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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一个被写入中国电影史的名字，他用
36部电影见证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
传奇》《高山下的花环》《清凉寺钟声》《鸦片战
争》……谢晋的电影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他
的作品充满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精神，融汇着浓
郁纯粹的家国理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
忆。2023年11月21日正值著名导演谢晋百岁诞
辰。出生于浙江绍兴上虞的他曾说过：“一个人无
论他做什么，也不论他在哪里，做多大的官，出多大
的名，别的东西可以淡漠、忘记，唯有一样东西永远
也不会淡漠、忘记，那就是故乡。”为缅怀谢晋，近日
在浙江绍兴上虞，“追忆先锋，致敬经典”——纪念
谢晋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成功举行。

回望谢晋导演的一生，他不仅始终关注时代
的变革与人民的生活，也高度关注改革创新、关心
新人、提携后辈。为传承弘扬谢晋导演精神，激励
中国电影新人，助推中国电影新作佳作与日俱增，
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绍兴
市上虞区人民政府设立以谢晋命名的青年电影扶
持基金，并于今年8月正式启动了“谢晋青年电影
扶持计划”。“谢晋青年电影扶持计划”的扶持对象
是优秀青年导演和优秀作品，宗旨是推选一批兼
具时代性、人民性、创新性和现实主义风格的电
影，将每两年评选一次。

11月20日晚，由中国文联执导，中国影协、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绍兴市政府、上海电影（集
团）有限公司主办的谢晋青年电影盛典成功举
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影协分
党组书记张宏在盛典活动致辞中表示，谢晋导演
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一面旗帜，举办谢晋
青年电影盛典，正是对谢晋导演一生辉煌成就和
巨大贡献最好的致敬与缅怀，更是对谢晋导演为
时代而歌、为人民创作艺术精神的最好传承与弘
扬。举办本次活动，就是要激励中国新生代电影
人发扬谢晋导演的艺术精神，追求梦想、努力奋
斗、勇攀高峰，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精品力作，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盛典现场公布了首届“谢晋青年电影扶持计
划”荣誉名单：《贾思敏的兔子洞》《调解员》《世
媛》《虞美人》《秋日少年》《爱情刺客》《长路慢慢
行》获得“青年电影扶持计划入选项目”荣誉；
《生息之地》《狮子回头》《高速爱情故事》获得
“青年电影扶持计划优秀项目”荣誉；白志强、孔
大山、杨程成获得首届“谢晋青年电影新锐导演”
荣誉。以上荣誉的公布，既是对谢晋导演“扶新
担当”精神的有力传承和弘扬，也是对中国电影
新人新作的有效激励和推动，必将助力电影事业
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盛典晚会上还举行了“谢晋星”小行星命名落
成及证书发布仪式。2022年3月，上虞区委、区
政府以谢晋之名，向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小
行星命名委员会提出申请。紫金山天文台又向国
际小行星委员会提出申请。2022年7月25日，国
际小行星委员会将编号为335968号的小行星正

式命名为“谢晋星”。“谢晋星”的光辉将永远闪耀
在中国电影的璀璨星空。

在21日举办的谢晋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暨“与时代同行”电影发展主题研讨会上，祝希娟、
王馥荔、洪学敏、朱时茂、丛珊、徐松子、周建萍、任
仲伦、江平、尹鸿等业界人士与专家学者，共同就

“探讨谢晋艺术精神，共商电影发展大计”议题展
开了深入探讨。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
剧学院教授石川和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
员、《电影艺术》主编谭政主持研讨。

