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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宇昊 记者 田 恬

从生活的“源”出发真实感人

近年来，《海棠依旧》《周恩来的四
个昼夜》《最美的青春》《李保国》《血战
湘江》《古田军号》等一批主旋律佳作接
踵而来，将河北影视剧创作推向一个又
一个高地，让人们在感受昂扬奋进的时
代主旋律的同时，也收获了满满的正能
量。电视剧《在桃花盛开的地方》把视线
对准了中国农村，以退伍女兵、共产党
员黄少花曲折而奋斗的一生，反映中国
农村的历史变迁和农民历经悲欢离合
走向幸福新生活的故事。

河北影视集团副总经理、河北电影
制片厂厂长靳国栋介绍说，该剧是根据
田运章在 2008 年创作完成的剧本《故
乡的泥土》改编而来，剧中桃花渡的原
型就是田运章的家乡无极县，“他对河
北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真挚感情，为这部
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谈及创作经历，编剧田运章感慨万
千，“是几十年的农村生活经历成就了
我的前半生。”田运章表示，1998年报纸
上一篇关于赞皇老兵的报道唤醒了他
儿时对村里几位退伍老兵的特殊记忆。

“他们是共和国的奠基人，是中国共产
党最基层的力量，不能被人们遗忘。”
2011 年开始，他在《故乡的泥土》基础
上，重新将主人公设定为女性，几番修
改打磨而成《在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部
作品。“老兵们曾满含泪水地讲述自己
的革命经历，是他们不忘初心、永远忠
诚于党和人民的精神激励着我。”田运
章坦言，创作的初衷就是要为这样光荣
的老兵树碑立传，颂扬他们为革命流血
牺牲、不懈奋斗的精神。

“这是部中国的农村戏，又和中国的
革命有割不断的关系。”著名文艺评论家
汪守德认为，这部剧忠于生活真实，同时
又高于生活，创作团队面对剧情、人物，
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他们掌握和了
解的生活出发，按照生活的逻辑来展开
对人物的描写和表现，这一点难能可贵。

“河北的影视创作立足于革命历史
文化和当代现实生活，从生活的‘源’出

发，所以既有历史底蕴，又真实感人。”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
会长李京盛表示，主创人员把剧中的故
事和人物命运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
程当中，放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
进程当中来书写，展现了该剧的大视野
和大格局。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人物命运
的故事性叙事，使得剧中每一个人物身
上的历史感和命运感都非常真实。

书写一部农村女性的新史诗

“该剧通过主人公黄少花的命运和
桃花渡的变迁，来凸显中国共产党建立
新中国的初心，为了这个初心，中国共
产党人用全部的热情践行它，全部的热
血奉献它，全部的生命拥抱它。”著名文
艺评论家李准表示，这部剧是在艰难中
写奋争和包容，热情讴歌了基层劳动妇
女的坚韧品格和博大胸怀，可以说是一

部农村女性的新史诗。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分

析了剧中人物打动观众的原因。“主人
公黄少花犹如一朵山野花，不畏风雨严
寒，虽然并不艳丽娇媚，但是清新明丽、
坚韧不拔。她几乎尝遍人生苦楚，接连
经历了牢狱之灾、背井离乡、丧夫之痛、
重病缠身⋯⋯但是都以德报怨，用善良
宽厚温暖了冰冷的人心和残酷的世界。
她身边的两个男人，一对情敌，相互斗
争了一辈子，最后都被她的善良与坚韧
感化；坑害过她的关佳玲，最后也成了
她的好友；就连无恶不作的旧势力人
物，也都要敬她三分。”李春利认为，从
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到一名解放军战
士、共产党员，如果说起初她的善是出
于人之初心，那么后来她的德就来自于
部队的培养和战斗的磨炼。

“黄少花是在农村人物画廊里鲜见
的带有一定精神深度和丰厚文化意韵

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没有什么口号，
不讲什么大道理，她的所有一切都是从
实际出发。”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指
出，这个人物有着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美
好的品性，又在部队经受了革命文化的
熏陶，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有
着坚实的精神支柱，不管经历多少苦难
都能用生命拥抱初心。

