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耕文化沃土，文脉绵延入心。“打造文化兴盛沃土”，是宁夏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目标。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表彰决定，对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作品进行表彰。宁夏推荐申报的京剧《红高粱》、歌曲

《我引绿洲接长路》、图书《阿娜河畔》、广播剧《遇见良渚》4 部作品被授予“优秀

作品奖”；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被授予“组织工作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宁夏

出品”交出双优“答卷”。12月13日，记者对获奖作品主创人员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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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记者：：文艺吹响时代前进号文艺吹响时代前进号
角角。“。“宁夏出品宁夏出品””之所以能得到观之所以能得到观
众和读者的青睐众和读者的青睐，，在您看来在您看来，“，“密密
码码””何在何在？？

郭文斌郭文斌：：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写，，为时代为时代
放歌放歌。“。“宁夏出品宁夏出品””交出双优交出双优““答答
卷卷”，”，再次证明再次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增强文化自不断增强文化自
信与文化自觉信与文化自觉，，以火热的文艺创以火热的文艺创
作融入壮阔的时代作融入壮阔的时代，，才能够获得才能够获得
奖杯与口碑的双丰收奖杯与口碑的双丰收。。

本届本届““五个一工程五个一工程””宁夏获奖宁夏获奖
作品涵盖作品涵盖现实题材现实题材、、历史题材等历史题材等，，既既
有对国家决策部署的艺术展现有对国家决策部署的艺术展现，，
又又有百姓真挚情感的真实记录有百姓真挚情感的真实记录。。

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
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
题，是获奖作品最为鲜明的特质。

“在融入对中华大地的触觉、对青山
绿水的视觉、对五谷丰登的味觉和
对浓郁乡音的听觉中，形成文化担
当的自觉。”歌曲《我引绿洲接长
路》主创人员，紧紧抓住梦想和奋
斗这两个关键词，讲述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故事。

文艺创作方法有多种，但最
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是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崇
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
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
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
活。长篇小说《阿娜河畔》站在普通民众的立
场上，写出了集体和个体在时代的变革当中的
博弈。满腔热忱为人民书写抒情抒怀的优秀
作品，用文艺的力量感召人鼓舞人，京剧《红高
粱》同样不遗余力，对九儿的形象塑造，进行了
一种全新阐释。主演刘京融合了青衣、花旦、
武旦甚至泼辣旦的表演技法与特色，塑造了一
个具有独特个性魅力的九儿——爽利泼辣，又
英姿飒爽。

本届评选的一大特点是注重时代性和群
众性，充分考虑作品的社会认可度、群众喜爱
度、网络传播度。特别是对既有良好社会效
益、社会价值，又在互联网平台点击率高，线上
线下均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好评的作品，给予了
重点关注。广播剧《遇见良渚》在学习强国
App收听 15万+；北高峰App收听 2.5万+；中国
文艺广播、中国乡村之声、中国老年之声收听
人数达 13000万+。《遇见良渚》用文物讲文化，
用文物梳理文明，用文物定位时代坐标，以全
新视角生动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纵观宁夏获奖的优秀文艺作品，彰显信仰
之美、崇高之美，较好实现了群众评价、专家评
价和市场检验相统一，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鼓舞宁夏儿女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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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宁夏文联主席、作
家协会主席，著有小说《农历》
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记者：京剧《红高粱》入
选中宣部第十七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
作品奖，这既是对该剧艺术
价值的肯定，也是对其在传
承和发展京剧艺术方面努
力的认可。宁夏演艺集团
京剧院是如何完成这次成
功的探索实践的？

刘京：《红高粱》是历经
3年匠心打造的一部力作，改
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自项
目启动以来，创作团队会聚

众多业内顶流及中青年才俊，以全新视角和
创新手法，将这部文学经典搬上了京剧舞台。

该剧由贾璐担任编剧，张曼君作为艺
术指导，李慧琴为导演，由我领衔主演，并
特邀著名京剧演员蓝天出演男主角。李慧
琴导演在创排时，给剧目的定位是一部“心
剧”。这个心，是“走心、用心、尽心”。创作团
队在保留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
编和创新，力求使京剧这一传统艺术形式
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焕发新的生命力。

