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旭

《钢铁意志》开篇是激烈的战斗场面，枪

林弹雨过后展现在观众面前的鞍钢厂区是一

片废墟。然而，仅仅半年时间，鞍钢炼出了第

一炉铁水。干部职工欢呼雀跃，国民党在鞍

钢留守的一位工程师感慨：“国民党接收三年

一事无成，现在只用了半年就炼出了铁水，这

就是人心啊！”

导演宁海强说：“面对真实的故事、真实

的场景、真实的人，我们就要拿出百分之百的

真诚来创作。”

一部可信可敬的新中国创业史

影片中，某部英雄连长赵铁池（刘烨饰

演）接到上级命令，担任炼铁厂厂长。脱下军

装管理企业，依然是敢打必胜的军人气概。

清除高炉内铁水凝固的铁砣子，他和工人们

一起钻进炉子里干，累了和工人一起睡在车

间；高炉发生严重事故，他和孟泰等工人一起

冲进高炉抢修，烧伤了，在医院躺不住，很快

回到一线；他发动职工、市民捐献器材；组织

护厂反特……

刘烨说，赵铁池脾气倔强，有一股不服输

的劲儿，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好。不管是

带着连队打仗，还是带着新中国钢铁工人炼

钢，能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艰巨任务，都

源于他简单而纯粹的坚持。他说：“赵铁池的

勇敢、倔强和纯粹最打动人心。”

宁海强介绍，整个剧组前后六次去鞍钢、

本钢体验生活。影片将取景地定在辽宁本溪

湖钢铁工业遗址群，从一页设计草纸、一个小

零件到喝水的搪瓷茶缸、擦汗的毛巾，每一个

道具、每一个细节都极其用心。

宁海强回忆，自己看到置景现场的第一

眼就被深深震撼了：“我感觉我的心脏一下子

就被击中了，这就是咱们国家钢铁事业最初

的样子，质朴而充满力量。”

