终没有

出演。1996 年，北京某电影

制片厂筹拍电视连续剧《长征》，

又邀请他去试镜，剧组人员

都对他很满意。然而，拍

摄需要长达两年时间，

他由于工作抽不开

身，再一次错失了

宝贵机会。不过，他

得到了国家一级

演员张克瑶的勉

励和指导，这更

加坚定了他对塑造好毛泽东这

一形象的信心。

要塑造好毛泽东这一伟大

形象，还必须深入了解毛泽东的

内心世界。他收集了大量毛主席

画像和影像资料，认真研读《毛

泽东选集》和斯诺的《西行漫记》

等。“我争取让自己的模仿不只

外形上像，神态上更要像。”王

甘生说，那时，他常常把自己关

在屋子里，反反复复练习毛主席

挥手、写书法等表现毛主席个性

特征的动作。他还多次赴湖南长

沙，站在湘江边上，回想那位身

穿蓝大褂，手拿红油布雨伞，身

形高大的伟人时，他的内心深处

便涌起一股热流。后来，他在一

些话剧、音乐剧中饰演了毛泽

东，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

喜爱。  

除了饰演毛泽东外，王甘

生还是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

《解放军报》原副总编、《中国国

防报》原总编、著名书法家阚士

英少将曾评价他的画作“突破雷

同，独具个性，从不同画种的结

合部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形成了

独树一帜的画风，将博大精深的

国学文化用于美术创作中，既传

承，又出新 ；既风雅，又革新 ；既

有广度，又有深度”。著名山水画

家李鹏飞评价他的画“不是用手

去画，而是用‘心’创作，才有神

来之笔的效果”。

近年来，他的作品大多以故

乡山水为题材，笔墨流畅，朴实凝

重，借山水作品抒发爱国情怀，给

人以美的感受。   

市档案馆文献展
缘何火热

本报记者 张琼

在我们传统印象中，

档案馆是存储和查询资

料的地方，相对比较冷

清。但是，近日记者在宝

鸡市档案馆看到 ：这里

人来人往，人气很旺。尤

其是不少党员干部纷纷

来参观学习，这里俨然成

为我市党员干部党史学

习教育的新园地。

2 万余人前来观展
跟随参观者脚步，记

者来到馆内人最多的展

厅—— “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档案文献

展厅。截至目前，该展厅

已接待了 300 多个单位

的 2 万余名参观者。前来

参观的不仅有市中级人

民法院等本地单位的党

员干部，还吸引了陕西省

荣军医院、西藏民族大学

等外地单位的团队前来

观展。

一个档案文献展为

何如此吸引人？记者在

展厅内看到了许多珍贵

的档案图文展示 ：列宁

致艾·阿韦纳尔的信、上

甘岭战役总结、志愿军司

令部关于毛岸英牺牲的

电报原文、常香玉捐赠的

飞机照片……内容涉及

党史档案文献、宝鸡红色

文化，观来毫不枯燥，让

人备受鼓舞。

市档案局副局长闫

海成介绍，这个展览是

发挥中央档案馆、省档案

馆和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资源优势建立起来的。

2019 年，市档案局经过

申请和争取，终由国家档

案局、中央档案馆主办，

陕西省档案局、陕西省档

案馆协办，宝鸡市档案馆

承办了这个“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档案

文献展。由于所展示档案

文献真实、珍贵、罕见、内

容丰富，观者如堵，好评

如潮。

该 展 厅 被 命 名 为

市廉政教育基地、市干

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

点、市直机关党员教育

基地，“金字招牌”的增

多，也使这个展览美名

远扬，许多参观者慕名

而来。

群众查阅党史热情高
随着观展群众的增

多和社会知名度的提高，

市档案馆的感谢信也越

来越多。

市 档 案 馆 工 作 人

员魏子珈、马彩雯介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前来查询党史

资料的人不少，大家了解

党史知识的热情很高，平

均每个月接待群众 240

人次。

魏子珈谈到，有一位

麟游青年来到档案馆，寻

找爷爷黄志诚的个人资

料。黄志诚老家在延安，

在革命战争中立有战功，

但由于过去资料有限，几

经寻找无果。市档案馆人

员的积极搜寻，在封存的

档案中找到了黄志诚的

照片、生平和战斗经历，

老人的革命事迹浮现。这

位青年颇为感慨，表示作

为后人，要将老人的坚定

信念和爱党爱国的精神

传承下去。

我市中共党史专家

库专家罗志军也是市档

案馆的常客，他经常在档

案馆查询扶眉战役、西府

战役和老兵战斗经历等

相关图文资料，并在资料

基础上写成了《西府战役

纪事》等文章。罗志军说：

“党史知识查阅非常必

要，要让生活在这块土地

上的人，知道我们的幸福

生活是怎么来的。”

