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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努力创作推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成为新时代乌兰牧骑前进的遵循和发
展动力。

下面就新时代乌兰牧骑如何创作
推出更多优秀作品，谈谈个人认识。

一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是新时代乌兰牧骑文艺创作遵循
的主线和灵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
代的文艺创造。要繁荣文艺创作，坚
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
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
精品力作。”这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的主线和灵魂。乌兰牧骑的创作要
围绕这条主线和灵魂，努力创作推出
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的下的优秀作
品，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弄清弄懂以下
两个问题：

（一）深刻认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理
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核心内容，是新时代党的执政理念和
发展思想，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的高度彰显。从延安精神诞生
起，我们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上反复深
刻阐明了人民主体地位这一党的根本
立场和价值取向。这就是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服务宗旨。就文
艺工作者而言，如何理解“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内涵，关乎新时代文艺发展
方向，关乎正确处理文艺工作者与人
民群众的关系，关乎摆正文艺工作者
服务人民的立场、态度等问题。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明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特别是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充分表
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及改
革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始终践行着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准确把握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的内涵和精神实质，牢
固树立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及文艺
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的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
文艺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
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以及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问题
系列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
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广大文艺工作
者提供了文艺理论根据、文艺创作准
则，明确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的精神实质，就是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在创作、演
出、服务等一切文艺活动中，把人民作
为文艺表现的主体，以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者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化
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
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二二.. 以现实题材为重点以现实题材为重点，，努力推出努力推出
思想精深思想精深、、艺术精湛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制作精良的优秀
作品作品，，是新时代乌兰牧骑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乌兰牧骑的中心任务。。

创作推出优秀作品创作推出优秀作品，，就要把牢新就要把牢新
时代文艺工作的正确方向时代文艺工作的正确方向。。要以习近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文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文艺

工作的重要安排部署，牢牢把握新时
代文艺表现的主体是人民，文艺作品
的主题思想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等正确方向，坚持“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标准，围
绕传递正能量为主线，不断创作推出

“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更多优秀
作品。

创作推出优秀作品，就要坚持深
入基层、体验生活。长期深入基层，为
农牧民演出，是乌兰牧骑的性质所决
定的。要发挥这一优势，深入了解社
情民意，从人民群众火热生活中挖掘
素材，提炼主题，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审
美需求，把文艺创作长青之树深深扎
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样，才能创作
推出更多传承历史、反映现实、表达人
民心声的优秀作品。深入基层，深入
生活的深浅，决定着新时代乌兰牧骑
创作推出更多优秀作品的成败。创作
人员要牢固树立文艺创作的源泉是人
民生活，目的是服务人民的思想观念，
做到深入基层要讲真，体验生活要讲
实，选择题材要讲准。“讲真”就是深入
基层，在思想和行动上解决真正深入
下去问题，防止走马观花；“讲实”就是
体验生活、接触群众，要实实在在，与
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解决好与人民群
众的感情问题；“讲准”就是挖掘素材、
提炼主题精准。

创作推出优秀作品，就要将作品
的品位、风格、质量聚焦到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需求上来。随着我国社会
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对文艺的质量、品位、风格等
方面的要求更高了，是否从文艺作品
中得到思想的启迪、艺术的享受、审美
的熏陶已成为人们衡量生活水准程度
的标杆。如何推出优秀作品，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与鉴赏水平，
已成为新时代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主
要任务。

文艺是无音之教、无声之化，其独
特价值就是在用审美的方式，滋润着
人们的心灵，丰盈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鼓励着人们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而努
力奋进。乌兰牧骑要创作推出优秀作
品，就要把目光聚焦到新时代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上来，通过文艺感染
力，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文化食粮。

创作推出优秀作品，必须要坚持
乌兰牧骑方向和特点。乌兰牧骑的方
向，就是坚持面向基层、深入农村牧区
演出服务等。乌兰牧骑的特点，就是

“队伍短小精干、队员一专多能、节目
小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乌兰牧骑
的文艺创作，必须从乌兰牧骑队伍特
点出发，针对服务方向和服务对象，创
作推出适合在农村牧区、厂矿企业、偏
僻山村、边防哨所等环境条件下演出
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型节目。坚决抵
制所谓大舞台、大节目等偏离方向和
特点的创作。

创作推出优秀作品，就要坚持地
方特色、民族风格等本土题材为主的
创作。乌兰牧骑的演员绝大多数是本
土本乡人，熟悉和了解家乡风土人情，
这是创作推出优秀作品的得天独厚的
优势。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强化优
秀作品责任心和使命感，增强原创意
识，在当地人民群众火热生活中挖掘
素材、提炼主题，创作推出具有鲜明地
域特点、浓郁民族特色、深厚历史文化
底蕴的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民族
文化精品。

