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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伴随着我国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脱贫攻坚的伟大

实践，农村题材影视剧创作再掀高潮，

集中涌现了一批反映各族人民与贫困

作斗争、奋力推进扶贫攻坚的影视佳

作。电影作品有反映贵州深山仡佬族

人民为摆脱贫困走出大山的纪录片

《出山记》，有反映四川珙县珙桐村党

支部积极探索共同致富路径的影片

《最后一公里》，有反映世代逐水草而

居的哈萨克族牧民告别过去迈向新生

活的《远去的牧歌》，还有展现河南兰

考扶贫一线干部风采、描绘新农村新

面貌的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等；电

视剧作品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各

大卫视荧屏上争奇斗艳。如采取单元

剧模式、展示不同扶贫模式和扶贫类

型的《最美的乡村》，反映全国优秀县

委书记廖俊波带领全县人民改变贫困

落后面貌的《一诺无悔》，聚焦退伍军

人返乡创业主题、将退伍军人的事业

选择同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有机结合

的《麦香》，还有《绿水青山带笑颜》《花

繁叶茂》《温暖的味道》《我的金山银

山》《遍地书香》《我们的小康时代》《脱

贫十难》《雪线》等。这些影视作品从

不同角度呈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

党领导下开展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

斗争，为中国影视文艺百花园增添了

绚丽光彩。

其实，农村题材一直是我国影视

创作的一个重要类型。特别在改革开

放之后，农村题材创作犹如田野中的

庄稼，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不时传来

“丰收”的喜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许多作品都已成为了经典，定格在了

几代人的记忆中。如电影《喜盈门》

《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人

生》《老井》《焦裕禄》《留村查看》等，

电视剧《新星》《篱笆女人和狗》《党员

二楞妈》《牛玉琴的树》《趟过男人河

的女人》等。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城

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农村题材影视剧

虽然逐渐式微，但也时有佳作。如电

影《三峡好人》《马背上的法庭》《杨善

洲》等，电视剧《刘老根》《乡村爱情》

《圣水湖畔》《喜耕田的故事》《当家的

女人》《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等，这些

作品有的是对落后乡村的反思，有的

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的是以轻

喜剧的形式，呈现其乐融融的农村田

园生活。党的十八大以后，农村题材

影视剧创作再次活跃起来，一批高质

量作品应运而生。电影《十八洞村》

《真爱》《村戏》《百鸟朝凤》《毛丰美》

《春天的马拉松》等，电视剧《太行山

上》《平凡的世界》《老农民》《马向阳

下乡记》《小镇大法官》《鸡毛飞上天》

《黄土高天》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这一波创作高潮一直延续至

今，与十九大之后脱贫攻坚题材创作

实现了无缝衔接，共同描绘了新时代

中国农村致力于脱贫致富、实现乡村

振兴的崭新风貌。

农村题材影视剧创作之所以成绩

斐然，有其必然的主客观因素。一方

面，文艺反映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

尚。党中央历来对农业农村工作高度

重视，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

发布与三农有关的重大方针政策。与

此同时，国家影视主管部门对农村题

材创作一直给予很大政策支持，积极

倡导和鼓励农村现实题材创作。有了

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广袤原野自然

成了创作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另一方

面，影视作品不是无根之木，需要肥田

沃土滋养。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

国，每个人都与农村农民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

创作者大都对农村题材有着特殊的情

感，广大观众对农村题材作品更有代

入感，更容易共情。农村那片希望的

田野，不仅为影视剧创作提供了源头

活水，也让这些作品有了足够庞大的

受众基础。因此，相比其他题材类型

而言，农村题材创作无疑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

毋庸置疑，已经推出的以脱贫攻

坚为主题的影视剧，是这场脱贫攻坚

伟大实践催生的第一批优秀艺术成

果。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些作品中虽

然不乏质量上乘、广受欢迎的佳作，但

与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能够深刻反

映这场伟大实践的精品力作可能还未

出现。脱贫攻坚的斗争还在继续，最

后决战时刻即将到来。影视创作者置

身于时代洪流之中，应当以更大创作

自觉，不负时代，在创作作品上作出更

大努力。首先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真正做到“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挖掘脱贫攻坚斗争中的

