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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鲁剧领衔现实主义题材突围
本报记者 倪自放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在18日晚举行的第六届
中国京剧艺术节闭幕式上，
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获
奖剧目揭晓，我省参演的

《铁血鸿儒》《重瞳项羽》两
剧目均获得二等奖。

来自全国的27台精品
剧目参与角逐大奖，《建安
轶事》等7台剧目获得一等
奖，山东省京剧院的《铁血
鸿儒》、济南市京剧院的《重
瞳项羽》等8台剧目荣获二
等奖，另有12台剧目获参演
剧目奖。

本报讯（记者 霍晓
蕙）“2011全国艺术学科
建设论坛暨张道一先生从
教六十年及艺术学思想研
讨会”19日在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举行。

本次活动由全国艺术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
计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艺
术研究院·中国设计艺术院
主办，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承
办。来自包括全国20余所艺
术院校在内的近70名艺术学
科领域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本报讯（记者 霍晓
蕙） 由山东省文物局、山
东省社科联主办，山东博物
馆、山东文博书画研究会、
山东美术出版社美术馆、山
东当代花鸟画院承办的“齐
鲁十老国画精品展”将于11

月24日在山东博物馆开幕。
届时将展出彭昭俊、车天
德、王本诚、孙文松、蓝立
克、王辉亮、王立志、吴泽
浩、张登堂、李方玉等十位
艺术家的百余幅国画佳作。
展览将持续到11月30日。

人文山东

是鲁剧的血脉根本

精神内核是鲁剧的根本，人文
情怀是鲁剧的血脉，在越来越多的
电视剧都回避着对于我们生存的
这个时代的透视时，鲁剧一直坚守
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坚持现实主
义的创作道路，本月22日将亮相央
视八套黄金强档的《钢铁年代》，即
为这样一部精品力作。这部由高
满堂编剧、孔笙执导、侯鸿亮制
片，陈宝国、冯远征联袂主演的工
人史诗大戏，曾于2011年初在多
家卫视热播，剧情讲述了1948到
1964年间钢铁大工业背景下一群
伟大的小人物的奋斗和奉献，真
实还原了那个激情奔放、温暖美
好的年代。

作为把握作品整体走向的制
片人，侯鸿亮强调的始终是作品
的精神实质和专业品质，现实主
义题材一直是鲁剧的强项，从《闯
关东》到《生死线》到《钢铁年代》，
再到进入后期制作的《知青》和正
在拍摄中的《创业年代》（原名《中
国故事》），侯鸿亮制作的每一部
戏都呈现出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浓
郁的人文情怀，其中更不乏现实
主义题材电视剧中的精品，“做一
部戏就是一个和传统隔空对话、
向人文亲切致意的过程，鲁剧青睐
现实主义题材是有传统的。”侯鸿
亮说。

现实主义题材

将成为市场的赢家

2011年中国电视剧市场呈现
出了“井喷”的态势，大量热钱盲目
涌入，高产量的背后隐藏着大量风
险。以市场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使
得很多作品将娱乐和利益最大化，

“山寨风”、“后宫风”、“穿越风”、“苦
情年代风”大盛。在大量题材跟风、类
型扎堆的电视剧的轰炸下，原本只图

“看个热闹”的观众也直呼“没劲”。在
这种情况下，无论市场还是观众，
对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精品的需
求尤其强烈，由高满堂担任编剧的
鲁剧“工农商”三部曲应运而生。

在谱写“工人礼赞”的《钢铁年
代》为全国荧屏带来一股久违的激
情和温暖时，主创人员已经紧锣密
鼓地投入到三部曲里讲述“温商传
奇”的《创业年代》中。除了延续鲁
剧出品小人物大视野的史诗风格，

《创业年代》也将是中国电视剧有
史以来最大手笔的作品，仅国内场
景就涉及浙江、陕西、山东、黑龙
江、内蒙古、北京、上海等多个省
市，此外更需远赴法国、意大利等
国家进行长达两个半月的拍摄，制
作难度前所未有。

《钢铁年代》《创业年代》之后，
《老农民》将成为“工农商”三部曲的
最后一部大作，这部高满堂筹备了多
年的大作，已确定由陈宝国主演，聚
焦的是从1947年到2007年中国的农

村，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题材。
谈及这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

作品的创作初衷，高满堂表示：“在
电视剧市场化严重、模仿跟风严重
的今天，原创枯竭，我想看看不像
市场化倾向的农民、工人等题材，
认真去写是否存在市场？根据我这
几年摸索出来的经验，现实主义题
材的主流电视剧，恰恰是比在胚胎
里就市场化的那些作品，在文化和
经济效益上有着更好的反响。”

观众愿意

为提纯的真实情感买单

《钢铁年代》的片头有这么一
行字：“谨以此片献给中国1 . 4亿产
业工人。”这么纯粹地来拍工人情
怀的戏，让人不免有些怀疑它能否
经受住市场的考验。该剧导演孔笙
对此并不担心，“它是一个很好看
的故事。不仅要给这些产业工人们
看，还有他们的家庭，与他们相关

的人群。有很多好故事，白领也会
去看一看。看几眼他喜欢了，他也
会从中想一想他们周围的朋友或
者其他人的生活状况。”孔笙把这
种创作方式叫“提纯”。

此外，正在进行后期制作，由
梁晓声编剧、张新建执导，历时7个
月、跨越8个省份拍摄完成，再现了
数以千万计知青上山下乡往事的的

《知青》，也是一部给“50后”回忆，令
“70后”、“80后”、甚至是“00后”重温
和了解那段特殊历史的现实主义题
材作品。《知青》的导演张新建说，“现
今倡导个性张扬，甚至发挥到极致，
人们活得越来越实际，年轻人的拼
搏精神和生存能力不是太强，一个
浮躁的种族走在世界前列是不可
能的，支撑整个民族的仍然是他的
向心力和集体主义精神。能够让大家
反思、领悟，这也是我们拍摄的目的
之一，可以说《知青》是那个年代的励
志剧，希望《知青》能弘扬正气，在精
神层面上引起大家的共鸣。”

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

我省两剧目获银奖

我省将推出

“齐鲁十老国画展”

“张道一艺术学思想

研讨会”在济举行

广电总局近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了两
大转变：一是减少了很多不良节目，令电视节目的整体质素有所提升；二是电视剧成为填补黄金档空缺的最佳
选择，客观上开辟了播出“新通道”，使观众有了更多的电视剧时间，潜在促进了明年的电视剧市场行情。

这些变化也给整个电视剧行业提出了思考：在产量激增、成本暴涨的前提下，怎么才能在摸准市场脉
搏的基础上不丢创作主体的分？怎么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叫座和观众叫好的总体效果？在这些方面，一直探
索现实主义题材的鲁剧，为电视剧突围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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