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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部主办 主编 钟秋兰 美编 杨 数10 文艺评论

1月 23日，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和江西

日报社副刊部联合发布 2024年度江西文艺热

点。我省多部作品获第17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10个文艺热点入选。

“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纵观

2024 江西文艺热点，我们能看到文艺工作者

挟赣鄱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努力书写赣鄱儿

女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

景式展现着我省新时代的文艺气象。

聚焦重大主题 弘扬中国精神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中国精神

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省评协副主席、省

社科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倪爱珍对我

省文艺工作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

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主题推出

的一系列优秀作品给予肯定。

获得中国美术奖特别奖的主题雕塑《信

仰》，由艺术家吕品昌历时 3年领衔创作，71个

人物形象、12组历史场景，庄重巍然、气势恢宏，

以神圣的“宣誓”动作为基本形象，以圆雕为主

要表现手段，生动展示了“以什么样的主体力

量”“以什么样的信仰追求”不懈奋斗的中国共

产党人形象。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全景式

展现了“立国之战”抗美援朝的历史风云,以史

诗气概实现了国家记忆的影像重构，票房超 8
亿元，除获金鸡奖、百花奖多项大奖外，还获第

17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另外，同获第 17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优秀作品奖的广播剧《禾下乘凉梦》，以声

传神彰显信仰之美。首尾呼应的典型设计、咏

叹式诗意旋律、简白精炼的湘赣特色语言、设

计巧妙的音乐和拟声，生动讲述了“杂交水

稻之 父 ”“ 共 和 国 勋 章 ”获 得 者 袁 隆平院士

躬耕田野、求真唯实、赤诚报国的故事。

同时，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长江经济

带建设等，我省文艺工作者创作了系列作品、

举办了系列活动，为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贡献了江西力量。

坚持守正创新 开拓文艺新境界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

省文艺工作者牢记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潜心创作，在多个领域取

得历史性突破。

2024 年，“Z 世代”作家的科幻写作正在

为中国科幻注入更多的活力。获第 17 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网络文艺优秀作

品 奖 的《我 们 生 活 在 南 京》，是 其 中 的 突 出

代表。作家天瑞说符以年轻化的现实主义

笔触，融合浪漫悲怆的科幻美学，呈现极具

地 域 镜 像 的“ 创 造 性 ”书 写 ，激 发 了 读 者 对

时 代 变 迁 、人 类 命 运 的 深 度 思 索 。 出 生 于

1996 年 的 天 瑞 说 符 ，已 经 著 有《泰 坦 无 人

声》《死在火星上》等多部小说，正如《三体》

编辑、《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所说，“（天

瑞 说 符）这 样 的 硬 核 科 幻 作 家 正 在 改 变 网

络科幻的样貌。”

