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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王蒙文学创作
70周年展览活动在京开幕。展览
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
协会、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包
括“青春作赋思无涯——王蒙文
学创作70周年展”和“笔墨春秋
——王蒙文学创作 70 周年作品
展”两项展览，系统梳理总结王
蒙同志 70 年的创作经历、人生
哲思。

王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从 1953 年创作 《青春万岁》 开
始，在70年的时间里，他笔耕不
辍，先后发表作品 2000 多万字，
被译成 30 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他以恢宏沧桑的文字抒发了内心
浓郁的家国情怀；他关注人民的
命运，书写人民生活的变迁，用
饱含深情的语言描绘了宏大的多
民族生活图景；他探究中华文化
的根与魂，秉持文化工作者的责
任，为繁荣文学创作、发展文艺
事业、推动文化建设、报效党和
人民作出卓越贡献。

“青春作赋思无涯——王蒙文
学创作70周年展”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展出。展览分为“青春万
岁”“这边风景”“创作是一种燃
烧”“大块文章”“文化的光照”5
个部分，以近300张照片和550余
件展品，全景记录王蒙70年来与
共和国发展历史相伴、与祖国和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创作历
程，展示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和各时期的代表性优秀文学作
品，表现了他为党、为国家、为
人民写作的初心和使命。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
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
从1953年起，19岁的王蒙开始

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展览
第一部分，记者看到王蒙 1953 至
1954年的创作初稿。这部小说描绘
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们的理想与
爱情，也是一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新中国的颂歌。

除此之外，还有王蒙日记体小
说 《初恋》 的手稿。1956年，王蒙
于修改 《青春万岁》 和发表 《组织
部来了个年轻人》 的间隙创作了日
记体小说《初恋》，其中许多内容是
从1951年、1952年真正的日记上抄
录下来的。2021 年，尘封 66 年的
《初恋》手稿被偶然发现，80多岁王
蒙在原文字中穿插写下与青年王蒙
的对话，以 《从前的初恋》 为题
出版。

1963年底，29岁的王蒙远赴新
疆，他学习维吾尔语，真心热爱、
用心理解各个民族的习俗和生活，
与新疆人民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生
动的照片和文学作品展现着“这边
风景”。1972 年底，王蒙开始撰写
小说 《这边风景》，把对伊犁乡亲、
友人的思念之情诉诸笔下，呈现了
一幅饱满生动的新疆民俗画卷。这
部作品于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
文学奖”。

1979 年，王蒙回到北京作家协
会专业作家队伍，创作激情喷薄而
出。1986 年，王蒙任文化部部长，
其后担任多项职务。在展览现场，
可以看到大量王蒙的小说作品，以
及散文、诗歌、文艺评论等。除此
之外，还有王蒙古典文学研究、哲
学研究、文明交流等方面的丰富展
示。2019年，王蒙获得“人民艺术
家”国家荣誉称号，展览中，珍贵
的国家荣誉称号奖章非常引人注目。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的设计颇
具特色，除运用了音乐、视频、“创
作的井喷”多媒体互动、书房复原
等多种展示手段外，在尾厅部分还
设计了“妙笔生花”王蒙作品展示
区和“吉光片羽”王蒙语录书法展
示区，以帮助观众对王蒙的文学创
作成就和文化研究成果有集中直观
的了解。观众还可以在现场阅读最
新版的 《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 70
年全稿》，这套书编辑了能够收集到
的 1948 年到 2022 年期间的王蒙作
品，逾2000万字，共8编61卷。包
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
诗歌、读书记、创作论、《红楼梦》
及诸子经典研读、人生回顾、演讲
对话访谈等，于 2023 年 9 月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记者了解到，“笔墨春秋——王
蒙文学创作70周年作品展”在国家
图书馆 （国家典籍博物馆） 展出。
展览分为“创作是一种燃烧”“写给
世界的情书”“论道抒情两不妨”

“文化传播的使者”“传道授业甘如
饴”5个单元，按照文学题材分类串
联起王蒙文学创作发展历程，包括
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文
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等。展览全面展
示王蒙 70 年创作生涯的作品全貌，
展现他创作中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家
国情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探
求与深厚理解，关于精神世界与价
值追求的深层思考与人生智慧，及
其对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作出的突
出贡献。

