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第3本版主编 孟凡秋 编辑 王娅楠 孙泓轩 文化广场 2016年12月29日

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记忆。回眸即将过去的
2016年，哪些事，哪些人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打下了深刻
的文化烙印——

“文以载道”引领社会风尚

曹文轩、刘震云等斩获国际文学奖项，《湄公河行动》突破主
旋律影片的商业困境，G20峰会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惊艳全
球，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活动跨越欧亚……

2016年，文艺工作者带给我们很多精彩记忆。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

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
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
生活。”

年底的文代会和作代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振聋发聩，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服务人民，勇于创新创造，坚守艺术理想的
四点希望鼓舞着文艺工作者继续从“高原”攀向“高峰”。

而同样文以载道的新闻工作者，在年初召开的新闻舆论工
作座谈会后，也深受鼓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8字职责
和使命，着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讲好真实而动人的中国故事，采写冒热气儿、有温度的新
闻报道，让越来越多的‘凡人微芒’，通过我们手中的笔和镜头，
成为照亮中国不断前行发展的温暖火把，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
责任。”引起了全国新闻工作者的共鸣。

大师远去艺术生命长存

2016年，璀璨的艺术星空，又有一些巨星陨落。中国文艺
界一些熟悉又亲切的身影，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
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掷地有声的话语犹在
耳畔，86岁的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却离开了人世，留下

1000多首作品和满满的正能量。
他是《红旗谱》中的冯兰池、《小兵张嘎》中的大反派龟田……

一生配角炼成戏骨，葛存壮浓缩了中国电影观众的一代记忆。
“对我而言，获得最广泛的读者喜爱，是高于任何奖项的

安慰。”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获得了我国长篇小说最高
奖——茅盾文学奖，逾500万册的发行量印证了经典的永恒。

离去的大师中，还有“虽然仅仅一个人，也就像在台上涌现
了千军万马”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打开程派新局面的京剧
大家李世济，“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含泪
唱起“长城谣”、育英才无数的“中国之莺”周小燕……

如今，大师远去，如流星划过夜空，照亮了后继者前行的道
路。斯人已逝，风范长留，他们的精神将继续滋养中国文艺，生
发出新的生命。

保护文物依然在路上

2016年，也不全都是美好的记忆——辽宁绥中一段野长城
在修缮中被抹为“平板路”，杭州博物馆文物厅内录制娱乐真人
秀节目，“国保”南京朝天宫被借给房企做活动……这些都让我
们震惊甚至愤怒。

无论是2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的部署，还是4月习近平
总书记专门提出的要求，都明确指向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载

体——文物。
文物保护及其合理利用，任重而道远，但这一年也成效显著。
沈阳故宫大政殿本世纪首次维修，山东启动“三孔”古建维

修等100项文保工程，内蒙古首次大规模保护修复古代壁画，山
西95处600岁以上“国保”古建筑整体修缮完毕，北京修缮历史
名园16项文物古建，甘肃麦积山石窟开始修复6个病害严重洞
窟，河北修复辽墓出土国家一级文物“真容木偶像”……

随着故宫及全国各地博物馆文创产品热销，文物也逐渐卸
去了时间的尘埃和神秘的面纱，在公众的生活、审美和需求中搭
建起一座文化桥梁。

专家指出，探索建立有效的文物保护体制机制刻不容缓，应
尽快建立文物保护责任追究制度、文物保护的补偿机制和文物
保护的社会参与机制。

电影在增速放缓中回归理性

中国电影自2003年起一直保持平均35%的市场增长率，
去年票房达440亿元。今年票房虽仍超去年，但涨幅明显放缓，
低于业界预期。

今年电影市场呈现出先热后冷的局面：春节档依靠《美人
鱼》等影片的强力拉动，票房同比增长67%；暑期档虽总票房同
比基本持平，但国产片票房下滑近40%；随后的中秋档同比缩

水15.9%，国庆档同比缩水23.4%。而正在进行中的元旦档，能
否扭转颓势？让我们拭目以待。

专家表示，增长速度的放缓对于问题颇多的中国电影市
场未尝不是一个回归理性的契机，资本市场的降温一定程度
上可以让中国电影市场吹沙见金，只有精品才能真正获得市
场的青睐。

与此同时，电影《叶问3》等涉嫌票房造假受调查揭开电影
市场乱象冰山一角。有统计表明，过去几年全国电影票房至少
有一成被“偷走”。

机遇与挑战并存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11月7日获表决通过。业界认
为，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法律，该法的出台将为国产
电影的发展保驾护航。

