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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 MienMien

今 雨 轩

□ 阎 岩

据媒体报道，新版电影《红

楼梦》近日启动演员的全球海

选，入选者将接受国学红学培

训。该片导演胡玫介绍，无论

是职业演员还是普通人，无论

身处国内还是海外都可参加海

选。在弘扬传统文化、推广经

典阅读的今天，此举引发广泛

关注。

20 世纪 80 年代是电视剧

的春天，也是中国古典名著开

始被改编的时代。《西游记》和

《红楼梦》是当时改编最成功的

两部名著，无论是导演、编剧，

还是演员，都投入了极大的理

想、热情与精神，拍出了脍炙

人口的经典之作，留下了一个

个 栩 栩 如 生 的 经 典 人 物 形

象。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大

众文化兴起，当代精英文学和

经典著作的传播受到一定程

度的抑制，但影视改编仍然以

忠实于原著为原则。

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媒

体的兴起和大众文化的发展，

商业化和娱乐化成为影视改编

的主导性特征，一些制作者、导

演对经典不再有敬畏之心，而

是从便于传播和吸引眼球的角

度进行改编。借经典炒作、借

艺术造星，一度成为文化领域

的“时尚”。于是，我们看到

2010 年《红楼梦》的重拍走上

了娱乐性传播之路。商业化运

作的红楼选秀吸引了无数眼

球，但结果是不仅未塑造出几

个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反而

破坏了原著的经典性。

《红楼梦》在世界上拥有

众多读者。就像一千个读者

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每个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林

黛玉、贾宝玉等人物形象。选

秀无可厚非，但在选秀的名义

下不尊重艺术规律、盲目进行

商业炒作，肯定会对艺术产生

挤压。不管炒作多么红火，最

终都要靠作品说话。轻视经

典的现实意义，将经典当成商

品和娱乐的工具，就会产生

“轻”与“浮”。

当下，文学界和影视艺术

界强烈呼吁文学与影视剧摈弃

过分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倾向，

使艺术性与商业化相得益彰。

唯有如此，艺术才能真正地服

务大众、塑造心灵，拥有持久的

生命力。这就要求影视改编必

须重新回到尊重经典、传承经

典意义的原点。

细数胡玫导演以往的影

视作品，无论是《雍正王朝》

《汉武大帝》《乔家大院》，还是

《孔子》《曹操》，都体现出上乘

的质量，赢得了较好的口碑。

希望新版电影《红楼梦》能够

延续其精雕细琢的作品风格，

切莫沦为媚俗化、泛娱乐化的

选秀场。

尊重经典、再造经典，尊重

艺术、创新艺术，是影视改编成

功的要旨。

电影《十八洞村》：中国“脱贫奇迹”的真实写照
把思想根植于故事与人物，“精准”地设计主题主线，用好看的故事、人物带动令人

深思的主题思想，让观众在主旋律的弘扬过程中产生共鸣

□ 柴哲彬 陈 灿

十八溶洞，洞洞相连。婺

源式乡村建筑、层叠的梯田、望

不到边的绿色。枯藤老树，鸟

语花香，高山峡谷遥相呼应，苗

家阿妹歌声在悠谷回荡……电

影《十八洞村》让原汁原味的苗

寨氤氲着“远看寒山石径斜，白

云深处有人家”的意境。

然而，这座名曰十八洞村

的与世隔绝村落，并不是世外

桃源的仙境。自然禀赋的先天

不足，交通闭塞的现实落后，让

贫困成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

的父老乡亲隐不去的痛。据统

计，2013年十八洞村人均纯收

入1668元，仅为当年全国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18.75%。

“如果不是拍电影，我可能

不会如此深刻的理解‘贫困’对

于一个走向伟大复兴的民族意

味着什么。”电影《十八洞村》导

演苗月谈起创作历程，深刻感

受到在脱贫攻坚的火热实践中

共产党人彰显出的使命担当，

深刻理解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渴望与期盼。

《十八洞村》到底讲了一

个怎样的故事？它缘何被盛

赞是一部充满艺术美感的主

旋律电影？

“只要深扎了生活，
就一定能获得题材”

