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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饺子再好看，也得馅儿好吃
一样，一部好电影，本儿好词儿好人
物立得住才好看。《扬名立万》就是这
样一部好片。这是一部让你觉得花
钱看能值回票价的那种电影。

首先是本儿好。民国时期，一个
月黑风高的晚上，一群电影人受上海
滩大亨陆子野的召唤，来到一座大
宅，参加剧本讨论会，欲将一起惊动
沪上的命案改编成电影，借此扬名立
万。参加讨论会的有导演、明星、编
剧、好莱坞归来的演员，以及两位神
秘来客。随着利欲熏天的头脑风暴，
一场野心与良心的较量开始上演！
可以说电影开局便是一大段在限定
空间内的群像戏，高频的台词对白以
及演员们的话剧式表演略显冗长。
盯着银幕时，我脑中想起了另一部电
影——《十二公民》。这同样是一个
在密闭空间里完成的典型的“三一
律”故事。应该说这个开头很冒险，
因为对处于短视频时代的观众来说，
很容易让观众陷在单一的场景中产
生疲惫感。导演之所以敢这样安排，
一定是基于对剧本的高度自信。在
这段群像戏里，我们看到导演并未让
群像过于群像而显现不出主体人物，
而是利用电影的镜头语言将这几个
角色中的最主要人物着重突出。随
着镜头的突然闪过，神秘人物之一的
齐乐山桌底下双脚被铐住的画面凸
显，李编剧作为本片的线索人物被拎
了出来，由他发现凶手就在讨论现
场，这下故事好看了！

接下来，故事的推进则有赖于一
个个“悬疑点”恰到好处的切入。优
秀悬疑片的特质之一就是节奏把控
到位。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发现后，
观众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可这
时因为讨论中冒犯了唯一的女性梦
蝶而令她愤然离场。在这场小爆发
里凶手被独自留在房间里，给人制造
了一种轻松的安全感，同时也有一种
对故事发展的期待。接着对这所“凶
宅”的揭示又引发一个小高潮，令观
众代入感十足：惊悚之余，片中人物
落魄不堪的身份被陆子野一一爆出：
女星是过气的，导演是专拍烂片起家
的，好莱坞归来的演员也仅仅是个武
替，曾经的默片大腕如今也是卑微到
尘埃里……另一位神秘人物也终于
显露身份——押送凶手的警察，却也
是个连枪都没怎么摸过的文职，所以

他哆哆嗦嗦的表现也就不足为奇
了！这群原本看似光鲜亮丽的人物，
能拍出扬名立万的电影吗？

影片最后，虽然他们发现这命案
背后的“水太深了”，但他们逃出宅子
后，却依然想把这个事情拍成电影。
电影拍出来了，导演用李编剧伸出又
收回的手做了一个别具深意的开放
式结尾。这大概是电影人最具人文
关怀的表达。如此的分寸感拿捏得
恰到好处：对于敏感的现实题材的表
现，不要以过度消费他们来达到创作
者们“扬名立万”的目的。这不是最
好的言说么？

另外，电影中还有很多宝贵的表
达：对当时演艺圈存在的诸如“潜规
则”“耍大牌”“烂片圈钱”等现象的讽
刺，对正义和真相的坚持，帮女性艺
人发声……这些已弥足珍贵。正如
影片结尾一边放着演职员表，一边用
画外音说的：“我们这么拍，观众看得
懂吗？……一定能够被留下来。咱
们做了应该做的事儿：问心无愧！”这
样的自信，观众买账。