既能守正又能创新，江西文艺工作者以

多彩的作品反映时代。

夏云获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是

时隔 10 年后我省再获该奖；刘阳洋的《最美

婚纱照》评书表演获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

奖·表演奖，是我省首次获得牡丹奖的表演

奖；冯家宝陶瓷艺术作品《颂曲·明眸》获第

四 届 中 国 美 术 奖 铜 奖 ，是 时 隔 15 年 后 我 省

再获该奖；徐渊明、肖戈双双获得第十五届

中 国 摄 影 金 像 奖 ，实 现 了 江 西 摄 影 32 年 来

的新突破。

“徐渊明用镜头聚焦江西老表，定格父老

乡亲的喜怒哀乐，见证‘一带一路’倡议的丰

硕成果，生动讲述江西故事。肖戈透过镜头

观察多姿多彩的动物世界，善于运用拟人化

的手法呈现一个个充满戏剧感的瞬间。”中国

摄影金像奖主办方为两位摄影家写下这样的

颁奖评语，正是对文艺工作者紧跟时代步伐，

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脉动的肯定。

赓续赣鄱文脉 传播好中国声音

意蕴深厚、内涵丰富的赣鄱文化，从来

都 是 江 西 行 进 于 历 史 长 河 中 最 充 沛 的 养

分。我省文艺工作者充分挖掘江西独有的

历史、文化、革命记忆，构建起极具辨识度

的舞台世界。

赣剧《红楼梦》以传统赣剧

精 魂 激 活 经 典 文 学 ；吉 安 采

茶戏《有盐同咸》依托本土

红 色 故 事 ，将 地 域 文 化 形

态与革命精神有机融合，

成 为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的 生

动教材。话剧《叩响》《钨金》

以 独 特 的 叙 事 方 式 ，引 领 观

众深度理解红色题材创作

逻辑。京剧《老阿姨》礼

赞最美奋斗

者 ，传 递 时

代 楷 模 正

能量；舞剧

《 天 工 开

物 》从 江

西 文 化

瑰 宝 中

汲取灵感，展现地域人文风貌；文化季播节

目《中国礼·陶瓷季》，立足江西的特色和优

势，创新陶瓷文化的现代表达，召集 16 位国

内外优秀陶瓷艺术家为共建“一带一路”贡

献 力 量 的 国 际 友 人 定 制 瓷 礼 ，讲 述 中 国 与

“一带一路”友好国家民心相通的暖心故事。

在全球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

省用文艺架起交流合作桥梁，以更高水平对

外 开 放 扩 大 赣 鄱 文 化 影 响 力 ，呈 现 如 画 江

西、人文江西之美。如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

月以戏为媒、以文会友；中英戏剧交流对话

搭建起了江西与英国文明

交流互鉴的友谊桥梁；中

德艺术家携手共展佳作，

展现中德地域不同的文化

元素，共同探索艺术的无

限可能。

厚植为民情怀
与人民同歌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

万 兵 。 奋 进 在 从 文 化 资

源 大 省 向 文 化 强 省 迈 进

的壮阔征程，我省广大文

艺 工 作 者 顺 应 社 会 发 展

的变化，把握时代进步的

要求，聚焦人民群众的期

待 ，回 应 人 民 心 声 ，以 高

质 量 文 化 供 给 满 足 了 人

民 群 众 日 益 增 长 的 精 神

文化需求。

2024 年，我省承办了

第 十 四 届 中 国 民 间 艺 术

节 ，来 自 全 国 23 个 省

（区、市）的优秀民间艺术

团体联袂登台，集中展示

全国民间文艺优秀成果；

首 次 与 中 国 舞 蹈 家 协 会

联 合 主 办 全 国 民 族 民 间

舞 蹈 创 作 作 品 汇 演 ，600
余 名 各 族 演 员 起 舞 在 光

影交错的舞台，欢乐的舞

步 舞 出 了 民 族 团 结 共 筑

中 国 梦 、昂 首 奋 进 新 征 程 的 动 人 风 采 ；另

外 ，我 省 承 办 了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美 展 工 艺 美

术 与 陶 瓷 艺 术 作 品 展 ，约 有 17.5 万 市 民 游

客共享了此次艺术盛宴。

为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 年 、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出 发 90 周 年 ，我 省 还 精 心 策

划组织了戏剧晚会、优秀曲艺节目展演、红

色文化传播全媒体行动等活动。优质文艺

资源直达基层，2024 年，我省 6 万多名文艺

志愿服务者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3700 余

场，惠及群众 245 万人次……文艺工作者与

人民手拉手、心贴心，环绕着幸福美好生活

的 篝 火 一 起 欢 歌 跳 跃 ，让 文 艺 百 花 在 人 民

中绽放芬芳。

创新视听作品 作好时代表达

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

予 最 热 情 的 赞 颂 ，对 一 切 为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奋 斗 的 拼 搏 者 、一 切 为 人 民 牺 牲 奉 献

的英雄给予最深情的褒扬。

2024 年 ，伴 随 着 我 省 文 化 管 理 体 制 改

革、文化企业改革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

江 西 影 视 厚 积 蓄 势 、态 势 向 好 、佳 作 频 出 ，

成为着力推动江西文艺高质量发展的生力

军，创新“江西故事”时代表达的新典范。

电视剧《追风者》中大量的江西元素让

观众加深了对江西的了解，给江西文旅“上

大 分 ”。 该 剧 在 央 视 实 时 收 视 率 峰 值 突 破

2.6%，短 短 16 天 成 为 2024 年 爱 奇 艺 首 部 热

度 破 万 剧 ，累 计 有 效 播 放 量 超 12.04 亿 ，入

围第 32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大道薪火》《血

战松毛岭》《鲲鹏击浪》等作品在类型开拓、

视 听 表 达 等 多 方 面 继 续 探 索 进 阶 ，均 获 第

34 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提名。优秀作品

层 出 不 穷 ，展 示 出 我 省 文 艺 工 作 者 蓬 勃 旺

盛 的 创 新 热 情 ，也 激 发 了 赣 鄱 儿 女 广 泛 的

情感共鸣。

2024年位于收视榜首的《上甘岭》，90后、00后
是追剧主力；开播即热的《西北岁月》在古偶剧扎
堆的网播平台突出重围，上线次日全网点播量突
破千万……自电视剧《觉醒年代》掀起现象级热
潮以来，近年来红色题材电视剧愈发圈粉年轻
人，年轻人不仅成为红色题材作品的“自来水”，
还热衷于“二刷”“三刷”红色经典佳作。

