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推贵州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鲁迅文学院贵州作家培训班暨第七届贵州省

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开班

经典贵州花灯戏

《月照枫林渡》复排复演

� � � � 省话剧院“高雅艺术进校园” 走进贵州财经

大学———

“花式” 演出开展反诈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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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讯 9 月 20 日，鲁迅文学院

贵州作家培训班暨第七届贵州省中

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开学典礼在贵

阳孔学堂举行。 培训班为期 12 天，将

通过一系列课程讲座、实地教学及文

学创作实践活动，提升中青年作家的

专业素养，助推贵州文学事业的繁荣

与发展。

培训期间，学员将参与多种形

式的学习 ，包括课堂讲授 、改稿辅

导、分组讨论和现场教学：开学典

礼当日，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副主

席 、书记处书记 、鲁迅文学院院长

吴义勤，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

可分别以“山乡巨变题材创作” 和

“散 文漫 谈 ” 为 主题 展 开 专 题 教

学。 之后教学课程， 涵盖小说、诗

歌、散文创作等多个文学门类的讲

解与交流，并结合贵州历史文化资

源 ， 探 索新 时代 文学创 作 的 新 路

径。 此外，现场教学也是此次培训

班的重要环节 ： 9 月 24 日 、 25 日，

学员们将前往平塘县 “中国作家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 新时代文

学实践点” 开展现场教学，感受贵

州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并结合

课堂所学进行创作，深化对文学创

作 的 理 解 ； 9 月 28 日 将 与 贵 州 出

版集团联合开展雅集活动，让作家

们与出版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拓

宽文学创 作与 出 版发 行之 间 的 合

作途径。

此次培训紧扣文学创作与新时代

的要求， 帮助中青年作家深刻理解时

代使命。 作家学员不仅能够学习到国

内文学名家的创作经验， 更能够通过

实地教学和文学对谈，拓展视野，提升

创作能力，以文学作品记录时代、反映

现实、服务人民，为贵州文学的繁荣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 为贵州建设文化强

省贡献力量。

活动由鲁迅文学院和贵州省作家

协会主办， 贵州文学院与贵阳孔学堂

文化传播中心承办， 贵州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协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 � � � 本报讯 日前， 经典贵州花灯戏

《月照枫林渡》 在贵阳北京路大剧院

上演。 该剧作为 2024 年多彩贵州文化

艺术节展演剧目， 由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邵志庆再度领衔主演。 业内专

家、 戏曲爱好者等 500 余位观众现场

重温经典。

《月照枫林渡》是贵州省花灯剧

院出品的代表剧目， 以贵州酒文化为

背景， 讲述了二十世纪初期一个爱恨

情仇的故事： 女主人公刘荷荷在被丈

夫林玉儒冷漠对待、误解的情形下，十

多年间仍苦心经营酒坊、行善举。 该剧

在宣传贵州酒文化的同时， 歌颂人间

真情、彰显剧中主人翁以和为贵、大爱

无疆的美德。

该剧是 “一部戏挽救一个剧种”

的典型。 据悉，贵州“花灯剧” 作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 1981 年在

京上演之后在 家乡 蛰 伏 20 余 年 ，

2003 年贵州省花灯剧院创排、首演的

《月照枫林渡》， 一经演出即扭转了

剧院发展青黄不接、非遗传承举步维

艰的局面。 主演邵志庆（饰刘荷荷）一

举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首演至今先

后荣获第二十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第二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七项大奖、第

