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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长影集团携手米粒影业打造的年度家庭喜剧动画电影《三只小猪与神
灯》于6月27日正式公映。这是长影继去年暑期出品的《龙之谷：破晓奇兵》
之后，倾力打造的全新国产动画精品。

《三只小猪与神灯》改编自同名经典名著，片中“萌萌哒”人物形象、紧张欢
乐的寻宝情节、优秀的视觉效果等将成为卖点。

影片主创人员表示，该片不仅是一部卖萌欢乐的电影，同时也富含教育意
义，能让孩子在看动画的同时学到“分享”、“互助”等人生道理。

从2014年开始，长影计划每年推出一部动画电影，用“中国特效”来讲好
中国故事、拍出世界电影。

长影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就推出了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
1990年，水墨动画《雁阵》荣获第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
2014年暑期档公映的《龙之谷：破晓奇兵》创造海内外4亿票房，影片已销售
到世界35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由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之一的环球影业负责在
海外发行的首部国产动画片。

由赖声川担任艺术总监，丁乃筝执导，许晴、车晓、华少联袂主演的爱情喜
剧电影《恋爱排班表》，于6月26日起在全国上映。该片改编自丁乃筝执导的
话剧《他和他的两个老婆》，讲述了一个男人稀里糊涂爱上两个女人、又不得不
绞尽脑汁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的故事。

制片人王可然近日在京介绍，影片主人公张立国（陈武康饰）和未婚妻玉莲
（车晓饰）过着闲适而单调的生活，一次与玉莲争吵后离家出走，邂逅俏皮的小琦
（许晴饰），相见恨晚，从此开启了“恋爱排班”模式。但因一场车祸，警察一连串
阴差阳错的调查，不得已张立国和好朋友阿郎（华少饰）踏上了圆谎之旅……

王可然说，根据话剧改编的电影《恋爱排班表》可以说是一部贴近生活而
又嘲讽现实的作品，旨在结合当下社会婚恋话题，反应青年男女在爱情中的挣
扎纠结，故事看似荒诞幽默却引人深思。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
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
深……”

1937年一个寒冷冬夜，在山西洪洞白
石村温家大院一间瓦房内，贺绿汀身披八
路军政委肖华赠送的平型关大捷战利品
——一件日军的黄呢大衣，伏在炕上，就着
一盏油灯整夜未眠，写下了这首激励中华
民族抵御外侮、奋进向上的抗日经典歌曲。

白石村位于洪洞县辛村乡。1914年，
著名的辛亥革命活动家温寿泉在白石村建
起了占地约1500余平方米的温家大院。
1936年，红军东征时，朱德、聂荣臻、邓小
平等著名将领，在此驻扎了3个多月。

1937年冬，平型关大捷的得胜之师八
路军115师主力343旅所属各部正驻扎在
白石、杜戍和李村等地整训，旅部就驻扎在
白石村温家大院。

恰逢此时，贺绿汀也随上海抗日救亡
演剧一队到白石一带慰问演出。343旅政
委肖华动情地给贺绿汀等人讲述了平型关
大捷始末。正是通过这次大捷，共产党清

楚了敌我双方的优势与短处，认识到抗日
战争必然是一场持久战，思想统一到了毛
泽东反复强调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
击战”战略方针上来。

当时，与贺绿汀同住一屋后来成为著
名军旅作家的刘白羽在文章中写道：“肖华
同志以一种战斗姿态出现了，他个头不高，
穿着一身灰白的军棉衣，他扬着一只手臂，
高声鼓舞着人们，青春飒爽，朝气蓬勃。一
刹那间，我觉得从他心里发出火，发出光，
它们能冲破一切危难和险阻……”

看着八路军战士昂扬乐观的精神风
貌，听着有演说天才的肖华政委的讲述，贺
绿汀的创作欲望和音乐灵感得到激发。

“从歌词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是一个来
自上海的青年作曲家的创作，还不如说是
一个八路军指战员激情洋溢的战前动员
词。”临汾县党史办副主任王益民这样说。

歌曲创作完成后，贺绿汀亲自吹着口
哨打着节奏教当时驻扎在此的八路军随营
学校的学生们唱这首歌。

今年92岁的白石村人何柏林告诉记
者，他当时曾跟着随营学校的学生一起学
唱。“节奏明快，歌词也很有感染力，大家都
很爱唱。”何柏林说，这首歌激励了很多像
他一样年纪人的抗战热情。后来，他也跟
随八路军参加了革命，离休前是解放军艺
术学院政治部主任。

1938年1月上旬，肖华率领343旅一
部奉命从白石村向吕梁山开进。一天清
晨，风狂雪暴，漫天皆白，贺绿汀同上海抗
日救亡演剧队及随营学校学生一起在路边
排成一个长列，演唱了这首歌，欢送出征的
部队。

