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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 有 诗 书 气 自 华
唐 剑 锋

W 文化漫笔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日子里，中央电视
台连续推出了《国家命运》、《焦裕禄》、《杨善洲》、

《温州一家人》等一系列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而创
作拍摄的重点电视剧。这些剧目有讲述重大历
史、重现英雄形象的，也有反映普通百姓生活，讴
歌改革开放、时代变迁的，不仅立意高远，内容厚
重，表现形式也是丰富多样，堪称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高度结合的精品佳作。

峥嵘岁月 震撼人心

重大革命史诗剧《国家命运》开播后一直受
到观众的关注与好评。这部 29 集的连续剧场面
宏大，情节跌宕，艺术地再现了我国研发“两弹一
星”的科学家们在贫困、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工作
的艰辛历程。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段百折不挠的奋斗
史，已成为尘封的国家记忆。因此，该剧创作者极
力还原当时的人物、故事、设施、装备，希望重现
昔日人物风姿，给观众以视觉震撼。该片导演延
艺曾说，“我们为本剧明确制定了创作基调——
拍好剧中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于是，我们在创作
的过程中把焦点紧紧聚集在人物个体身上，力求
把每一个人物拍得真实和鲜活”。200 多个有名
有姓的角色，无数重现的真实场景、多处情节细
节的完美处理，使该片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高纯
度的历史纪实电视剧，获得极高的评价。

据了解，《国家命运》在央视一套首轮播出
后，以 1.79%的收视率摘取收视桂冠，其中的诸
多解密事件更让人津津乐道。编剧陈怀国和陶纯
介绍说，他们曾用 3 年时间跨越 6 省，对 300 多位
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前辈们进行采访，揭秘了
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而作为首次在影视作品中

对聂荣臻元帅进行全面展现的电
视剧作品，该片还获得了聂荣臻
女儿聂力同志的认同。

《国家命运》的命名，含蓄厚
重，它不仅承载了史诗的意蕴，更
是将“两弹一星”这一主线故事上
升为新中国存亡和民族重新站立
的根基。一位网友这样评论：看完
这部电视剧后才懂，从那些大科
学家回国一直到“两弹一星”研制
成功，中国简直是一步一坎，历经
种种磨难，它是用无数人的生命
与青春换回来的。剧中几乎每个
人都是一本书，每个名字都代表
了一段伟大的传奇，他们不愧是
共和国的脊梁！

写意奉献人生 再塑大爱精魂

“史实准确，情感真实！”这 8 个字是焦裕禄
家人对电视剧《焦裕禄》做出的高度评价。10 月
22 日，电视剧《焦裕禄》在央视一套正式播出，这
部描述半个世纪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生平的电
视剧一经播出，经久不衰的焦裕禄精神再次引起
观众的广泛关注。

“焦裕禄精神是几千年来根植在国人心中的
中国人文精神的浓缩。”该片编剧何香久如是
说。20 多年前，电影 《焦裕禄》 主人公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清正廉洁的高尚精神早为人熟
知。珠玉在前，此番电视剧的改编着实费了一
番功夫。

据了解，该剧创新性地以人性视角为切入点，
全景展现了焦裕禄鲜为人知的成长史，同时第一

次正面讲述其家庭生活、
教育成长历程，让榜样的
坚韧、真实和传奇都变得
格外亲切感人。

11 月 8 日 ，党 的 十
八大开幕的当晚，根据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云南保山地委已故书记
杨善洲生前事迹改编拍
摄的电视剧《杨善洲》在
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
同正面描绘英雄形象的
艺术呈现迥异，该片采
用多重艺术视角、双线
结构并构，虚构了只身
深入大山寻访杨善洲的
女记者叶紫，用她的所

见所闻串起整个故事。主演刘佩琦的表演入木三
分，他自称是在杨善洲的精神感召之下出演该剧
的。导演更是从平凡人的伟大出发，使这个人物
更让人信服。我们更期待借由这部戏的播出，让
楷模的形象如杨善洲种下千百棵大树一般种在
万千国人心中。

传奇小人物 映射大时代

聚焦小人物命运的《温州一家人》，于 11 月
10 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作为金牌编剧高满
堂“工农商”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力作，该片以贴
地气、走温情的艺术表现方式，在播放几天内便
激起了收视狂潮。

“反映改革开放的电视剧，以往多是概念大
于形象，宣教感强，我们则是借助改革开放 30 年
的大背景，讲述一家人命运的起起伏伏，让底层
的平民实实在在地去说故事。”高满堂如是说。

