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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与英雄

探寻当下主旋律影视剧创作新路径为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9 月 11 日至
12日，由中国文
联、河北省委宣
传部支持，中国
电影家协会、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河北
省文联等单位联
合主办，以“人
民与英雄”为主
题的文艺峰会在
渤海之滨的北戴
河召开。来自中
国文联的领导，
影视剧创作、评
论 界 的 专 家 学
者，著名影视导
演、演员、编剧
以及院线代表、
艺术市场管理人
士等 169 人汇聚
一堂，为推动新
时代主旋律影视
剧的良性创作建
言献策，探索新
发展、新路径。

电邮：t36@tom.com
hbrbwhzk@163.com

聚焦

﹃
北戴河文艺峰会

﹄

老 树
树木是人类的朋友，是一方水

土最忠实、最长久的守望者，更是
一个地域文化的重要符号。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人
管仲即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的说法，将培育树木与人才相提并
论；南朝刘义庆则在 《世说新语·
赏誉》 中，将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
才比喻为“栋梁之材”。由此可
见，树与人类密切相关，是命运共
同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
亦养一方树。一个地域的乡土树
种，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当地的风土
人情，承载着民众的丰富情感。本
次雄安新区乡愁遗存调查中发现了
多个树种，道路两旁、坑塘沟渠、
寺庙宫观、田间地头、村头巷尾、
房前屋后，树木无处不在，几乎每
一个村庄都有老树沧桑的身影。最

常见者当属槐树、枣树、杨树、柳
树、梧桐等，还有少量的楸树、银
杏等名贵树种，而槐树无疑是这里
的长寿树。本次共调查登记树龄
100 年以上的古树 2000 多棵，300
年以上的 200 余棵，古树的存量和
密度在河北平原地区较为少见，体
现了数百年来当地居民建设绿色生
态家园的理念。

古树中，最年长者为容城明月
禅寺内的千年古柏，苍翠挺拔，盘
根错节，有数人合抱之围，与数棵
老槐树一起装点着古刹的庄严肃
穆，见证了千年古刹的数度兴衰。
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古槐树，槐荫
后人，一直被国人视为吉祥树种。
由专业部门颁发证书的雄县龙湾镇
古槐已有 600 多岁高龄，仍枝繁叶
茂。容城东孙村东小庙前的古槐，
树干早已中空，硬是从枯树中发出

新枝。容城沟西村约 300 年的古
槐，一直接受着村民的细心呵护、
祭拜。今年 7 月初，正值北方盛夏
时节，我们调查组造访了这棵古
槐，槐花盛开，白色素雅，天香馥
郁，蜂蝶飞舞，朝气蓬勃。雄县佐
各庄村老街上有一棵百年老槐，树
干上的烧痕和弹痕依稀可见。1939
年，佐各庄村发生了抵抗日军的神
堂战役，老树身上这些战争伤痕，
成为侵华日军暴行的有力罪证。在
新区，还有多处树龄在百年以上的
老枣树林，每当秋来，果实累累，
像一盏盏小红灯笼挂在树上，颗颗
饱满，入口脆甜。

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千年柏、
万年杉，不如楸树一枝丫”的谚
语。容城县刘庄 300 多岁的古楸
树，树围约 2 米，每当“五一”节
前后，便满树层层叠叠地开出淡粉

色的花朵。“楸英独步媚，淡紫相
参差”，花香四溢，繁花似锦，盛
极一时，当地村民和游客呼朋唤友
争相观花。在古代北方楸树较为常
见，而随着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如
今成为稀有树种，调查发现新区像
这样的古楸树也很少见，因此更显
珍贵。“老树春深更著花”，新区演
绎着古楸树不老的神话。

古树应景而生，英雄顺势而
起，雄安新区的先民们，自古就崇
尚生态之美。如今，几乎每一个村
庄都留有老树，而每一棵老树，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曾与大自然
顽强抗争，只要有一米阳光就会坚
持获得生存的权利和空间。这些老
树以其或伟岸或残弱之躯，历经各
种风霜雪剑、战争炮火的洗礼，与
当地居民同呼吸、共命运，见证了
一代又一代乡民与命运的抗争，见