后来，刘白羽在文章中写道：“肖华同
志和我们一一握手，他的脸露出微笑，我们
把蜡版上刻印出来的歌篇交给他。他立刻
就像一只鹰一样扑回到鹰群之中。从此他
们把这首《游击队之歌》传播到遥远的敌人
后方，嘹亮四野，震荡八方。”

我国微电影重点影像工程——“美丽中国”系列三百部公益微电影，6月
25日正式启动拍摄制作。

据了解，该系列微电影由央视微电影频道制作播出，分为“魅力百县”“璀
璨丝路”“大地飞歌”三大板块，在国际化的视野下，将全方位、多视角展示中国
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底蕴和自然风情元素，向全世界广泛传播“美丽中国”。

中央电视台相关负责人表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营造了一个微电影勃发
的时代。“美丽中国”的构想，不仅是为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为让中国更
好地走向世界。拍摄、制作、传播以“美丽中国”为主题的弘扬时代主旋律的系
列微电影，将以其“微小精良”及“广泛传播”的特性，成为“美丽中国”有力的传
播方式之一。

据山东省文物局局长谢治秀介绍，我国建筑年代最为久远的长城——齐
长城的修缮工程于6月24日正式启动。首批修缮工程包括18个段落，设计总
长度61公里，投资预算达2.08亿元。

齐长城首批修缮工程以济南长清区至陡岭子段为起点，包括沂水县穆陵
关西段、安丘城顶山段、黄岛黄山至陡楼段等18个段落，设计总长度达61公
里，横跨8市、10县区，预计投资2.08亿元，其中国家、省到位资金9000万元。

此外，谢治秀表示，山东今年将重点实施一系列针对齐长城的修复工
程，包括对齐长城墙体的保护、沿线两侧山坡区域自然环境恢复治理、相关
军事设施和村镇兵营遗址的保护等工程。通过这一系列工程，山东省将打造

“齐长城人文自然风景带”，用文化遗产展示、沿线景观建设、文物旅游设施
提升等手段建设历史文化景观带。

齐长城位于山东境内，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是我国现存有准确遗迹可考、保存状况较好、年代最早的古代长城，首开长城
建筑史的先河。齐长城西起黄河，东至黄海，途经济南、泰安、淄博、临沂、青岛
等8市、17县，全长641.32公里。

近来，随着“为你读诗”等微信公号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大量的诗歌节和诗歌阅读活动纷纷涌现，让不少人思考，究
竟什么才算是好诗？中国诗歌的春天是否已经到来？

一首好诗，内含独特审美和表达

“我从事诗歌编辑工作几十年，对于好诗标准，用最简
单的话来说就是‘向美、向善、向上’。”原《诗刊》主编叶延
滨说，“向美”指诗歌有艺术追求，能带给人艺术享受；“向
善”是说诗歌有人文关怀，能陶冶人的心灵；“向上”指诗能
够打动人，让人感动。

他认为，经过时间和读者检验，最后能够“留下”的诗，
就是好诗，“多年以后，我们回归这个时代，还能想到这首
诗。好诗最后的标准，就是它在某个特定的时代、在那个
社会被定格了。”

诗歌评论家唐晓渡说，一首好诗起码有两个指标，提
供了独特的审美经验，提供了独特的表达方式。

“好诗，还是有相对稳定的尺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臧棣认为，看什么是好诗，第一个标准，就是看这首诗
挖掘、揭示的诗歌经验是否独特；第二个标准，是看诗人的
语言在表达独特经验时是否新颖有创意。

农民工诗人杨成军认为，好的诗歌，不但能打动人的

灵魂，而且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好诗，让他在困难和庸
常的生活中，寻找到前行的力量。

摒弃虚浮，找寻诗意栖居

唐晓渡说：“当代中国诗坛存在浮华。诗歌史，首先是
文本史、阅读史，而不是事件史。在比较虚浮的心态下阅
读诗歌，结果可想而知。”

叶延滨认为，现在诗坛有很多让人们感到困惑的地
方，如诗歌发表门槛过低，标准混乱和复杂，以及由此造成
的读者和诗人之间的隔离等。

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学文之法无他，多读多为。”而在
旧体诗作者邹正眼里，现在有人“只求为而不多读”。“好高
骛远，心态浮躁，喜爱标新立异，是写不出好诗的。”

诗人和评论家普遍认为，诗歌是一种让人安静的艺
术，让人向内反思。正常的诗歌生态，是诗歌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一种内心需要。“人生路上，且行且诗。我们要回
到诗歌本身，回到我们的内心。”唐晓渡说。

