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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开年第一剧”《狂飙》直面社会现实，于矛盾中挖掘正能量，既有生动真实的生活细

节，又有气势豪迈的历史叙事。除《狂飙》外，《大考》《我们这十年》《山河锦绣》《县委大

院》等现实主义佳作从不同维度，共同勾勒新时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壮丽图景。

“开年第一剧”《狂飙》主创接受《工人日报》专访，畅谈现实主义创作——

“生产爆款如果有诀窍，那一定是认真”

视 线G

陈俊宇

树被种植在路旁时总会被人修理，有道

理和没道理的修理。

大树被削下时留下大疤痕，大树要花若

干年的时间自行修理，粗糙的树皮慢慢愈合，

将断面包起来，最后形成一个起伏的山丘，将

伤痕放到树的内里，也是心事不欲对人言。

蔡皋重复了一遍，心事不欲对人言。

许知远追问，是看不出这些伤口的痕迹

好还是看得出好呢？

蔡皋回道，看得出对他人来说会伤感，

树也不乐意，树的本能就是把自己长直……

好几年前，年过七旬的“绘本奶奶”蔡皋

出了一本附有插图的散文集《一蔸雨水一蔸

禾》，专门有一篇《看懂树事》，还画了那棵有

伤痕的树。

在今年的第七季《十三邀》第一集中，许

知远去往长沙，在蔡皋所住的小区院子里，

见到了、还抱了抱旁边那棵曾被砍断如今又

长直的树。

“它当年被锯掉的部位，断口已经被树

皮包裹，看不出原来伤口的样子，生命如此

强盛地成长的能力真是让人震撼……”蔡皋

还写道，人把这些树事看懂了的时候，就明

白一件事，什么都在记录，什么都活在当下，

也活在历史里。

从一名小学教师到出版社做童书编辑，

一直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美术创作的蔡皋，有

不少作品享誉世界。30 年前，她凭借作品

《荒原狐精》摘得国际插画界奥斯卡“BIB 金

苹果奖”，是中国获此奖的第一人。她的作

品《桃花源记》还入选了日本小学 6 年级语

文教材。去年底，因在中外儿童文学交流、

推广和发展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蔡皋获

得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拜访蔡皋前，许知远去看望了九旬老人

钟叔河，老人家已经身体左侧偏瘫。蔡皋给

钟叔河的书《学其短》配了插图。一向“我口

说我心”的钟先生说，蔡皋对于小孩子的天

真烂漫、对于花花草草、对于动物植物寄托

了感情，有一种爱心。她不是专门学画画

的，但是她的笔墨还是有点趣味……

当问及家里什么位置最为喜欢？蔡皋

答说，阳台。每天看见花开，情绪就很好。

又补充了一句，动人春色不须多。

这句是出自宋代诗人王安石的《咏石榴

花》。初读想来，最让你动容的春色，绝不是姹

紫嫣红，倒可能是一缕春风、一树花开、一泓春

水……细品咂摸，应该也有这样一层哲思：人

生能够把少数事情做到极致，就已经足够。

《十三邀》上一季时，许知远曾同钟叔河

有过深谈，再次面对面，他依旧带着困惑，

“人怎么去面对一个总是让你陷入无力的世

界呢？”

钟先生告诉他，我们都是无力的，作为

人、作为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完美的……眼

光要看得长远，尽量使你的作品，能够比较

久地存在下去，努力把自己的节目做好，把

你的文章写好……你把你的专业搞好嘛。

这样来看，是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呢？把自己事情做好，做出价值来。绘画的

蔡皋如此，编订和主持出版“走向世界”丛书

的钟叔河亦如此。

许知远如此写钟叔河，“他的文章与思

想，谈不上多么杰出，却有种难得的常识感，

在经历如此动荡的那代人中，这常识就像是

宝石。”

许知远如此形容蔡皋，“好像躲在自己小

岛上面，种种这个种种那个，画画儿，然后练

一身绝世武功，顺便给别人治治病。那些江

湖人士来到这儿疗伤，她给熬一碗忘忧水。”

