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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现实才能赢得共鸣
  据人民日报，最近有这样一些呈现老年人生活
状态的视频，令人眼前一亮：“把人生视作探险”
“年过花甲气质不输当年”……视频来自一档节目
《百川老朋友》，该节目以真实的记录、朴实的诉
说、深入的访谈，让不少观众尤其是年轻人深受感
触：“这不就是我爸妈吗？”“我的父母或许也可
以去追求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群体需要得
到更多关注和记录，他们的闪光点应被更多发现和
书写，他们的情感与精神诉求也理应得到更多关切
和理解。《百川老朋友》将镜头对准老年人群体，
既是对当下社会心态的深入体察，也体现了文艺作
品对社会责任的坚守。
  观照现实才能赢得共鸣。让不少观众有切身体
会的是，他们的父母已经步入老年阶段。节目中呈
现的父母与子女的真实互动、长辈对晚辈的无私关
爱，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有观众评论：“看
到了爸妈为家庭奉献的影子”“崇敬，为父母的大
爱无私”“有一些反思，应该多去聆听父母的想
法、尊重他们的选择”……由此可见，深入生活、
观照现实的文艺作品，是可以引发共鸣共情的。

让笔下的音符

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
  据人民日报，只有走进社会生活，走进人民实
践的深处，感知时代脉动，聆听时代心声，才能写
出人们心中的歌。
　　“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幸
福你的幸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
中国道路”，一首《不忘初心》在祖国大地广为传
唱。作曲过程中七易其稿，头脑里构思的草稿更是
无以计数，创作伊始，曲作者舒楠就在思索：这种
重大题材的音乐作品，前辈音乐家们已经创作了很
多经典之作，而且人们的听觉习惯已渐渐发生改
变，80后、90后听的多是流行歌曲，那么在这次创
作上能否大胆突破、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呢？
　　最终，《不忘初心》采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通
俗艺术形式来谱曲，力求既抒情感人又催人奋进。
事实证明，这种尝试是成功的，歌曲推出后受到广
泛欢迎。“瞩目未来，我将肩负音乐工作者的使
命，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创作出更多有真实生活
体验、有强烈家国情怀、与人民共鸣共振的作品，
让笔下的音符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舒楠说。

精品化是

网络文学创作的突破口
  据文艺报，网络文学创作因为更新量大、速度
快，在人物塑造、叙事逻辑、精神内核的表现上会
显得比较薄弱，而恰恰这些要素就是影响作品质量
的关键。
　　我们经常会点评一部网络文学作品是否具有
“网感”，这种所谓的“网感”，其实就是网络文
学最突出的叙事优点和长处，即“代入感”。故事
情节带着读者走，让读者身临其境，与主角灵魂交
融，她（他）即是我，我即是她（他）。可以说，
主角一旦得不到读者的认可，这本书就已失败大
半。人设立住了，还需要叙事逻辑的流畅和自洽。
再说到精神内核的表达，没有灵魂的作品是行尸走
肉，不会被读者记住，更不会被市场记住。然而精
神表达很需要技巧，如果生搬硬套喊口号，只会赶
走读者。
　　前几年的时候，大多数人认为网络文学和传统
文学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现在，大家都在逐
渐改变这种看法。文艺作品的表达方式可以不同，
但创作的道路是相通的，无论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
学，都需要创作者平心静气，在时代的洪流中用眼
睛和心灵去认真观察、体会、积累、分析、提炼生
活，精心打磨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自洽的逻辑、优
美激昂的精神内涵，才能让作品具备“让每一位读
者都能从中找到和自己相似一面”的特质，从而和
时代产生共鸣，打动读者，留住读者，流传于世。