想要描绘好“天生就是商人”的温州人，就必
须洞悉他们心怀梦想、目光敏锐、敢于尝试、顽强
拼搏的生命密码。该剧创作者在国内外采访了大
量温州商人，汲取他们光鲜背后的辛酸，财富背
后的精彩，让本片有了厚重而动人的人性光辉。
由著名演员李立群扮演的男一号周万顺，但求万
事顺却万事皆不顺：他不甘贫穷命运、卖掉祖业
举家闯荡；从底层攀爬、屡次失败却毅然重来；被
家人不解被儿女痛恨、对孩子“霸道”却独自心
痛。这个角色被演绎得生动传神，让人又恨又爱。
其他的角色也刻画得十分到位，演员们的精彩演
出，让很多观众为其感动、落泪。一位观众说，《温
州一家人》就是一部草根的奋斗史，虽然和我们
身处的年代不同，但却能感觉到剧里所发生的事
情有我们自己生活的影子，着实是一部激人奋发
向上的好剧。

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展映电视剧精彩纷呈

讴歌改革发展 再现英雄形象
胡雅婷

不同凡响的“春华秋实”
魏 平

10月 30日至 11月 11日，国家大剧院迎来了
第五届“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
演周”。今年展演周的全部演出票，开幕前就已售
出8成，所有演出的上座率都在95%以上。

把从前艺术院校“养在深闺”的作品搬上舞
台，国家大剧院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
是，经过 5 年将其打造成剧院最具影响力的品牌
之一，并且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春
华秋实”展演周则有着自己的秘诀。

回首 5 年前“春华秋实”展演周的起步，国家
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将肇因归于大剧院的“文化
自觉”和艺术院校对接文化市场的渴望。“我们的
艺术意图很明确，就是鼓励创新。这些新人就是
中国表演艺术的未来。”在这样的考虑下，国家大
剧院对展演周的打造也属独创模式。不同于以
往先搭好平台再招来演出的“筑巢引凤”模式，国
家大剧院是先聚集一批在京艺术院校，强强联手
推出“春华秋实”品牌，再通过每一届的成功辐射
全国专业艺术院校、综合院校的艺术专业，最后
辐射海外的艺术院校。大剧院则负责宣传包装、
市场推广等工作，由此就架起了艺术院校与文化
产业的联动之桥。

5 年来，“春华秋实”展演周云集了 16 所艺术
院校近 4000 人次的艺术家和青年学子，他们带
来了 47 台节目、64 场演出，每一年都有新人新作
涌现。今年北京舞蹈学院的 3 场演出，就荟萃了
近年来新创作的小舞剧和舞蹈作品；上海戏剧学
院的原创话剧《菩萨岭》，也是一部在艺术上非常
有创新的优秀作品；音乐院校则纷纷带来创作曲
目，如上海音乐学院演出的《木卡姆印象》是著名
作曲家杨立青最新创作的，南京艺术学院上演的
是邹建平、徐振民、王建民、王建元、臧恒 5 位作
曲家的中国交响乐佳作。

与此同时，更多的青年学子参与到演出的各
个环节。今年 22 岁的刘琪是中国戏曲学院的大
四学生，这次担任京剧《杨门女将》主演，是她第
一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她说自己紧张并兴
奋着。已经有很多舞台经验、同样 22 岁的闫国
威，6岁起就学习二胡，这次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演
出中与名家于红梅合作，“这对我是一次特别难
得的机会，和名家合作演出虽然是一种挑战，但
能在演奏经验和台风上学习到很多。”

5 年来，“春华秋实”在票房上一直保持着平
均 90%的上座率，可以说是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

单。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部部长王大羽说，
这都归功于展演周坚持大剧院的高雅艺术定位，
用“艺术与市场”双重眼光审视节目。具体在剧
目选择方面，大剧院和艺术院校达成了 3 条标
准：作品内容上，要能体现院校教学特点，有别于
商业演出；艺术质量上，要能够代表参演院校教
学的最高水平，展示最好的教学成果和最优秀的
人才；观众接受上，参演作品应该是观众熟悉且
能够接受和欣赏的。遵循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
让艺术教学与市场在实践中互动起来，才能收获
观众。

中国戏曲学院曾在“春华秋实”舞台上推
出《红色娘子军》、《白蛇传》、《还魂三叠》、《李
渔与三姬》、《长征组歌》5 台剧目。今年，学院
找准市场定位，策划“多剧种折子戏展演”，北
京演出市场上 10 个剧种同台演出的机会十分
难得，加上又是名家指导拔尖学生演出，票一
下子就售光了。

除了对展演周实施立体化营销推广战略，国
家大剧院还积极引入企业支持，中国国际贸易中
心 2010 至 2012 年已连续 3 年赞助展演周，提供
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W 文化长廊

电视剧《焦裕禄》全景式展

现了县委书记焦裕禄鲜为人知

的成长历程，第一次正面讲述

了其家庭生活、教育成长经历，

让榜样的坚韧、真实和传奇都

变得格外厚重与感人。该剧在

央视一套一经播出，经久不衰

的焦裕禄精神再次引起了观众

的广泛关注与共鸣。

电视剧《杨善洲》剧照

聚焦小人物命运的《温州一家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红袍斗茶赛举行

文 化 速 递

中国书店举办珍贵古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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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
大报告明确指
出，“要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
由此可见全民
阅 读 的 重 要