富有感染力的英模人物故事

影评人饶曙光说，主旋律电影的核心还

是要塑造人物形象，某种程度来说它决定了

观众的一个接受度。因为只有塑造好人物形

象，它才有现实的张力、情感的张力和故事的

张力。

辽宁作为共和国的老工业基地，也是英

模辈出的热土。因此，辽宁以英模人物为题

材的优秀影片不断出现，如电影《雷锋在

1959》《郭明义》《为了这片土地》《毛丰美》《黄

玫瑰》《守望青春》等。《钢铁意志》出品人兼总

制片人韩涛说，这些影片的成功，某种程度上

在于对人物的塑造。

在《钢铁意志》中，有两位真名实姓的英

模，就是孟泰和王崇伦。因为出现两位真名

实姓的鞍钢人，也让观众感到这段历史的真

实性，从而更能打动观众。

导演宁海强表示，孟泰的故事家喻户晓，

因此，塑造孟泰这样的模范人物一定要真

实。比如，当时的鞍钢，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和

国民党军队的反复破坏，几乎找不出一台完

整的设备。不甘心让炼钢厂变成高粱地的孟

泰，从鞍钢角角落落中捡回上万件修复高炉

所需的零件设备，建起“孟泰仓库”，为高炉

“起死回生”做出了贡献。1950年 8月，4号高

炉的炉皮烧穿，发生了铁水遇冷却水爆炸事

故，孟泰冲上炉台，冒着生命危险摸到水阀门

前，关闭了阀门，排除了险情……

在《钢铁意志》中，孟泰的戏份较多，饰演

者林永健为演好孟泰，查阅了大量资料，参观

“孟泰仓库”，和仓库管理员聊天，向鞍钢职工

和孟泰家人了解孟泰性格特征。因为知道孟

泰是一个特别爱说爱笑的人，平时待人也非

常热情，所以在演绎孟泰时，他特别注意这些

细节。孟泰是唐山人，青岛出身的林永健在

剧组每一天都在练习唐山话，全程都用唐山

话出演。用林永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力

争让“孟泰长在自己身上”。

孟泰在影片中最打动观众的一句话是：

“跟定共产党，棒打不回头”。鞍山解放后，解

放军送来的粮食使孟泰全家吃上了第一顿饱

饭，让他看到共产党好，因此下定了跟定共产

党的决心。而林永健用唐山话说这句经典台

词，更亲切感人。

抗美援朝期间，鞍钢接受了为中国人民志

愿军加工飞机副油箱拉杆的十万火急的特殊

任务。王崇伦设计并制造出利用刨床加工拉

杆的特殊卡具，比开始用铣床加工提高工效24

倍，而且全部达到一级品，有力地支援了抗美

援朝。电影《钢铁意志》再现了这一故事。

钢铁工人看钢铁故事

看 到老父亲的形象出现在大银幕上，

孟泰的女儿孟庆珍眼含热泪，她说：“老父

亲虽然已经走了 50 多年但党和国家仍然记

着他……”影片中的一幕幕感人情节，让孟

庆珍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以及那些无私奉

献的钢铁工人。

孟庆珍说，父亲曾说过：“这一辈子我怎

么干，都报答不了党的恩情。如果能像黄继

光、董存瑞那样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为国捐躯

我也不会犹豫的！”

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船舶用钢研究室主

任严玲是“钢二代”，她说，之前都是听父辈们

讲鞍钢的故事，此次将鞍钢的这段历史拍成

电影，让她真实了解了父辈们为了在最短时

间内生产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的艰辛历程。

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第一代钢铁人的钢铁意

志，更加感到身上这套工装所担负的责任。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航空工业沈

飞总装厂维修电工孙志强带着家人一起到电

影院观看了《钢铁意志》。他感慨道：“王崇伦

是我的偶像，我经常和儿子讲当年的那些激

情岁月，但无论怎么讲，都没有看电影来得

直观。”

艺 评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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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9 月 30 日，由辽宁省委宣传部联合辽宁省总工会、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策划并

摄制的电影《钢铁意志》全国公映。这部思想性、艺术性、市场认可度相一致的、全景式地

再现了新中国钢铁工业恢复生产的历史壮举的电影，感动了一个又一个观众。

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不止于广场舞不止于广场舞

罗筱晓

最近，“老年版”《甄嬛传》视频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抛开

涉及版权问题的争议，笔者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老年人文化

生活的有趣改变。

翻拍者是浙江金华 16 位平均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退休阿

姨。她们自己找剧组、当演员，翻拍了很多剧中“名场面”。妆

容、服饰、布景都像模像样，阿姨们的表演也很投入。至于阿

姨们做这件事的原因，简直再单纯不过：为了过戏瘾。

因为喜欢一部影视作品或是爱好某一种文化形式，从而

参与一些由此衍生出的娱乐活动，这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比如有人乐此不疲地参与“《甄嬛传》学者十级考试”，有动漫

迷组团玩 cosplay（角色扮演）。只是一直以来，这类群体的主

角都是年轻人。至于“大妈”“大爷”，在大众的固有印象中，他

们的文娱活动要么是跳广场舞、手持丝巾拍照，要么是打牌、

下棋；再不然，就是端着配有长焦镜头的相机，不同的公园拍

花、拍鸟。

然而，固有印象就是用来打破的。

前不久，来自湖南长沙的 58岁的“黄大妈”在一档大热的

脱口秀节目中靠与众不同的笑点拿下四盏爆梗灯直接晋级，

她的参赛视频也在网上广为传播。脱口秀在国内流行时间还

不长，此前台上台下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黄大妈”说脱口秀

才一年，可她的出现足以让人们意识到，当中老年人把自己的

经历和感悟编成段子，姜依然是老的比较辣。

类似玩转文娱圈的老年人远不止翻拍阿姨们和“黄大

妈”。有爷爷、奶奶级模特身穿礼服、旗袍街拍的视频不时冲

上视频网站热搜榜；有原银行行长退休后去当群众演员，因为

熟悉领导干部的日常在演戏时还能给剧组提有益建议；还有

一群老人组成乐队弹吉他、打架子鼓开启“摇滚人生”……

社会在发展，老年人也能跟着时代往前走。有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6月，我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数达到 11.9

