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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王臻儒 田可新

  10 月 27 日，《血战松毛岭》在优酷独家播
出。该剧讲述了年轻的红军战士在松毛岭阵地
血战七天七夜，为革命理想奋斗献身的青春热
血和成长故事。
  近日，《血战松毛岭》导演刘雪松、编剧陶佳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分享这部革命题材网剧的
诞生过程以及故事中蕴含的精神主题。

观众“不熟悉”是创作的初衷

  记者：松毛岭战役并不是大众熟悉的战
役，您认为这次战役改编成剧集的最大看点是
什么？
  刘雪松：我认为不熟悉恰恰是我们创作这
个作品的初衷，就是因为不熟悉，观众才需要通
过这样一部作品了解这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
史。虽然这是一场在战役上受挫的军事行动，但
是在战略上，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这一战为保
障红军重新集结整队，开始伟大的两万五千里
长征打下了基础。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战役也保
证了长征战略得以实施，而松毛岭战役是其中
最悲壮的，一万多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用生命
捍卫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延续了革命火种。
  记者：在实地走访和考察调研后，主创团队
对这场战役有了哪些更深入的认识？搜集到的

史实资料中，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
  陶佳：松毛岭山上七天七夜的阻击战，实际
上是在温坊战役打完之后，主力部队撤走，留下
两个主力团以及模范营、地方游击队、地方武装
组织起来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主要目的就是
防守瑞金中央苏区的东大门。
  我们到当地去勘察了壕沟遗址、战场遗
址，还采访了红军后代。老区人民付出了巨大
的牺牲，但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史料研究，他们
也觉得很遗憾。拍摄《血战松毛岭》实际上挖
掘了一部分战史遗失的东西。在采访过程中我
发现，当时红军主力已经撤走，中央苏区当时
的形势非常严峻，但是连城、龙岩、长汀当地
的老百姓义无反顾地支持红军，即使面对绝户
绝姓的危险，也坚持斗争，绝不退缩，这带给
我们巨大的震撼。

认真严肃讲述一群年轻人的梦想

  记者：这部剧的节奏很快，战争场面也拍得
干脆利落，拍摄的时候为何选择这种快节奏的
处理方式？
  刘雪松：因为我希望这部剧能够让更多的
年轻观众知道那段红色往事。为了让剧情内容
更喜闻乐见，在拍摄手法和后期剪辑上，我们都
选择了明快但不局促的节奏。故事要讲清楚，但
节奏要明快，不要拖泥带水，去满足一些年轻观

众的观影习惯。
  记者：拍摄中，如何把握战争题材中青春性
和严肃性的关系？
  刘雪松：有一句话我是很认同的，每一个喜
剧的内核都有悲剧色彩。其实，这部剧前半部分
基本上是用跳脱的运镜和诙谐的方式来表现这
些年轻人的性格特点。他们和现在的年轻人是
一样的，都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与兄弟
之间的友情，赌气和口角，我尽量用一些贴近现
实、契合人物关系的方式去表达。
  轻松的背后可能是严肃，这是一个很残酷
的现实，但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他们愿意去
奔赴，去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这个戏要表达
的精神。青春性和严肃性是不矛盾的，是相对
的统一。青春性指的是他们的年龄，他们的气
质，他们的悲、喜、苦、乐；严肃性，是我讲
述他们的故事时，不是戏谑的、调侃的，而是
认真严肃地讲述一群年轻人的青春梦想和大义
凛然奔赴牺牲的故事。

塑造英雄，从平凡个体谈起

  记者：创作者如何从真实的历史和人物事
件中提炼出精彩的剧情？
  陶佳：剧中很多人物都有原型。我们把人物
原型的核心提炼出来，再从整体上加以艺术化
处理，让人物更鲜活，更接地气。像项万金、铁