宝石、忘忧水，都是弥足珍贵之物，是走

过了人生沟沟坎坎、历经岁月沉淀洗礼的结

晶。就说蔡皋，她是把那些“心事不欲对人

言”的伤痕自我内化，作品才会如此纯粹童

真充满生命力吧。

哪怕被锯过，树依然会长直。我们也应

走出无力感，去做具体的事。

动人春色不须多 “光合”影视人才扶持计划作品陆续上线
本报讯（记者苏墨）正午阳光“光合”影视人才扶持计划选

出的 8部作品正在腾讯视频陆续上线。

首届“光合”影视人才扶持计划是由正午阳光独家发起、

腾讯视频独播的优秀短片扶持计划。正午阳光在 3个多月的

时间里共收到 684个团队或个人投递的作品。作品类型包罗

万象，充分展现了影视爱好者与从业者无穷的创造力。

在他们中，有尚在求学的大学生，从繁忙的学业中挤出时

间来完成梦想；有优秀的作家编剧，以专业的文笔描绘斑斓的

影像世界；也有业余爱好者，从未接触过影视行业但怀有炙热

的影视梦；更不乏装备齐全的影视团队和专业人员，希望借此

机会创作出遵从本心的作品；甚至有的团队人员为了参与“光

合”计划而辞掉了本职工作。

历时 1年多的筛选与复审，12个团队进入拍摄阶段。8部

短片涵盖青春校园、志怪、科幻、文艺、悬疑、亲情、伦理、古装

等类型。首周上线的作品中，《柜子》与《失衡》既有超现实的

夸张，又有扎根于生活的真实细节，而讲述算命先生与不速之

客斗智斗勇的《神算》则颇具悬疑色彩。

陆续上线的作品还有取材自唐人小说《酉阳杂俎》的志怪

题材古装短片《松间明月》，以及全程只有一个演员出演的《拉

黑结界》，这些短片都极具风格化，多维度探索影像的表达方

式和艺术手法，给予影像更多的解读空间。

在当下的影视行业复苏阶段，腾讯视频与正午阳光一起

推动 8 部作品的展映，探寻影视精品内容，助力影视人才成

长，为影视界输送了新鲜血液。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李江波

初春的傍晚，西安大唐不夜城表演区。“不倒翁小姐姐”冯

佳晨和往常一样，经过 1个小时的化妆，穿上近两米长的演出

服，脚蹬翘头履，头戴发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用布带将双

腿固定在 250 公斤重的半圆形金属道具的支撑铁架上，然后

扣好安全绳、罩上襦裙。

音乐响起，冯佳晨和“不倒翁小哥哥”开始表演，引得现场

观众一片欢呼。西安姑娘冯佳晨 2018 年大学毕业后成为西

安曲江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演艺管理中心的一名演员。第二年

曲江文旅公司在大唐不夜城街区推出“不倒翁”行为艺术表

演，她成为百里挑一饰演“不倒翁小姐姐”的首批演员。

“‘不倒翁’表演不仅仅是街边的行为艺术，还是一种传播

传统历史文化的形式。”冯佳晨白天排练，晚上演出，道具上固

定腰部的是一根 6~7 厘米宽的“铁腰带”，“不倒翁”优美飘逸

的动作要靠演员的腰部发力来完成，一场 15 分钟的演出下

来，她总是累得汗浸演出服。演出不久，腰腹、大腿和胯上都

被铁支架磨碰得淤青。

“疼痛算不了什么，一定要把表演做到极致!”冯佳晨边琢

磨边尝试用腰腹发力摇摆，一遍两遍三遍，熟能生巧，随着摇

摆动作逐渐自然流畅，她在演出中增加了一些古典舞动作，让

演出效果锦上添花，尤其是“把手给我”和观众一起互动将演

出推向了高潮。“不倒翁”行为艺术表演很快就成了“西安网

红”打卡地。

现今，除了“不倒翁”行为艺术表演外，多才多艺的冯佳晨

身兼多“职”。作为“陕西文旅推荐大使”“陕西好青年”“陕西

好网民”，她走进街头巷尾，利用视频直播推介陕西文旅特

色。她还利用自身的“流量”和影响力，参与“帮助阎良瓜农销

售甜瓜”“走基层参与惠民演出”等公益活动。

“作为一名文旅人，不能被一时的‘爆红’冲昏头脑，趁年