拿什么留住考古人才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
问津”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大家对相关领域人才
断档的担忧。
  这两年，在众多传播手段加持下，曾一度冷门
的考古学逐渐走进公众视野，全民“考古热”一波
接着一波。然而，关注度持续走高的另一头，却是
考古专业招生难、考古岗位招人难的现实困境，其
间落差令人感慨。
  考古岗位“外热内冷”，首先要从人才培养源
头找原因。目前，全国开设考古专业的院校仅25
所，每年毕业生千余人，对口从业者更是凤毛麟
角。而待遇不高则是考古岗位遇冷的主要因素。一
些考古人常常自我调侃是“为爱发电”，毕竟工作
环境艰苦、工作内容枯燥，倘若不是真心热爱，恐
怕还真难坐得住这个冷板凳。另一方面，毕业生哪
怕有一腔热血，不缺动力、吃得了苦，也可能会因
较低的薪资待遇、偏远的工作地点、模糊的上升空
间望而却步。
  人才是发展的根本，要走出“小马拉大车”的
困境，靠情留人之外，关键得靠事业留人。在今
天，我们并不缺少热爱与情怀，可要想人才招得
进、留得住，就不能空谈理想抱负，还要拿出实实
在在的保障，让个人付出和回报成正比。另外，高
校也有必要优化培养机制，正如专家所建议的，是
否可以借鉴“订单式”文物考古人才培养，学生单
独编班、定向就业，多措并举，才能确保考古事业
后继有人。
   （□记者 张依盟 实习生 马骁 整理）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刘瑞琪

  都市女性情感剧《她们的名字》近日热
播，该剧由牟晓杰执导，高小娴编剧，秦海璐
领衔主演，金世佳特别主演，白冰、薇薇、董
又霖、戴向宇等人主演，讲述了3位“标签”
女性，在披荆斩棘中乐观面对，完成自我成长
与蜕变，携手踏上寻找幸福旅程的故事。
  近年来，女性题材影视剧不断涌现，每有
佳作，总能引起广泛关注。《她们的名字》开
播以来，高能的剧情、频出的金句以及呈现出
的都市女性群像，引发网友关注、讨论。在剧
中饰演“女霸总”雷粒的演员秦海璐，日前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
  “一拿到剧本，我就觉得这是个好本子，
是爽剧。”秦海璐介绍说，剧中3个女人的状
态和人物设定完全不同，雷粒经历了很多事，

所以她成熟、风趣，不会轻易暴躁。尽管自己
曾经在影视作品中扮演了大量的女性角色，但
雷粒的人物特点格外鲜明，在拍摄过程中、在
表现方式上会着重趋于不同。
  “而且，这次拍摄也有些非常规。牟晓杰
导演是与我合作非常愉快的导演之一，拍戏过
程中的拍摄角度很特别。他会拍我的耳后45
度，会拍我的侧面，甚至是正侧面，这很有
趣，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兴趣。而且他对
整个剧的色调处理，都有非常强的个人美学认
识。以至于我在第一次看片花的时候，很惊
讶、欣喜。因为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色彩、构
图和讲述故事的新方法。”秦海璐说。
  关于选剧的标准，秦海璐说：“人设从来
都不是我选择的标准。我可以演好人，也演过
坏人，还演过许多不完美的人。无论是《亲爱
的，你在哪里》中的何雪琳，还是《小敏家》
中的李萍，对我来讲，都是愿意尝试的题材和

角色。其实，我不愿意去扮演一个那么完美的
角色，或者产生巨变的人。女性成长是要付出
或大或小代价的。我不太相信在几场戏里，一
位女性会有颠覆性的成长或者变化，那很
难。”
  很多观众认为，秦海璐此次扮演雷粒，是
本色出演。对此，她开玩笑说，决不承认“女
霸总”是她的“本色”。“演员要有专业性，
角色全凭塑造。虽然要有个人风格，但也要追
求风格与风格之间的不同。”她说，“雷粒跟
我在生活中完全没有相同点。我们的生活经历
截然不同，剧中金句不断的怼人桥段，也是编
剧搭建起来的环境。”
  秦海璐对“女强人”这个词有着自己的理
解。“关于女强人，人们的定义相对单一，在
影视作品中多年保持的形象，就是穿套装、刻
板脸，也没什么表情。我不想让大家给女强人
或者说成功女性，下一个绝对化的定义。每个