动人故事，塑造一线干部群众的生动

形象，仅靠走马观花式的体验生活是

远远不够的，创作者不仅要“身入”，还

要“心入”，更要“情入”。“根本固者，华

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创作者

的根扎下去的深度，决定着创作出来

作品的高度。其次，要坚持守正创新，

积极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诗文随

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艺术的生

命，创新能力反映着创作者洞悉生活

的能力。反观近期脱贫攻坚题材作

品，部分作品存在故事相近、人物雷

同、风格单一的问题。脱贫攻坚斗争

中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

事的能力。越是创作同一题材类型，

越需要作者的创新意识。面对这场扶

贫攻坚战，创作者要善于发现不同地

域的不同风貌、不同民族的不同风情，

力争用不一样的观察视角、叙事手段

和表现方法，各美其美。最后也是最

为关键的一点，创作者要志存高远，树

立起创作史诗性作品的雄心。“中国不

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

的雄心。”中国大地正在进行的脱贫攻

坚决战正是史诗般的实践，它为创作

者提供了难得机遇，也提出了严峻考

验。面对这样的创作堡垒，要么以应

付的心态做出应景之作，随波逐流甘

于平庸，让自己的作品沦为时代经典

的背景；要么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立

志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以精品奉

献人民。面对这场考验作出的抉择，

反映着创作者自身的思想境界和创作

格局，同时也决定着其作品的艺术品

格和历史地位。

农村题材影视剧是田野中长出的

艺术之花。它们以影像艺术的形式，

记载着广袤农村的历史变迁，记载着

劳动人民的生活日常和情感波澜，陪

伴和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从

某种意义上讲，农村题材影视作品既

是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史，也是中国

农民的奋斗史和心灵史。一部部作品

联结起来，就为人类留下了乡土中国

的历史画卷。伟大时代需要伟大作

品，期待有更多展示新时代中国农村

新气象和新面貌，反映新时代中国农

民新梦想和新追求的经典作品问世，向

世界讲述中国农村发生的故事，为后人

留下这个伟大时代的特别记忆。

影视光影绘就扶贫攻坚壮美画卷
■田水泉

一直以来，我国的军事题材影片所
呈现的战争场景、故事情节、国家意志
和英雄情怀，感召滋养了一代代观影
人，教育了一代代爱国观众，也不断推
动着中国电影在全球艺术市场产生更
大影响力。

曾几何时，国际军事影片大量涌入
中国市场，对国产军事题材电影制作和
观众的艺术审美，都带来了较大冲击。

近年来，《战狼 2》《红海行动》《空天
猎》《特种兵王》《狙击手》《灭狼行动》《中
华兵王》等影片的推出，为国产军事题材
电影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但类似作品无
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上，依然还有较大
增长空间。

如何提升国产军事影片的艺术品
相，使其凸显出更大影响力？这是一个
值得广大电影工作者思考研究的课题。

一

塑造英雄，是军事题材影片创作的
灵魂。从人性本体出发，讲述英雄故事，
表现符合人性逻辑发展的英雄人物和英
雄主义，无疑是军事影片吸引观众的原
始动因。
《战狼 2》《红海行动》等国产军事

大片进入市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追
捧。这种成功，除了因为选取撤侨题
材而备受关注外，更重要的是影片创
作从人性的本体出发，把英雄人物置
身于成功与失败、可能与不可能的双
重炼狱中淬火，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
受到英雄人物的真实可信，体悟到强
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回眸近些年的国产军事影片，有不
少也捕捉到了人性的光亮，通过悲壮场
景显现出人性的伟大，但深入其中，总
觉得在人性本身的挖掘上还少了一
点。在表现英雄时，有的作品要么给人
物贴上似曾相识的标签，要么为主角设
置高大全的英雄情节，使得故事的脉络
发展，缺乏人物个性的支撑。其结果往
往可能引起观众对故事和人物可信度
的质疑。提升国产军事题材影片的艺
术品相，一个很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下功夫，让英雄人物
形象真实可感，进而使作品达到触动人
心的艺术效果。

二

提升电影作品的艺术品相，表达对
象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除了传统的
地面战、海洋战、空间战之外，情报战、科
研战、人才战、舆论战、金融战等新型战
争形态不断进入人们视野——这都是国
产军事影片所待开掘的对象。国外许多
科幻片、战争片就取材于这些高科技战
争，放映后，产生较大影响。