匠、木匠、大喇叭这些主角，其实就是我们身边
的人。在和平岁月里，他们可能是很普通的、不
被人注意的小人物，但是当民族危机来临时，他
们也会爆发出难以想象的血性。
  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之所以坚定地跟
党走，哪怕全家战死都在所不惜，主要原因就是
他们对共产党和军队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愿
意去奉献和牺牲，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
斗争胜利的基石。
  记者：《血战松毛岭》塑造了鲜活的共产党
员、革命英雄的群像。从剧集中的余光明及其他
队员身上，体现出了革命者的哪些特质？
  刘雪松：西方影视塑造的一些英雄基本上
在传递个人主义，独自一人飞天遁地来拯救全
人类；而我们想表达的，是一种集体英雄主义，
我们的国家在危难时，不是一个英雄站起来，而
是一个群体的觉醒。这部戏展现了英雄群像，剧
中多达十五六个人物，整合在一起时，就是我们
想象的英雄，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像余光明这样的战士，是一步一步成长起
来的，参与到这个伟大的革命洪流中，一步步地
洗涤自己、锻造自己，最终把自己锻造成了一把
尖刀、一柄利刃。我想向观众传达的是，一个人
活着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在那样艰苦的年
代，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梦想，并且为之付出了
自己的一切；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我们更应该
找到自己奋斗的方向，并为此矢志不移。

以青春视角回望红色历史

  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11月13
日，《重启之深渊疑冢》以51 . 27 的全网热度居电影热
度榜榜首。《重启之深渊疑冢》由陈聚力执导，季晨、
季肖冰、纪晓烽等主演，于2022 年11月4日在优酷和
腾讯视频上线。该片作为《重启》系列片，是继《重启
之蛇骨佛蜕》后的第二部番外电影，讲述了黑眼镜与
解雨臣联手探险的故事。倥偬半生的探险家黑眼镜
因眼疾恶化，在中缅边境的木马鲁部落过起了半隐
退的生活。好友解雨臣为治黑眼镜眼疾，带领病理学
家老魏进入木马鲁丛林寻找罕见的寄生蜂以进行眼
疾专利研究，不想队伍竟集体在丛林深处的山缝遇
险。得知消息的黑眼镜立即前往营救队伍，却发现山
缝中竟盘踞着木马鲁人奉为“古神”的巨大怪物。队
伍离奇受到“古神”的召唤，不得不继续深入古神巢
穴，他们在极限中艰难求生，也一步步揭开了古神的
秘密。
  位列榜单第二位的是青春校园奇幻电影《爸爸
来了》，影片讲述了一个不靠谱、不正经、不上进的

“三不”单亲爸爸秦云飞和一个超靠谱、超勤奋、超算
计的“三超”学霸女儿秦晓晓灵魂互换，从水火不容
到相互理解的故事。

《很高兴遇见你》

居飙升榜榜首
  据11 月13 日的QQ音乐实时数据统计，由李思
芸作词，陈伟伦作曲，周深演唱的《很高兴遇见你》居
飙升榜首位。
  11 月12日，QQ音乐和王者荣耀联合发起的“听
见·国乐”音乐厂牌正式发布王者荣耀七周年遇见主
题曲《很高兴遇见你》，这首歌由王者荣耀快乐大使
周深演唱，在七周年之际，用歌声向王者荣耀全球玩
家发出真诚的问候和邀请，感谢与老朋友的遇见，期
待与新朋友的相遇。作为一首以“遇见”为主题的歌
曲，《很高兴遇见你》将玩家们七年来在峡谷中彼此
邂逅、并肩前行的美好时光，用轻快、明媚的歌声娓
娓道来。更令人惊喜的是，作为王者荣耀快乐大使的
周深还在演唱中用中、西、英、葡多种语言，向全球玩
家发出邀约。这是周深首次挑战多语种说唱，他也难
掩兴奋之情，表示这首欢快的歌曲“充满能量，让人
忍不住跳起来”。歌曲在制作过程中融入了世界多国
音乐元素和语言元素，编曲中世界音乐风和舞曲风
格的融合，中国南箫、小提琴、阿塞拜疆塔尔琴、拉丁
打击乐器等中西方乐器的运用，营造出嘉年华一般
的热烈感，洋溢着快乐、温暖的力量。
  邓紫棋演唱的《龙卷风》居榜单第二位。这首歌
第一段就像爱情小调，第二段像爱情交响乐，以递进
渐强的方式释放着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