除过党史知识查询，

知青下乡档案、婚姻档

案、养老金发放等民生档

案查阅利用率也很高。随

着馆藏档案数字化力度

加大，利用电子手段查阅

资料的群众日益增多。

让档案文献鲜活起来
市档案馆人来人往

的场景令人沉思 ：档案

文献虽然静默，但并不冰

冷，尤其是以鲜活、有趣、

互动性强的方式展示出

来，很受大家欢迎。

如何让馆藏党史知

识鲜活起来，是市档案

馆近两年思考的一个问

题。闫海成认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档案文献展的火热带来

一个经验 ：要想利用档

案资源做好党史知识的

社会教育宣传工作，得从

群众的关切点和兴趣点

出发。单纯而枯燥地进行

资料陈列远远不够，还得

在展陈规划上下功夫，

方式方法要尽量生动，

让人觉得来源真实、可

信度高、图文并茂、有理

有据。如果自身馆藏资

料不足，可以积极向国

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

省档案局等单位申请资

料，确保给参观者真实

可信、激越心灵的感受。

同时，深挖宝鸡当

地的红色文化资源，也是

个好思路。展厅内，参观

者频频驻足观看西府出

击、农民推独轮车支援前

线、陕西军区太白山剿匪

指挥部年终总结报告等

图文。可见，利用好、宣

传好当地的红色故事，能

更好地打动这方土地上

的人。

我市词作家创作《琢光曲》——

用音乐讲述文物故事
本 报 讯 在 5 月 18 日“国

际博物馆日”当天，中国青年报

社、酷狗音乐联合推出的博物馆

主题音乐专辑《国宝传音》正式

上线，其中由我市词作家海雷

创作的南京博物院文物推广曲

《琢光曲》，以朗朗上口的歌词讲

述文物之美。

《国宝传音》围绕故宫博物

院、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

等馆藏文物进行主题创作，共推

出5首原创MV，通过青年歌手、

演员的歌声，将文物的“前世今

生”娓娓道来。海雷从“竹林七贤

与荣启期砖画”中体会到画中人

物的气节，从“明洪武釉里红岁

寒三友纹梅瓶”中体会到“高洁

志向”，从“雕漆山水人物纹盒”

中欣赏到文物之美、文化之美。

他表示自己在创作《琢光曲》时，

通过文物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传承，上了一堂新颖

的“历史课”。  本报记者 王卉

唱支山歌给党听
5 月 18 日，“ 唱 支 山

歌给党听”大家唱暨全省
群众合唱展演宝鸡市渭滨
分会活动在渭滨区新民路
特色美食步行街举行。

此 次 展 演 是“ 炎 帝
故里 精彩渭滨”系列活
动之一，旨在引导群众在
歌声中回顾中国共产党

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
展现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活动现场，
12 支合唱队演唱经典红
色歌曲，为观众带来了一
场视听盛宴。

本报记者 于虹 摄

本报讯 “你走的那个年纪，

我还怕黑哪。你走的那个年代，天

就要亮了……”5 月 18 日晚，戚

宝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组歌《英雄

谱》演出团队来到金台区长乐塬抗

战工业遗址演出（见上图）。

此次演出由金台区委宣传

部、区委统战部主办，市长乐塬管

委会承办。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宝鸡籍创作型歌手、

音乐人戚宝用十年时间精心打造

了《英雄谱》组歌，用朗朗上口的旋

律、简洁新颖的歌词，热情讴歌了

黄继光、董存瑞、张思德、邱少云、

林俊德等 10 多位不同年代、在不

同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贡献的英雄、英模。演出分为“不

忘初心”“砥砺奋进”“走向复兴”三

个篇章，唱出了热爱党、热爱祖国、

热爱新时代幸福生活的心声。

在两个小时的演出中，一个

个鲜活生动的形象，一首首激励

人心的歌曲，让现场观众产生了

强烈共鸣。      本报记者 于虹

《英雄谱》全国巡演走进长乐塬

一位特型演员的艺术人生
毛丽娜

王甘生山水画作

市档案馆展出的老照片

群众在市档案馆参观文献展

王甘生扮演的青年毛泽东

故事
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