新媒体传播，让诗坛春潮涌动

两年前，20位各领域翘楚共同发起“为你读诗”的诗

歌艺术活动，希冀以读诗的方式，为现代社会中奔忙的人
们，探寻一片可以让灵魂栖息的诗意。如今通过微信等平
台，已播出700多期读诗节目，传播广泛。

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联手打造
的中国诗歌网正式上线，将成为华语诗坛一大平台。国内
第一款整合写诗、读诗、听诗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诗歌类客
户端，也于6月底正式开放下载。

新媒体传播，让中国诗坛春潮涌动，生机蓬勃。这是
否意味着诗歌的春天来了？

“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在中国百年诗歌史上，从改革
开放到现在，是中国新诗发展时间最长、最完备、最少受干
扰的一段时间。”叶延滨说。

他表示，中国新诗春天到来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一个
多元的、丰富多彩的诗歌生态形成。“我们既有学院派的，
也有草根的、来自民间的，还有坚持古典诗写作的，这些形
成了和谐的、春天的声音。每一朵花都在开自己。”

诗人杨克说，诗歌本无所谓春天，但借助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传播，为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诗歌相对于
小说或散文等题材，形式上短小，非常适合新媒体传播。

“通过手机等载体，用文字、声音等来呈现，这对于诗歌的
传播是非常有利的。从传播角度看，诗歌的春天确实已经
到来。”

作为《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的子项目，《21部藏医药、天文历
算古籍整理》近日在拉萨正式出版发行。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整理研究》项目于2010年6月启动，覆盖内蒙古、西
藏、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自治区，涉及29个少数民族，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国家对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工作一次性投入力度最大、规模最广的一次。
由西藏自治区藏医院承担的《21部藏医药、天文历算古籍整理》历时4年多
完成。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院长益西央宗介绍，《21部藏医药、天文历算古籍整
理》中的大部分文献是罕见的古籍珍品。

许晴车晓华少
联袂主演《恋爱排班表》

●白瀛

《21部藏医药、天文
历算古籍整理》出版发行

●刘洪明

古老的齐长城修缮启动
首批工程长度61公里

●孙晓辉

“‘传承人口述史’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灵丹
妙药’。”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冯骥才近日在天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动态的、活动的，是不确
定的，它保存在传承人的记忆和行为中，想要把

‘非遗’以确定的形式保存下来，口述史是最好
的方式。”

冯骥才说，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传承过程当中
的主角，是民间文化的领军人物，一个地域的民
间审美、民间技能在他们身上体现，一个地方的
民间文化最大的信息量也保存在传承人身上。一
代代通过口传身授传递民间文化薪火的传承人，
是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和根本。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中，冯骥才创造性地将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应
用到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以人为本，关照
传承人文化记忆与历史意识成为田野调查的一
种学术理念。

“口述史让非遗保护尝到了甜头。”冯骥才

介绍说，自2005年开始，中国民间文化工作者
不断地在田野中采录传承人口述史，相继发起
专题式的调查、整理和出版工作，十年间，《中国
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丛书》《中国木版年画传承
人口述史丛书》《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
等成果先后面世。

“2011年秋，‘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
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历经3年，现已较好地完成30万字《传
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专著。”冯骥才说。

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天津大学批准，国
家级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机构——中国传承人口
述史研究所近日落户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
究院。

冯骥才表示，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成立
后，通过系统、深入地开展传承人口述史的理
论建设与田野作业，为遗产保护提供指导和
学术支持，更好地推进民间文化的活态传承
与发展。

“传承人口述史”是“非遗”保护最好方式
●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

院团不爱养，剧本不值钱；剧本未出就
“排练先行”，编剧无奈“清苦”坚守……近日
在京举办的“中国原创话剧”主题论坛中，专
家指出剧作是戏剧的根骨和生命，中国戏剧
正在面临“编剧荒”“剧本荒”，导致原创戏剧
后继力堪忧，亟待做出结构性调整。

“编剧荒”“剧本荒”，原创戏
剧后继力堪忧

剧作是戏剧的根骨和生命，其优劣直接
影响到整部作品的价值与力量，而“编剧荒”

“剧本荒”已成为我国戏剧界常见状态。
近年来，我国编剧队伍出现老化、断

层、萎缩的现象，有些地方还在从事一线剧
本创作的不足10人，平均一个剧团还摊不
上一个编剧。据2014年出版的《中国剧本
创作白皮书》显示，青海全省60岁以下仍
在活跃的创作人员仅有5人；江苏省平均
一个剧团才0.7个编剧。