与会嘉宾饱含深情地回忆了与谢晋导演相处
的往事，表达了对他的深切缅怀之情。《红色娘子
军》中饰演吴琼花的表演艺术家祝希娟说：“谢晋
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36部
巨大的电影财富，同时在拍摄过程中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电影青年演员，我就是其中之一。”谢导拍
摄过程中特别重视起用青年演员，拍摄《红色娘子
军》的时候，祝希娟还是一名上海戏剧学院3年级
的学生，那时她只有21岁，从来没有拍过电影。
但是谢晋导演通过多方面考察，最终大胆起用
她。祝希娟谈到，自己在《红色娘子军》拍摄过程
中学到了很多，而谢晋给她上的第一课不是表演、
不是剧本，而是下生活。“下生活过程中我深深体
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天云山传奇》中饰演宋薇的表演艺术家王馥荔回
忆了谢晋导演找自己出演影片的经历，“当时谢晋
导演告诉我，宋薇是一个有着复杂内心变化、塑造
难度很大的角色。演员的功力在于能够驾驭不同
年龄段、不同层次的人物”。除了案头工作、把握
人物基调与人物关系，谢晋导演还要求王馥荔在

生活中就要贴近宋薇这一人物。他还教导工作人
员说，“我们搞艺术，就是捧着一碗水。小心地捧
着它，一点儿也别让它洒了。你东洒一点儿，西洒
一点儿，等你拍完了就不剩多少了”。由此，王馥
荔更加知道了要珍惜每一个镜头、每一次机会。
《牧马人》中饰演许灵均的表演艺术家朱时茂回忆
说，自己和“许灵均”这一人物形象天差地别，但是
谢晋导演有缩短演员与角色距离的办法，从一段
段戏排练开始做起，根据剧本中对每个角色的分
析，引导每个演员逐步掌握角色的基调，在排练中
改变演员自身的习惯。作家、《女儿谷》编剧周建
萍回忆说，作为浙江大学首届作家班的学生，她为
了完成毕业作品深入劳教所搜集素材，最终写就
了《回眸女儿国》并发表在某文学杂志上。谢晋导
演看到了这部小说，要买断它的版权。“那时我坚
决不同意，除非我自己改编否则我坚决不卖。”在
周建萍的执意要求下，谢晋导演同意让她试一
试。“那时候我二十多岁，谢晋导演六七十岁。根
据《回眸女儿国》改编的电影《女儿谷》搬上银幕之
后，我请了劳教所3年刑满释放的人来看这部片
子，当电影主题曲响起时，他们痛哭流涕，这时候
我才真正感受到电影的魅力。”

为了让谢晋导演的精神得以发扬和传承，浙
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委、区政府邀请韩美林为谢晋
塑像。21日下午，铜像《百年谢晋》落成仪式在谢
晋故乡上虞谢塘镇举行。《百年谢晋》雕塑抓住了
谢晋的精神，又进行了恰当的艺术修饰，在场的亲
友和电影同仁们仿若看到了谢晋生前的身姿。

生命从雕塑中走出了时间的桎梏，在友人的
纪念中谢晋将永远为人们所敬仰和铭记。

本报讯 11月14日至15日，中国民
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

“说唱中国——民间艺人口中的华夏五千
年文明史展演”在济南举办。此次展演活动
包括民间艺人口中的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展
演、山东省民间说唱专场演出、《中国民间
文学大系·说唱卷》编纂与“双创”工作座谈
会、《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山东卷》编纂工作
会等分项活动。本次活动组织优秀民间说
唱艺人、征集优秀民间说唱文本，在展演过
程中，通过经典民间文艺作品展现广大人
民群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探索民间文艺更
广阔的推广空间。

在14日晚举行的展演开幕式暨“好客
山东欢迎您——山东省民间说唱专场”活
动中，音乐快书《赞济南》、小曲子《秋江赶
船》、莺歌柳书《老鼠告猫》、北路山东琴书
《曹鼐不可》等优秀民间说唱节目一一登
场，让现场观众充分领略了齐鲁大地民间
说唱的底蕴与魅力。

15日上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
卷》编纂与“双创”工作座谈会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工
作委员会“民间说唱”专家组成员、说唱演
员等，围绕民间说唱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路径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大家一
致认为，传承发展民间说唱艺术，需要民间
艺人和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等形成合力，关
注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在守正的基础上
创新，把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引
领时代文化艺术审美新风尚，促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当天下午召开
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山东卷》编纂工作
会，组织山东卷各卷本编委会骨干成员交
流编纂工作经验，高效推动山东省各卷本
的编纂出版工作。当晚举办的民间艺人口
中的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展演活动中，吹打
说唱《黑暗传》、赫哲族伊玛堪《西特末日根
第三章危难逃脱》、潮州讲古《韩愈治潮
州》、京东大鼓《杨八姐游春》、苏北琴书《包
公案》选段、东北大鼓《忆真妃》等多种形式
的13个说唱节目轮番上演，线上线下引发
广泛关注。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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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百年谢晋 绵延光影情缘
□本报记者 许 莹