如今，已将鲐背之年的王蒙，
仍保持着“学无涯、思无涯、其乐
亦无涯”的青春心境，以青春的激
情和青春的笔调，不懈地书写着中
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丰富历程、
无边风景。在展览活动开幕式现
场，王蒙谈到，有人问他为什么写
作那么长时间还在写、还能写？还
有激情、还有笔力？对此，他的回
答是，“因为我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时
代变革，祖国还年轻，还是少年中
国，我也仍然满腔热烈红火，光明
敞亮！”“爱文学、爱语言、爱学
习、爱写作”的王蒙饱含深情地
说：“希望写得更好，写出千秋故
事、挚爱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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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与成长中寻找道路

文化周刊：《问苍茫》 的创作缘起
是什么？希望展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梁振华：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周年，我是一个湖南人，对伟人崇
敬敬仰之心是从小就有的。之前并没有
想过自己能够有机会去写这样一个伟
人，2021年，我创作了电视剧《理想
照耀中国》，这是与湖南广电合作的，
不久，便收到他们的邀约，创作一部电
视剧，展现 1921 年至 1927 年的青年
毛泽东。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
年，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
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
政权的开端。从 1921 年到 1927 年，

“探索”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如何
找到中国革命道路？以青年毛泽东为代
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

青年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早行者到开
拓者的转变，蕴含着丰厚的实践和思想
内涵。于是，在探索和成长中，《问苍
茫》的故事展开了。对我来说，这样的
题材挑战很大，但我希望能够投入创
作，调动自己的所有积累去面对挑战，
用优秀的作品向伟人献礼和致敬，同时
深入的研读和创作也是不断解答自己、
提升自己的过程。

文化周刊：在塑造人物上有什么体会？
梁振华：我曾在《问苍茫》创作谈

中这样写道：“莫道君行早，早行人已
经在路上。潇湘春雨后，雾霭迷蒙的山
坡，握着油纸伞，背着行囊，裤腿沾满
曲曲弯弯的泥点。启程了。”“世上本无
路，有人开荒拓道，于是有了路。那个
时候，走的人也不多，甚至人们不会认
为这是一条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
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群早行
人。此刻，他们也许不知道路的尽头是
哪里，但行走就是意义；此刻，他们也
许不清楚拯救这个国家的药方是什么，
但寻找和叩问，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问 苍 茫》 的 第 一 集 一 开 始 ，
毛泽东在湘江中畅游，在与老船夫的对
话中，观众得知他刚从上海参加完中共
一大回到湖南，紧接着，便马不停蹄地
投入创办自修大学、赴安源煤矿调研等
一系列工作中。可想而知，在毛泽东的
实践道路上，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数不胜
数。剧中毛泽东有一句台词，“博学、

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唯知之行
之，方不负今日”，这是老师杨昌济对
他的教诲。知行合一，是我们塑造人物
的关键。正如岳麓书院的匾额上所书
——实事求是，毛泽东敢于面对问题和
解决问题，他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
中发现问题，汲取智慧和经验，进一步
丰富理论。

剧中同时展现了青年毛泽东很多不
同的侧面，他游泳、踢球、种地，他与
妻子和兄弟姐妹的情感交流，包括后面
他与很多历史人物的交往……通过丰富
的细节，让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生动。

在历史与真实中编织情感

文化周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创作对真实性、艺术性等都有很高的
要求，您的创作理念是怎样的，如何处
理好这些关系？

梁振华：对于虚构的作品来说，符
合情感逻辑、戏剧构造等要素，剧情就
可以展开，但对于革命历史题材来说，
尊重和敬畏历史是第一位的。《问苍
茫》留给我们的戏剧空间是有限的。这
是一种“克制”的创作——不要僭越历
史，我们的戏剧艺术、情感表达等所有
发挥要牢牢地扎根于历史，决不能信马
由缰地制造戏剧冲突。事实上，在创作
中，我们深刻感受到，来自历史本身那
波澜壮阔的震撼力，远胜于虚构。在与
导演王伟的沟通中，他有一个观点我很
认同，他说这次我们不是在编故事，历
史以它不容辩驳的逻辑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逻辑中梳理出一条
表现的路径。

