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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正式公布，江苏省委宣传部获组织工作奖，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报送的电影《守岛人》、昆

剧《瞿秋白》、歌曲《面朝东方》、图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以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

部报送的电视剧《人世间》，由共青团中央、江苏省委宣传部报送的广播剧《谋将来永远幸福——张太雷》6部作品获奖，实现江苏“五个一工程”所

有艺术门类全覆盖。6部作品里蕴含了怎样的家国情，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讲好昨天与今天的故事？本报记者对6部作品的主创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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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 本报记者 周 娴

近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选送
的电影《守岛人》斩获“五个一工程”
奖，现任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守岛人》制
片人孟庆丰感到很欣慰，唯一的遗
憾是“王继才大哥没能看到”。

回想起电影《守岛人》的创作，孟
庆丰坦言，这不是个好操作的题材，大
家都觉得压力很大。王继才夫妇的事
迹广为人知，但要在两小时内囊括几
十年的时间跨度和人生故事，从戏剧
角度看，没有强情节，没有强烈的人物
冲突，要想抓住观众，绝非易事。

为了最大化还原王继才和王仕
花32年的守岛生活，7年间，孟庆
丰带着制片团队上了 14 次开山
岛。起初，采访并不顺利，“王‘岛
主’有点木讷，问他问题，他总是笑
笑不说话，采访很难深入下去。”怎
么办呢？主创团队决定驻扎在岛
上，和夫妻两人同吃同住，于日常细
微处走近他们的内心。

熟悉了之后，王继才慢慢打开
了话匣子，登岛初期的犹豫彷徨，暴

风雨中接生的担心，和走私商贩斗
智斗勇的过程……夫妻俩守岛生涯
里这些闪光瞬间一点点明晰起来。

每天清晨升旗，是开山岛一天
当中最富仪式感的活动。孤旷的开
山岛上，飘扬的国旗分外耀眼。王
继才告诉他们，国旗是天安门国旗
班三任班长集体捐赠的。“天安门国
旗班赠予他好多面国旗，他原来用
的旗帜质量不太好，基本上在岛上
飘几周就褪色沤烂了，但每一面国
旗他都认真地保存着。王继才去世
后清点遗物，他生前挥舞过的一共
368面国旗，叠得整整齐齐码放在
箱子里。”

朝夕相处中，电影《开山岛》渐
渐在孟庆丰脑海中丰满起来。“中国
还没有一部通过人与岛、岛与岸，讲
述人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主
义题材电影。”孟庆丰说，王继才的
事迹，在别人眼里是“退”，但是这种
看似“退”的坚守，一件事一辈子的
坚持，恰恰是这个人人都向“前”看
的时代，最需要重拾的道德观。

于是，孟庆丰决定，与其在叙事
技巧上下功夫，不如做最真实的还

原，讲一个最真实的故事。
“王继才为什么要守岛，而且一守

那么多年？”这是孟庆丰最大的困惑，也
是观众心中最大的疑团，“之前问他，他
要么沉默，要么笑笑。”直到一次酒酣耳
热之际，王继才谈起自己家世，孟庆丰
才知道，王继才年轻时一直想当兵，之
前有过一次机会，但因为舅舅和当地
人武部部长是战友，为了避嫌，没当成，
这也成了他内心深处的遗憾。“上岛驻
守多多少少遂了他的心愿，他觉得自
己守岛的时候，更像个军人。”

“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
不亏心。”电影提炼出最朴素的价值
观，令观众动容。

孟庆丰说，王继才的事迹有当
代性，“今天的社会上不缺巧心思，
缺乏笨功夫。”《守岛人》以平民视角
重构英雄的来路，以生活化的人物
塑造方式还原真实英雄，以平凡的
生活细节叠加出不平凡的英雄业
绩，书写了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
义相结合的平民英雄史诗。

“我们想传达的正是平凡中的
坚守，把平凡守成不平凡，就是真正
的英雄。”孟庆丰说。

□ 本报记者 陈 洁

“这个奖项含金量很高，它既是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最高奖
项，也代表了近年来我国文艺创作
生产的最高成就和水平。”得知电视
剧《人世间》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时，导演李路正在谋划自己的下一
部作品。如何打造出爆款？他认为
保持创作的童心和初心很重要。

若论今年最热、最有影响力的
电视剧，非《人世间》莫属。作为我
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一个新的里程
碑，该剧多年代、多角度、多方位、多
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成为现象
级作品——

该剧创下CCTV-1黄金档电
视剧近8年收视新高，累计观剧总
人数高达4.6亿，《新闻联播》三次
对该剧报道推介，评价其“书写了一
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平民史
诗”；该剧也赢得了青年观众的共
鸣，有关数据显示，电视剧《人世间》
观众中年龄30岁以下的占46.8%；
电视剧挖掘出人世间善良、情义、担
当的精神力量，如“发光体”一般引
领观众向上、向善、向美。