证着村落的发展变迁，承载着无数
代当地人生产生活的集体记忆，也
为雨中和烈日下过往的行人擎起一
团团绿荫。千百年来，饱经风霜的
老树，在这片土地上矗立起了一座
座丰碑，成为本村乃至周边村民心
中的英雄树、保护神。

“一棵上百年的古树，可能就
承载着一个村落的故事和家庭的记
忆、儿时的乡愁，也许有一天的某
一刻，夏日树荫下，在蝉声鸣叫
中，老人可以摇着蒲扇，给子孙讲
述自己儿时的故事。”这些生动的
语言和画面，描摹出“记得住乡
愁专项行动计划”在新区规划建设
中的美好愿景。

一方水土，一方乡愁，雄安的
古树，将继续见证新区建设的日新
月异和人民的美好未来。

（刘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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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楸树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是中国当代影视剧
创作永恒的主题。

近年来，我国影视剧创作呈
现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取得
了丰硕成果，主旋律影视精品更
是层出不穷，入脑入心，成为人们
日常精神文化生活的“主餐”。以

《战狼 2》《红海行动》《血战湘江》
《海棠依旧》《最美的青春》等为代
表的一批高质量的主旋律影视剧
作品，在全国产生重大反响。这
其中包括我省创作的多部作品。
这些作品或弘扬爱国情怀，或反
映革命精神，或将时代精神融入
创作，用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手法
展现当下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
迁，聚焦人民与英雄对锻造一个
民族的思想价值观和文化品格的
重要意义。

“人民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发
展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
文艺究其根本，是人民大众的文
艺。”中国文联副主席郭运德认
为，人民是生动鲜活的历史活剧
的“剧中人”和“剧作者”，他们所

“创编”的生活永远是文艺创作生
产的源头活水。因此，“人民与英
雄 ”是 社 会 主 义 文 艺 永 恒 的 主
题。努力创作更多高质量主旋律
影视剧作品，真实反映人民创造
历史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奋发精
神，更好地满足大众不断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艺
的本质要求和价值体现。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夏潮认
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
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中国当
代影视剧创作不能亵渎英雄、亵
渎祖先、亵渎经典。

英雄文化是最具生命力的传
承文化。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化管
理系教授、著名军旅影视创作研
究专家边国立以《英雄的“四个内
涵”》为题谈到，影视艺术是今天
最有力量的文化传承方式，当代
影视创作与中华民族英雄高度契
合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必须
坚持的主旋律。

著名编剧王朝柱几十年来始
终坚持对党史中重大历史事件的
大笔书写，其系列作品中对历史
真实的探究、对伟人形象的塑造、
对英雄人物的表现，为中国影视
主旋律创作提供了参照和标杆意
义。

英雄是一个民族的旗帜，也
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原南京军区
政治部电视剧创作中心主任、著
名编剧蔡传道表示，任何一个民
族如果没有自己崇拜的英雄，那
将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为伟
大的民族英雄高歌，为英雄辈出
的伟大时代高歌，是文艺工作者
的职责所在，也是文艺工作者的
真情所系。

历史告诉我们，英雄必然是
从人民中来。著名表演艺术家林
永健因成功诠释英模人物李保国
而激动万分：“演员要想创作出优
秀的主旋律作品，一定要到人民
中去。”他这样说，也这样身体力
行。9 月 11 日晚在北戴河村展映
电影《李保国》时，他和影片导演
赵琦与当地村民进行了长时间的
创作交流。

谈创作
人民是主旋律影视艺术

创作的源头活水

主旋律影视剧与市场的关系，并
非硬币的两面，主流价值观的弘扬与
高票房、高收视率并非不可兼得。那
么，如何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主旋律影视精品呢？
与会专家学者、导演从不同角度破题。