亿。其中 46 岁及以上中老年用户占总数的 34.1%，是用户增

长的主要来源。

随着越来越多银发族能熟练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发布

信息，他们也就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当下新潮的或流行的文化

娱乐方式，进而尝试参与其中。比如过去几年，仅是走红的老

年博主就有不少，其中有擅长穿搭的，有教人健身的，也有直

播分享旅途见闻的。只看他们专攻的领域，和 90 后、00 后网

红博主完全没有“代沟”一说。

人到老年终圆梦也好，发掘自我新技能也罢，在买菜做

饭、照顾孙辈之外，一项很酷的兴趣爱好，足以给老人诗和远

方。与任何一种健康、有益的文娱活动对年轻人的影响一样，

它们给乐在其中的老人打开了与外界沟通的一扇新的门，让

老人获得了存在感和成就感。

年轻有年轻的玩法，老了有老了的活法。让更多银发族

的文娱生活被看见，给予更多打破常规的老年生活以鼓励，这

不仅是对老人的善意，也能给当下的青壮年以勇气：看看他们

人生后半段的精彩，自己好像也没那么害怕变老了。

《山水诗笺》研讨会在池州举办
本报讯 近日，青年诗人方严的诗集《山水诗笺》研讨会在

其家乡安徽省池州市博物馆举办。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及池

州本地的 20多位诗人、评论家参加了研讨。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编审杨志学指出，方严有作为诗人的