《点燃我，温暖你》

登顶电视剧热度榜
  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11月13
日，《点燃我，温暖你》以77 . 02 的全网热度居电视剧
热度榜榜首。该剧是由刘俊杰执导，陈飞宇、张婧仪
领 衔主演 的青春都 市情感剧 ，根据晋江作者
Twentine 的小说《打火机与公主裙》改编，讲述了肆
意张扬的编程天才李峋与勇敢坚韧的少女学霸朱韵
从青涩校园到职场拼搏几经波折，依然携手前行的
成长爱情故事。《点燃我，温暖你》展演的重点并未仅
仅着眼校园，还涉及了大篇幅的职场情节。整部剧的
看点集聚在李峋被害入狱，海归女友出手相救，昔日
情人再续前缘这一线索。该剧除讲述男主女主之间
的爱情故事外，把男主职场惨遭陷害进行复仇作为
主线，让本来平淡无奇的偶像剧变得看劲十足，带着
这些新鲜感，观众和粉丝掀起追剧高潮。该剧作为一
部符合当代年轻人观看口味的“甜剧”，在年轻受众
群体中颇受欢迎。
  位列榜单第二位的是都市励志剧《追光者》。该
剧由张彤执导，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以民间公益
救援组织为题材，讲述了因爱而聚，为爱追光的一群
人加入救援队历经了种种灾难洗礼，最终互相救赎
的故事。

《法医秦明》系列大合集

领跑有声图书热门榜
  据喜马拉雅统计数据显示，《法医秦明》系列大
合集以9 . 5 的高分稳居有声图书热门榜榜首。该有
声书原文细节刻画详细，逻辑清晰，案件经典，是悬
疑爱好者的必读之书；加上主播骆驼浑厚深沉的音
色娓娓道来，使听者十分有代入感。近年来随着各类
刑侦剧作的大火，许多与刑侦有关的特殊职业也开
始逐渐为公众所了解。《法医秦明》系列书籍及其衍
生的电视剧、有声书等作品开启了法医类刑侦艺术
作品的流行，不仅增强了普通群众对“邪不胜正”的
信念，更有助于消除观众对于疑难杂案背后匪夷所
思的真相的误解。
  排在榜单第二位的是精品有声剧《高智商犯
罪》。由独家IP 开发的自制有声剧如今已成为各平
台意欲攻占的目标。而对喜马拉雅来说，有声剧是有
声读物和广播剧之间的平衡样态，基于海量用户真
实的收听体验，寻找音频艺术表现的新的制高点。
  《西游记》原著说讲位列榜单第三位。主播水青
用声音演绎文字，带领听众漫游在古今中外的文学
天地，至今该系列共计二百回已更新完毕。
　  （□记者 朱子钰 实习生 王若瑾 整理）