其次是台词好。《扬名立万》里的
台词干净，几乎没有废话，而且充满
隐喻。且不论影片开头那些激烈的
言语交锋，在故事的发展中，几乎每
个角色都有经典语录：

“权力是暂时的，欢笑是永恒
的。”这是编剧和昔日的大明星之间
的对话。他们仿佛在戏谑“娱乐之
神”，实则在讽喻三老之流位高权重
者的不堪。

召集人陆子野发现命案背后水
太深可能拍不出这“扬名立万”的电
影了便自嘲：“十个项目九个凉，商业
投资很正常。”此时要说观众无感，我
不信。

那个貌似光鲜的海归武打演员
小达被群嘲不过是个替身，他却说：

“我虽然被人打，但我演的都是日本
人，不算丢中国人的脸。”令人捧腹！
这不活脱脱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
Q吗？

最精彩的一段当属黑衣人与凶
手齐乐山那个关于熄灭火苗与记忆
的对话，用一个深刻的隐喻，继续了
对真实的追问。看起来弱不禁风的
黑衣人不无得意地说：“大火都从一
个个小火苗开始的，我，就是那个负
责踩灭火苗的人。”故事继续发展，
当齐乐山扭转了局面并控制住黑衣

人，他反问：“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
你是个踩灭火苗的人，对吧？”黑衣
人诧异中带着惊恐。齐乐山挥手一
枪……多么干脆而又令人醍醐灌顶
的台词儿！

最后是人物立得住。电影中每
一个演员都演技在线，让这组群像个
个出彩的同时，也都演绎出别有深意
的另外的“身份”，让每一个人物都立
体饱满而真实。陆子野看似利欲熏
心，实则理想满怀，看透不说透，对那
些外表光鲜的人有着最起码的尊重，
这也许就是他的良知；郑导演被称为
烂片之王，可他也有自己的艺术理
想，为了更多人的生存，他的难言之
隐轻易不示人；李编剧仿佛是圣女贞
德，一直引领大家奋起抗争；警察海
兆丰背后的形象是在致敬周星驰的
007；小达被揭出总是遭打的替身窘
境后因众人对他武技和勇敢精神的
一再质疑而不惜爬上屋顶以证清白；
看似水性杨花的梦蝶不是烂大街的
花边女明星，她是刚毅善良的花木
兰；即便是那个已经盛名不再的默片
之王关静年，当导演因为在黑衣人面
前说错了话陷入危境之时，他的又一
巴掌仿佛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实则是
用丰富的表情语言化解危机拯救那
个当年被他欺负过的小场记，这才是
真正的心灵救赎！还有凶手齐乐山，
大半时间里，影片中的恐惧都是由他
带来的，但谜底揭晓时，还有比这更
有情有义的杀手吗？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最后出场的黑衣人，他柔弱的外
表下隐藏的是一颗狠毒的心。也许
他根本没有心，只是一个命令的执行
机器。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汉娜·
阿伦特提出著名的“平庸之恶”，她
说：“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
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
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道德将
从此沦丧。”

所以说，《扬名立万》不是喜剧，
不是闹剧，在主创们玩世不恭的态度
下、解构的故事架构中以及诚意满满
的努力下，电影的后现代气质一览无
余，让影片成为 2021年底最值得一
看的佳片。在目前影院上座率低、大
制作电影不敢上映、资方不敢投大制
作、院线等待好片救命的情况下，这
样一部集小成本、好口碑为一身的电
影，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电影拍摄，不
啻于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范本。

一个有意义的范本
□杨藻

好作品是创作者修养、悟性、学
识、阅历、智识的综合体现。刘纯的
新思维决定了他出好作品，观他的
墨荷、书法、摄影、油画、文字、设计
作品，犹如从喧嚣的闹市，蓦然踏入
宁静秀美的桃花源，沉醉于自然意
趣之中。

从崇尚八大山人开始，刘纯潜
心研究，致力于水墨荷花的探索与
创新，他承先人优秀传统技法，为己
所用，取材芙蓉，以画言志，不蒙尘
埃，透彻圣洁，画法上去色彩胭粉之
气，以墨当色，巧用黑白，为画面增
添墨韵。刘纯不喜俗姿媚态，画莲
本性自洁，其写意墨荷纯净、有品、
雅致、灵动、干净、俊逸、清雅、简净、
高远……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继往开
来，刘纯的笔墨线条彰显出专有功
力。有学者说他是敬莲品莲的纯粹
者，是用笔墨书写灵魂的践行者。
刘纯，一个北方人，能把写意墨荷演
绎得如此隽逸、诗情确实不易。他
以缄默内敛的意志在纷繁浮躁中，
寻得一方宁静的乐土，修习成禅意
之美，出离于烟火俗世。

