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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期间，被评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
精品剧目”之一的大型古装豫剧《程婴救
孤》，以剧情跌宕起伏、演员精湛表演征服了
广大观众，看后令人回肠荡气、回味无穷。
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剧情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该剧讲
述的是春秋时期，晋国丞相忠臣赵盾因被奸
臣屠岸贾诬陷为刺杀晋灵公主谋而遭到满
门抄斩，包括赵盾及其子赵朔等一家300余
口被杀害，身怀六甲的赵朔妻子因是晋成公
姐姐的公主身份而幸免于难，在宫中避祸产
子。围绕赵氏孤儿生死存亡，赵朔好友草泽
医人程婴、门客公孙杵臼等与奸臣屠岸贾展
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

该剧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高潮之
一是程婴拟采取调包方式，让公孙杵臼将赵
氏孤儿隐藏起来以抚养成人，而自己将舍子
救孤，携子冒名顶替，慷慨赴义，把生的希望
留给公孙杵臼及赵氏孤儿。而公孙杵臼以
风烛残年、时日无多难以将赵氏孤儿抚养成
人为由，晓之以利弊，坚持自己赴汤蹈火，动
情之处更是振聋发聩：舍老命，死比生容易
得多。在危难关头，面对生死抉择，两位挚
友舍生取义的真情告白，正义之士柔情侠
骨、侠肝义胆精神品质体现得淋漓尽致，让
人感佩泪涟。

高潮之二是奸臣屠岸贾将公孙杵臼及
冒名顶替赵氏孤儿的程婴儿子杀死后，程婴
心如刀割的内心独白：“我再叫了声我的公
孙仁兄啊，你们惨死贼手，双双丧命，血染黄
土，尸首不整，我，我肝胆欲碎，叫天不应，两
眼泣血呀，万箭穿胸啊。都怨我给你招的
祸，连累你年迈苍苍无善终。先前相知是你
我，今后知心还有何人？你为保孤丧了命，
我程婴绝了后代根，我绝了后代根……”看
到此情此景，观众无不动容、潸然泪下。

高潮之三是赵氏孤儿
长大成人到 16 岁，在郊外
偶遇与自己未曾相识的母
亲，勾起母亲对同龄儿子的
思念，在一问一答中母亲知
道了面前的少将军父亲正
是程婴，便又惊又气顿感晕

厥，孤儿欲扶公主，却遭来宫女的怒斥“原来
是背信弃义、丧尽天良的程婴的孽种！”引出
了孤儿回府与程婴对质，揭开了隐瞒 16年
的实情。在魏绛元帅府，公主因不明原委怒
斥程婴，程婴含冤被打昏迷苏醒后，诉说这
16年的艰辛：“为救孤我舍去亲生子，亲生
子啊！为救孤我妻思儿赴黄泉，为救孤我每
日伪装与贼伴，为救孤我身居贼府落不贤，
为救孤我遭人唾骂千万遍，为救孤我忍辱含

垢这 16年”。真相大白后，孤儿感慨“这世
界这人生突然还原。是义父将俺举家害，又
是仇人育我16年。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哭一声亲人们难相见，哭一声众烈士难生
还。可怜的亲生母被囚宫院，她怎样熬过这
许多年。恼上来拔出了青锋剑，斩元凶慰先
人大报仇冤”，随着剧情的高潮迭起，程婴的
正直忠义的人性光辉得到充分展现、升华。

二、主人公人物形象塑造得鲜明生动感
人。该剧在程婴为代表的正面人物形象塑
造方面，不惜浓墨重彩，细致入微，感人至
深。程婴起初冒死相救时，与公主真情表
白：“我不过是草泽医人，深受赵家垂青，深
知赵家7世忠良名不虚传，今日孤儿危在旦
夕，我岂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体现了程
婴的“正”；程婴在生死危难关头，准备携子
慷慨赴死，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表现了程
婴的“义”；为救赵氏孤儿舍子救孤，假告密、
真救孤，表现了程婴的“智”；假告密时遭到
不知原委的公主丫鬟彩凤的怒斥：背信弃
义、丧尽天良，到阴间不放过你。当公孙杵
臼和亲儿子被奸臣杀害后，听到街头巷尾响
起的儿歌声：老程婴、坏良心，他是一个不义
人；行出卖，贪赏金，老天有眼断子孙，断子

孙。程婴表现出了“忍”。“正”“义”“智”“忍”
构成程婴的精神内核，虽然五味杂陈，但仍
坚守道义、不为所动，其形象逐步饱满起来、
丰富起来，折射出程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正直品格和强大精神力量。