当然，战争本身是残酷血腥的，军事
题材影片在追求商业价值的同时，还应
该具备从人类良知出发、观照艺术作品
真善美的本质特性——在满足观众惨烈
紧张的感官刺激中，担负起引领社会正
义与高尚的文化责任。

三

今年两会上，编剧高满堂呼吁：“尊
重年轻人的审美习惯，主旋律作品的市
场才会有光明未来。”调研显示：军事题
材影片一贯充当着主旋律影视市场的主
力军，观众对军事影片的热度连年递
增。尊重大众审美习惯，很大程度就收
获了军事影片市场的光明未来。

怎样尊重大众审美习惯？尊重大众
哪些审美习惯？这些问题，从来都是电
影创作者反复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观众
是电影艺术的消费者。适应观众“口味”
的新变化，进而实现艺术创新，是军事影
片创作的重要维度。当然，这种适应“口
味”，绝对不是一味地迎合，而是在不断
互动下的引领。

一是尊重大众开放化的审美习惯。
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大众的审美选择
更加多样化，观众对军事题材影片在故
事表达、创作手法、画面元素等方面的期
待更趋多元，希望更多不同类型的佳作
走进视野，愉悦身心，丰富个人艺术鉴赏
空间。

二是尊重大众人性化审美习惯。观
众是审美主体，走入影院时，期望每部电
影精彩好看，故事讲述、人物走向符合人
性化发展逻辑。一旦有违此审美习惯，
就会觉得假，不真实，不艺术，不爽快。
因此，军事影片在观照大众人性化审美
习惯时，先合情合理，再艺术加工；先有
血有肉，再骨感分明。只有这样，影片才
能在唱响主旋律的前提下赢得受众，进
而引领大众审美。

三是尊重大众唯美化的审美习
惯。结构美、故事美、人物美、画面美、
格调美等要素，形成影片的整体美
感。观众对电影呈现的整体美感，有
着强烈期待。军事影片在表现整体美
感时，要有追求唯美的恒心，还应具备
追求唯美的智慧。只有这样，具有整
体美感的军事影片才会不断涌现，不
断满足大众需求。

努力提升影视作品的艺术品相，
是当代电影人的重要使命，也是一个
需要长期思考和实践的课题。今天，
随着国家发展和时代进步，国产军事
题材电影创作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广大军事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应该在这
一课题上有新的作为，努力使作品的
内在精神和灵魂与时代精神同频共
振，不断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不断拓
宽作品的社会效益。

国
产
军
事
影
片
如
何
提
升
艺
术
品
相

■
李
学
政

电视剧《最美的乡村》正在央视一
套热播。该剧反映了紫塞大地在党的
脱贫攻坚政策指引下，农村面貌发生
的巨大变化。全剧共 30集，分为三个
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单元。在电视
剧播出之后，不少观众都表示被深深
地感动了。
《最美的乡村》能够引起观众的共

鸣，主要在于主创人员在全剧的情感
构建中整体营造的时代氛围和时代精
神，并以此彰显的历史内涵。
《最美的乡村》，美在乡村，更美在

人心。这部剧通过唐天石、卢振兴、邢
铁山、那文斌、辛兰等几位有代表性的
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示出了一幅脱
贫攻坚的时代画卷。从全剧来看，老兵
的形象，新闻工作者的形象，返乡创业
有志青年的形象无一不真实可信，让人
感觉这些人仿佛就在我们身边。正是
这些从脱贫攻坚第一线得来的人物形
象，在真实中彰显了时代精神。

全剧“虽说演绎的是中国北方乡
村脱贫的小故事，但诠释的是举国上
下实施扶贫战略的大事件”。唐天
石、辛兰这两个人物是全国千千万万
个扶贫干部的真实写照，石全有这个
人物被寄予着新时代农民的精神意
蕴。作为被扶贫的对象，老军人、老

支书邢铁山也好，“酒鬼”关铁栓、“馋
鬼”金满堂也好，都随着精准扶贫的
稳步推进，“微笑着和自己的过去告
别”。这句台词意蕴深厚，这是一个
乡村向贫困的告别，是一代农村人向
贫困的告别……

在故事结构上，《最美的乡村》以
扶贫攻坚为主线，将扶贫干部、驻村工
作队、有志青年回乡创业这些看上去
情节跨度较大的三个小故事，有机地

衔接贯穿起来。这样的处理既相互关
联，体现了脱贫攻坚的具体做法，又笔
墨集中，跌宕起伏，让人充满期待。

此外，这部剧之所以不说教、不空
洞，引人入胜，还与它在扶贫产业和项
目上的设计有关。拍摄地承德山清水
秀，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最美的
乡村》以赏心悦目的绿水青山为背景，
展现承德生态之美的同时，也通过特
色养殖、农家游等具有承德地域特色