刘纯的作品质朴而不拘挛，洒
脱而有法度，独新而具意境。他用
艺术形式所表达出来的丰富内涵和
修养，是一般人群难以参透的。“禅
者的艺术浸透着禅意，画者一笔来
去天地间，观者屏气凝神静思量。
这让我想起唐伯虎之‘桃花坞里桃
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甚好。”某
杂志社主编王欢说。上海作家李先
生说，从刘纯的画作中，不但可以看
出深厚的书法功力，还可以感受到
画家才思敏捷的智慧和画风。

刘纯心思缜密，画笔大器，积累
工夫，颠覆自己，展荷瑶池，形态各
异，底蕴厚重，深邃空灵，了悟深
刻。敏捷的思维、成熟的思想及意
在笔先是他作画的一个特点。刘纯
画荷师古不泥，精于修正，集大成为
一体，外加自己对荷花的入骨认识
和艺术上的技艺，便形成了自己独
树一帜的风格面貌。其墨迹清秀、
画面清凉。

著名画家陈家义说，刘纯的残
荷画得更有特点，技法更胜一筹，不
脱离传统，而且借古开今独成一派，
很有韵味，他的写意墨荷，见功力，
有大家风范。他让墨荷自此富有灵
性，尽显华章，置身于作品之中，嗟
叹意境深远，让人流连忘返。

写意画最重要的就是意境，留
给人想象的空间，这才是艺术应该
表达的。刘纯把自己的心放在了画
面里，他的墨荷，透视出的是当代文
化语境中笔墨新质及艺术魅力，展
示出的是当代艺术的精神与风骨。
在笔与墨、实与虚、浓与淡、开与合、
黑与白中收放自如，营造出画面的
高洁与雅静，展示了他对荷花的独
特思考和解读，传递了学者型画家
的独立个性，表达出其情其志其趣
的写照和生命质感的自然流淌，画
作意境难以复制。刘纯把荷花不同
流合污的君子气节演绎得淋漓尽
致，展示出“水墨胜处色无功”的艺
术境界。

刘纯的画风是清新的，以简寓
繁，以诗入画，他的墨荷脱尽尘俗，
美得触动灵魂且高雅励志。按照双
鸭山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会长的评
价，“龙江墨荷”已经自成一派。

“龙江墨荷”自成一派
□尹景羽 王振良

田汉戏剧奖是中国戏剧界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奖项。从创
立之初就要求戏剧理论、剧本富
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高品质的艺术
水准，鼓励探求与创新，在思想性
和艺术性上达到统一，要求作品
文学性较强，风格样式流派多样
化。许多优秀戏剧作品因获奖而
得以广泛传播。

话剧《高天厚土》如何从众多
参选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
奖？记者近日采访了该剧本的创
作者——国家一级编剧、黑龙江
省艺术研究院院长、省剧协副主
席谭博。

创作：有感而发

话剧《高天厚土》是一部现实
题材作品。剧本以“龙江第一
村”——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
村党支部书记付华廷为创作原型，
讲述了村支书华明带领乡亲们坚
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一个
偏远贫困的移民村成为社会主义
新农村典范的故事。剧本塑造了
一个崭新的中国当代农村党支部
书记的艺术形象。

说起创作初衷，谭博说，很是
偶然。近年来，他所编剧并立在
舞台上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命题
作文”，但这部作品却完全是有感
而发。