《重启之深渊疑冢》

居电影热度榜首位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著名学者、作家冯骥才先生今年迎来80
岁生日。11月5日至6日，一场特别的文化活
动“八十个春天——— 冯骥才与天津”国际学
术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
院举办，祝贺他意气风发步入“80后”
行列。
  根据天津大学微信公众号的相关介绍，
在活动开幕式上，冯骥才先生首发《冯骥才
文化遗产保护文库》（十卷本）《俗世奇
人：手绘珍藏本》两部新书。前者由学苑出
版社策划出版，十卷逾260万字，收入了冯
骥才关于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各类文章，
完整记录了他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觉者和
先行者丰富艰辛的精神历程，对于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的当代史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这里面放着我20多年的光阴，我人生中最
好的时光都在里面。”冯骥才先生满怀深情
地表示，“这部书留下的不是我个人，而是
这一代人的足迹，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先
觉、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价值
观。”
  冯骥才先生还是一位卓有造诣的画
家。他画画可不是玩儿票性质，而是有根
基也有成就。他 7 岁起就跟随名家学画，
因为本就喜欢再加上名家点拨，打下了坚
实的绘画基础。后来，因为身高1 . 92 米，
他被选入专业篮球队打篮球。因伤退役
后，他重拾画笔，从此再没放下。 2 2 岁
时，他还曾被调到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
学，教授中国画和文艺理论。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编校出版的《俗世奇人：手绘珍藏
本》，收录了冯骥才先生30 年来创作《俗
世奇人》过程中保留的珍贵草稿、画稿。
正因其兼通文学创作与绘画，所以逐渐形
成了自己的“独门秘笈”：“有时文学的
联想从图像开始，有时图像的联想从文学
开始，这是我的一个独特操作。”
  如果说，文学创作与绘画的融合之道给
冯骥才先生的创作带来诸多助益，并赋予他

的文和画与众不同的特色，那么对于地域文
化、民间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则是他创作的
“根”与“魂”。正是因为善于从地域文
化、民间文化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他的文章
与画作既有文化底蕴又具时代精神，他的艺
术之树始终生机勃勃，不断抽新枝、散新
叶，常年绽放着满树繁花。
  这种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首先来自家
乡的哺育，来自家乡文化的滋养。冯骥才先
生的故乡是天津，他在这里出生、成长、求
学、恋爱、走上新时期文坛，并展开在更多
领域的探索与研究。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描
述自己关于这座城市的时光与记忆。冯骥才
说：“我的 4 部长篇写的都是天津，我的
100 来部中短篇写的也是天津。”正是出于
对家乡和家乡文化的深情与热爱，冯骥才在
天津发起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民间文
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
动。他说：“我还抢救、保护了很多天津的
历史建筑、历史街区。”
  对于冯骥才在这一领域的成果，中国文
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
在新著《学高为师》中，专列一章进行介绍
并给予高度评价，书中写道：“早在20世纪
90年代，冯骥才先生就发起了对天津市商业
老街的抢救行动，并进一步将抢救和保护的
范围拓展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相关领域。
200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前，冯骥才主持的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全面启
动。”
  对地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注与热爱、
保护与研究，又反哺着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与
绘画，让他得以广闻博览、万取一收，创作
内容丰盈、精神饱满，作品独树一帜、意味
深长。冯骥才也多次提及这一点。例如，他
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曾先后五次到泰山，前
两次都是为了写生。回忆第一次到泰山写生
时的经历时，他说，见到“五岳独尊”的泰
山，“其顶天立地、崇山峻岭、长松巨石、
深谷急涧，给我强烈的震撼”，在这种震撼
中，他认真观察和感悟泰山，“在这里，我
找到了北宋山水的精神和种种技法的来源，
感受到这些技法充满生命感。”除了这些，
他还有意外收获与惊喜，而这份意外的收获
与惊喜，正是来自民间，来自当地的民间文
化。他写道：“我还有另一个收获是意想不