“组合拳”整治互联网乱象

“上海女”去“男朋友”家乡江西吃了一顿饭后连夜逃离；东
北村庄农妇组团“约炮”……春节前后，两则网帖引发强烈关注，
却都被证实是虚假信息。

今年号称“网络直播元年”，但“奇葩”直播和“涉黄网红”屡
遭诟病，甚至有的网络主播在贫困农村做假慈善；而随着微信系
统升级，许多阅读量“10万＋”的知名公众号泡沫被戳破，微信
公号刷量的灰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2016，互联网留给人们太多思考。利用网络进行舆论炒
作、传播谣言，极大损害了媒体公信力和社会共识；而自媒体发
展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也让“劣币驱逐良币”，误导受众，败坏社
会风气。

为整治互联网乱象，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国家网信
办等多部门已联手打出“组合拳”，加强网络直播管理，微博、微
信管理和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

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也有公序良俗。我们期
待着，网络空间不断得到净化。

继话剧《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后，
国家大剧院将携手北京李六乙戏剧工作室
制作莎士比亚悲剧名作《李尔王》，并从1
月20日持续上演至2月2日，在辞旧迎新
的节日里为观众奉献10余场原汁原味的
莎翁戏剧盛宴。

此次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莎士比亚话剧

《李尔王》选用的译本，是英国皇家莎士比
亚剧团“莎剧舞台本翻译计划”中翻译家杨
世彭的新译本。剧目筹备之初，李六乙导
演就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他在此版译本的
基础上，通过对朱生豪、卞之琳等7部经典
中译作品逐字推敲，结合排练进行研习，以
求打造最适于在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进行
表演的《李尔王》中译演出本。

李六乙介绍道：“我曾2次去英国皇家
莎士比亚剧团，看他们排练，与莎剧专家一
起工作，分析文字中的线索。这让我明白
了莎士比亚回到民间，回到老百姓当中去
的重要性。其实回到400年前，莎士比亚
的作品就是演给市民看的，它的语言非常
通俗易懂。如何把诗化的台词变得通俗
化，同时又保留它自身的韵律，并适于舞台
表演，这是我们重新翻译莎剧舞台本的初
衷。莎士比亚的语言通俗又不失隐喻和哲

学思想，他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即朴素当
中的哲学。”

曾与李六乙导演有过多次合作的德籍
舞美设计米夏埃尔·西蒙，日籍服装设计和
田惠美也将加盟《李尔王》。在舞台布景上，
夏埃尔·西蒙将遵循回归莎剧本质的宗旨，
将传统元素与权力符号相结合，舞台简洁大
气的同时兼具“可读性”的效果，让观众一目
了然。和田惠美曾在黑泽明执导、改编自
《李尔王》的电影《乱》中担当服装设计，并一
举摘得奥斯卡奖。除电影外，和田惠美还先
后在话剧、歌剧等不同形式的《李尔王》舞台
作品中担任服装设计，对剧作本身及舞台服
装呈现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

同样，《李尔王》的主演阵容也十分强
大。在剧中饰演李尔王的是中国戏剧家协
会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艺术家濮
存昕。“我本人和李尔王这个角色还是有很

大差距的，但是作为演员，对于‘新’和‘可
能’有一种梦想。”濮存昕表示。他之前演
过2个莎翁笔下的角色，分别是哈姆雷特
和大将军寇流兰。《李尔王》的排练虽然刚
开始，但他从今年9月底就一直认真准备，
慢慢思考和这个角色的关系，从作品本身、
戏剧动作和角色行为等方面给自己提出了
许多可挖掘的东西，以更好地塑造李尔王
这个角色。

国家话剧院著名演员李建义将在剧
中饰演葛劳斯特。李建义曾凭借话剧《这
是最后的战争》获得白玉兰奖主角奖、话
剧《伐子都》获得中国话剧金狮奖。谈及
与莎剧的缘分，他说道：“莎剧有很强的时
代感，放在当下应该如何演绎？现在这部
剧的舞美以简约为主，这给演员表演提出
了难题，也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同时，像
葛劳斯特这种莎翁笔下的经典形象，还需
要演员用‘气场’抓住观众，用情绪脉络感
染观众。”

剧中备受瞩目的“李尔王的三位女儿”
分别由演员赵倩、卢芳、万千惠饰演。而在
前2部莎士比亚话剧《仲夏夜之梦》和《哈
姆雷特》中有过精彩表现的国家大剧院戏
剧演员队也将再度出演。