创作谈

我始终相信，创作者与故事的相遇是
一场缘分。作为一个在双医护家庭中长大
的医院子弟，从事影视行业多年，却始终还
没有机会去完整地书写一部关于医者的作
品。所以，当这个故事初次来到我面前时，
我知道这场因缘际会终于到来了。

彼时，它尚且没有名字，它以一副庞杂
而又宏大的面孔出现在我面前。它是1963
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的赛伊达派出的第一
支援外医疗队，是60年间三万余远离祖国
的医护人员的名字，是遍布全球76个国家
和地区的中国医者的足迹，更是近3亿从
病痛中解救的病患。而在2023年——中国
援外医疗即将迎来第一个甲子的时刻，作
为故事讲述者，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段理
想交汇荣光的历史，把这些可敬可爱的人
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有力量的故事，一定从厚实的生活和
时代中来。为了以真实且深刻的方式感知
中国医疗队的援外历程，我们跨越万里赴
坦桑尼亚深扎调研，采访了三组医疗队、五
家当地医院、百余名援外医生。切切实实走
近援非医生的工作生活，感同身受体验非
洲的风貌人情后，经过反复的运思、推敲、
自我否定、再构思，我逐渐确立了故事讲述
的两个维度。

宏观层面，以历史为经，以空间为纬，
呈现中国援外医疗历史脉络和布局全貌。
故事围绕虚构的第25批援桑纳中国医疗
队展开，在空间设置上，选取了代表非洲城
市里中国医疗队驻扎的卡塞医院、代表非
洲偏远乡村中国医疗队工作的马格南布医
疗点、代表未来合作愿景的中桑友好医院
三个场景，力图将中国援外医疗的空间布
局和发展脉络草蛇灰线地隐藏其中；在时
间跨度上，故事聚焦于2013年至2015年，
并以此为坐标，回首来路，眺望未来。故事
的起源，以马嘉和江大乔为代表的医疗队
员，因不同的机缘和初衷来到了非洲大陆；
故事的结束，经历了成长蜕变的马嘉成为
传递历史接力棒的人，他用自己的所见所
闻所历所感，为十年后（2023年）即将启程
的下一批医疗队吹响了出征的号角。

微观角度，则是从专业和生活两方面，
还原和书写更有血肉的援非医生生活工作
的点滴。由于医疗水平和中非医护观念的
差异，在工作中，中国医生抵达非洲后通常
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适应和磨合。故事中
的马嘉最为典型，作为一个专业水平突出
且责任心极强的医生，初来乍到，病人不愿
开检查单、抢救病人陷入艾滋暴露风险、当
地医院特殊的管理制度等等情况，都一度
让马嘉无所适从难以适应。只有当他以平
和平等之心倾听、感受非洲大地的脉搏，当
他耳濡目染非洲人的言行举止、习惯习俗，
才会建立起对另一种生活观念和人生哲学
的认知与理解。马嘉的心理从失衡、困顿到
复归平衡的过程，应是大多数中国援非医
生心路历程的写照。就生活而言，援非医生
卸下医生的标签，也是一个个有着多重身
份和情感关联的社会人，为人夫妻，为人儿
女，也为人父母。一支医疗队十余人，背井
离乡来到陌生的大陆共同生活，彼此之间
要熟悉和磨合，与此同时，每个人也要经历
因家庭身份缺席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和矛
盾。但非洲这片神奇辽阔的土地，以及非洲
人乐天知命的性格，也有可能给他们带来
了契机，去探寻生命和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确认“写什么”之后，更重要的是“如何
写”？这部作品有两个不容回避的创作难
点：第一，如何把宏大的故事写得细腻动
人；第二，如何做到写实和艺术的融合。基
于此，着手创作之初，我为剧作确立了三个
重要的叙事原则：