除了人数少，还面临青年编剧“上位
难”，且分布不均、人才水平有限的问题。
据了解，部分戏剧专业毕业生从事编导岗
位后，被安排将大量的时间打杂，难有机会
接触核心创作；而多数院团多关注青年演
员的培养，却未设定编导创作人员的培养
路径，“放养”状态下创作人员只能靠“自
悟”。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办公室主任孙武举
例说，辽宁全省没有一位中央戏剧学院毕
业的编剧，优秀人才后继堪忧。“编剧的水
平直接决定了剧作水平的高低。我曾看到
有大学本科毕业就来剧团当编剧的工作人
员，写出来的剧本还不如一些业余选手的
水平。”

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周予援指出，

目前剧作在创作中越来越被忽视。“一些话
剧以夸张的舞美夺人眼球，却淹没了戏剧
本身应有的文学性。当我们走出剧场，还
能记住戏里面的什么？可以说，优秀剧作
家、剧本的匮乏，是最主要的原因。”

整体队伍渐现羸弱，加之部分编剧缺
乏文化自觉，使当下原创戏剧后继力堪
忧。“不仅是话剧，包括影视剧、歌曲在内，
整体文艺界目前存在太多平庸的模仿也拙
劣的抄袭，甚至还涌动着粗俗、低俗与俗媚
的暗潮。”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由长平
说。

收入少、节奏慢，创作周期
赶不上市场需求

与影视剧编剧相比，话剧编剧劳动成
果相对低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副总经理
喻荣军坦言，自己写了几年剧本且年产量
不低，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写一部影视
剧就能解决一套房。

如果剧本未被入选编排上演，体制外
的编剧就赚不到钱，体制内的剧团则“白养
了一张嘴”。国家一级编剧张福先此前接
受采访时表示，一些没有熬出来的小编剧

过得很苦，特别是地市和县一级的编剧，
“写了几抽屉剧本没有一个上演的大有人
在”。

剧本“不值钱”，导致一些国有剧团团
长也曾明确表示不愿养编剧，认为养一个
编剧一年好几万，十年就是好几十万，也不
一定能写出来几个剧本。于是，部分熬不
过“冷板凳”的职业戏剧编剧转投影视圈，
或走向行政岗位甚至下海经商。

此外，部分院团纷纷联合，对编剧“不
求拥有，但求所用”，将编剧从剧团剥离。
由长平告诉记者，全国多地剧院已不再为
编制单设编制，编剧被统一划归至相关文
化部门管理，与剧团联系相对松散。“这就
导致编剧不熟悉剧团的演员、舞美、风格，
如何能创作出适合剧团的作品？”

国有剧团编剧人才流失，而民营戏剧
则呈现“排练先行”的情况。小剧场话剧
《你好，疯子》导演饶晓志指出，目前编剧的
创作时间周期往往不够，被命题时通常只
有两三个月，最多半年，而这个长度并不能
支撑完成一部好作品，导致编剧速度滞后
于市场需求。

“市场倒逼创作的情况在原创话剧方

面更是明显。民营戏剧是一种倒计时的状
态，定了剧场就必须按时演出，有时候编剧
还在思考，导演却已经和演员开始排练，根
本没有办法等作品在文本上的成熟。”饶晓
志说。

对于“去作家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戏
剧，周予援明确指出“这是要不得的”。饶
晓志也坦言，虽然在市场倒逼的情况下，

“去作家化”是一种无奈，但有时演员都因
此对编剧产生非议，认为编剧对戏剧成功
的贡献不大。

别让编剧“清苦”坚守，在队
伍源头注入“活水”

“写歌的不如唱歌的，写剧的不如演剧
的”，“一流的编剧待遇不如三线的演
员”……这类话在业界流传已久。有编剧指
出，与演员获奖后铺天盖地的代言、走穴等
经济附加收入，以及水涨船高的身价相比，
获奖编剧虽有奖金，但与演员相比待遇千差
万别，另一些编剧觉得得不偿失。

专家指出，编剧的危机就是戏剧的危
机。“社会上常不拿剧作家当作家看，作协
会员中编剧少，文学评建中也常把剧本和
编剧排除在外。”国家一级编剧魏明伦说。

由长平建议，戏剧体系应作出结构性
调整，让编剧回归剧团，剧团充分重视编
剧。“社会应加大对原创的扶持，充分认识
到编剧和原创的重要性，并适度增加关于
编剧的项关奖项，激励编剧群体。”

此外专家表示，壮大编剧队伍应从学校
教育抓起，实现老中青三代编剧传帮带，建
立编剧专业学生的定点实习、锻炼基地，毕
业生进入院团后由资深编剧师带徒，以期有
机会接触剧团创作的核心业务。

面对“编剧荒”，原创戏剧路在何方？
●新华社记者 彭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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