中国的脱贫减贫成就堪称

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

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为

“精准扶贫”思想的发源地湖南

省花垣县十八洞村，牢记总书

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社会

各界的支持下，仅用了3年多时

间，全村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

8313 元。2017 年 2月十八洞

村宣布成功脱贫摘帽，成了全

国精准扶贫典型。

影片《十八洞村》取材于十

八洞村的真实故事，通过王学圻

饰演的杨英俊以及杨家的几位

堂兄弟在脱贫的过程中发生的

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用

诗意的电影语言描述当下乡村

居民的内心世界，折射出时代

的变迁。

为了正式拍摄《十八洞

村》，苗月在2016年8月就开始

了她的走访之路。到2017年4

月28日，在电影开机后的四个

月里，剧组为拍摄好当地原生

态的自然景观，走访了很多湘

西村寨，整个剧组都进行了“沉

浸式”的体验。

提及电影的创作过程，苗月

表示，只要深扎了生活，就一定

能获得题材。“我们剧组每天住

在县城，到村里拍戏，往返要走

六七十公里。对我们而言最大

的难处是，在寨子里拍大量的

水田、梯田画面，大型设备进不

去，要利用航拍来拍摄。我们

想尽办法进行设备分拆，用农

用三轮车运送进去。此外，拍

摄时正处于雨季，遇到下雨，大

家还要匆忙扛着设备离开。我

们很辛苦，但是很值得，因为拍

到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剧组“精准”的扎根生活没

有白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党圣元看过电影后表示，

“《十八洞村》风格真淳素朴，于

平淡中见奇崛，回归中国文艺

美学风格、中国电影美学精神，

整体风格犹如一篇风格淡雅、

情感内敛含蓄的叙事诗，令人

联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

的小说、孙犁的散文、沈从文的

湘西书写，令人耳目一新。”

“从物质脱贫到
精神脱贫”

影片中，退伍军人杨英俊

（王学圻饰）拒绝戴上贫困户的

帽子，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

带领杨家兄弟立志、立身、立

行。面对贫困现状，村民虽心

态各异，但对于改变命运的期

盼却时刻共鸣，追求生活脱贫

的过程中，更是完成了一次精

神上的脱贫。

走访了那么多贫困户，最

让苗月感动的，是村民们对土

地那份骨子里的热爱。

苗月在十八洞村走访的第

一户人家，就是杨英俊的生活

原型。“我听男主人讲他的经

历，真的非常感动。他原来是

一个军人，复员时恰逢20世纪

80年代包产到户政策，他们家

也分到了一份土地。因为农民

对土地的热爱，他一直辛勤耕

作了30年。”现在，“杨英俊”老

了，家里还有智障的孙女，如何

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苗月

表示，“精准扶贫帮助他们维护

了生命的尊严和对土地的敬

意。他们坚守着土地，有着精

神的自尊，但因为现实情况，物

质生活与精神自尊不匹配。国

家的精准扶贫，让他的生命质

量获得很大的提升，获得了真

正的自尊。”对于这样令人赞叹

的国家成就，对于这样的伟大

事业，苗月表示自己“以特别真

诚的创作态度做这个片子，再

怎么苦和累也心甘情愿”。

主演王学圻同样对精神扶

贫深有感触，“杨英俊是被识别为

贫困户的退伍老兵，但他凭借着

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不畏艰

难，带领村民打赢扶贫攻坚战。

扶贫先要扶的就是精气神。”

“主旋律题材也能
拍成高纬度艺术大片”

红色土壤、绿色梯田、蓝布

衣装，辅以湘西乡音、苗歌苗鼓，

使得《十八洞村》具有了独特的

美感。《十八洞村》对自然和社会

景观的忠实纪录，还原了地区原

有的光影色泽，令人着迷。

《十八洞村》上映后，获得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在该片

首映式上表示，“作为一部真实反

映中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电影作

品，《十八洞村》不仅具有推陈出

新的现实主义主题，同时还兼具

较高的艺术品质，是一部能感动

时代、留给历史的佳片。”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

表示，“在现实主义的基石之上，

影片题旨触及中国传统农民的

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生

发出充沛的人文主义情怀。”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

辑李舫说，“以心立志，以言立身，

以情立行，他们在追求物质脱贫

的同时，用双手和赤子之心，完美

实现了精神上的脱贫与超越。”