在创作过程中，创作团队深入挖掘了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的生活背
景，以及他们面对日本侵略者时的英勇抗
争精神。以九儿与十八刀的爱恨情仇为主
线，展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自由
精神、生命气度以及悲壮之美。为呈现最
佳舞台效果，我们在唱腔、舞美、服装设计
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创新，突破了传统京
剧脸谱化、行当化的表演程式，采用了更加
符合现代审美的唱腔和舞美设计，在视觉
上更加震撼，情感上更加动人。

《红高粱》的创作，是宁夏演艺集团京
剧院在现代戏创作方向上的又一次探索，
更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让京剧承载传统、
对话现实的有益实践。该剧自 2023年 6月
28日在宁夏人民会堂首演以来，受到广大
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不仅在宁夏本
地引发了观看热潮，还在成都、北京、上海等
地的展演中，同样获得了观众和戏迷的极大
热情与好评。观众表示，这是一部适合各年
龄段群体欣赏的作品，既能让年轻人感受到
京剧艺术的审美和时代价值，又能让老一辈
观众接受并回味历史记忆和情感。

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不断涌入新的观
众，古老的京剧艺术正是在创新性发展的
实践中，持续焕发生机和活力。只有夯实
传统根基，京剧才能枝繁叶茂，期待与更多
的年轻人一起，将这份古老的艺术带上更
加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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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宁夏文联副主
席、宁夏演艺集团京剧院
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
得主，国家一级演员。在
京剧《红高粱》中成功塑
造“九儿”这一艺术形象。

记者：优秀的文艺
作品是时代的回响。在
您看来，歌曲《我引绿洲
接长路》这首音乐作品，
留下了怎样的回响？

孙立军：“也只是青
苗一株，也终成千树万
树，听远古的驼铃，至今
回响在大漠天幕……我
引绿洲接长路，花香开
道北斗注目，奉献一杯
甘露，有客远来我家在
绿荫深处”，时而慷慨激
昂，时而委婉优美，在青
年歌手云飞、王雅洁的
演绎下，《我引绿洲接长

路》是一首表现宁夏发展变迁的主旋律
音乐作品，讲述了古今相续的丝路故
事，展示了欣欣向荣的美丽新宁夏，作
品带给人们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古道驼铃，见证昨日辉煌；继往开
来，抒写今日华章。《我引绿洲接长路》
是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
创作，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特邀国内
知名词曲家陈涛、王备创作的优秀歌
曲，旋律优美动人，节奏明快活泼，歌颂
了从古道驼铃到现代繁华、从荒漠戈壁
变绿洲的历史巨变。它不仅仅是一首
歌曲，更是一张宣传宁夏的音乐名片，
向世界展示着宁夏的魅力与风采。

创作团队在宁夏深入挖掘黄河文
化、红色文化、绿色生态文化的人文底
蕴和时代价值。词作家陈涛、作曲家王
备把对宁夏人民辛勤耕耘、用双手创造
美好生活的敬意都融进了词曲中。王
备表示，《我引绿洲接长路》将产业结构
向新、能源产业底色向绿、特色优势产
品向外的美丽新宁夏展现给天下人，把
宁夏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充分释放
出来，彰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
篇章的团结奋进力量。

歌曲发布后，很快在各平台引发听
众共鸣。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将丝路精
神融入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元
素，并进行创新性表达，讲好中国故
事。精益求精、潜心磨砺、锻造精品，让
《我引绿洲接长路》成为对外文化传播
中讲好宁夏故事的又一个鲜活案例。
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将继续坚守主
旋律创作的主阵地，以文艺之名赴时代
之约，共同唱响时代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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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军，现任宁
夏演艺集团歌舞剧
院院长，国家一级演
奏员，中国音乐家协
会会员，宁夏音乐家
协会理事，宁夏二胡
协会常务副会长。

记者：长篇小说《阿娜
河畔》是您献给故乡和父
辈的缅怀之书。在创作
中，您是如何用文学重建
精神故乡、解读故乡与人
的关系、展现人情人性的
丰富性的？

阿舍：《阿娜河畔》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宁
夏人民出版社于 2023年联
合出版，讲述了从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后，以明双全一家
为代表的人们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茂盛
农场的生活历程，展现了两代人在边疆建
设事业中为家国而奉献、为理想而奋斗、
为生活而努力的动人篇章。