2016年4月，我接到为兴十四
村建村60周年纪念活动组织文艺
演出的任务。带着好奇，我走进
了兴十四村，感觉就像到了南方
一个富裕的乡镇。绿树丛中，村
民们住的别墅格外养眼。路上，
我从村司机的口里得知，村民年
均收入很高，实行退休制，享受吃
粮、吃水、物业管理、合作医疗和
学生上学等“十免费”待遇和14项
福利，65岁以上的老人还另有生
活补贴。曾经的大学生村官、村党
委副书记王淑媛向我介绍了村里
的情况和建村 60 年纪念活动内
容，三句话不离老书记。我边听边
琢磨，这么重要的事，付书记怎么
不来呢？工作对接临近结束时，进
来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没等介绍，
他就声音洪亮地跟我打招呼，很
客气地说中午吃饭他就不陪同
了。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身影，怎
么也跟我心目中的村书记对不上
号，感觉他像是当过兵的人。

我先参观村史馆。从房无一
间、地无一垄、树无一棵的“三无
村”发展至今，兴十四村的艰苦创
业史和发展史的确令人赞叹。那
些奖状和荣誉证书没引起我更大
的兴趣，那些黑白和彩色照片也没
让我更多驻足。指着一张并不起
眼的照片，解说员说：“在 1998年
那场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中，为
保齐齐哈尔市和甘南县，付华廷和
村民们炸断拦河大坝，洪水冲毁了
辛辛苦苦几十年建设的家园。”我
的心颤动了，原来现在的村子，是
那场洪水后重建的，这是多大的付
出和努力啊！参观结束后，我要求
马上见付书记。见到他，我说：“付
书记，你是我心中的英雄！”从那刻
起，我和付华廷突然就像多年的老
友，彼此变得特别熟悉。英雄形象
的种子也从那刻起，悄无声息地埋
在了我日后的创作中。

之后，断断续续的四个月里，
我从对兴十四村的一无所知，变得
十分了解和熟悉。完成工作任务
回哈尔滨时，我竟然有了一种离家
的感觉。我知道，我与兴十四村，
与付华廷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付华廷当年立下的“就是拼上身家
性命，也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誓言，在他带领村民们艰苦奋斗的
一个又一个事迹中铿锵，沸腾起我
强烈的创作冲动。

还原：崇高的普通人

回到哈尔滨，我就暗暗下定
决心：我要好好写一部戏，为付华
廷树碑立传，为兴十四村树碑立
传！因为这个时代和社会需要更
多像付华廷这样的人，需要更多
的兴十四村！

之后，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多
次深入兴十四村采访，于 2018年
底完成剧本初稿。后经过专家研
讨 和 20 多 次 的 修 改 才 定 稿 。
2019 年，哈尔滨话剧院决定正式
排演，剧目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和旅游厅、哈尔滨市确定为重点
创作剧目。

我一直认为，只有编剧自己

被打动、感动和震撼，写出的剧本
才有可能打动、感动和震撼导演、
演员等主创人员，才有可能感动、
打动、震撼观众。这样的剧本才
有希望成为好的剧本。现实题材
创作是当前戏剧创作的难点和关
键。以英模人物真人真事为原型
是当前现代戏创作中的一个重要
和特殊的课题。创作中，我充分
尊重历史，以独特的视角将两代
拓荒人的故事巧妙剪裁对接，集
中反映了兴旺村的艰苦创业史，
改革开放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
镇化的砥砺过程，和走在乡村振
兴路上的昂扬风貌，把始终立于
时代潮头的村书记付明带领乡亲
们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的过程
浓缩成兴旺村的发展史。