(作者系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会会长)

1958年 3月 29日，老舍名作《茶馆》
在首都剧场首演。今年 6月 16日，该剧
正式迎来第 700 场演出。自 1958 年首
演以来，到今年该剧已经在舞台上树立
了整整 60年，三代演员用 700场的厚度
来诠释这部经典。按照惯例，一部戏演
了这么久应该早已驾轻就熟，可是《茶
馆》的每一个参与者，却分明感到这部
戏“越演越难”。《茶馆》缔造了一个中国
话剧舞台上的传奇，是观众心目中首屈
一指的话剧样本，也是中国话剧最早走
向国际，被西方戏剧界誉为“东方舞台
上的奇迹”的经典作品。

在北京人中，很少有人不知道人艺
的话剧《茶馆》的。《茶馆》从首场到现在
已经演出近 700 场，先后上演了至少 7
个版本，重排版也历经 270 多场。而
且，《茶馆》不再只是北京的《茶馆》，如
今也是深圳的《茶馆》、武汉的《茶馆》、
重庆的《茶馆》，更是中国的《茶馆》。《茶
馆》曾远赴西欧、北美、日本、新加坡等
地演出，人艺副院长、著名演员濮存昕
说，《茶馆》就是中国话剧的“非遗”代表
作，其实，在传统手艺逐步渐行渐远的
今天，《茶馆》正在成为新时代人艺的手
艺，正在传承人艺的文化和精神。难怪
曹禺先生晚年评价说：“《茶馆》是中国
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

在当今的语境下，《茶馆》能够一
票难求简直就是奇迹。《茶馆》何以一
票难求？有观众说得好，“看话剧，《茶
馆》是绕不过的经典。”还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经过多年打磨，《茶馆》的故事、
人物、导演手法、演员表演都堪称经
典。人们看《茶馆》，是为了看经典。

《茶馆》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
《茶馆》没有一处糊弄观众，没有一处
糟蹋艺术。现在舞台上的音效几乎都
是放录音的。然而，《茶馆》中的音效
却是现场的真声。人艺中有个舞美人
员叫郑晨，是负责音效的。他不是演
员，却和演员一样站在台上。当第二
遍钟敲过后，他便点燃手中用松香、锯
末和硫磺合成的烟饼，边后退边左右
晃动，《茶馆》开幕时烟雾氤氲的效果
就是这样营造的。很多观众都以为演
出中那逼真的音效是早年间在大街上
实录的，或运用现代技术制造出来的，
其实这全是由郑晨“人工制造”的。放
下烟饼，他会手持枣木做的两个扣盒，

身上挂着铃铛，秦二爷坐着骡车上下
场的动静都是他弓身一颠一颠跟着演
员跑着制造的，扣盒模拟骡子蹄子的
声音，牲口打嘟噜是他自己用嘴模仿，
而由远及近的效果则需要他跟着演员
跑进后台深处。

在科技发达的当今，谁能想到《茶
馆》中那逼真的各种声音，竟是舞美人
艺制造出来的。我们不由得要问，现
在演出《茶馆》时，人艺为什么还要保
持初演时的“原始方式”呢？除了用认
真、执著这样的人艺精神来解释外，我
们还看到了人艺似乎很“迂”的对艺术
追 求 的 一 丝 不 苟 。 剃 头 挑 子 的“ 唤
头”、磨刀用的“惊闺”、瞎子算命用的

“铜钲”等都是货真价实的老物件，一
点也不糊弄观众。艺术可以使用高科
技，却不可以糊弄观众。正是人艺的
严谨和敬业，成就了常演不衰的精品

《茶馆》，也使《茶馆》成了区别其他艺
术的传统手艺。

《茶馆》“出生”已经 60 年，戏迷对
《茶馆》的故事情节甚至是台词都耳熟
能详。一部戏演了这么久，从导演、演
员到剧务甚至道具，都已经驾轻就熟，
可是《茶馆》的每一个参与者，却感到
这部戏“越演越难”。这就是自我加
压，这就是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濮存
昕说《茶馆》是中国话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这话毫不夸张。虽然《茶馆》
是现代话剧，但是已经确确实实成了
人艺的手艺，《茶馆》不仅传承了文化，
更是打造舞台经典的一种精神。在