所以《问苍茫》的整体风格是沉稳
的，以人文的、细腻的、娓娓道来的方
式叙述，希望观众接收到这些信息的时
候，能够充分感受到历史文化的氛围。
作为电视剧艺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
上，我们用情感、艺术小心翼翼地编
织，让历史富有韵味和人情味。比如
毛泽东和安源煤矿工人告别时，毛泽东
把工人递来的伞退回去，说“你们更需
要它遮风挡雨”，工人情真意切地说

“毛先生，你走的路，长”，小小的油纸
伞承载着毛泽东与工人深厚的情谊和
期待。

文化周刊：具体到创作中，有什么
难点？如何展开的？

梁振华：最大的难点在于对历史的
认知和把握。对于编剧来说，用艺术展

现1921年到1927年的党史，需要非常
强大的历史，以及文化、哲学储备。
《问苍茫》力邀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副主任陈晋担任总编剧。陈晋老师是研
究毛泽东的专家，他的文化底蕴和敏锐
眼光给了我们高屋建瓴的指引，可以说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创作基础。创作团队
下了很多“苦功夫”，做了大量案头工
作，阅读研究近百本著作。不仅如此，
还要甄别、比对，把历史知识、典故等
诸多信息勾连起来。《问苍茫》中出现
的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达到350个，不
把这些人的生平和思想轨迹研究清楚，
无法下笔。剧中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台
词都是经过认真反复推敲考证后的表
达，我们尽最大努力做到历史的严谨，
希望《问苍茫》播出后，促进观众更全
面深入地去认识这段历史。

同时还要深入生活，橘子洲头、韶
山、清水塘……我们用脚去丈量毛泽东
走过的地方，用脑去看，用心去写。虽
然过了100多年，地域面貌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但是山还在，水还在，仰
望的星空还在，仍能感受到历史的气
息。站在橘子洲头，虽然我多次来过这
里，但仍为年轻的毛泽东那开阔的视野
和博大的情怀而触动、震撼。

在人民与生活中提炼艺术

文化周刊：近年来，现实主义电视
剧创作佳作迭出，从革命历史题材到现
实题材，受到观众的喜爱。您也创作了

《欢迎来到麦乐村》《理想照耀中国》
《风吹半夏》《澳门人家》 等多部作品，
对现实主义影视剧创作有什么感受？

梁振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它与人共情，与时代共
情，越来越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近年
来众多优秀电视剧作品的出现，也充分
说明现实主义不会过时。

这些年我创作了多部不同现实题材
的电视剧作品，比如最近播出的《欢迎
来到麦乐村》，展现了中国援外医疗队
的动人故事——他们在远方奔忙的身影
背后，勾连着无数动人的细节，而所有
鲜活的面容和往事，编绘成中国援外医
疗队过去60年厚实而又细腻、深沉而
又激越的画卷。现实主义创作尽管题材
不同，但有着共通之处，要用典型化的
手法来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其
关键在于尊重时代，尊重历史，尊重人
物的情感，引发人们的共情和共鸣。

文化周刊：如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进一步推动影视剧创作？谈谈您的思考。

梁振华：文艺创作最根本的还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在创
作《问苍茫》的过程中，重温历史，回望
革命道路，更加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始
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也是文
化自信的力量，给我们创作以启示，人民
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丰沛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
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
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
开。身为文艺工作者，当“知行合一”，
与时代同频共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不断探索艺术创作之路，不断为广大观众
奉献优秀的作品。

展现历史的波澜壮阔
——访《问苍茫》总编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梁振华

本报记者 谢颖

■编者按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近日，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问苍茫》在
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展现了以青年
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以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探索中国革命
道路的艰难历程，激励新时代青年从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汲取奋进新
征程的智慧和力量。该剧由原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梁振华担任总编剧。
本报记者专访梁振华，讲述《问苍茫》
的创作心路，以及对现实主义影视剧
创作的感受和思考。

由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指导，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旅游报社等
主办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经验交流
活动在辽宁举办。该活动以“建好用好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主题，旨在交流
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保护传承
的有效做法，分享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的积极经验，进一步凝聚共识、
坚定信心，汇聚起建好用好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的更大力量。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建
好用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等话题进行探
讨；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
作专题演讲，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解读
如何建好用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与会者
认为，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坚持国家站
位、突出国家标准；进一步强化落实，牢
固树立建好用好的整体性观念，做到建用
结合、好字为先；进一步做好宣传，营造
全社会关注支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浓厚
舆论氛围，讲好长城故事，提高“万里长
城”整体辨识度，展现中国力量、彰显
中国形象。 （张丽）