“这部剧演起来真的不容易。在我
跟角色五个月如影随形‘相伴’的日子
里，每天都面临着心灵和情感上的极端
挑战，可以说，这个人物重新塑造了
我。”黄少花的扮演者、著名演员丁柳元
认为，黄少花坚强勇敢、淳朴善良，坚守
信仰和初心，从她身上也映射出了时代
女性独有的魅力。

用小人物命运书写历史大格局

感人的故事、宏大的历史格局，最
终呈现还要落在人物的塑造上。专家们
认为，《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在人物塑造
方面更显真实、亲切，这种真实在于跳
脱出脸谱化的英雄或恶人形象，将他们
放置于真实生活中，体现以人为本的人
性光芒，关注人物内心情感，以有血有
肉的人物形象让观众眼前一亮。

“田山堂勇敢而鲁莽冲动，但是在
关键时候却能够身先士卒，最后牺牲在
抗洪第一线；魏守根灵活老辣，但是在
大是大非面前也绝不含糊，有着男人的
担当。他们虽然各有各的弱点，但都真
诚、可爱，在洪灾到来之际，两个人敞开
心扉，一笑泯恩仇，这种和解就是一种
人性的超越。”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
辑部主任李跃森认为，这部作品的戏剧
性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是建立在
人物性格基础上，在艺术化的戏剧情境
中，写出了人性的真实、人性的善良。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环境
下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构成了他们人生
经历的波澜起伏，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
造。”仲呈祥认为，这部剧不是一般年代
剧的写法，而是把镜头聚焦在几个具有
独特意义、内涵和价值的人物身上，用
小人物的命运书写历史大格局，从而生
动呈现新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展现人
民群众拼搏奋进的磅礴力量。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音乐作品征集
唱响冬奥

，期待有你

近日，我省电视剧《在桃花盛开的地方》热播引起省内外专家关注——

小人物故事演绎新中国农村变迁

电视剧《在桃花盛开的地方》海报。 河北电影制片厂供图

□记者 杨明静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激战正
酣。8 月 11 日，二青会射箭项目比赛
中，我省 15 岁小将于锦豪在体校甲组
男子反曲弓个人赛（70米）决赛中为河
北代表团夺得一枚铜牌。“建队一年就
取得一枚铜牌，实属不易。”省体育局
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振宇
喜出望外。

此次比赛是我省射箭队首次亮相
全国青年比赛。“发展就要高起点发
展。”王振宇介绍，省射箭队 2018 年成
立时可谓零基础起步。没有教练，该中
心就从外省引进了赵神洲、欧阳茹玉 2
名优秀射箭人才担任教练；没有队员，
就在全省组织了 3 批 60 人次进行集
训，选调适龄学生；没有场地，教练带
着队员辗转昆明、保定、济南等地组织
集训。

射 箭 比 赛 有“ 十 赛 九 雨 ”的“ 魔
咒”，为了适应各种自然环境，省射箭
队的小伙子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
日当空，都会站立在靶前。凝神聚力，
搭箭、起弓、加力、瞄准、撒放⋯⋯一遍
又一遍重复着动作要领。一年的艰苦
磨练，终于练就了队员们稳定的技术

和发挥。
一枚铜牌，让河北射箭队看到了

未来的发展和希望。传来喜讯的还有
飞碟项目。在同日举行的二青会飞碟
多项团体比赛中，由我省选手白俊铭、
刘佳帅、张振恒组成的河北队发挥出
色，力压整体实力强劲的江苏队等对
手，以总成绩352分获得体校甲组男子
飞碟多向团体金牌。此外，白俊铭在体
校甲组男子飞碟多向50靶个人决赛中
又夺得一枚铜牌。

我省男子飞碟队也是一支在2017
年天津全运会以后成立的新队伍。为
了扩大项目选材，我省连续3年组织全
省各市苗子集训，此次比赛的3名运动
员就是在苗子集训中选拔出来的优秀
运动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省男子飞
碟队能够在二青会上取得这样的好成
绩，可以说是我省射击历史上又一次
突破。

马术作为一项观赏性较高的比赛
项目，此次我省共派出了 2 男 2 女 4 名
选手参加体校组场地障碍和盛装舞步
两个小项的比赛，取得了盛装舞步团
体第四名、场地障碍团体第二名和个
人第七名的成绩。