三、人物群体刻画上惜墨如金、光鲜亮
丽。在正反面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剧中没有
简单地程式化说教，而是把人物性格放在事
件的矛盾冲突中，渐进丰满地展现出来。在
揭示奸臣屠岸贾阴险奸诈的同时，把更多的
笔墨用在正面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在重点塑
造程婴人物形象时，用寥寥数笔将众多正义
之士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入木三分，有
的人物虽然出场不多，如屠岸贾手下大将韩
厥仅仅出场几分钟，就以“草民尚如此，将军
岂惜身”“保孤之心苍天可鉴”，遂拔剑自刎，
体现了铮铮铁骨；公主身边侍女彩凤面对奸
臣的威逼利诱，三缄其口，宁死不屈，惨遭迫
害；程婴的朋友公孙杵臼，辞官隐居家乡，为
救孤儿甘愿赴死；晋国元帅魏绛曾受屠岸贾
迫害远离国都，后奉新主密旨班师回朝除掉
奸臣屠岸贾等等，这些正面形象如一组群
雕，铸成正义的铜墙铁壁，成为民族脊梁和
永恒的人生坐标。

四、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戏剧文化。
该剧充分继承和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戏剧
文化，特别是元曲风格，充分发挥了豫剧板
腔体特点，为剧中人物命运起伏、事件发展、
矛盾转化烘托了戏剧气氛。在程婴亲眼目
睹公孙杵臼和自己儿子被奸臣所杀、在魏绛
元帅府含冤被打后，对这 16年的艰辛诉说
等剧情节骨眼上，都安排有大板唱腔，高亢
激越，以木梆击节，点点击打在每一位观众
心坎上，引起强烈震撼和共鸣，声声泪字字
血，满腔的悲愤和委屈倾泻而出，让观众感
到畅快震撼。观众的情绪与剧中人物的命
运紧紧交织在一起，与剧中主人公同呼吸共
命运，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其次，该剧以
唱腔为主，唱词通俗易懂，吐字清晰，铿锵有
力，大气磅礴，背景道具简洁明了。同时，该
剧音乐紧紧围绕人物心理变化转承启合，节
奏鲜明悦耳，或激情奔放，或绵绵如雨，如泣
如诉，为成功塑造人物形象起到了强烈渲染
烘托作用。

正义力量的化身正义力量的化身 民族精神的写照民族精神的写照
————豫剧豫剧《《程婴救孤程婴救孤》》观后观后

◎周琦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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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北宸智库理
事长蔡常青主编、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蒙
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一
书，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
为宏观背景，阐释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聚焦国家

“双碳”战略，着眼内蒙古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整
体理念，生动讲述、普及

“双碳”战略基本知识和
技术实现路径，令人慧生
智起、耳目一新。这是国
内立足省级区域实际出
版的首部系统介绍“双
碳”战略基本知识和基本
政策的实用教材，也是一
本对于各级政府、企业实
施“双碳”战略具有较高
参考价值、对于教育社会
公众自觉树立低碳环保
生活观念具有专业深度
和阅读趣味的优秀科普
读物。全书始终贯穿了
普及知识的基本点与阐
述思想的支撑点有机结
合的主线，以知识讲述的
路径实现阐述思想的目
标，二者相互映衬、层层
递进、相得益彰。

通观全书的 5 个篇
章、22个专题，较为全面
描述了全球气候危机下
的“双碳”时代背景，清晰
揭示了中国“双碳”决策
的举措与路径，也对相关
行业领域发展现状和趋
势、实现“双碳”目标的技
术方式和路径作了详细
介绍，既有对历史过程的
简要回顾，又有对世界、
国家和内蒙古“双碳”战略实施未来图景的前瞻性
展望，同时也呈现了“双碳”战略背景下民众生活场
景可能发生的有益进步和积极变化。在知识讲述
的过程中，数据支撑翔实精准，并配以贴近生活、现
实感强烈的案例，背景深广，视野开阔，“双碳”的一
般知识与深奥的科学原理生动可感地体现出来。

《内蒙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思想阐述，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针，紧随世界应对气候
变化、积极推进“双碳”战略的潮流，牢牢把握国家
推进“双碳”战略“1+N”政策体系顶层设计和系统
推进政策，明确中国在全球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
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定位转变，重点论述内蒙古在
国家能源基地建设、生态屏障构筑以及促进可持续
发展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以及“双
碳”战略为内蒙古的发展提供的重大战略机遇。书
中的论述告诉我们，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国家的

“双碳”战略目标与内蒙古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有
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依据这一重大理念，本书
的各个篇章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内蒙古实施“双碳”
战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努力方向、重点任
务、实践路径及典型案例，对各级政府的科学决策、
企业投资、启迪大众参与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这些思想观念能够转换为政府、企业、大众的
实际行动，无疑将从实质上推动内蒙古在更高水平
上积极稳妥实施“双碳”战略，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使内蒙古在“双碳”战略实施中，从国家与世界
的参与者转向示范者、引领者，凸显内蒙古在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应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中的重要地
位，引导人们认识内蒙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国家
价值和世界意义。