其一，绝不含糊的现实主义叙事立场。
精巧的设计，在真实的人物和故事面前往
往会显得疲软无力，这一回，笔者选择直接
从真实粗砺的现实事例中取材，事实上最
终故事里呈现的人物和情节大部分都来自
采风和采访。譬如，故事中马嘉整理出的那
间存放历届医疗队物品的档案室，便是在
桑给巴尔岛采风时的真实所见。其中有一
个动人的细节，我们偶然在档案室里翻开
一本曾经的医疗队队员留下的小册子，映
入眼帘的是扉页上手写的诗句“莫愁前路
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个情节放进
了故事里，而唐人高适的这句诗，以充满意
味的方式诠释了援外医疗事业的意义，也
让一代又一代援外医疗队员的跋涉和付出
有了穿越时空的精神慰藉。

取材于真人真事的同时，我们在创作中
也始终谨记——这是一群真实的有着七情
六欲的“人”的故事，不放大医生的“神性”，
不人为拔高，力避机械说教。所以，要状写真
实的援外医生，不能只写他们的伟大和无
私，也要写他们真实的犹疑和彷徨，要还原
他们完整的生活生态，要剖析他们为何去援
非，要回答这两年在他们生命中到底意味着
什么，留下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其次，诙谐欢快的叙事风格。不同于大
多数医疗题材作品严肃、冷峻、沉重的风
格，《欢迎来到麦乐村》确立了轻松欢快的
叙事基调，甚至加入了不少轻喜剧元素。之
所以如此，源自那片我们切身感受到的生
机勃勃的非洲热土，源自我们目所见、耳所
闻的那些由于文化差异而生发的趣事，也
源自人和人之间情趣盎然的个性碰撞。对
援非医生来说，两年时光是一次任重道远
的使命传承，要承受孤独、枯燥和寂寞，但
同样也有惊喜、欢欣和趣味，是一段完整的
生活和成长历程。

其三，是基于文明对话而生发的深层
次哲思和心灵启迪。采风采访中，我们明显
地感知到援非经历给医疗队员带来的触及
心灵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又基
于中非迥异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的比
照。援外医疗的主题框架之外，我们在故事
中努力与当代人正经历的情感、精神困境
建立起共情路径，并尝试提供一种新的宽
解之道——无论是马嘉因职场受挫、婚姻
受阻无法释怀的执念，还是江大乔跟女儿
疏离的亲子关系……非洲这片辽阔无垠的
大地上豁达乐观的生命哲学，对他们的困
惑和焦虑而言，仿佛是一剂奇妙的“解药”。

《欢迎来到麦乐村》走向观众的这一
刻，我们是惶恐的。通过这部独特的作品，
我们尝试向大家展现中国援外医疗队员医
者仁心的非凡历程，也希望还原一幅异国
他乡中国同胞历酸甜苦辣、解生活真经的
烟火画卷。与此同时，我们也试图用故事来
回答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命题：在这样一个
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
族、不同地域和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民，
如何建构形式和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
什么才是和谐共生的理想愿景？作为创作
者，我们通过《欢迎来到麦乐村》探索了这
样一条路径：这是一个注定会经历跋涉、忍
耐、艰辛，但终将抵达欢乐、爱和永恒的历
程。正如剧名中的“麦乐”——非洲斯瓦希
里语milele（永恒）的音译——“麦乐村”不
仅是故事里中国医疗队驻地的名字，是中
国对非洲许下的一份沉甸甸的承诺，更是
每个人心中象征着宁静和幸福的永恒理想
之地。

（作者系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总
编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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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谢晋

本报讯 近日，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
国内联络部、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艺苑撷
英——2023年全国优秀青年曲艺人才展演”在
北京民族剧院精彩上演。曲艺名家和优秀青年演
员携精品佳作荟萃京城，竞技艺、亮绝活、展风
采，奉献了3场曲美艺精、别具韵味的曲艺盛宴。