今年 7 月份刚刚组队的我省马

术 队 能 取 得 这 样 的 成
绩，得益于我省马术运
动 发 展 的 良 好 群 众 基
础。目前，我省马术俱乐
部有 70 多家，发展速度
较快，对我省马术运动的
发 展 起 到 了 较 好 推 动 作
用。“接下来，我们准备举办
两次全省青少年比赛，一是可
以对竞技比赛起到方向引领的作
用，推动该项目健康、有序发展，同时
将进一步扩大马术运动在群众中的
影 响 力 。”省 马 术 协 会 秘 书 长 赵 国
利说。

同样得益于良好群众基础的还有
我省体育舞蹈项目。在二青会体育舞
蹈俱乐部组比赛中，我省共派出8名体
育舞蹈、4名街舞选手参赛，最终高源、
高宁宁甲组拉丁舞五项全能获得银
牌，李世荣、王文萱获得甲组十项全能
铜牌。

由于对青少年体型体态的良好塑
造作用，体育舞蹈近年来受到越来越
多家长的关注。据了解，仅石家庄市的
体育舞蹈培训机构就达上百家，涉及
拉丁舞、标准舞等多个课程。此外，通
过我省连续多年的体育舞蹈赛事的带

动，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尤其在青少年
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年 5 月份，
2019 年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摇滚舞
世界杯、亚太体育舞蹈锦标赛、第五届
中国京津冀体育舞蹈公开赛暨 2019
年河北省体育舞蹈锦标赛在石家庄举
办，其中仅 2019 年河北省体育舞蹈锦
标赛一项赛事就吸引了全省 4000 人
参加。“二青会参赛选手基本是我们 5
月份举办的河北省体育舞蹈锦标赛各
项目的第一名。”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
处长梁小燕说。

我省射箭、飞碟、马术、体育舞蹈等项目迎来首秀

河北“新面孔”闪亮二青会

□记者 陈 华 刘雅静

经典的奥运会歌曲有着迷人的魅
力：1992年，一首《巴塞罗那》，将西班牙
人如火的热情传遍世界；2004 年，雅典
奥运会会歌《海洋母亲》如天籁之音拂过
全球；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一首《我和
你》以舒缓而温情的方式，让亿万观众如
沐春风。2022 年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将有什么样动听的音乐产生呢？

8 月 8 日，2019 年度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主题音乐作品征集活动在张家
口大境门广场启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主题音乐作品征集活动将于 2019
年至2021年间每年举办1次。

“今年主要征集奥运宣传推广歌曲以
及志愿者歌曲，将征集评选出10首歌曲、
20首歌词，于明年3月向公众推出；2020
年，在继续征集奥运宣传推广歌曲的同
时，增加火炬传递歌曲征集；2021年，根
据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进展，进行
颁奖仪式等方面的音乐作品征集。”北京
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副部长高天表示，奥
运歌曲是重要的奥运文化艺术元素，对于
生动展现主办国家、主办城市文化魅力和
精神风貌，特别是对广泛传播奥林匹克精
神，大幅提升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影响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希望广大音乐
人积极参与征集评选活动。

据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
题歌曲将充分体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纯净的冰雪、激情的约会”愿景，抒发
对“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奥林匹
克精神的真切感悟，展现冬季运动速度与激情的节奏韵律，表达

“大好河山、锦绣中华，激情冬奥、四海一家”的东道主好客精神，为
奥林匹克运动留下独特遗产，为我国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

“作为本地音乐人，我很想通过自己的创作为冬奥会助力添
彩。”今年 32 岁的张家口市自由唱作人刘夏宁说，在 2015 年刚刚
申冬奥成功时，他就创作了《冬奥有你》的曲子。

刘夏宁认为，奥运主题歌曲一般旋律优美，传唱度高。他表
示，自己的团队将努力把传统文化和冬奥元素相结合，争取创作出
有思想内涵、体现时代性又朗朗上口的歌曲。“希望在冬奥主题音
乐作品征集的这三年里，每年我们都能拿出应征作品，当然如果能
入围那就更好了。”