《内蒙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主要作者来自内
蒙古北宸智库专家团队。北宸智库专家团队长期
关注、研究国家“双碳”战略和内蒙古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本书的出
版就是他们长期潜心研究的思想结晶。全书整体
结构布局严谨，编排风格引人入胜，行文遣词生动
精准，版式设计图文并茂。作者团队以研究者的
深度和方式撰写科普读物，一方面力求贴近大众、
深入浅出，同时又追求饱含思想、精准深邃的理论
内涵，使得本书兼具了思想高度、知识广度、专业
深度、政策力度和阅读舒适度，是一本凝结了作者
和出版者思想、情感、心血的好书。

传统出版理念往往把图书出版视为赋予思想
的物理载体形态，成书意味完成了思想的任务。从
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的发展理念看，思想凝结形成
物理载体，仅仅是思想传播的开始。一本好书里凝
结的思想、积聚的知识，需要不断地传播、宣传、推
广，才能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内蒙古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的知识展示和思想启示，要在引导社会

公众关注参与“双碳”战略行动、
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相关素质、为
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等方面进
一步发挥作用，把思想变成实践
的行动和有效的成果，才能完整
体现本书的价值。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出
品、内蒙古著名导演康洪雷执导的现实题
材年代剧《父辈的荣耀》，自开播以来好评
如潮。该剧以林业改革为时代背景，书写
三道沟林场三代人不同的曲折经历与人生
选择，深刻彰显了艰苦奋斗、锲而不舍、造
福人类的“三北精神”，展现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过程中内蒙古林场从“靠山吃山”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蝶变。

（本文图片为豫剧《程婴救孤》剧照）

《父辈的荣耀》为观众奉上一场大兴安
岭林区雪树银花、林海苍茫的视觉盛宴。海
德 格 尔 提 出“ 人 应 该 诗 意 地 栖 居 在 大 地
上”。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
全的生态功能区，该剧在向观众展示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瞩目成果的同时，也是
在洞悉人文生态现状。最近 10年，内蒙古每
年完成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任务分别超过
1000 万亩和 3000 万亩，均居全国之首。目
前，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23%，较 2012 年提
升 1.97 个百分点。同时，内蒙古也在积极寻
求 经 济 发 展 与 生 态 自 然 和 谐 互 动 的 可 能
性。10 年间，内蒙古全
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而今大兴安岭林区
销售碳汇产品交易总额
已 逾 3000 万
元，让绿水青山
真 正 成 为 金 山

银山。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

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生态工程建设是一
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道阻且
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东西绵
延 4400 多公里的“三北”工程气吞山河，被
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生态治理的国际典
范”，从理念到构思，从蓝图到实景，能深刻
感受到绿色之变背后的内蒙古决心。

内蒙古自治区有着民族团结的光荣传
统，创造出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
入内蒙”等民族团结佳话。《父辈的荣耀》中
顾家悠悠岁月里的珍贵记忆，也让内蒙古各
族儿女在感受人性之美与生态之美的同时，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化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奋力将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
加亮丽，让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尽情展现在
北疆大地。

（本文图片为电视剧《父辈的荣耀》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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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写国、以家喻国是中国影片悠久的
创作传统。该剧把时代的宏大命题融入林
场人家的烟火气中，在东北林区寒冷的天气
里燃烧着人性之中的温情之火。顾长山夫
妇在艰苦的岁月中收养 3 个孩子，共把 5 个
孩子拉扯长大，个中辛苦可想而知。但影片
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宣泄性的情感，没有声嘶
力竭的哀号，也没有抱头痛哭的惨痛。面对

时代的阵痛与生活的苦难，细致温柔的那存
花与真挚付出的顾长山，是北疆人民宽厚博
大品质的象征，他们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人性
之歌。

剧 中 东 北 方 言 、家 常 土 菜 、土 房 热
炕……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元素共同搭台，
将一段岁月下的温情大戏娓娓道来，唤醒了
一代人共同的“北疆记忆”。

冷静克制的温情人性

独具匠心的情节安排、独特的视角选择与镜头
语言的运用等因素，对于一部好影片而言尤为重要。

《父亲的荣耀》整体故事情节以第三代林场
人陈兴杰的逃离——寻找——回归为主线索，
他走出大山后重新思考人生之路，最终做出回
到家乡、反哺林场的决定，使三代人在冥冥之中
完成了一种传承。

其次，全剧以顾兆成等青年人的眼光来回
溯历史，讲述家乡父辈们的过往经历和生活模

式，这种“回溯性”的叙述视角所带来的全知叙
事与限知叙事的转换，制造出极强的戏剧张力，
给观众带来了陌生化的观影体验。

最后，影片充分利用镜头语言的表现力。
剧中多次以俯瞰式空镜头展现皑皑白雪覆盖下
的大兴安岭的山林、村庄。在展示大兴安岭独
有的自然美感的同时，烘托人物情绪，创造了一
种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一体化
的艺术美感。

独具匠心的叙事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