轻还得再拼一把，专注本职，让世人知道历史文化也能玩得更

活更新鲜更精彩。”冯佳晨说。

本报讯（记者苏墨）日前，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第四

届“梨花杯”全国青少年戏曲教育教学成果展演（以下简称成

果展演）于 4 月 14 日至 5 月 18 日举行，在北京、南京、武汉、济

南四地开展。

成果展演通过各省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初评推荐，共收到

222个学生节目，其中戏曲表演京昆组 63个节目、戏曲表演地

方戏少年组 69 个节目、戏曲表演地方戏青年组 57 个节目、戏

曲器乐演奏组 33 个节目，涵盖 48 个戏曲剧种，涉及戏曲表演

和戏曲器乐伴奏两个专业类别。此外，各省推荐 30个教师参

选节目，各院校推荐 62篇戏曲专业教育类参选论文。

经过终评，共有 84 个学生节目入选本次展演活动，涉及

27 个剧种，其中京剧 24 个，占入选节目的 29%。其他剧种 26
个，占入选节目的 71%，均为各地特色剧种。

据悉，相较往届，本届“梨花杯”成果首次将戏曲器乐伴奏

专业纳入展演范围；首次纳入教师示范课展示和教师表演展

示；首次向全国范围内征集戏曲教育类论文并于展演期间举

办戏曲教育教学研讨会；首次在评选阶段设立基本功、“绝活

儿”、特色曲牌等评审考察内容，更加强调戏曲基本功训练和

学生专业基础能力的全面培养。

石家庄丝弦艺术陈列馆开馆
河北省石家庄丝弦艺术陈列馆在河北省石家庄丝弦

剧院建成开馆。石家庄丝弦是河北省特有的古老剧种，
也是全国稀有的地方戏曲声腔剧种，2006年入选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发（陈其保 摄）

右图 4月12日，游客在禹州市神垕古
镇观赏展出的钧瓷作品。

上图 4 月 12 日，在禹州市神垕古镇
一家钧瓷企业，一位员工为钧瓷素胎上
釉色。

河南省禹州市神垕古镇是国家级非
遗项目“钧瓷烧制技艺”的发源地。近年
来，禹州市神垕古镇依托钧瓷产业优势，
开发钧瓷旅游产品，打造了一批具有非遗
文化特色的研学游场所，提升游客参与
度，促进当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新华社发（牛书培 摄）

以“钧”为媒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走近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

第四届“梨花杯”全国青少年
戏曲教育教学成果展演花开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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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时斓娜 苏墨

“《狂飙》这个剧名，是我很久以前就构想

好的，我对制片人说，在拍摄过程中千万不要

将这部剧改成其他名字。”4 月 11 日，电视剧

《狂飙》导演、总编剧徐纪周，总制片人徐康来

到《工人日报》交流，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狂飙》的剧名正是来自这样一句气势豪迈的

诗词。如词句展现的“正在进行的改革如风

暴”一样，本剧呈现的故事，也以扫黑除恶的

必胜信心和雷霆之势，如疾风骤雨狂飙前行，

扫除黑恶与阴霾。

近年来，现实题材已经成为中国影视创

作的主流题材。对于如何创作出优质的现实

主义作品，徐康表示，“生产‘爆款’如果有诀

窍，那一定是认真。”