歌舞剧《猫神在故宫》
首演新闻发布会召开

“用猫的视角看故宫”“让文物活
在观众们的心里”。12月 20日，由中
国儿童艺术剧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
品的歌舞剧 《猫神在故宫》 召开新闻
发布会，于12月23日在中国儿童剧场
首演。

今年 6 月，两家单位围绕剧目创
排、品牌打造、文创产品开发等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出品 《猫神在故
宫》是落实战略合作协议的首个重要成
果。本剧改编自同名绘本，是一个透过
猫的视角讲述的关于友爱与陪伴、记忆
与历史、生命与永恒的童话。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猫神在
故宫》 编剧冯俐表示，《猫神在故宫》
是一部真正的“文物活化”的作品，它
不仅会让文物活在观众的眼前，也会让
文物真正地活在观众的心里。可以唤起
孩子们对故宫的好奇和想象，从而将遥
远、陌生的历史变得有温度、有情感，
为孩子们打开一扇走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大门。 （杨雪）

新时代校园戏剧国际交流
展演在京举行

12月 19日，由中国戏剧家协会、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北京戏
剧家协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
剧学院承办，中国戏曲学院等协办的新
时代校园戏剧国际交流展演在北京国际
戏剧中心·戏剧沙龙隆重启幕。

展演期间，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
的粤剧 《吕布与貂蝉》 之 《凤仪亭》、
上海戏剧学院的木偶戏 《成长的烦
恼》、中国戏曲学院的京剧《白蛇传》、
韩国艺术综合大学的话剧《忧伤动物》、
中央戏剧学院的话剧《梁祝》等5部优秀
校园戏剧亮相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戏曲
学院校园剧场，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
青年戏剧人的独特创意和表现力。

12月20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近10位戏剧专家学者围绕“交融互
鉴、多元融合的校园戏剧探索”这一主
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分享彼此经验，
探讨校园戏剧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为
国际戏剧交流互鉴、构建多元发展合作
平台贡献智慧。 （郭海瑾）

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
《齐白石》首演成功

日前，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 《齐白
石》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隆重首演。该剧立
项于2020年5月，从齐白石“衰年变法”
切入，以京剧的表现手法勾勒齐白石艺
术创作上这一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时
期。正是“衰年变法”，使齐白石创立了
属于自己的画风，也浓墨重彩地体现了
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创排新编京剧
《齐白石》，将京剧与国画两大国粹艺术
加以融合，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和独特
的文化价值。

为塑造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齐白石，
全体主创、主演通力合作，在尊重京剧本
体规律和表演体制的基础上，着力注重人
物内心的开掘，运用外化呈现的方式将写
实与写意灵巧融合。此外，该剧舞美巧妙
运用前后场舞台空间区隔和灯光设置，使
虚、实，动、静，音、画，明、暗和谐共
生。服装、化妆、造型、道具等皆以时代
感、个性化设计配合塑造人物形象，以凝
练和谐的戏剧语汇立体展现出了京剧之
美、国画之美、舞台之美。 （谢颖）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经验交流活动举办

▲相关链接

《问苍茫》 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和湖南省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
年重点项目。该剧讲述了 1921 年至
1927 年，参加中共一大归来的青年
毛泽东，带着对中国革命之问、国家
民族前途命运之问，在矢志不移地践
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以早行
者的思考，问大地、问实践、问人
民，从一名追随者成长为先行者、开
拓者，并探索出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
热血故事。从发展团员、党员到发动
工人运动，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到坚决
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从发现农民问
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到提出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青年
毛泽东的创业、成长、找路，是剧中
要表达的主题和基本内容。

《问苍茫》 主创团队从2021年开
始构思，2021 年 12 月起系统地组织
了三次采风，先后走访了长沙、韶
山、安源、广州、上海、武汉等数十
个地方，查阅近百本权威史料书籍，
与党史专家多次座谈，直到2023年5
月正式开机。

拍摄阶段，全剧涉及的761个场
景、近万套服装、54000件道具，重
要的会议、主要人物出场的场景，重
点的办公场所和居家环境，都按照历
史照片进行了复制还原。

▲“青春作赋思无涯——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