《阿娜河畔》中的“阿娜河”即指代塔
里木河，“阿娜”，是维吾尔语“母亲”的意
思。小说中的劳动与生活脱胎于我对农
场的记忆；小说中的人物，寄托了我对那
些边疆创业者的理解与敬重。小说中有
对垦荒历史的展现，有对阿娜河畔的自然
风光和民情风俗的描写，有对农场及其建
设者的命运变化、人生抉择的呈现等。

任何宏大叙事都需要用个体而具体
的生命故事、情节和细节去展现，《阿娜河
畔》在处理时代、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时，需要在历史与日常、个人与时代、自我
与世界之间实现连接与贯通，这一点对我
的创作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在每一个写
作阶段找到那个接通并融通的具体的

“点”，既要自然贴切，又要富有深意，所以
特别考验作家的创造性、思想力和想象
力。另一个挑战来自作家本人与人物形
象之间的理解与共情，书中每个人物都是
他自己，作家既要塑造他们，又不能替代
他们，这其实就是作家对人性和人心的发
现与认知，以及作家本人的共情能力。在
《阿娜河畔》的创作过程中，我品尝到了真
正与小说人物紧紧贴在一起的感受，非常
喜悦，因为你创造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
被你赋予生命之后，成为他自己，有了自
己的语言、感觉、思考与选择，应该说，这
个挑战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

《阿娜河畔》受到读者喜爱，表明社
会和时代需要什么，你的创作恰好表达
了什么，才能引发社会共振，创作产生影
响力。文艺创作者要有开阔的思想和艺
术视野，去发现和开掘题材背后的精神
内核。

图
书
《
阿
娜
河
畔
》

用
文
学
重
建
精
神
故
乡

人物简介

阿舍，中国作协会
员，现任宁夏作家协会
副主席、银川市作家协
会主席。作品荣获第
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第十三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

记者：“良渚”，是中华民族
文明曙光初现之地。立足当
下，该如何去追溯良渚文化？

马茵：良渚文化距今 5300
年至 4300年，是中华五千年文
明史的重要见证。2019年7月，
在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表明良渚古
城遗址所揭示的中华五千多年
文明史获得了国际广泛认可。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
声）、宁夏广播电视台敏锐捕捉
到良渚题材重大历史文化价值
和时代价值，历时3年创作完成
广播剧《遇见良渚》。该剧讲述
良渚申遗工作启动后，以宋恒为
代表的四代考古人、文保人和发
掘、保护、研究良渚遗址的专家，
在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找
准平衡点的不懈探索，让良渚古
文明与现代文明结合碰撞，赋予
广播剧时代性和现实意义。

《遇见良渚》首播时间为 2024年 5月 18日，
邀请国家一级导演王锐和著名编剧陈敏、崔波
组建团队。由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的配
音演员凌振赫和著名配音演员李昊甲、边江等
加盟演播。

寻根问源，叩问来处。《遇见良渚》不仅仅
是一部关于考古的广播剧，更是一部深刻探讨
历史、文化、人性以及现代与古代文明对话的
作品。首次以广播剧的形式表现良渚题材，剧
中大量环境音直接取自良渚实地，利用声音的
立体感和空间感，营造出丰富的听觉场景。围
绕剧情定制原创音乐，结合古琴、陶埙等传统
乐器，以及现代音乐元素，创造出古今交融的
音乐风格，增强剧情的沉浸感，让听众仿佛穿
越时空沉浸遐想，体味良渚“5000年前的风拂
过脸庞”的感觉。

巧用“遇见”显现良渚当代价值。借助“遇
见”概念，讲述以宋恒为代表的考古人、文保人和
专家学者在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间寻找平衡
点的故事，探讨个人与历史、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联系。宋恒作为考古学家的执着追求、司徒玉作
为地方官员的责任与挑战、苏兴作为年轻学者
的成长与困惑等，每个人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
良渚文化产生互动，这些互动反映了他们对文化
遗产的不同态度和价值观。情节可信、可亲、可
感，“声”情并茂的演播撞击着听众的心，让听
众在空中“遇见”历史的良渚，更让听众感受当
下的良渚，作品累计收听收看突破4.6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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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茵，宁夏广播电视台
主持人，广播剧编剧、导演、
演员，创作广播剧 3500 多
集（部），作品多次获中宣部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广播剧《遇见良渚》
的编剧之一。

“宁夏出品”里的新时代精神图谱
本报记者 高 菲

（图片由
受访者提供）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乔新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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