直面现实，从矛盾中挖掘温暖能量

“遍体鳞伤，换一次希望，让罪恶的谎，藏

无可藏。”《狂飙》片尾曲《藏无可藏》将安欣从

意气风发的青年到满头华发的中年，在光阴流

转间的不悔坚持，于寥寥数句中，淋漓道尽。

这遍体鳞伤的心酸苦楚，勇毅前行的心

怀希望，打动了前来参加交流活动的每一位

观众。交流会下午 2点开始，提前半个小时，

会场便已座无虚席。儒雅、随和是两位老师

给大家的第一印象，他们如聊家常般平实地

分享起了有关《狂飙》的故事，以及对现实主

义创作的心得体会。

剧中所呈现的 2000 年到 2021 年的 20 余

年，是安欣与高启强从相识到展开正邪较量，

直至京海市拨云见日的 20余年，也是我国经

济高速增长并最终转向高质量发展的 20 余

年。徐纪周介绍，剧中以高启强为首的黑恶

势力团伙，正是因为钻了经济高速增长期法

律制度的空子，加上彼时权力寻租，身居高位

者甘愿为其充当“保护伞”，才得以发展壮大，

直至称霸一方。

扫黑除恶与市井民生密切相关。对于这

些社会现实中的矛盾问题，《狂飙》不避讳，敢

直面。徐纪周坦言，剧中的一些经典桥段，例

如将放高利贷以在网上卖酒的方式包装成正

常生意、强迫还不起高利贷的经营者献血等，

都来源于调研采访中获得的真实案例。

显而易见，《狂飙》并未沉迷于矛盾本身，

而是从矛盾中挖掘正能量的情感内容，安欣

的初心不改、教育整顿指导组的利剑高扬，都

为观众带来了精神抚慰与情感激励。

“现实主义创作从商业上说不难，但能造

就《狂飙》这样的作品并不容易。《狂飙》不仅

表现黑恶，还详述了黑恶是如何形成的，揭露

出复杂的人性；不仅关注‘扫’的力度，更突出

‘扫’的难度。”徐康表示，立足于真实的人性

逻辑和社会逻辑，才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本质

要求。

立足生活，于历史磅礴中掬起时代浪花

《狂飙》选取 2000 年、2006 年、2021 年三

个时间节点，采用正叙与倒叙交叉的手法，表

现时代发展变迁下的社会图景。作为一部时

间跨度长达 20余年的剧集，如何让每一个时

间节点下发生的故事都真实可感，又将其汇

集于时代的洪流中加以呈现，让人物有血有

肉、有成长曲线和心路历程，是《狂飙》在叙事

中需要完成的课题。而剧集也以逼真的布

景、高度的细节还原、演员精湛的演技交出了

答卷。

对于拍摄取景为何选在广东江门等地，

徐纪周解释，这些城市既有高速发展的区

域，又因为是华侨城市，很多建筑保留了原

始古旧的风貌，与京海甚为贴合。徐康则用

一句话表达了对艺术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

“只有当观众相信这是 2000年的菜市场的时

候，高启强在菜市场里的一举一动才是令人

信服的。”

将微观细节填充于宏观叙事，现实主义

剧作将更加丰满，而对历史进程本身的把握

和描绘，方能赋予作品鲜明的时代质感和厚

重的史诗属性。以《狂飙》为例，两位主创在

现场多次提及，真实的“有伞必打、有黑必扫”

的疾风骤雨，是创作的最大底气。

和《狂飙》一样，近年来的现实主义佳作，

多尝试于磅礴历史中，掬起一朵时代的浪

花。《大考》以新冠疫情和洪灾背景下如何保

障高考为题材，反映举国上下为高考公平而

付出的巨大努力；《我们这十年》以小切口展

现大时代，社会在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方面

的巨大变迁……

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同名书籍卖断货，《孙子兵法》销量一度

同比增长近 60倍，拍摄地的猪脚面面馆一座

难求，旧厂街打卡游客络绎不绝。

对于频繁生产出“爆款”剧集的诀窍，徐

康表示，“最重要的是认真”。“主创、剧本、演

员、制作、宣发任何一个环节都容不得马虎，

当下以为取巧的地方，一定会在后续的某一

时刻造成影响。”

在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

智锋看来，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用心、用情、用

力，“推进新时代题材电视剧向着温暖现实主

义的更高的状态迈进，要站在人民对美好生

活无限追求向往的高度来回应现实问题。”

“现实主义创作既要洞察时代发展的生

机与活力，见证世道人心中向善向上的主流

趋势，又能以冷峻、警觉、客观的目光观察生

活中的案例，在富有情感温度和社会温度的

同时体现出创作的力度和锐度，具备对现实

心灵的震撼力。”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

会副会长李京盛说。

纵观《狂飙》《大考》《我们这十年》《山河

锦绣》《县委大院》等作品，业内专家认为，优

质现实题材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相向而行，

既依托社会现实筑牢根基，又运用艺术方式

精心打磨，最终呈现出社会之貌、时代之变。

“这些作品的共性是具有真实的生活细

节、精湛的艺术细节、精彩的典型人物。”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秘书长胡建礼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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