《十一郎》又名《白水滩》《通天犀》。
青面虎许世英离寨下山，路过白水滩，一时粗

心醉卧青石板上，被官兵拿获，押解赴都。许世英
之妹许佩珠率众劫救，大败官兵。程老学家奴十
一郎莫遇奇为母祝寿，路经其地，不知究竟，背后
打了许世英一棍，误助官兵杀退许世英却因此致
祸，遭陷害被判死罪。

十一郎主人程老学也被连坐问罪发配，押解
发配途中又巧遇许世英妹妹许佩珠下山。许佩珠
杀死解差，把程老学带回山寨。许世英在询问程
老学因何获罪时，得知从背后打自己一棍的十一
郎反而被问成死罪处斩，激起义愤，留下程老学在
山寨抄写文墨，做个代笔先生，而自己当即改扮下
山，劫了官兵法场，把十一郎救回山寨。

李滨声的画把十一郎误打许世英的神态和青
面虎怒目圆睁的窘态形象地展示在画上。

大型红色题材电视剧《秋收起
义》12月26日下午在湖南省第一
师范旧址大礼堂开机。剧组出品方
表示，《秋收起义》是一部献礼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剧作。

该剧导演嘉娜·沙哈提介绍，
《秋收起义》讲述1927年毛泽东同
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历经艰
难肇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中
国工农红军的不朽故事。

该剧在艺术创作表现手法上
牢牢抓住“红色”“青春”“热血”等
关键词。据制片方介绍，该剧的收
视人群主要针对大学生和刚步出
校门的广大青年，旨在通过对老一
辈革命家青春热血岁月的重现，起
到励志作用并激发广大青年的创
业精神。

为了准确、生动地塑造好这群
改变中国历史的“红色青春面孔”，

剧组主创团队最终确定由侯京健
饰演毛泽东、赵韩樱子饰演杨开
慧、白恩饰演卢德铭、黄勐饰演朱
德、夏德俊饰演周恩来的主演阵
容，并携手张琳、夏铭浩、薛皓文、
林旭等实力派演员共同演绎这个
红色故事。

《秋收起义》由湖南省委宣传
部、长沙市委宣传部，浏阳市委、市
政府和湖南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
电视台联合出品，芒果影视、和光传
媒、古瑞和文化等联合摄制，预计拍
摄30集，届时将在湖南卫视播出。

为了真实再现那段历史，该剧
场景力图“回到90年前”。剧组携
手浏阳文家市镇斥资3000万元兴
建湖南浏阳红色文化影视城。外景
地浓缩了民国时期湖南地域功能性
建筑，真实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建筑
风格。

为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
社长兼总编辑、著名诗人、出版家、作
家、文艺理论家冯雪峰逝世四十周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编辑出版了
12 卷本，540 余万字的《冯雪峰全
集》。

据悉，该书收入冯雪峰自 1921
年至1975年间的诗歌、小说、散文、
剧本、寓言、杂文等文学创作，文艺理
论及文艺批评著作，文学研究及回忆
录、书信、日记、外调材料和翻译作品
等。文学创作方面全集收录冯雪峰
的《湖畔》《真实之歌》等诗集4部（包
括合著）和集外诗歌30首，小说散文
多篇。冯雪峰所写第一篇文学作品
《到省议会旁听》收在集外诗歌中。
全集收录《今寓言》《雪峰寓言三百篇
（上卷）》等寓言集4部，改编国外寓

言故事集《百喻经故事》《富翁造三层
楼》，以及集外寓言和首次整理面世
的寓言遗稿60余篇。冯雪峰平生最
后的文学作品《锦鸡与麻雀》收在集
外寓言中。杂文论文方面收录《乡风
与市风》等杂文集 3部，《过来的时
代》《论文集（第一卷）》等论文集 5
部，以及近百万字的集外杂文与论
文。全集还收录两个不同版本的回
忆录《回忆鲁迅》和少儿读物《鲁迅和
他少年时候的朋友》，电影文学剧本
《上饶集中营》。

日前在京举办的《冯雪峰全集》
出版座谈会暨新书首发式上，专家表
示，这是冯雪峰著作首次得以全面整
理出版，汇总了各时期、各领域的创
作，全面反映了他在文学创作、文学
研究和翻译等多方面的成就。