对于如何能把主旋律片拍

成了艺术电影，苗月坦言，不论

是主旋律题材还是商业题材，

既然是拍电影，就一定要尊重

电影的创作规律，要说好故事，

遵循电影的高标准制作水准。

苗月坦言“精准扶贫”给了她实

施拍摄的方法论，为了使《十八

洞村》区别于以往的主旋律电

影，团队在创作过程中把思想

根植于故事与人物，“精准”地

设计主题主线，用好看的故事、

人物带动令人深思的主题思

想，让观众在主旋律的弘扬过

程中产生共鸣。

“如果不是拍电影，我可能

永远也没这个机会走进这个

村，了解他们过往的生活、现在

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偏远地区

的人民是挺不容易的。”苗月认

为，通过拍摄《十八洞村》，能让

更多人更形象地了解精准扶贫

的意义。她坦言，“能在民族复

兴的伟大历程中，记录并书写

中国的‘脱贫奇迹’，这就是我

的初衷。”

□ 刘一达

北京的一年四季，以秋天

的景色最为怡人。在北京赏红

叶和黄叶（银杏），不但是视觉

上的享受，也是身心的愉悦，尤

其是京郊红叶，早已成为闻名

中外的景观了。

其实秋天赏红叶，早在辽、

金时代，就是京城一道诱人遐

思的景观。当然，那会儿观

赏秋景，主要还是有闲情逸

致的文人墨客的雅兴，并没

有像现在似的，成了北京人

秋天必不可少的“精神大餐”