“为什么有些主旋律作品人民不
爱看，为什么打不进市场？最大的问
题就是不感人。”著名导演高群书认
为，如何打动观众的心，是每一位影视
剧创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
召 开 北 戴 河 文 艺 峰 会 应 该 探 讨 的
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简单化的理
解和粗放化的制作，一些主旋律作品
出现了只注重选题，忽视艺术表达和
形象塑造的现象。更有甚者，把拍电
影当成追名逐利的“摇钱树”，追求娱
乐至上、粗制滥造，甚至美丑不分、歪
曲历史、嘲讽英雄。八一电影制片厂
原厂长、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
明振江认为，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电
影创作生产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
失方向，不能生产文化垃圾，否则电影
就没有生命力。

曾执导电影《开国大典》的著名导
演李前宽认为，拍好主旋律影视作品
是件很难的事，需要用人物形象体现
主题。“现在有些人把一些影视作品拍
成快餐式的应景之作，这种急功近利
的做法对影视艺术是一种伤害。影视
剧作品不是快餐，特别是主旋律影视
剧，要把它当作丰盛的‘正餐’，既合中
国的口味，又合世界的口味。”

“我们现在电影科技条件这么好，
资金这么雄厚，为什么还出现许多作
品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呢？”著名导演肖
桂云如此发问。她认为，问题的根源
在于电影创作者缺乏深入生活，没有
去跟人物接近，去了解现实生活，不能
感悟创作出好的剧本来。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洛勇声情并茂地描
述了自己亲身感受到的兰考百姓对于
焦裕禄的怀念，正是一个个群众含着
热泪的“口述”，让他在内心建立起焦
裕禄的形象，最终为观众呈现出了一
个可亲可敬、可歌可泣的艺术典型。

“主旋律可能是最好的商业元
素。”谈及主旋律影视剧创作与市场的
关系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
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赵凤兰认为，与市
场脱节的表现手法和空洞说教的呈现
方式，是导致部分主旋律电影“不好
看”的主要原因。

“其实，观众排斥的并不是英雄和
主旋律，而是假大空。英雄创造了历
史，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主
义，关键在于创作者如何准确把握英雄
人物超越常人的坚定意志和近于常人
的人性品格，用足够的匠心和慧心去体
味英雄不同凡响的精神世界，创造出真
实可感、为观众所接纳的‘有人气的真
心英雄’。”赵凤兰表示，对观众而言，主
旋律电影只有感染人才能影响人，否则
就成了低水平的宣传品，影响其传播效
果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抵达。

此外，从市场角度来看，如果影视
剧创作者不从作品的艺术性、观赏性
出发，而是一味依赖政府买单，不去承
担市场责任，主旋律电影不仅无法良
性循环，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粗制滥
造。因此，要使主旋律影片感染和影
响观众，从而起到传承民族精神和主
流价值观的作用，创作者就必须尊重
生活规律、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合理
地构建故事、刻画人物、书写英雄，赋
予其新的面貌和时代特征，弥合主旋
律电影和市场之间的裂缝。

走市场
主旋律影视剧在市场磨

合中日益成熟 河北历史悠久，文化
底蕴深厚，形成了以慷慨
悲歌为源流的燕赵文化，
以西柏坡精神为代表的红
色文化，以李保国精神、塞
罕坝精神等为代表的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河北人民
淳朴善良、热情好客，在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
的感人故事，创造了特色
鲜 明 的 当 代 河 北 人 文
精神。

近年来，我省着力加
强“推精品、推人才”工程，
打造出一批文艺佳作。电
影《李保国》《周恩来的四
个昼夜》《血战湘江》、电视
剧《海棠依旧》《最美的青
春》《太行山上》、河北梆子