性。近期，一项由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结果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读
书仅4.35本，这一数据在2010年是
4.25本，2009年是3.88本，2008年
是4.75本。

据统计，在 2011 年我国人均
读书4.35本时，同期韩国人均读书
11本、法国20本、日本40本、以色列
64 本。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少读
书、不读书，怎能建成创新型国家？
不自觉读书、不发愤读书，怎能使我
国的经济迅速崛起？又怎能圆满实
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因为机会从来都是青睐那些作
好充分准备的人。

少读书、不读书，就无法将前
人的智慧、当代人的智慧化为成
才、强国的“创新之举”。读书不仅
会成就一个人，也会成就一个国
家：使一个人能够“士别三日、当
刮目相看”；使一个国家，能够在世
界强国之林占有一席之地。有人
说，深圳是一座读书氛围浓厚的城
市。于是，深圳总能在观念创新、
理念创新、设计创新、技术创新、
创意创新上领先一步。今天，我们
看看深圳人是怎么读书的，也许就
会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深圳速
度”、“深圳奇迹”。任何事情都不是
偶然的，假如没有好的基础，就很
难有好的发展、快的速度。

读书是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手
段之一。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地
方，孩子刚刚懂事，母亲就会问孩子
同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家里突

然起火，你首先会抢救什么？”当孩子
回答金钱或金银财宝时，母亲会严肃
地告诉他，“这些都不重要，你首先应
该抢救的是书！书里藏的是智慧，这
要比金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
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经常听人感叹，读书是一件很
累、很枯燥的事。我觉得，那是因
为还没有发现读书带来的乐趣与收
获。比如，尝到读书甜头的深圳
人，如今可以用“酷爱读书”来形
容。深圳每年都有一个“读书月”，
活动，自2000年 11月开始，已经
坚持了12年。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已逐步发展成深圳的一张闪亮名
片。12年坚守，12年耕耘，12年
创新，6000余万人次参与，2000多
项活动的展现⋯⋯不仅成为深圳彰
显文化魅力的独特品牌，更见证了
深圳人对知识的追求。

“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一个
人，对一座城市，都是如此。有人
说，深圳并不适合阅读，因为这里
飞快的节奏、忙碌的人群、激烈的
竞争、喧嚣的氛围似乎都是一种

“反读书”的力量，而阅读需要舒
缓有致。然而，2000 年以来的 12
年间，深圳用“读书月”这种形
式，开辟出一块文化净土，营造出
一个“书香社会”。对于一个家庭
而言，“家有书声不怕穷”；对于一
座城市来说，“读书的城市有品
位”。这种品位，是发展的品位，
是素质的品位，也是精神富有的
品位。

读书需要动力。无论你是自我
提升，还是参与科研，都需要不断
读书，不断学习，不断“充电”，由
此才能跟上时代前行的步伐。

读书是一种自觉。认识了读书
的必要，每年才能读 20本书，读 40
本书，甚至读64本书。

本报讯 为加速上海文创产业园区发展，拓宽文创企业成长渠道，培
育一批重点文创项目，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华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协
会和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2 两岸文化产业(南
翔)论坛”日前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和企业代表以“园区对话与合
作”为主题，对两岸文化项目进行了体验式交流，围绕创意产业园区的发
展和挑战、两岸文创产业的比较、中华创意企业的孵化与经营等展开了深
入探讨。 （陈 卓）

本报讯 记者金晶报道：中国书店在建店 60 周年到来之际,面向全社
会读者举办中国书店藏珍贵古籍展。展览内容包括北宋费氏进修堂蝴蝶装

《资治通鉴》、宋刊本《重刊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一百二十回抄本《红楼
梦稿》等珍贵古籍。

本报讯 2012 海峡两岸民间斗茶赛暨“金古月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大红袍斗茶赛，11 月 14 日在中华武夷茶博园隆重开幕。该活动是第
六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专项活动，也是海峡两岸茶人交流的平台。闽台
两地茶农茶商携带 600 多个茶样积极参与活动，展示了海峡两岸深厚的茶
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茶文化氛围。 （张 丽）

第四届“四川依然美丽”大型公益活动暨电影、电视剧《四川依然美丽》项目

启动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据悉，此次大型公益活动通过征集抗震救灾和灾后

重建感人故事，拍摄制作电影、电视剧《四川依然美丽》，真实生动、充分全面地展

示灾后重建以来地震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将充分展示中国发展理念、发展

模式、发展道路的巨大威力和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为灾区发展振兴凝

聚力量、鼓舞士气。 海 涛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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