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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不少创作者们都深感深
入基层、扎根调研为他们带来诸多启发。

《山海情》主创团队前往宁夏和福
建调研，完成对 20多名重点对象的采
访，形成了几十万字的原始资料；《县
委大院》编剧王小枪、导演毛珺琳分赴
江西省大余县、湖南省衡阳县挂职数
月，积攒了丰富素材，找准创作思路；
《我们这十年》创作团队深入部队、农
村、企业及科研单位等进行采风，形成
故事大纲……

正是在一次次深入的调查研究中，
创作者们积累了诸多鲜活的素材故事，
打开了创作视野，由此得以更好呈现生
活本身的多样性。

“现实题材创作的前提是对现实生
活的体验和认知。”中国文联电视艺术

中心副主任赵彤说，这些优秀剧作的主
创团队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
中，感受社会氛围，体验生活日常，积累
素材、捕捉细节、校准认知。可以说这
些优秀的作品是创作团队“走”出来的，
而不是“想”出来的。

贴近群众、服务人民，是近年来优
秀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一大共同点。

例如，《大考》围绕发生在安徽县城
的一场特殊高考展开，着力刻画学生、
老师、家长、医生、警察等诸多丰富细腻
的角色群像。《山河锦绣》聚焦脱贫攻
坚，激情描摹人民群众伟大奋斗，展现
乡村新貌……这些电视剧的创作者深
入挖掘人群的代表性、人物的独特性和
人性的深刻性，以生动的小人物故事折
射昂扬奋进的大时代。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河南首家创意阅读市集
周末开展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
报记者 秦华）万种图书、非遗
体验、喷空表演……4月12日，
记者从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
团获悉，随着4月23日“世界读
书日”的临近，河南首家创意阅
读市集将于 4月 15日至 18日
在中原图书大厦举办，为大家
准备了万种精品好书及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

据介绍，活动共设 30余个
摊位，届时，多家出版社将带着
上万种好书及周边与大家见
面，包括限量发售款、纪念款、
珍藏版图书等。在图书市集
里，读者除能看到众多精品图
书外，还能看到多元融合的文
化元素：出版社+文化沙龙、文
创+餐饮、非遗+手工等，形成
出版行业与文化产业的跨界联
动。此外，现场还有乐队表演、
喷空脱口秀、市集集章、图书漂
流、拼贴诗体验、记忆里的新华
书店回忆杀等活动。

聚焦仰韶、红山文化
这场讲座15日举行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
报记者 秦华）4月 15日下午，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博物
院举办的 2023年中原国学讲
坛“黄河文脉·民族根魂”系列
讲座之“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第七讲（总第 339讲），特邀中
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
记、副院长吕学明做客河南博
物院，与大家共同探讨仰韶文
化和红山文化。

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历程
中，在距今5500~4500年这个阶
段，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还
是中原的仰韶文化都已经发展
到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的
“古国”阶段，出现了“文明曙
光”，但它们所走的道路、表现形
式又各有不同——红山文化古
国发展为以神权为主的国家，
仰韶文化古国则演变为以军
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

为什么红山文化、仰韶文
化在文明演进中呈现出不同模
式？它们的兴起和发展经历哪
些历程？该讲座基于仰韶文化
与红山文化在自然环境、生业
形态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
从文化生态学、环境考古、聚落
考古等方面讲述中国早期文
明。感兴趣的市民可通过“河
南博物院”微信公众号预约。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成燕 文/图）为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让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由郑
州航空港区教文卫体局主办、郑州航空
港园博园实业有限公司承办的“郑州航
空港区首届非遗文化艺术节”将于4月
15日至 16日在郑州园博园举行。届
时，将有30余个省级、市级、县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集中亮相，演绎传统非
遗魅力。

此次非遗活动内容丰富、精品荟
萃，由“展”和“演”两个部分组成。参
展项目主要有洧川豆腐、耿氏制香、
三赵骨科、中风疗法、三合针疗法、中
药溻渍疗法、拓印、掐丝珐琅、烙画、
面人、虎头鞋、糖画、皮画、麦秆画、核
雕、鸟虫篆、剪纸等一大批传统非物
质文化遗产精品，涵盖民俗文化、传
统技艺、传统医药等门类，让游客尽
享非遗之美。

《山海情》《人世间》《大考》《县委大院》《狂飙》……

现实题材电视剧为何频频成功？
从《山海情》《人世间》，到《我们这十年》《山河锦绣》，再到《大考》《县委大院》

《狂飙》……近年来，一批反映时代气象、讴歌人民创造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接连亮
相播出，获得业界人士和广大观众诸多好评，影响力、竞争力不断增强。这些现实
题材电视剧为何能收获成功？它们在创作手法上有哪些亮点？日前，中国电视艺
术家协会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座谈会。与会
专家和业界人士共同探讨现实题材电视剧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创作启迪。

在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胡智锋看来，这些优秀的现实题材剧
作不单是就事论事、描绘现实本身，更
是站在人民对美好生活无限追求向往
的高度来回应现实问题，电视剧的立意
和站位因此得到提升。

此外，与会专家们认为，现实题材
电视剧要获得广泛影响力，还需要遵循
创作规律，坚持艺术性和真实性相结合
的创作手法。

“生活细节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
础，但仅有生活细节真实还不够，需要
在表演、摄影、美术、道具等艺术细节上
精益求精，体现出高超的专业技能，才
能拍出精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
媒体委员会秘书长胡建礼说。

胡建礼分析认为，《大考》对故事发

生的环境和年代进行真实还原；《县委
大院》在表演、摄影、美术、道具等各方
面保持较高水准；《狂飙》在摄影上的精
益求精也令人称赞。

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狂飙》导演
徐纪周表示，现实题材创作最主要的是坚
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主题挖掘上，创
作者不能回避社会现实的矛盾问题，也不
能沉迷于矛盾问题本身，而是要以积极进
取的态度，从矛盾中挖掘正能量的情感内
容，为观众带来精神抚慰与情感激励。”

“让人物真实与情感真挚相交织，
用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相呼应，用心用
情用力，把具有正向引导、体现艺术水
准的作品呈现给观众，这是我们作为创
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我们这十年》艺
术总监毛卫宁说。据新华社

贴近群众、服务人民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来一起感受非遗之美吧
航空港区首届非遗文化艺术节15日~16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