《十一郎》：青面虎义救十一郎
●樊明君

中国戏曲中的传统美德·以德报怨■
■

一首唢呐曲吹尽人世情
●刘洋 陈丹曦

《冯雪峰全集》首次整理出版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2016，我们的重要文化记忆
●新华社记者 白瀛 史竞男

视点

话剧《李尔王》:欲呈现朴素哲学
●郑娜

《秋收起义》开机 献礼建军90周年
●新华社记者 明星

梅香润雪丰年到，料峭银装硕果盈。
2016年，市作家协会在市委、市政府及市
文联的领导下，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市委宣
传部和市文联工作为中心，积极主动组
织、协调本会会员开展文学创作工作，努
力做到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强化职能，热
情服务。

文学创作，硕果累累
作品记载着文学创作者的劳动成果，

其作品刊发的刊物级别更代表着作品的
水平。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市作家
协会会员在各级刊物发表作品420余篇
（首）。其中：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作品22
篇，省级刊物发表作品58篇，地市级刊物
发表作品 340篇。作家李晓平，在 2016
年相继出版了小说《女警其其格》，散文集
《像树一样飞翔》，小说集《北边在哪边》3部
文集，成为我市建市以来一年之内出版作
品最多的作家。

近些年来，市作家协会会员的作品纷
纷被各级刊物转载，这也是白城文学走出
白城的重要标志之一。杜波的《向海情歌》
等诗歌作品入选《华语文学》2016年年卷，
王晓阳的散文诗作品，李晓平的电影文学
剧本及长篇散文，王永泰的小说作品等均
被各级刊物纷纷转载。杜波、葛筱强、王晓
阳、邹旭红的诗歌作品分别入选《诗东北》
2016年选，由此见证了我市诗歌作品的创
作实力。

获奖不断，再创新篇
市作家协会会员在2016年获得国家

级、省级奖项共13个。丁利的散文《鸟知
道》在“美丽中国”游记征文大赛中荣获《人
民文学》佳作奖，这是我市建市以来，作家
协会会员首次在《人民文学》获奖；2016年
4月，白城市作家韩友、韩子龙合著的长篇
历史小说《皇天后土》荣获第四届吉林文学
奖一等奖；葛筱强的诗歌《安居古镇杂咏》
荣获中国安居·世界乡愁诗歌大赛优秀奖；

周云戈的散文《嫩江渔猎》荣获第四届吉林
文学奖优秀奖；王晓阳的散文诗《亲爱的，
我这样喊你时》（外一章）荣获“恋曲2016
全国爱情诗大赛”二等奖；李晓平的长篇小
说《鬼使神差》荣获第六届全国侦破推理小
说二等奖。

活动丰富，收获多多
为激发协会会员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

品，2016年，市作家协会策划了“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采风创作活动。10月份，组
织作家代表参加了“中国作家看松原”采风
活动，参观了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和城市
建设展览馆。11月份，组织协会会员参加
了吉林省作协散文委员会组织的赴辽源采
风活动暨“吉林文笔·散文的态势与探索”
论坛。2016年出版发行的“中国梦·生态
梦——洮儿河”大型文丛首发式暨著名作
家张国庆文学讲座在万福麟故居举行。白
城市首届青少年主题创意故事大赛“未来
城市畅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次活动受

到了家长的一致好评。

不断提升，再创辉煌
鲁迅文学院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殿

堂。2016年3月，市作家协会会员翟景华
被吉林省作协推荐到鲁迅文学院第二十
九届高研班进行学习。通过3个月的学
习，她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很大进步。
2016年11月，朱莫愁被吉林省作协推荐
到2016鲁迅文学院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班
进行学习，填补了我市少数民族作家到鲁
迅文学院培训的空白。

成绩代表过去，奋斗成就未来。2017
年，市作家协会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选题立项，
做好特色采风活动，让文学有声有色，深入
民心。加强会员管理工作，强化作协队伍
建设，不断壮大作家队伍，实现老中青文学
创作人才梯队格局，形成发现、扶持、成名
的作家人才培养体制；举办好笔会与研讨
会，搞好青年作者的培训活动，搞好系列征
文活动；加强以“中国梦”为主题的长篇、短
篇作品创作；做好发展作协理事会单位和
文学创作培训基地事宜，以点带面，提升文
学的普及率；组织协会会员深入基层，体验
民情，创作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新的一年里，在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
的领导下，市作家协会将带领本土的文学
创作者，创作出有情怀、有温度的文学佳
作，助力全市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