□记者 杨明静

脸上挂满汗珠，汗水浸透
的上衣紧贴在身上，来回不停
地奔跑⋯⋯7 月 22 日，烈日下
的秦皇岛金梦海滩，省残疾人
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运动队的
队员们在进行沙滩跑训练。他
们中有的肢体残疾，有的有视
力障碍，在常人看来走路都吃
力，训练时却格外严格、认真。

在沙滩上开始恢复训练虽
然不易受伤，但跑起来却更耗
费体力。

“每一个来回大概三到四
公里，大部分队员 90 分钟内能
跑三四个来回。”省残疾人越野
滑雪和冬季两项队教练郭喜介
绍说，最开始训练时，60分钟跑
下来队员们就已经筋疲力尽，
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现在加
量到 90 分钟，也已经不是问
题。而沙滩跑训练最后会增加
到120分钟。

残疾人越野滑雪和冬季两
项运动对运动员体力和耐力的
要求非常高。为了更快地恢复
和提升体能，队伍每天要进行
四次训练，涉及跑步、器械、动
作模拟等多项内容，训练量几
乎是比赛期间的两到三倍。“这
样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才能更好
地发挥，不会因为体能拉分。”
郭喜说，队伍从早上 6 时开始
训练，晚上 9 时 20 分结束。“一
天下来，累得手机都不想玩了，
只想躺在床上睡觉。”来自衡水
的18岁女孩朱沛瑶说。

“训练的时候突破极限，比
赛的时候才会轻松。”在这个夏
天的秦皇岛海边，省残疾人越
野滑雪和冬季两项运动队的队
员们挥洒着汗水，留下努力拼
搏的身影，为接下来的上雪训
练打好基础。

距他们不远处，在秦皇岛
奥体中心，省残疾人冰球队则
在进行对抗训练。

每天走进室内滑雪场像进
入“冰窖”，出来后又仿佛置身

“火炉”——为了增加上雪时
间，打磨技术动作，在哈尔滨进
行夏训的省残疾人高山滑雪和
单板滑雪队，一开始就选择了
上雪训练和体能训练相结合的
方式，11 名队员几乎每天都要
经历冰火两重天。

训练中，视力障碍队员看不
清教练的示范动作，省残疾人高
山滑雪和单板滑雪队教练孔祥
瑞就一边讲解一边手把手教，一
个动作往往要重复几十次队员
才能做到位。而新入队的队员，
则要从手把手教怎么穿鞋、怎么
穿固定器、怎么安装雪板起步。

一小时上下雪道十几次，
每天上雪四五个小时，这样的

训练量对队员们来说再平常不
过。雪上训练一般从早上一直
持续到下午 2 时，中午吃饭加
休息最多也就半个小时。“我们
上午上雪的时间就相当于很多
队伍一天的量。”孔祥瑞说，而
挤出来的下午时间，还要针对
队员出发所需的爆发力、体力
等进行有针对性的体能训练。

“每周三和每周六简直就是
‘魔鬼日’，加量训练完感觉都要
练‘废’了。”省残疾人高山滑雪
队队员周浩淳半开玩笑地说，虽
然嘴上喊着苦，但没有一个人真
正放松过，“加量后看到自己有
新突破，还是很开心的。”

“在训练中手碰肿了，腿磕
破了，对残疾人运动员来说是
不可避免的。”孔祥瑞心疼地
说，他一周至少要带队员跑医
院三四次。但令他感动的是，

“队员们特别能吃苦，只要能坚
持，谁也不偷懒。”

“啊，好疼！”因为视力障碍，
省残疾人越野滑雪队的刘润叶
在进行器械组限时训练时，一头
撞在了器械的铁管上，但她只是
蹲在地上缓了一会儿，用手揉了
揉，就赶到下一个器械，跟上队
伍的训练节奏。“习惯了就适应
了。”她淡淡地说。

来自邯郸的该队队员申凯
飞训练时不小心扭伤了脚，本
可以休息，但他依然跟着队伍
训练。不能进行下肢训练，他就
和队里腿部残疾的队员一起进
行上肢的弹力绳练习，并且向
队友发起挑战：“来，我们两个
比比，看谁完成的数量多。”