网络“催更”、剧情混剪、边查党史边追
剧、举办线下观剧沙龙……“Z 世代”用独特
的方式表达着对红色题材电视剧的喜爱。据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 年
中国剧集发展报告》显示，重大历史题材和
重大革命题材分别以 46.75%、33.58%的比例
占据观众喜爱的题材前列。编剧龙平平对此
深有感慨：“谁说当代青年不爱看红色题材？
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我们不能
低估了青年的政治鉴别力和艺术鉴赏力。”从
误解到追捧的背后，离不开创作者用新的时
代视角和历史认知，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创
意表达、诚挚的创作初心，唤起了年轻受众心
灵深处的共情与共鸣。

红色题材并非是横亘在创作者与年轻人
之间无法逾越的大山，纵观近年来破圈刷屏的
红色题材电视剧，无不尽显“拥抱年轻人”的
创作特质。

在对革命家的人物塑造上，创作者念好了人
物刻画的“真”字诀，少了扁平说教，多了平凡真
实。如豆瓣评分9.1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其
中刻画的青年毛泽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好”学
生。他擅长文史，拙于理科，有着年轻人的倔强、
莽撞，会因为不满学校的不合理规定而带头“闹
事”，也会在面对困难挫折时产生迷茫和困惑。
对革命家人情人性的刻画与丰盈，让原本“高大
上”的人有了神、有了魂。人物活了，思想也更灵
动，进一步拓宽了年轻人认知历史的视野。

在历史人物的史实还原上，少了以偏概全，
多了立体客观。《觉醒年代》打破了非黑即白的
叙事套路，对诸多历史人物进行了高度还原。
如历史上的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性格复杂
且极具特点的人物。电视剧既从外在形象进行
精准刻画，如留着辫子、带着跟班、抽水烟、身边
摆着痰盂等标志性特征，又以剧情冲突塑造多
元性格，如在北大礼堂演讲《中国人的精神》、与
胡适等人在课堂上的辩论等一系列事件和情
节，展现辜鸿铭既守旧、清高、偏执，又可爱、正
直、热血的复杂性格，让年轻观众看到了一个有
血有肉、真实可感的文化大家。

在红色题材的资源开掘上，少了陈腔滥
调，多了独特新颖。在当代文艺创作中，中国
革命史始终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宝
库。无论是从宏观上展现革命历史进程全貌
的电视剧《长征》，还是从微观上聚焦个体命运
起伏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无论是
从地域特色角度深入挖掘的电视剧《西北岁
月》，还是从隐蔽战线角度挖掘的电视剧《潜
伏》……一系列的多维度挖掘，让年轻观众对
中国革命史有了更加全面、系统、深刻的认知
与理解。随着党史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红色
题材电视剧也不断开拓新的创作路径，朝气青
春、还原党史、群像刻画等成为吸引年轻人的
关键词。

在表现形态上，少了照本宣科，多了融合创
新。年轻人作为文化消费的主力军，不再满足
浮于表面的感官刺激，转而探寻更深层次的内
容价值。许多红色题材电视剧开始打破传统的
叙事结构，采用更加现代化和多元化的艺术表
达，如电视剧《追风者》以红色金融家魏若来的
视角展开叙述。魏若来是那个时代众多普通青
年的缩影，他们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探索、思考和
奋斗，最终找到自己的信仰和人生方向。年龄、
社会身份、人生境遇上的接近让年轻观众更有
代入感，更易体悟革命先辈的平凡和伟大。《理
想照耀中国》采用系列短剧模式，从浩瀚历史中
抓取微小却典型的人物和事件进行重构，融写
意、纪实、轻喜剧等多种风格于一体，极大丰富
了受众的内容感受和审美体验。

在视听语言的呈现运用上，少了千篇一
律，多了质感匠心。正如电视剧《伟大的转折》
导演李伟所言，好的历史剧应当是历史真实与
艺术真实的科学结晶，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
美结合。红色题材电视剧理应是对革命历史
的钩沉稽古，还原历史打动人心。如《上甘岭》
在场景搭建、道具布置、服装化妆等方面都极
为精细，专门搭建长达2公里、占地5000平方
米的坑道，给观众身临其境的震撼感受。《觉醒
年代》同样注重还原历史质感，无论古旧斑驳
的北大红楼，还是墙上张贴的标语告示，抑或
街头巷尾老式牌坊和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无
不使观众代入感十足。

可以说，正是创作者们积极运用年轻人熟
悉的语境，给宏大的红色主题作品注入青春形
象、青春视角和青春表达，为年轻人打开了一
扇通往激情年代的大门。

红色题材电视剧
凭什么圈粉
“Z世代”