回顾这部剧的创作过程，李路
坦言，厚重深沉的原著力量 ，是电
视剧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也正
因为题材容量大、时空跨度大、刻画
人物多，原著小说此前也让很多创
作者望而却步，甚至在开机之初，一
些合作方和播出平台也并不是十分
看好它的前景。

然而《人世间》却获得了空前成功。
“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创作也是

一种启发。社会和时代需要什么，
而你的创作恰好表达了什么，勾起
了社会共振，创作便产生了影响
力。”李路说，《人世间》给我们的启
发是，在选择项目的时候，文艺创作
者要有开阔的思想和艺术视野，去
发现和开掘题材背后的精神内核。

事实上，李路早就想拍摄一部
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电视剧，“50
年来，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天
翻地覆的变化，一砖一瓦都离不开
工人，离不开他们背后一个个家庭
的隐忍、担当、善良和付出。说电视
剧《人世间》成了所谓的爆款，恰恰
是因为它‘戳’中了人心。”

除了眼光和魄力，电视剧《人世
间》的成功同样离不开整个制作团
队的用心和精益求精：金牌编剧王

海鸰历时三年改编，让115万字的
原著有了更多明亮、温暖的色彩；为
了真实还原剧中的“光字片”社区，
剧组历时数月搭建了4万平方米实
景。而呕心沥血地创作，也让导演
李路暴瘦40斤。

“《人世间》没有强情节，它写的
就是平常人家、百姓生活。要拍出平
淡中的波澜，平凡中见史诗，是要下
一番苦功夫的。我经常跟我的团队
说，不要把每一部电视剧仅仅当作一
个活儿来做，要润物细无声地传递思
想、输出价值观，让作品直抵人心，这
最终决定了作品能不能突围。”

一路走来，李路的作品都紧扣
时代脉搏，充满了对生活的温情，展
现深切的人文关怀。《老大的幸福》呼
唤“慢生活”，《山楂树之恋》赞美“真
情”，《人民的名义》书写“正义”。如
何用现实主义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人
文温度和思想深度打动人心？李路
认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
水。一部好的文艺作品，要真实地反
映时代，真实地描绘生活，真实地传
递群众心声，讲好他们生活、情感、
希望和奋斗的故事。要在‘有意
思’的基础上再多一些对时代、人
民和国家‘有意义’的作品。”

□ 本报记者 高利平

昆剧《瞿秋白》作为江苏省唯一
一部戏剧类作品，入选中宣部第十
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
品奖。从最初的一个创意设想，到
革命题材现代昆剧《瞿秋白》以细
腻、雅致、极具南昆风度的面貌展现
在舞台，令人惊喜、赞叹。江苏省昆
剧院是如何完成这次探索实践的？

谈到昆剧《瞿秋白》的创作历
程，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瞿秋白饰演
者、优秀昆剧小生施夏明表示，第一
次接触革命题材现代剧目，起初也

有不少顾虑
和 担 忧 。
但 随 着
编剧对
剧 本
的巧妙
构 架 ，
导演对
全剧的
深 入 解

读，施夏
明逐渐

找到了昆曲和瞿秋白这个人物之间
的契合点。在做了充分的案头准备
工作，查阅史料、阅读相关作品，对
瞿秋白有了较为具象的理解后，施
夏明在创作中选择以小官生应工塑
造瞿秋白先生——这位具有儒雅书
生气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而考虑到秋白先生长期被病痛困
扰，身体孱弱，在实际表演中，他又
略微借鉴了一点穷生的身段。声腔
方面，有别于传统戏中小生真假声
结合的发声方法，施夏明更多地使
用真声，假声的运用仅占百分之二
十左右，特别是在面对国民党的劝
降时，念白几乎全部使用真声，以凸
显瞿秋白先生的坚毅、沉着。

《瞿秋白》全剧采取了昼夜交
织、双线并行的叙事方法，昼与夜、
实与虚之间，展现了瞿秋白先生饱
满丰富、真实可感的高贵人格——
他对党忠诚，对己坦荡，面对国民党
的劝降坚毅凛然，一身风骨；他浪
漫、深情，有着炽热的情感与大爱，
他眷恋生命，却坦然赴死，令人敬

佩、使人动容。
在表演中，施

夏明抓住瞿秋
白先生身上这
一令人敬佩、
动容的高贵品
格加以重点
刻画。在母
亲面前，他是
孝顺懂事的
儿子；在爱人

面前，他是温柔
浪漫的丈夫；在挚

友面前，他是坦然交付彼此

的同志；在敌人面前，他是坚若磐石
的革命者……另一方面，在昼（现
实）的部分，情感表达是“收”，表现
瞿秋白的冷静、沉着、克制，将死生
置之度外；在夜（虚幻）的部分，情感
表达则是“放”，面对母亲和妻子时，
瞿秋白的情感甚至是喷涌的——母
亲的离世让他痛彻心扉，与爱人的
诀别则是撕心裂肺。“夜”的情感喷
涌与“昼”的沉静、坚定，巨大反差使
人物愈加饱满生动。