立足实际抓创作 全面提升促繁荣
——市作家协会2016年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薄秀芳

2016年，国产影片《百鸟朝凤》
备受关注。作为一部以民间艺术为
主题的影片，其音乐的创作与编配是
成功的。电影用一首同名唢呐曲及
由其变奏而来的悠扬的管弦乐，讲述
了一个中国乡村中的传统艺术最后
的坚持。

电影采用最多的配乐就是《百
鸟朝凤》。这是一首民间唢呐乐曲，
也是唢呐班底最高等级的曲子，同
时也是电影的主旋律。影片以唢
呐、管弦乐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贯
穿全片，从而起到烘托气氛、深化主
题的作用。

就音乐本体而言，这段旋律极富
抒情性，婉转悠长，引人回味。在片
头，这段旋律以管弦乐吹奏出来，配
合三秦大地宽阔的空镜画面，引出电
影的开头：天鸣要去找焦师傅拜师。
在父亲打天鸣时，焦师傅一下抓住天
鸣父亲的手。特写镜头交代出两人
的眼神交汇，焦师傅默认收下天鸣，
父亲严厉的眼神顿时柔和下来。旋
律响起，一直延伸到父亲离开。父亲
把自己未完成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
上，虽然严厉但也是深爱。离开父亲
是天鸣的第一次成长，也是他唢呐之
路的开启。父子之间的深情通过音
乐、画面、独白展现得恰到好处。

电影里，每当有重要段落或是情
感节点出现，这段旋律便会出现。如
学习唢呐初期，天鸣遇到的挑战是吸
河水，这是唢呐的基本功，每次练习

时这段旋律都会出现。还有，片中师
徒3人学鸟叫的戏中，鸟儿生动灵活
的叫声与婉转沉稳的音乐一起，蕴涵
着师徒之间技艺的传承与心意的相
通，暗示天鸣在学习《百鸟朝凤》上的
天赋。在天鸣和蓝玉猜出金翅雀后，
带着对天鸣和蓝玉未来的美好遐想，
主题音乐的高潮旋律再度响起。此
后每当天鸣在唢呐学习上更进一步，
它就会以主观音乐的形式标志性地
出现。

片中最动人的一场戏，是最终游
家班和焦师傅一起为窦村长吹奏《百
鸟朝凤》。这段戏中，音乐起于焦师
傅的唢呐，随着情绪的展开，客观音
乐逐渐转变为主观音乐。画面中，游
家班勉强团聚，重奏《百鸟朝凤》。旋
律的再度响起，让人回忆起唢呐艺人
曾经的风格、焦家班曾经的团结和
睦，回忆起天鸣的成长与焦师傅的老
去。此时影片使用音画平行的编配
手法，音乐像是一个声音在耳边把所
有回忆娓娓道来，平静而悲伤。音乐
在焦师傅的唢呐流出血时都没有变
化，隐含着无力与哀伤。直到焦师傅
忍受不住咳出血来，演奏被打断，音
乐才停止。焦师傅坚持着打完鼓，坚
定而脆弱的眼神与西落的太阳交叠，
加上音乐，渲染出哀伤惋惜的氛围。

电影中像这样的音乐主客观转
化，常常起到承上启下的转场作用。
片尾，音乐起于画面中吹奏乞讨的唢
呐艺人，然后场景转回无双镇——焦
三爷墓前，音乐从客观变为主观。接
着，天鸣吹起唢呐，音乐又从主观变
为客观。天鸣单独为师傅吹奏《百
鸟朝凤》，体现出他对师傅的尊敬，
对唢呐这门手艺的尊重。焦三爷模
糊地出现在坟头之上，音乐变成主
客观结合，所有的回忆涌现出来，也
带着疑问：唢呐的未来是什么？老
手艺人的未来是什么？焦三爷消失
于道路尽头，暗示着唢呐未来的迷
茫。整个片子以这段旋律开场，也以
这段旋律告终。

此外，有源音乐和无源音乐的转
换也是这部电影的一大特点。在需
要煽情的片段，比如焦师傅教2个徒
弟时，焦师傅最后一次替天鸣吹奏
《百鸟朝凤》时等，都是起于一段音画
同步的有源音乐，而后加入伴奏，接
着消去唢呐的声音，转化成交响乐，
用恢弘的气势渲染气氛，以此凸显出
唢呐艺人英雄式微的一种悲凉。

彩排时的濮存昕在研读剧本

■
■

李滨声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