天赋，又有较好的后天诗学积养，其才情在《山水诗笺》中得到

了良好的挥发和呈现。这部诗集借山水说事、借山水传情、借

山水寄托人生，可以引发人们关于诗歌与山水、诗歌与青春写

作等诸多话题的思考。

据悉，方严是一位 95 后青年诗人，《山水诗笺》是作者的

第三部诗集，收录作品 150 首。本次研讨会由安徽池州市作

家协会主办，池州市博物馆承办。 （陈凯）

潘佼佼

自秋日起，一股诗画鉴赏风潮开始流

行，其源头正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

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

这档节目从中国文化史上甄选出近 60
幅画作、上百首诗文并将之合璧，借力现代

科技手段与多元艺术形态，演绎出富有时代

气息的诗画风骨。截至第四期播出后，节目

全网视频播放量已突破 1.8 亿次，在社交平

台收获超 250个热搜热榜。

时下，已有多档聚焦古籍、文物等经典

载体的文化节目登陆荧屏。但此次《诗画中

国》仍迅速“突出重围”，既在于节目挖掘到

“诗画合璧”的新样态、新视角，予以大众耳

目一新的观感，更在于节目扎根内容质量，

将对“美”的探寻与表达推向新高度，收获大

众惊艳目光。

浪漫的诗歌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而充满

意蕴的国画则凝结着中国人的独特审美。诗

与画，构成了中华民族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

也反映出一代代人充盈的精神世界。不过如

今，谈起诗画，很多人认为颇有距离，存在着

一定的鉴赏门槛。

而一档电视节目，如何让诗画艺术重新

“飞入寻常百姓家”？

沉浸感，是《诗画中国》寻到的破题之

道。节目以中国经典名画为内容载体，以经

典诗词引发出其中的精神内核，将 XR、CG、

裸眼 3D、全息影像等先进技术手段，与诗、

画、音、舞、剧、曲等艺术形态相融合，让经典

诗画“活”了起来。

《溪山行旅图》的山景被 CG 技术立体化

重塑，千年来未曾相遇的画中三人得以共享

山水之乐；《公孙大娘舞剑图》中潇洒的剑锋

轨迹于舞台上再现，舞者以刚柔并济的“剑器

舞”还原公孙大娘“浏漓顿挫”的舞姿；《货郎

图》中烟火气十足的南宋生活，则在一段孩童

的“穿越”之旅中被揭开……此时铺陈于观众

眼前的，不是泛黄的故纸堆或纯平面的绢绸

画布，而是执笔古人所见所想的，那一方绚丽

且具有感染力的真实世界。

各类艺术手段的融入，更为这份诗情画

意增色添香。以精彩纷呈的儿童京剧复刻

“清宫戏画”笔触的独特风韵，用刚柔并济的

武术交锋再现竹“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坚韧姿

态，用朗诵和琵琶演奏的结合刻画“大珠小珠

落玉盘”的修辞通感……古今中外多重艺术

的“加工”，让古画中浸润的情怀风韵变得形

象生动，让古诗中凝练的思想意志变得可触

可感，缔造出可引发强共鸣的文化体验。

“美”不仅映在眼中、听在耳中，更流淌在

观众心中。

秉持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鉴赏

理念，《诗画中国》以经典为切口，以思想为

引线，向大众展示了“诗画合璧”的多重样

态——或有诗画本一体的经典创作，如王冕

的《墨梅图》与题画诗《墨梅》；或有诗画互为

灵感的文人致敬，如仇英的《浔阳琵琶图》，正

取自白居易的《琵琶行》；或有相隔甚远的诗

与画因共通的主题而相连，如王维笔下的“洒

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正与《江干雪霁图》

意境相合……在语言艺术与造型艺术的融合

交错中，《诗画中国》厚植于文化根脉之上，铺

展开意涵深刻的中华文化壮美图景。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了传统文

化的隽永魅力。从打动感官的“视听美”，到

激荡心灵的“底蕴美”，《诗画中国》从经典作

品中提炼出历久弥新的文化精髓，为稍显“冷

门”的艺术题材创造了新的“打开方式”。

随着节目播出，一个气韵生动、气象万千

的“诗画中国”正走入更多观众心中。“沉浸式

入画，全景式赏画，这完全就是一场身临其境

的审美享受”“让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艺

术，变得通俗易懂了”“ 一切都是鲜活的，一

切都是有生命力的，古画不再只是死气沉沉

的文物”……来自美术、诗词、音乐、教育等多

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媒体，也对节目予以

关注与赞誉。

挖掘诗画合璧样态 引领诗画鉴赏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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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电影《《钢铁意志钢铁意志》》全景式再现新中国钢铁工业恢复生产的历史壮举全景式再现新中国钢铁工业恢复生产的历史壮举

““国家钢铁事业最初的样子国家钢铁事业最初的样子，，质朴而充满力量质朴而充满力量””

杂技剧《天鹅》在广州首演
日前，由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杂技剧

《天鹅》在广州大剧院首演。该剧围绕生态文明，融合了
杂技、芭蕾舞、现代舞、现代声光电等艺术形式，是广州市
舞台艺术创新的又一力作。 许建梅 摄/人民图片

日前，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两大文博机构首度联袂推出的重磅特展

“和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从
故宫和国博的丰厚馆藏中精选400余件文
物进行展示。

展览从宇宙、天下、社会、道德 4个层
面，阐述中国“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丰
富内涵。“天地同和”，阐释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万邦协和”，
阐释中华民族处理外交关系时秉持的协和
万邦的天下观；“宜民安和”，阐释中华文明
对社会各阶层文化多样性、各民族文化多
元性的尊重与包容；“乐在人和”，阐释中华
民族“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视觉中国 供图

不出厂区可享“文化盛宴”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高宁）近日，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青年公寓工会服务站组织的劳模

宣讲、文艺演出活动在北京烨兴钢制品有限公司的厂房内精

彩上演，80 位一线职工近距离享受了一场丰富的精神文化

“大餐”。

据了解，今年以来，经开区青年公寓工会服务站共开展文

化惠企活动 39 场，惠及区内企业职工近千人次。“接下来，我

们将继续以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打造基层职工‘家

门口’的文化盛宴，将各类文化活动送进园区、送进厂房、送到

一线，同时将我们对职工群众的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青

年公寓工会服务站站长张美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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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国博首次联袂办展 吸引游客领略“和合”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