和民俗活动。

古代的北京红叶，主要以

枫树的叶子为主，金代诗人周昂

在《香山》里写道：“山林朝市

两茫然，红叶黄花自一川。野

水趁人如有约，长松阅世不知

年。”（摘自清·孙承泽《天府广

记》）。当时的文人在秋天里

与友人相约到香山看红叶，并

把黄色的银杏树，也作为一道

景观了。

明代的北京人秋天赏红

叶，主要是到香山。明代文

人刘侗在《香山寺来青轩》中

写道：“十里香红一道泉，约

同闲伴入春烟。鸟呼耕凿民

畿甸，钟报晨昏僧祝延。独

翠封山谟万壑，来青经野敕

诸天。郊能丹碧人能暇，休

养熙游不偶然。”（摘自明·刘侗

《帝京景物略》）。

诗人与朋友相约到香山赏

红叶，感叹“郊能丹碧人能暇”，

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丹碧之色，

我们能有闲暇到此观赏，应当

是人生最为惬意的事了。

香山因最高峰有石似香炉

而得名，据明代王衡记载：香山

最早叫杏花山，“杏树可十万

株，此香山之第一胜处也。”明

代诗人徐贯在《游香山偶成》中

写道：“一派峰峦侵碧汉，独尊

凡宇出红尘。岭松月挂上方

晓，山杏花飞下界春。”（摘自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香山

森林覆盖率达96%，除杏树外，

还有多种树木，其中一、二级古

树达5800多棵，占北京近郊古

树总数的1/4。在众多的树种

中，最有名的就是五角枫和黄

栌，这两种树的叶子在深秋变

红，形成香山的红叶景观。

明代诗人叶仑在《秋游香

山寺》中写道：“秋老香山路，高

深霜叶迟。日窥林内暝，泉涤

石中奇。”于奕正在《来青轩》中

写道：“四山秋色重王言，青翠

巍巍捧一轩。叶渐有声霜待

老，僧能无语梵应尊。”周之茂

在《香山寺》中写得更加详细：

“老树引年三代色，危岩亏日

四时寒。登临不尽寻幽意，寻

去无愁石路难。”在诗人的笔

下，香山的红叶会给人带来无

限的遐思。风动红叶使秋天

的山色成为有声的画卷，的确

令人神往。

明清以前的北京人秋天赏

红叶，地点比较单一，除了西

山，尤其是香山，基本没有别的

地方。现在的香山公园，在清

代是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之一

的静宜园，一般老百姓是进不

去的，但西山的寺庙比较多，静

宜园南面的香山寺是开放的。

据清代人《帝京岁时纪胜》

中记载，当时北京人赏红叶称

为“辞青”：秋日，“都人结伴呼

从，于西山一带看红叶……谓

之辞青。”到清末时，秋天登高

望远、观赏红叶已经成为民俗。

当时，北京人观赏红叶的

方式以结伴进山，相约住寺为

多。因为交通不便，从北京的

内城到香山坐骡车要多半天。

那会儿的香山没旅馆、饭店，所

以为赏西山红叶，一般要在寺

庙住几天，这样正好可以观赏

到早、中、晚几个时段的秋景。

这些，我们从明清文人留下的

大量诗作当中可以体会到。

到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

人秋天到香山看红叶，不仅是

呼朋唤友，而且是举家前往了，

真是人山人海。当时北京还是

“自行车王国”，我和同伴骑车

到香山赏红叶，在公园门口都

找不到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只

好把车停在植物园门口，再徒

步上山。

香山公园为了一饱人们秋

天赏红叶的眼福，从1989年开

始每年举办红叶文化节。以前

北京人秋天赏红叶，看的主要

是五角枫和黄栌，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香山不但扩大了这

两种树的种植面积，而且增加

了三角松、元宝枫、鸡爪槭、火

炬等有红色叶子的树种。青松

翠绿、枫林已红，很多树的叶子

也已经变黄，绵延不断的西山

层林尽染，红黄绿三色交叠，壮

美景观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除了香山，在北京北

部、东部的山区也出现了大面

积的红叶观赏区，红螺寺、金海

湖、慕田峪、上方山、百望山、百

花山、灵山、密云水库周边、京

张公路、怀丰公路等地都是观

赏红叶的好去处。

望着这色彩艳丽，层次分

明，绚烂如霞的景色，人们定会

浮想联翩，感叹一年四季，北京

最美的季节还是秋天。

惬意“辞青”：郊能丹碧人能暇

期待新版红楼精雕细琢

资 讯

前三季度文化产业保持较快增长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

发布最新数据，据对全国规模

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5.4万家

企业调查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上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7,61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1.4%（名义增长未扣除价

格因素），增速提高4.4个百分

点，依然保持较快增长。

文化及相关产业10个行业

中，除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外，9

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

长。其中，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

的4个行业分别是：以“互联

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

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6%；文

化艺术服务业增长16.3%；文化

用品的生产增长13.4%；文化休

闲娱乐服务业增长13%。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规模

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50,754亿元，占全国

75.1%；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分别为10,794亿元、5325亿

元和746亿元，占全国比重分

别为16.0%、7.9%和1.1%。从

增长速度看，西部地区增长

13.4%，高于东部地区11.9%的

增速，中部地区增长8.7%，而

东北地区下降1.0%，降幅比上

年同期收窄10.4个百分点。

（新 华）

红色动漫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本报讯 记者任丽梅报道

由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政府主

办，中国动漫集团支持的红色

动漫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论坛

在湘潭市举行。这是国内首个

专门研讨红色动漫、并为红色

动漫与红色旅游寻找合作对接

机会的论坛，也是践行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的“继承革命文

化”要求的实际行动。

据介绍，2016年，全国红

色旅游接待游客数量已超过

13.5亿人次，预计到2020年将

突破15亿人次。有数据统计，

在纪念馆、博物馆免费开放的

前提下，中国红色旅游综合收

入在“十二五”末已突破2600

亿元，而根据中国动漫集团发

展研究部主任宋磊的预测，动

漫品牌的融入有望为红色旅

游再带来千亿元级别的增量

收入。

据了解，论坛吸引了国内

主要红色动漫创作与营销企业

负责人、国内众多红色旅游景

区项目负责人等100多位代表

参加。其中，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厂党政负责人郑虎、潇湘电

影集团董事长助理李涛、湖南

金鹰卡通卫视动漫创投部主任

李忠、深圳环球数码公司总经

理肖勇、江通动画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周光明、中国戏曲

学院美学研究所所长、著名漫

画家王九成等先后发表主旨演

讲。中共韶山市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王君尧，中版集团数字传

媒有限公司动漫事业部主任

杜都，湘潭大学副校长刘建平，

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红色文化

小镇项目负责人，北京幻次元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

理金金，《四渡赤水》VR体验

项目负责人、北京酷鸟飞飞科

技有限公司CEO史蔚安，红色

动漫《榜样》项目负责人、湖南

电子音像出版社副社长钟伦荣

等专家，也在随后的圆桌论坛

上共同探讨了红色旅游资源如

何对接红色动漫IP的议题。

歌舞诗歌舞诗《《守望守望》》贵阳贵阳上演上演 唤醒乡愁记忆唤醒乡愁记忆
11月1日晚，歌舞诗《守望》在贵阳上演，《守望》以贵州黔东南传统村寨为背景，讲述了黔

东南苗族侗族同胞婚嫁、劳动、节庆等真实生活场景。《守望》从歌、舞、乐、服、俗、技等非遗保

护和发展方面上，诠释注解乡愁的内涵和外延，唤醒人们对美丽乡愁的记忆。图为苗族舞蹈

《生命树》。 贺俊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