“《瞿秋白》是一部用心之作！无
论是首度创排还是二度提升，我们都
秉持着‘走心、用心、尽心’的理念。”
施夏明尤为感恩这一次弥足珍贵的
学习经历，“张曼君导演在整个创排
过程中贡献了令人赞叹的导演智慧，
她对舞台整体的把控以及对人物刻
画细致入微的把握都让人受益匪浅；
石小梅、赵坚两位老师作为艺术指
导，时刻为大家把握着昆曲的方向，
使新戏不偏离昆曲的本质特色。”

2007年，以施夏明为首的这一
代昆曲人凭借《1699·桃花扇》“闯”进
昆曲世界，一举入选第十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品奖。2022
年，由施夏明主演、几位梅花奖演员
同台的《瞿秋白》再度入选第十六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品
奖。它们一个是传统经典，一个是当
代的高峰之作，这十五年的跨越并非
一蹴而就。根植传统，推陈出新，古
老的昆曲艺术正是在这样创新性发
展的实践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
力。只有夯实根基，才能枝繁叶茂。
也正是依靠传统艺术的有序传承和
累积，省昆人才有勇气在昆曲现当代
题材方向上去拓展、去尝试。

昆曲现代戏创作的
一次成功探索

要有意思更要有意义

昆剧《瞿秋白》

电视剧《人世间》

把平凡守成不平凡

用铁血柔情回答青春命题

广播剧《张太雷》

□ 本报记者 吴雨阳

“静华，你一直在问我，我到底
在做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正在做
的是震碎这个旧世界，而我就是那
一声划过天际的惊雷——”

95年前，“常州三杰”之一张太
雷献身革命，用热血和青春实践了年
少时立下的誓言——“愿化作震碎旧
世界的惊雷”。牺牲是他生命的终
点，也是如今的人们走进这位革命先
烈内心的起点。近日，由共青团中
央、江苏省委宣传部报送的广播剧
《谋将来永远幸福——张太雷》（以下
简称《张太雷》），获得第十六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历史上，张太雷牺牲时年仅29
岁。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早期创建工
作，并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领导共
青团的工作。通过深入挖掘张太雷
9年的革命生涯，广播剧《张太雷》
着眼于他在建团历史中的经历、斗
争和奉献，以声音重塑张太雷从五
四运动到广州起义的激荡岁月，再
现共青团磅礴澎湃的创建历程。这

部作品集结了国内广播剧方面的顶
尖制作团队：屡获国内外广播剧大
奖的权胜担纲导演，常州籍实力派
演员赵岭领衔献声，知名艺术家杨
立新以及资深演员孙立石、饶敏莉、
陈光、惠龙等担纲重要角色。

导演权胜告诉记者，“谋将来永
远幸福”的剧名，取自历史上张太雷
写给妻子的一封长信，他写道：“我
不能去做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我应
该做一个探寻真理和道德高尚的
人。”正是怀着这种为人民“谋将来
永远幸福”的革命初心，他用自己的
青春热血和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完
成了一段段激动人心的奋斗。五四
运动、建立共产党、建立共青团、武
装斗争……广播剧《张太雷》用高度
浓缩的23个历史场景，凝练生动地
把一位真实的年轻革命者形象展现
在听众面前。

一封长家书，一句“谋将来永远
幸福”，既是张太雷解释他所从事之
事业、奋斗之目标的动人表达，也是
对自己挚爱伴侣的深情诉说。张太
雷牺牲11年后，他的女儿张西蕾离
开常州去寻找党组织时，怀揣着的正

是这封父亲生前留下的唯一家书。
如何以声音呈现这跌宕起伏、扣人心
弦的故事情节？广播剧在尊重史实
的基础上，用“小切口”反映大时代，
通过影视化的表现手段、情景化的再
现方式，融入了一段张太雷领导广州
起义牺牲后与妻子陆静华及子女的

“时空对话”。这段对话，既交代了张
太雷子女陆续参加革命，甚至为革命
而牺牲的命运，更写出了一个革命者
内心深沉热烈的情感世界和革命信
仰的跨时空力量。

权胜表示，这段浓墨重彩的心
灵对话，直到录制开始前一天晚上
才修改完毕，堪称整部广播剧的“泪
点”，自己无论是修改剧本时还是录
制过程中都几度落泪。土生土长的
常州籍演员、主演赵岭演到此处，更
是泣不成声，几乎无法继续录制。

“张太雷如此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但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他能够
做出牺牲，这更加凸显出他的崇高
和伟大。”赵岭说，催人泪下的“铁
血”和“柔情”，艺术化地将整部广播
剧的情感升华至高潮，让演播产生
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电影《守岛人》

江 苏 主 创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