《李保国》、广播剧《太行山
上新愚公》、纪录片《太行
花开》等一批优秀作品脱
颖而出。这些作品大力弘
扬艰苦创业、实干担当、甘
于奉献的精神，为新时代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源 源 不 断 地 注 入 精 神
动力。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
建伟指出，河北大地升腾
着 的 奋 斗 激 情 和 时 代 梦
想，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广
阔平台和无限空间。我省
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全省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四个
一批”的指导意见；河北省
当 代 文 学 艺 术 创 作 工 程
4321 规 划 ，面 向 重 大 节
点，聚焦四个讴歌，把握三
性统一，围绕重大战略、重
大典型，确定了一批重点
项目，正需要北戴河文艺
峰会为河北文艺精品创作
把脉会诊，出谋划策，推动
河北文艺繁荣兴盛。

“河北的影视艺术创
作是无愧于全国影视创作
的一面旗帜，他们用努力
成就了一批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
作品。在全国的影视创作
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
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表
示，河北艺术家借助地域
特色题材优势，善于发掘
地方资源，因而河北的影
视 剧 有 着 鲜 明 的 地 方 特
色。他说，河北在影视资
源配置上还有一条极为宝
贵的经验，就是善于对题
材进行深入研究，以新的
视点审视和配置资源。

著名表演艺术家郭法
曾、导演赵琦认为，河北的
影视工作者身上有着太行
山石般的朴拙，正是这种
品质，使河北的影视创作
不投机取巧，不跟风盲从，
所有题材都尊重历史，源
于生活，有着真实的历史
底色、鲜活的生活气质和
磅礴的社会容量。

打 造 了《海 棠 依 旧》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血
战湘江》的著名导演陈力
表示，燕赵大地的沃土培

育了她，让她拍摄了更多
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她将
继续传承“红色基因”，做
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讲
好“河北故事”，展现河北
的动人形象。

《最 美 的 青 春》播 出
后 ，以 平 均 收 视 率
1.823% 、收 视 市 场 份 额
9.117%的好成绩，在同期
电视剧排名中位居第一。
多位业内专家学者在《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
报》等撰写评论文章，给予
高度肯定，称赞其为“新中
国的青春之歌”。导演郭
靖宇饱含深情地说，这部
剧不仅传递出文艺精品的
力量，更赢得了市场的青
睐。主创团队怀着对塞罕
坝的无限敬仰，深入体验
生活，潜心艺术创作，剧本
创作就用了七八年时间，
开机拍摄历时 162 天，辗
转多地取景，剧组以塞罕
坝精神反复打磨，最终呈
现出一部文艺精品应有的
魅力。中国作协全委、理
论批评委员会主任范咏戈
称这部剧以其“三情”：激
情、纯情、诗情，换来了观
众的动情，无愧为当下一
部“现象级”优秀的主旋
律剧。

《最美的青春》男主演
刘智扬、女主演何雨虹动情
地讲述了他们在风沙漫天
的 塞 罕 坝 进 行 拍 摄 的 经
历。很多次拍摄完后，都需
要用棉签蘸着水才能一点
点清理掉眼中的沙子，能坚
持下来是因为塞罕坝精神
激励着他们。塞罕坝三代
务林人的艰苦卓绝和执著
坚守，对于他们是一次精
神的洗礼，使他们重新认
识到主旋律作品创作对于
青年影视人的重要意义。

如何更好地讲好“河
北故事”？对此，河北影视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胜君认为，影视创作首先
就要解决好“讲什么”和

“怎么讲”的问题。河北的
主旋律影视剧创作以质朴
为底色，但更重要的是河
北影视创作者要具有家国
情怀。

在峰会上，与会艺术
家、评论家共同诵读了《北
戴河文艺峰会倡议》，表示
要始终坚守艺术理想，努
力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
风尚。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
之柱。大家一致认为，新
时代是中国影视发展最好
的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
应 不 辜 负 伟 大 时 代 的 召
唤，坚持弘扬主旋律，彰显
主流价值，以人民为中心，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
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
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
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
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看河北
用优质主旋律影片讲好“河北故事”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