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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00多年时光的磨砺，《牡丹亭》已经成为戏
剧舞台上独一无二的传奇，而全国昆曲院团将再次证
明这部经典的价值。21日，全国七家昆曲院团联合宣
布，12 月 13 日至 24 日在京举行的“名家传戏——
2014全国昆曲《牡丹亭》传承汇报演出”活动，将上演
八种不同版本的《牡丹亭》。

《牡丹亭》是各个昆曲院团的看家剧目，作为活动
的开幕演出，“大师版”《牡丹亭》将由几十位当今昆曲
界泰斗级艺术家联袂演出，这些都在70岁以上的昆曲
大师将躬身示范，为观众带来最正宗的昆曲《牡丹
亭》。本次活动承办方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说，
如此之多的老艺术家能够在幕前进行集中展示，对昆
曲今后的传承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示范。

（据央视网）

八种版本《牡丹亭》
年底齐绽放

10月21日，中华砚系列评选在京举办，评选出第
一届“中华砚”金牌制砚大师和第三届中华砚金、银、铜
奖。这次参选的 500 余方砚台，包括广东的端砚，河
南、山西的澄泥砚，北京的潭柘紫石砚等，集中了全国
大部分砚种。

记者注意到，现场评选出来的一等奖和二等奖作
品中，许多砚台都不大，甚至有不少还没有手掌大，可
以握在手中细细把玩，这些“小玩意儿”却受到了评委
们的一致青睐。现场专家告诉记者，这次比赛入围的
作品也有意避开那些“庞然大物”，因为中华砚是要讲
求实用，一度流行的越大越好的砚台已逐渐不被大众
认可。

（据《北京日报》）

第三届中华砚开评

展望未来的影视创作，赴韩交流归来的
导演夏晓昀认为，影视剧创作在坚持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程中，应是百花齐
放，“一方面是丰富观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推动我们的文
艺创作进一步走出去的需要，进行国际交流
合作，促进跨文化的沟通理解”。

王丽萍则提出，“接地气”的影视创作还
需在国内相关行业形成合力，比如北方和南

方的编剧、导演增进交流，实现跨地域的联
合创作，又比如，中外影视名人扩大合作，取
长补短等等。

据悉，上海市文化宣传部门拟进一步从
影视编导领域着手，坚持每季度定期举办

“上海影视四季沙龙”，力争打造“上海影视
剧编剧之家”，在原创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上
下功夫。

（据新华社）

接地气就是坚守真善美
“什么才是‘接地气’的影视创作，不是‘洒狗血’，也不是搞‘三俗’，而是离不开对真善美

的追求和坚守。”“金牌编剧”王丽萍（作品：《媳妇的美好时代》《双城生活》等）20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王丽萍说，“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作品
的这一要求，在中国影视编导中引起共鸣。

王丽萍、顾伟丽、何晴、夏晓昀等艺术家表示，“接地气”的影视创作离不开对真善美的坚
守。

王丽萍坦言，电视剧创作首先
要源于真实，要尊重现实中发生的
事情，同时影视故事的内容策划必
须对社会大众负责，秉持善意和诚
意，而不是“恶搞”或“一切向钱看”。

2014年，王丽萍新创作的电视
剧《生活启示录》在国内各大网站视
频总点击量超过10亿次。她认为，
这样高的网络点击率源于“创作之
初就考虑到了传统中老年观众的需
求，同时也兼顾考虑年轻人的收视

习惯。后来证明，这种小切口的家
庭伦理剧，的确可以服务更广大的
受众，形成一种核心竞争力”。

“无论一部影视作品的题材
多么新颖，摄影技术多么高超，至
关重要的依然是作品能否给观众
带来心灵慰藉，给人们勇气和希
望。”热播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
编剧朴智恩在亚洲电视剧创作研
讨会上的发言也令王丽萍印象深
刻。

在筹拍《来自星星的你》前，相
关编剧曾担任韩国历史题材电视剧
编剧长达10年之久，积累了大量包
括天文学、科学史、社会史的素材，
才有了成功的“都教授”形象。

“这对中国编剧而言，很有启
发。”上海编剧顾伟丽对记者说，“在
电视剧创作上，不应对本国文化妄
自菲薄，也不应夸夸其谈，否则就是
对历史和文化不负责任的表现，我
们的创作需要主旋律，显然先要有
文化自信，从历史深处去充分汲取

文化自信，才能繁荣创作。”
上海广播电视台影视剧制片

人鲁书潮认为，总书记提到“要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
学精神”，同时也提到“认真学习借
鉴 世 界 各 国 人 民 创 造 的 优 秀 文
艺”，这都将考验当代电视工作者
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电
视人必须加强自身学习，包括增进
对周边国家优秀文化、优势产业的
学习。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
会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文艺创作工作，
要牢牢抓住四个关键词。

一是“时代”。准确把握住经济全球化
大势所趋、互联网技术蓬勃创新、思想文化
多元多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等
时代特征，努力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
行者、先倡者。

二是“作品”。不仅要关注名家名作，
更要关注新人新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
艺术的、美学的观点对作品进行评判和鉴

赏，说真话、讲道理。
三是“人民”。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喜

怒哀乐中找到评价文艺作品的基本遵循，
找到人民看得懂、愿意看、喜欢看的生动语
言和清新文风。

四是“价值”。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
历史潮流，深入研究中国审美价值和现时
代中国美学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美
学精神，形成科学的文艺评价体系。

（据《光明日报》）

文艺创作要牢牢抓住四个关键词

文化时评

10月21日，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汉风——
中国汉代文物展”在巴黎吉美亚洲博物馆开幕。展览
选取来自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南、陕西等27家文
物单位的153组、459件展品。展览分为形韵之美、诸
侯遗珍、农经为本等七大部分。 （新华社发）

中国汉代文物展
在法国巴黎开幕

10 月 22
日，罗马尼亚
选 手 哈 勒 普 在
比赛后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篮球NBA季前赛：热火胜火箭
10月21日，火箭队球员霍华德（左）在比赛中运球进攻。 （新华社发）

——中国编剧和导演谈影视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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