到的——— 那时，山中很少游人，更没导游，
每个村民却都是一肚子关于泰山的故事与传
说。我对民间和乡土的事向来感兴趣，便向
山民探询，与他们攀谈；不经意间，这些充
满人文魅力的传说滋养了我固有的文学潜
质，使我对泰山产生了浓浓的‘文化情
感’。”
  可以说，正是这种民间文化滋养的文化
情感与他的艺术才华相互激荡，不断激发他
的创作灵感，不断催生脍炙人口的文艺佳
作。这种文化情感如同一条虚实相间的彩
线，把他那些散珠碎玉般的见闻与感悟串联
起来，再经过他独具匠心的调度、摆布与编
织，就串成了一件件五彩斑斓的艺术品。他
说：“多年来，我为泰山写了许多文字，画
了许多画”，“使众多关于泰山的散文源源
不断地流淌出来，如《挑山工》《进香》
《泰山十八盘图题记》《泰山题刻记》《傲
徕 峰 的 启 示 》 和 一 本 《 泰 山 挑 山 工 纪
事》。”在这些作品中，散文《挑山工》先
后被选入高中、小学语文课本，让学生当作
范文来学习；这篇散文，不仅写得风景优
美，故事生动，人物鲜活，还蕴含着丰富的
哲理，越品越有味道。
  不断从民间文化、民间文学中汲取营
养，是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所在。从文学史
的角度观察，某一种文学题材能否不断创
新发展，与其吸收、消化与利用民间文
化、民间文学的能力密切相关。如果不能
很好地从民间文化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
养，即使创新也往往是热闹一时，很快就
会成为过眼烟云，难有持久的魅力，难以
成为“一代之文学”。著名文史研究专家
周寅宾教授在探讨历史上的新体诗时认
为，新体诗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吸引民
歌的养料和形式。当然，这里说的“新体
诗”，需要进行一个界定。诗体的新与旧
是相对的。比如，春秋以前，四言诗是新
体诗；战国末期，骚体诗是新体诗；东汉
时代，五言诗是新兴的诗体；汉魏六朝，
七言诗也是新兴的诗体……他总结，在中
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条规律：一些成功
的新体诗都是源于民间。
  周寅宾特别指出，在中国诗歌史上，也
出现过另外一些诗体，它们或是昙花一现，
迅速被历史所淘汰；或是无人问津，一直得
不到广大读者的承认。据《汉书·东方朔
传》记载，西汉初年，东方朔曾创造过八言
诗。清沈德潜就曾评价：“然东方诗不传，
而八言体后人亦无继之者。”又据宋代严羽
《沧浪诗话》记载，魏国末年的高贵乡公曹
髦创造过九言诗。这种九言诗也没有流

传……周寅宾说：“上述三言诗、六言诗、
八言诗、九言诗以及‘三十字’诗体，它们
的体裁句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它们为什
么不能广泛流传呢？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诗
体都不是起源于民间，不是在民歌的基础上
产生的。” 
  那么，现代诗呢？其实也是如此。2020
年，我曾经采访过青年诗人老四。老四原名
吴永强，是一名1985年出生的“80后”，中
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当时，
他的诗集《自白书》正式入选省作协“文学
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他供职于一家杂志
社，我们都是媒体同行。在采访中，我非常
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传媒人这份工作需要
实践人们常说的“零度写作”，需要立场客
观公正，避免个人情感对写作的干扰；但文
学创作包括诗歌在内，又需要强烈的情感介
入，需要笔触深入现实生活。这样的工作经
历对于诗歌创作，是有帮助，还是会带来某
些约束？
  老四的回答也很坦诚，他结合自己的经
历发表观点：“几次外出采访，直接给我提
供了诗歌书写的思路。比如《秦岭道上》，
那是2012年，我去重庆采访山东对口支援工
作。在渝东北的山间游荡，地域的差异性让
人印象深刻。采访结束后，我们赶赴西安，
乘飞机回济南。沿途看到风景的变化，忍不
住写下这首诗。还有《青海辞——— 兼怀昌
耀》，应该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长诗。那
是2017年，去青海海北州采访山东对口支援
工作。整个采访途中，我带着燎原的《昌耀
评传》，前辈诗人在这里留下的足迹，给我
提供了现实的参考。这首诗，写青海，也写
昌耀，如果是单纯的旅游，估计写不好，深
入采访，了解了山川背后的故事，才会将
诗歌写好。”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无论什么
时代，不管怎样推移，文艺创作终
归还是不能缺了民间的烟火气。
否则，生气就会被窒息，只不
过或快或慢而已。

诗情画意，怎能避开民间“烟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