由于题材的规定性，决定了
这部戏不能走激烈的矛盾冲突和
纷繁的人物纠葛的路子，是一部貌
似但又不是散点式结构的话剧。
在剧本创作中，我力求摆脱英模
人物习惯的塑造方式和农村戏的
创作模式，把主人公还原成一个具
有崇高情怀的普通人。剧本中的
华明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他有
些与众不同，发生危机时，村民们
把他推出临危受命。他是一个普
通农村人，但有比较开阔的眼光，
有现代的思想和意识，更主要的是
他时刻记挂着乡亲们，虽然有别人
的不理解，虽然自己也有苦恼和难
过，但他不言放弃。正是他的执着
与不懈，赢得了乡亲们的理解和
响应，也换来了兴旺村的发展。
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也不是一
个轻易就能够满足的人，因为他
心里装的不是自己，而是整个的
兴旺村和乡亲们，他坚信只有走
共同致富之路才能让大家都过上
好日子。他的身上没有楷模人物
所呈现的豪言壮语和不凡壮举，
他的思想和行为都很质朴。

在塑造华明这个人物时，我
通过较深的生活体验，通过对创作
人物原型付华廷的深度采访和理
解，不仅关心剧中人物外部的人生
轨迹、命运变迁、生命选择和行为
行动，更注重表现剧中人物精神世
界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微妙性。注
重表现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和心灵
轨迹，重点放在华明人格的成长、
境界的提升和精神的磨砺上。英
雄和模范不是完人，华明也有迷
惑、犹豫和痛苦，剧本深入地描画
了他经历身心痛苦、灵魂震撼后思
想的蜕变和升华，成长为一名优秀
村书记的真实心灵历程，这是一种
建筑在生活基础上的人物塑造，使
人物鲜活、真切、可信，从而塑造出
一个崭新的舞台艺术形象。

创作：富矿亟待挖掘

谭博说，剧本创作乃舞台艺
术之本。目前我省的剧本创作还
有些不尽人意，既没形成“高原”，
更缺少“高峰”，主要表现为具有鲜
明时代特征和强烈艺术感染力的
优秀剧本数量少，能搬上舞台并
在全国叫得响的精品剧目短缺。
我省的编剧不仅基数小，且青黄
不接，专业院团几乎都没有在岗
的编剧。剧本创作的倾向还较为
偏重于传统，对新观念吸收不
够。甚至于习惯把一般性创作等
同于精品创作，忽视或违背艺术
创作规律。一些剧本创作从政治
概念出发，对生活的展示止于皮
相，情节失真，人物虚假，有的甚
至把新闻经过简单的戏剧艺术手
段加工，把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
冰糖葫芦似的串在一起就变成了
戏剧。个别文化部门和院团在抓
创作的过程中，忽略了题材规划，
题材单一、内容重复、形式雷同，
甚至出现了本应避免的选题撞车
和重复生产现象，这在我们的剧
本创作中要特别引起重视。

我省地域历史人文资源丰
富，题材众多而独特，特别是诞生
于这片黑土地的黑龙江省“四大
精神”，是剧本创作的“富矿”和得
天独厚的优势，要深度挖掘，充分
选择，作好论证。近年来，我省创
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黑龙江

“四大精神”颂》、京剧《奇女无
容》、话剧《卜奎风云录》、歌剧《铁
人三重奏》等优秀剧目，为我省的
戏剧创作和精品打造已经做了有
益探索和先导。与此同时，要加
大对中青年编剧扶持力度，培养
本土编剧人才，孵化省内原创剧
本。希望我省的剧本创作能够早
日振兴，为精品打造奠定扎实的
根基。

还原
有崇高情怀的

普通人
□董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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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全国戏剧期刊联盟、田汉戏剧奖组委会、上海
戏剧学院等主办的第35届田汉戏剧奖评奖活动举行。黑
龙江省话剧剧本《高天厚土》获剧本奖一等奖。

成 本 只 有
5000 万的电影
《扬名立万》，上
映首周就斩获票
房1.4亿，并且连
续多日以绝对优
势拿下单日票房
冠军，累计票房
已经冲破 8亿，
以票房和口碑双
高的成绩，成为
初冬档电影市场
的头号“黑马”。

刘纯《千叶宝莲》 国画

刘纯《残荷听雨》 国画

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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