“从这段视频可以看出他
们的技战术安排⋯⋯”7 月 28
日，虽然已是晚上 9 时多了，但
在哈尔滨的省残疾人冰壶队的
训练还没有结束，教练赵冉正
在为队员讲解分析一段冰壶比
赛视频，同时利用网络软件进
行战术模拟训练。

与此同时，同在哈尔滨的
省残疾人单板滑雪队的队员和
教练正在修板打蜡，为第二天
的上雪训练做准备。

前不久，省残疾人高山滑
雪和单板滑雪队召开了一次特
殊的总结会，在学习完习近平
总书记给北京体育大学 2016
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的回
信后，队员、教练员们写下了自
己的感悟——“我会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刻苦训练，变成更好
的自己。”“训练中遇到困难努
力克服，决不退缩。”“作为一名
教练员，把责任扛在肩上，努力
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

一句句质朴的话语，承载着
他们的冬残奥梦想，也传递着他
们坚强的意志：使命在肩、奋斗
有我，顽强拼搏、争创佳绩！

我省残疾人冰雪运动队夏训探营

冰与火中
追逐奥运梦想

□记者 肖 煜

“苏东坡的一生，对每个人都有借
鉴意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
可以求教于他，他可以给你解答。”8月3
日，著名作家、纪录片导演、故宫博物院
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做客河北文学馆
读书荟，与文学爱好者一起“在故宫寻
找苏东坡”。

祝勇，1968 年出生于沈阳，迄今出
版作品四百余万字，代表作有《故宫的
古物之美》《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
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曾
任纪录片《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
坡》总撰稿，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
演。《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是湖南美术出

版社出版的历史散文作品。书中，祝勇
从入仕、求生、书法、绘画、文学、交友等
十个侧面出发，讲述了一代文豪苏东坡
的生命历程，并选取故宫收藏的宋元明
三个朝代的艺术藏品，由书、画及人，把
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史联系起来，
从艺术史原物中找寻苏东坡的精神世
界和人生印迹。

“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
苏东坡。”祝勇认为，苏东坡是一位百科
全书式的人物，在诗词、散文、书法、绘
画等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他真实、亲
切、透明、坦荡，勇于和自己的困境相周
旋，从不绝望，也从不泯灭自己的创造
力。他文化和人格中所有的亮点，都是
由他所处的困境激发出来的。苏东坡

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潜能，看到了中国文
化精神的茁壮。”

祝勇坦言，苏东坡艺术成就的取得
源自他坦诚的性格与内心情感最真实
的表达。“苏东坡从不掩饰自己，也不
认为自己是大师，无论是诗词还是书法
都是为自己而写。他文学创作最大的
特点就是平实、朴素，无华丽词藻，即
使跨越千年，我们读来也毫无障碍。”
祝勇表示，苏东坡将其一生的经历以文
学的形式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比如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比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
苍”；比如“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
无风雨也无晴”；比如“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这里面，有孤独，
有相思，有柔情，有豪放，有挫败，有挣
扎，有苦涩，有洒脱。他的文学，几乎
包含了我们精神世界里的所有主题，几
乎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的境遇里与他
相遇。”

如今，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
院收藏了多幅苏东坡的书法真迹，包括
被誉为“天下行书第三”的《寒食帖》。

“当与苏东坡真迹面对面时，你会感觉
到这个人就在我们面前，你甚至能从
中体会到他的内心世界。”祝勇举例
说，“但见乌衔纸”的那个“纸”字，“氏”
下的“巾”字，竖笔拉得很长，仿佛音乐
中突然拉长的音符，又像是一声悠长
的叹息，这显然受到颜体字横轻竖重
的影响，但苏东坡表现得那么随性夸
张，毫无顾忌。“在那声叹息背后，我们
看到的是风雨里的平静面孔。在苏东
坡看来，自己只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小人
物，在季节的无常里，体验着命运的无
常。只有参透这份无常，生命才能更持
久、更坚韧。”

走进苏东坡的精神世界

图为我省选手赵逸飞在街舞
比赛中。 记者 杨明静摄

祝
勇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省电视剧《在桃花盛开的
地方》近日在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并在北京举行了创作研
讨会，来自省内外的 20 余名专家、学者围绕该剧的创作特
色、故事立意、人物性格等进行了深入研讨，解析这部现实主
义题材大剧的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