的扶贫产业，把扶贫先扶志、科技扶贫
与产业扶贫、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的
关系理得一清二楚。

总之，全剧以党的扶贫政策为经，
以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为纬，故事脉
络条理清晰，有人情味，让观众在不知
不觉中感受到了紫塞大地在党的扶贫
政策指引下，新时代新农村所发生的
沧桑巨变，是一部反映扶贫攻坚题材
的佳作。

左图：电视剧《最美的乡村》剧照。

电视剧《最美的乡村》——

紫塞大地脱贫的生动写照
■王 琦

新时代咏唱主旋律的电视节目如
何出新出彩？《奋进新时代 礼赞奋斗
者》音乐诗歌咏唱会给人以启示。
《奋进新时代 礼赞奋斗者》音乐诗

歌咏唱会通过诗歌、音乐、演唱、舞台的
有机融合，成功演绎了“最美奋斗者”的
时代风采，充满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节目第一篇章“国家向你致敬”以
牺牲与奉献为主题，以《光之歌》《他在
我们中间》《英雄是光辉的美妙替身》
《最红最美的旗》《以领袖的名字》等诗
作歌咏了黄继光、雷锋、张富清、王继才
和王仕花夫妇、“毛泽东号”机车组。第
二篇章“民族因你光荣”以奋斗与拼搏
为主题，《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为群众
着想的张秉贵》《十三个月》《我和我们
的好书记——廖俊波》《八步沙六老汉》

等作品歌咏了王进喜、张秉贵、焦裕禄、
廖俊波、八步沙林场“六老汉”等英模人
物。第三篇章“人民为你骄傲”以创新
与圆梦为主题，《筑梦者》《送别》《天上
多了颗南仁东星》《爱与被爱》等诗作歌
颂了袁隆平、黄文秀、南仁东、顾方舟、
屠呦呦、李桓英。在咏唱会的尾声，诗
朗诵《奋斗向未来》、合唱《领航新时代》
以热情的礼赞将观众带入展望未来的
美好祈盼之中。

对于一台精彩的电视节目来说，文
学脚本是基础。《诗刊》社承担了此次咏

唱会诗作的组织创作任务。《诗刊》主编
李少君说，接到创作任务之后，他们先后
组织了几次创作活动；讴歌英雄是诗歌
的一个重要主题，必须精益求精、反复打
磨。节目导演甲丁说，整台音乐诗歌咏
唱会的创意是用诗歌之美去表现奋斗
者之美。节目注重诗歌作品风格的多
元化、朗诵风格的多样化，将角色刻画、
形象展示和演员表演等元素充分调动
起来。在音乐的配合上，导演组希望通
过经典音乐的意境美与诗歌诵咏之间
形成艺术的融合。“通过这样一个丰富的

整体搭配，合力实现了我们对最美奋斗
者的讴歌和礼赞。”在演出阵容中，不仅
有田华、殷之光等老艺术家，也有许多中
青年艺术家和小学生演员。在三个演
出篇章的间隙，插入了三堂课，在老师的
带领下，小学生演员们参与进来。他们
通过多种形式述说着心中奋斗者的英
雄形象。甲丁说：“我们希望通过社会各
界人士、各个年龄段表演者的广泛参与，
去充分地展现最美奋斗者的人格魅力
和他们的精神力量。”

时间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

步，光阴定格了奋斗者一路前行的身
影。整台节目注重用新鲜独特、具有感
染力的方式讲述最美奋斗者的故事，讴
歌了奋斗的伟大、榜样的力量。通过这
次节目创作，不少参与节目的文艺工作
者深深感受到，艺术创作要与时代合
拍，与人民的情感交融，与新鲜独特的
表达贴近；新时代的电视节目要更多地
传递正能量，用更多昂扬向上的艺术去
鼓舞人民的斗志、振奋人民的精神、滋
养人民的心灵，使艺术成为温暖人心、
鼓舞人们前行的火炬。

《奋进新时代 礼赞奋斗者》音乐诗歌咏唱会——

诗意表达奋斗之美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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