□□ 张一弛张一弛
□□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秋兰钟秋兰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

所在。春节期间，我省组织了不同形式的

文艺下基层活动，让好的作品直面群众。

在当前媒介、科技等均发生深刻变化的背

景下，文艺如何更好地深入基层、更好地

服务人民，对于新时代广大文艺创作者来

说，是一道“必答题”。

人民的文艺，要让人民看得到，看得

懂。当前，我省城乡文化服务水平仍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处于偏远山区的乡

村群体，接触到高品质文艺资源的机会不

多，打通文艺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要先解决“看得到”的问题，建立健全的供

给机制，优化产品供给，提供多样化、特色

化的优质产品。春节期间，我省组织“万

名文艺家下基层”，覆盖面广、形式也多，

值 得 称 赞 。 其 次 ，要 让 人 民 群 众“ 看 得

懂”。好的文艺作品，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是泥土的芬芳、是生活的气息。从文艺创

作上来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文艺观，要秉承虚心向人民学

习的心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只

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能创作出接

地气、打动人心的好作品。

人民的文艺，要问人民“要什么”。文

艺下基层，对于公众来说并不陌生，写字

画画、唱歌唱戏，文艺工作者下去的不少，

但各种热闹的场景中也出现过“演员比观

众多”等尴尬局面，很多节目不符合人民

群众的“胃口”。出现这种结果，说白了是

创作者不知道群众要看什么。年前，我省

开展“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活动，“魔术”

“村晚”等形式多样的文艺主题就备受群

众推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给群众

拍全家福、在路上给归乡的游子写春联，

这些活动温暖人心，受到基层群众的热烈

欢迎。又如前不久南昌市组织的文艺下

基层迎春活动，选取的 10 项非遗代表性

项目，大多数都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最新

琢磨出的新形式。考虑到庆新年，非遗代

表 性 传 承 人 便 将“ 进 贤 白 圩 活 字 木 版 雕

刻”拓印出新年祝福语，群众只要沾墨、铺

纸、刷墨三步就能将做好的文创带回家。

为了减轻舞龙师傅的负担，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开发出新品，让“龙珠”“龙身”都变

得更轻，人人舞得起、舞得欢。这些效果

无疑是不错的。

人 民 的 文 艺 ，要 让 人 民“ 留 得 住 ”。

文 艺 深 入 基 层 的 过 程 ，也 是 一 个 传 承 的

过 程 ，因 此 ，尤 其 要 注 重 与 人 民 群 众 良

性 互 动 ，要 让 文 艺 的 种 子 种 进 群 众 的 心

田 。 年 前 ，我 省 持 续 推 动 落 实“ 强 基 工

程 ”—— 文 艺 助 力 基 层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行

动 ，提 升 群 众 的 幸 福 感 、获 得 感 ，实 现

“结对子、送文化、种文化、传精神”有机

结 合 。 春 节 期 间 ，广 大 文 艺 工 作 者 马 不

停 蹄 地 结 对 帮 扶 ，省 文 化 馆 派 出 业 务 骨

干 ，到 基 层 开 展 专 项 服 务 指 导 、培 育 文

化 志 愿 团 队 等 等 ，这 一 系 列 的 动 作 都 是

要 让 文 艺“ 留 得 住 ”。 广 大 文 艺 工 作 者

下 基 层 ，正 是 要 引 导 群 众 从“ 配 角 ”变

“主角”，实现从“送文艺”到“种文艺”的

转变。

新 时 代 的 赣 鄱 大 地 ，人 民 为 美 好 生

活 不 懈 奋 斗 的 实 践 ，为 文 艺 创 作 提 供 了

取 之 不 尽 、用 之 不 竭 的 素 材 。 当 前 ，文

艺 形 式 的 表 现 千 差 万 别 ，不 少“ 唯 流 量 ”

“ 博 眼 球 ”以 及 庸 俗 、低 俗 、媚 俗 的 作 品

依 然 存 在 ，广 大 文 艺 工 作 者 应 严 守 底

线 ，不 碰 红 线 ，坚 持 守 正 创 新 ，把 好 驶 向

基 层 的“ 文 艺 之 舟 ”，人 民 的 文 艺 才 能 让

人民爱。

让文艺沉入人民中去
□ 曾悦之

光影风尚光影风尚文艺观察

热点背后的热点背后的20242024江西文艺江西文艺

文化节目《中国礼·陶瓷季》画面

赣剧《红楼梦》演出海报

吉安采茶戏《有盐同咸》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