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两项大奖、第十

二届中国戏剧节剧目奖及优秀表演

奖、第十四届文华剧目奖 、第十届中

国艺术节优秀表演奖、第五届中国戏

曲电影展优秀原创戏曲电影、中国戏

曲电影展优秀戏曲电影两项大奖等

诸多业内大奖。

演出现场， 老中青戏曲名角搭台

唱戏，既有师徒同台，又有地方戏非

遗传人演艺切磋，花灯新星们得以通

过“以演代培” 的方式跃然台上。 省

花灯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月照枫

林渡》的复排复演，不仅是对经典剧

目的传承和保护，更是对贵州地方戏

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剧

院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深入挖掘和整

理贵州花灯戏的优秀传统剧目和表

演艺术， 努力培养新一代花灯戏人

才，为贵州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更多

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 � � � 本报讯 日前，贵州省话剧院“高

雅艺术进校园” 走进贵州财经大学湖

畔剧场，以一场名为《天下无诈》的演

出为入校新生“上” 了一堂生动的反

诈教育课。

据介绍，《天下无诈》聚焦近年来

诈骗形式多样、案件多发的现象，以公

安、 银行一线整理的真实案例为素材

进行创排。 演出融入情景剧、快板、说

唱、歌唱等契合年轻群体审美的元素，

通过独特的剧情设计、 生动的角色刻

画， 以直观活泼的戏剧表演方式宣传

普及反诈知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 � � �

精心选片

“电影承载着社会文化记忆，同时

又是一面面镜子。 我们可以通过从

1949 年至今出品的电影，管窥新中国

成立 75 年来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的变化。 ” 中国电影资料馆公共事业

部副主任、策展人沙丹说。 他介绍，新

中国成立以来诞生的影片数不胜数，

综合考虑影片的历史性、时代性、艺术

价值、社会意义以及观众需求等方面，

最终他们确定了 30 多部影片入选本

次特别策划。

他表示，选片的首要标准，是影片

承载的历史含量与时代精神。 从《黄

宝妹》里劳动模范如何在社会主义建

设大潮中乘风破浪，到《十八洞村》里

精准扶贫政策下的乡村蜕变；从《开

国大典》 再现新中国成立的辉煌时

刻，到《横空出世》里科研人员在艰苦

条件下研制原子弹的壮丽篇章 ；从

《静静的嘛呢石》 里藏族少年纯真视

角下的现代与传统交融，到《蓝色防

线》记录的中国维和部队在非洲英勇

无畏、 执着坚守……每一部作品都在

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也共同绘制出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发

展图景。

策展团队还巧妙运用了对比放映

的方法。例如，将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

妓女改造题材的故事片《姊姊妹妹站

起来》与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

形成对比，又将《烟花女儿翻身记》与

讲述纺织女工在工厂当家作主， 进行

热火朝天劳动竞赛的《黄宝妹》进行

联映，不仅增强了叙事的深度与广度，

更让观众在对比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与现实的冲击。 两部具有珍贵史料价

值的纪录片《人民的新杭州》与《漫

步北京》也是联袂登场，带领观众一

览上世纪 50 年代北京与杭州的社会

风貌，与历史对话，与时代共鸣。

影片的艺术价值和表现手法也是

选片时的考量标准。 由郑君里执导的

《我们夫妇之间》，通过细腻的笔触展

现新中国成立后干部家庭的生活变化

和观念冲突；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

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至今，

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经典； 大型音乐舞

蹈史诗《东方红》展现了中国革命的

历史进程，汇集了多种艺术形式，搬上

大银幕时， 以多机位呈现了舞台演出

的盛大规模；《开国大典》将历史与艺

术充分结合，真实而富有史诗感；《回

西藏》生动讲述了到西藏工作的主人

公与一位藏族同胞从互不理解到成为

生死之交的过程……这些影片， 是电

影艺术长河中的璀璨星辰， 也是新中

国发展历程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

经典重生

《姊姊妹妹站起来》的最后一个

镜头，是一行文字说明：“本片于 2013

年修复。 ”