《茶馆》中，每一幕的戏都可以精确到
分钟；后台永远没有嬉笑、打闹；角色
已经长在身上，达到了一种没有表演
痕迹的表演状态；每一个角色都被凝
练得很纯，甚至每一个龙套都有戏。
北京人艺院长任鸣表示：“《茶馆》对于
北京人艺来说，是永远的骄傲，永远的
辉煌，永远的经典。”这就是《茶馆》，这
就是人艺的《茶馆》：对艺术充满执著
和敬畏，对观众充满感谢和尊重。

“越演越难”让《茶馆》成为经典
◎张魁兴

很多人看了一场电影，之后直抱
怨，说根本看不懂。说电影没看懂，其
实，是诚实的观众，很多电影是不肯完
全媚俗的，像电视剧那样，肤浅得让所
有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有想法的导
演，会在影片中实践着自己的艺术追
求。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一书中写
道：“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
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
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
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
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
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
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很多电影是符
合海明威的冰山原理的，因为常常是
言有尽而意无穷。

《带我走吧》是一个资深影迷富于
感性的观影手记，带领读者品味电影
的弦外之音以及象征之意。作者张樯
是一名报社编辑，长期撰写有关电影
的推介和评论，在多家报刊有影评专
栏。张樯可以称得上电影的超级发烧
友，他自言：“曾经遇见台湾电影金马
奖的一位评委，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在评委中数他看片最多，加起来估计
超过了 4000 部。我听了不以为然，我
看的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为何会如此痴迷于电影呢？张樯
说：“为了让流逝的岁月使我安心”。
电影，是人们对平庸生活的抗争。无
法摆脱生活局限的人们，借助电影这
一艺术形式，释放蓄积已久的激情，品
味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张樯表示，

“人生往往有着自身的走向和逻辑，缺
少戏剧性，缺少偶然和巧合，更罕有奇
迹。可是电影不，它总是按照人们所
期望的那样来实现，或者以你最料想
不到的方式来完成，不管主人公历经
多少磨难，最终都会峰回路转，柳暗花
明，达成最美好的愿望。”不过，我并不
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我认为，电影的结
局不只有大圆满，正如沈从文所言：

“美丽总是令人忧愁”，艺术形式常常
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将真
善寄予人们心间。

本书以犀利独特的视角、唯美灵
动的文字，聚焦最受关注的电影热点，
纵谈饶有兴味的影人影事，并通过一
幕幕动人心弦的画面和瞬间，解构电

影语法，抒写电影引发的情感和记忆。
张樯是一名诗人，就连写得影评

都有诗的意味。文字富有诗意，并流
露着诗人的叹惋与惆怅。他用题目为

《夕阳下，一只蟋蟀的咏叹》的文章解
读了电影《末代皇帝》。张樯抓住影片
中唯有的两处蟋蟀场景，道出了导演
不言之深意。

电影开场，3 岁的溥仪即将登基，
在太和殿正举行登基大典，一只蟋蟀
的鸣叫，却攫住了懵懵懂懂的溥仪的
心。循着蟋蟀的鸣叫，小皇帝发现是
从大臣陈宝琛的身上发出的。小皇帝
一阵惊喜，不由叫道：“蟋蟀，蟋蟀！”陈
宝琛慌忙从自己腋下取出一个蟋蟀
笼，“蟋蟀也在给皇上磕头呢。”陈宝琛
殷勤地禀告溥仪。

片中再度出现蟋蟀时电影已近尾
声。垂垂老矣的溥仪到故宫参观，面对
熟悉的宫殿和龙椅，他不由自主地跨入
隔离线，此时身后突然响起一声稚嫩而
响亮的断喝：“不准进去！”一个戴着红
领巾的小家伙冲了过来。溥仪连忙表
明自己曾在这里“住”过。何以能够证
明？溥仪诡异一笑，折身在龙椅下摸出
一个笼子，一如昨夜才放在那里似的。
暖暖夕阳下，他打开了罐子，一只蟋蟀
蹦了出来。作者写道：片中一前一后出
现的显然是同一只蟋蟀，历经 30 年的
沧桑巨变，已由最初的青涩清朗，蛻变
为如今的老迈沧桑。它钻出笼子，夕阳
下只有茫然和惶惑。

文章指出，莎士比亚名作《哈姆雷
特》中有句经典台词：“我即使被关在果
壳之中，仍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显
然，《末代皇帝》中出现的这只超现实的
蛐蛐，也是一个关在狭小的笼中被命运
囚禁的“无限空间之王”，只不过长梦醒
来，沧海变桑田，已然换了人间。

本书谈电影，说文学，侃艺术，读
者读后会发现，原来自己熟知的电影，
还有自己不曾想到的另一番深意。

言说电影的弦外之音
——读观影手记《带我走吧》

◎夏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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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日嘎拉吉日嘎拉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哈丹宝力格哈丹宝力格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