本次展演活动作为“艺苑撷英——全国优秀
青年艺术人才展演”的曲艺人才专项演出，是中
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和相关全国文
艺家协会共同组织实施的“新时代青年艺术骨干
培养计划”的年度成果汇报演出。此前，中国曲协
面向全国优秀青年曲艺工作者，按照德才兼备、
优中选优的原则，经8月15日在北京初选、8月
26至28日在浙江台州现场复选，最终确定相声
演员刘骥、王磊（逗乐）、宋好、金霏、李丁，评书演
员张怡、刘阳洋，河南坠子演员李玉萍，天津时调
演员刘渤扬，沁州三弦书演员李彩英，乌力格尔
演员李格根株格，评弹演员陆锦花，扬州弹词演
员康康，独脚戏、滑稽戏演员潘前卫，二人转演员
王超，杭州小热昏演员金一戈，弹词演员陈烽，四

川清音演员罗捷，湖北小曲演员姚俐玲，快板演
员杨锦龙等20位青年曲艺人才入选本次展演。

本次展演曲种丰富多样，既有观众喜闻乐见
的相声、快板等形式，也有极具地域特色的地方
曲种。演员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精湛技艺，为
广大观众精心“烹制”了曲味醇正、色彩斑斓的曲
艺文化大餐。参演作品既传承经典又富有时代气
息。既有快板《武松打虎》、天津时调《军民鱼水
情》、弹词开篇《西厢记·莺莺操琴》等节目让观
众饱览曲艺艺术的精华，又有相声《超级英雄》、
湖北小曲《“桥”见中国》、四川清音《两匹马》等现
实主义题材作品洋溢着浓烈的时代气息。演出展
现了曲艺青年英才坚持守正创新、承继前辈、勇
攀高峰的艺术追求、扎实的艺术功底和曲艺艺术
蓬勃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展演云集各曲种的优秀
青年演员，彰显了当前曲艺界薪火相传、人才辈
出的生动局面。冯巩、李金斗、石富宽、冯欣蕊、苗
阜、王声等曲艺名家与新秀同台演出，进一步增
强了演出的观赏性和吸引力。

（路斐斐）

2023年全国优秀青年曲艺人才展演举办

本报讯 近日，2023爱奇艺尖叫之夜上为
全年剧集、综艺、电影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作品、创
作者等授予了52项荣誉。今年爱奇艺4部内容
热度值破万作品《狂飙》《长风渡》《莲花楼》《宁安
如梦》荣获“特别荣誉”并进入爱奇艺荣誉殿堂。
截至目前，爱奇艺10部内容热度值破万的作品
进入荣誉殿堂，包括《赘婿》《人世间》《苍兰诀》
《罚罪》《卿卿日常》《风吹半夏》《狂飙》《长风渡》
《莲花楼》《宁安如梦》。

高品质的内容离不开艺术家的潜心创作。今
年盛典上，马伯庸获得年度作家；高璇、任宝茹获
得年度编剧。善于在故纸堆中溯本求源的作家马
伯庸，一直以来秉持人民史观创作了大量优秀作

品。而《不完美受害人》则是编剧高璇、任宝茹的
一次成功冒险，她们以笔下良知勇敢讨论弱者与
强权。“致敬单元”中，编剧赵冬苓获“年度杰出艺
术贡献”荣誉。既是文艺创作者也是生活观察者
的她，始终着力于现实主义创作，以细腻的视角
与笔触不断观照个体命运，书写平民精神。入行
40年、创造诸多经典影视人物形象的何赛飞，获

“年度实力女演员”荣誉。以精湛演技不断征服观
众，持续构建有血有肉人物角色的张颂文获“年
度实力男演员”荣誉。现场，张颂文向所有观众表
达感谢：“没有你们，没有观众，就不会有演员这
个行业，希望我们每位演员都脚踏实地，做好演
员，拿好的作品回馈给观众！” （许 莹）

2023爱奇艺尖叫之夜致敬全年好内容

赵冬苓马伯庸等剧作家见证品质力量

《《欢迎来到麦乐村欢迎来到麦乐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