此次特别策划展映的影片中，有

一些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团队将胶

片时代的电影拷贝进行扫描， 实现数

字化并进行修复的影片，包括《姊姊妹

妹站起来》《黄宝妹》《我们夫妇之间》

《锦上添花》 等。 《烟花女儿翻身记》

《祖国的花朵》《人民的新杭州》《漫步

北京》《东方红》等也已经通过扫描，实

现数字化，尚待修复。 此次特别策划放

映的《开国大典》虽然并非由中国电影

资料馆修复，但也是 4k高清版。

据介绍， 电影修复工作并非简单

的图像复原，需要经过物理修复、数字

修复和艺术修复 3 个阶段。 首先要对

胶片进行接补、清洁，再将胶片上的影

像扫描转换成数字文件， 利用数字技

术处理掉色、划痕、霉斑、抖动、闪烁、

噪声等问题， 接下来进行色彩校正和

画面调整等， 确保影片的艺术价值得

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和提升。

沙丹表示， 选择哪些影片优先修

复，要基于 4 大原则———迫切性、艺术

性、可利用性与可修复性。那些年代久

远、 保存状况较差且急需保护的影片

会得到优先修复。比如《开国大典》等

既具有极高时代价值， 修复后又会经

常被放映、研究的影片，无疑成为修复

的重点对象。

《锦上添花》讲述了一个火车小

站上新老站务员工作和生活中发生的

种种趣事。据介绍，修复团队在修复这

部影片时，力求保留喜剧原作的神韵，

同时赋予其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和美

感， 让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电影艺术

穿越时空的魅力。

修复一部影片往往需要投入大量

成本。 影片的可利用性以及影片原始

素材是否完整、 是否具备足够的修复

空间，也是修复的重要前提。《姊姊妹

妹站起来》《我们夫妇之间》 等的修

复， 也都因为它们既具有修复价值又

具备可修复条件， 才在修复团队的巧

手下重获新生。

老电影的每一帧画面都承载着厚

重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因此，影片修复

不仅需要提升画面质量 ， 还要遵循

“修旧如旧” 的原则，尽量保留影片的

原始风貌和特色， 以确保修复后的影

片既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又能

忠实反映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如

此次放映的《姊姊妹妹站起来》数字

版依然保留了胶片电影放映过程中更

换胶片卷时短暂的几秒钟“黑场” 。

跨时代共鸣

本次特别策划不仅是一场新中国

电影艺术的巡礼， 更为观众开启了一

次穿越时空的心灵之旅， 让人们通过

重新观赏那些镌刻着时代烙印的经典

之作，触摸历史的脉搏，聆听岁月深处

的回响， 感受前辈们为理想奋斗的坚

定信念， 体会到那些曾经激励人心的

故事背后蕴藏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

精神力量。

在光影交织间， 观众看到祖国变

化发展的轨迹， 听到社会进步的坚实

足音。 从事互联网行业的李先生观看

《姊姊妹妹站起来》后表示：“这部影

片虽然只有一条主线， 情节也比较简

单，却通过深入的挖掘和传神的再现，

表现出人物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和在

新中国的美好未来，真实而震撼。 ”

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的观众也通

过老电影找到了共同的情感纽带，实

现了跨越年龄层的对话。 看完《烟花

女儿翻身记》和《黄宝妹》后，亲历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观众很激动，这

些影片唤起了他们珍贵的记忆。 余女

士感慨地说：“影片中讲述的很多是

我们经历过或看过的事情。 一些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时间点被集中再现，让

我感慨万千。 ” 而对于年轻观众来说，

这些老电影则是一次宝贵的历史教

育。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杨女士表示：

“我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之甚少。

但通过这些影片， 感受到那个时代人

们奋斗进取的精神风貌， 更加深刻地

理解了国家的发展历程和前辈们的辛

勤付出。 ”

有过传媒从业经历的李女士是中

国电影资料馆常客。 她认为，在《黄宝

妹》这部纪录片中，导演谢晋不仅大

胆结合剧情片的拍摄方式， 还巧妙运

用现代电影手法和新技术， 用二次曝

光将戏曲片段中的仙女舞蹈与女工工

作两种场景融合在一起， 既有真实性

又有艺术性，“这种创造力和前卫程度

令人敬佩” 。 她表示，中国电影资料馆

的影片具有电影史资料性质， 不仅给

观众提供良好观影体验， 更引领观众

对电影史和电影文化进行深度探索。

张怡靖 苗春

����9 月 4 日晚，位于北京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人头攒动。 诞生于 1951 年的国产影片《姊姊妹

妹站起来》在此上映。女主角大香在旧社会被骗进妓院遭受欺压的不幸遭遇令人扼腕，新中国成立后她和姐妹

们重获新生的情景又让人无比振奋。 这部影片取材于 1949 年 11 月北京市政府一举封闭全市妓院的史实，导

演陈西禾通过深入采访写出剧本，还大胆起用业余演员，从翻身妓女中挑选演员参与电影拍摄。 影片生动表现

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的主题，体现了时代进步和社会变迁。

这部影片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推出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特别策划首场放映。 从今年 9 月至 12 月，

这一特别策划通过“翻身道情”（1949-1978）、“时代新声”（1979-2002）、“人间烟火”（2003-2012）、“盛世

影韵”（2013-2024）4 个篇章，精选一系列经典影片进行展映，让观众重温被光影铭记的历史，感受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

《我们夫妇之间》海报。 《姊姊妹妹站起来》海报。《黄宝妹》海报。 《祖国的花朵》海报。

见证时代变迁 传承光影记忆

中国电影资料馆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