人成长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都不同，非要定义
成功，就片面了。到底什么叫成功？养育自己
的孩子长大成人，是成功；在职场完成了这个
月的KPI，是成功；交到了一个男朋友，也是
成功。常把成功女性形容成女强人，这个标签
算是一种束缚和压力。女强人她可以脆弱吗？
她脆弱的时候大家还会接受吗？我觉得每个女
人都是丰富的、多面的。不要单一地用女性的
某一面去评价。每一个女性都具备非常博爱、
坚忍、包容的内心，在面对人生路的时候都很
强大，虽然也有脆弱的时候，但是脆弱过后会
重新出发。”
  那对于演员来讲，标签是好还是坏？“我
觉得标签其实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它有利有
弊，没办法说是好还是坏。利，可能是会让观
众快速产生认知。弊，会让演员很难改变，甚
至是不想去展现自己的更多面。所以，不固化
标签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秦海璐说。

秦海璐：不为成功女性下绝对化定义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今年86岁高龄的著名歌唱家李兆芳，是
山东歌舞剧院老一辈独唱演员，被誉为新中
国“第一代山东民歌演唱群体的杰出代
表”。时至今日，她还经常应邀走进高校，
向音乐专业的学生传授民歌演唱技艺。
  由李兆芳口述，刘萍、王培源、吕季明
编著的《李兆芳民歌演唱艺术人生》一书，
日前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编者
之一、山东省社科联社会科学进修学院名誉
院长吕季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李
兆芳民歌演唱艺术人生》全面展示了李兆芳
的成长经历和演唱艺术，同时精彩呈现了山
东民歌演唱家群体的舞台人生，展示了山东
民歌的独特魅力、艺术价值，“特别值得关
注的是，这本书的附录中还专门印制了包括
《沂蒙山小调》在内的6首经典山东民歌作
品二维码，手机扫码后就能听到李兆芳那些
年的舞台演唱录音，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她
的歌声、山东民歌的艺术魅力。”

我的演出《大众日报》报道了

  李兆芳的老家在济南长清区，小时候家
境贫苦。新中国成立后，她光荣参军，成为
原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文工团的独唱演员，
后来转业到山东歌舞团即现在的山东歌舞剧
院，直到退休。
  吕季明介绍，李兆芳演过6部歌剧。1961
年，主演第一部歌剧《白毛女》，然后主演
《农奴戟》《夺印》《红梅岭》《沈秀
琴》，再后来演出《洪湖赤卫队》、舞剧
《白毛女》。学了几百首民歌，舞台上演唱
过的山东民歌近百首，再加上外国民歌，总
计百余首；其中，代表曲目包括《对花》
《赶集》《四季花开》等。为电影《平鹰
坟》、舞蹈《做军鞋》等配唱。曾参加为党
和国家领导人、外国领导人和外国友人演出
300余场。
  李兆芳的成长经历，也很有代表性地反
映了新中国挖掘和培养文艺人才的成果。她
出生在农家，走进校门还没半年就辍学了，
12岁成了家里的整劳力。新中国成立后，村
里办起扫盲班、夜校、识字班，她积极参
加。村里的其他集体活动，李兆芳也热心参

与。1953年，她考上东王完小，并当上了全
校的文艺委员。“学校里大家一块唱歌，我
还站在小凳子上打拍子。”李兆芳说，“我
记得我参加表演的第一个戏是《小女婿》，
有点儿像评剧，在学校里排，在学校里演。
我在这个戏里演主角，这时候就算是学校里
的文艺骨干了。”
  1955年，李兆芳完小毕业，进入长清县
文化馆，加入了县文艺宣传队。那时候，省
里要举办农民文艺会演。李兆芳和同学刘秀
婷排演的《拾棉花》，通过县文化馆选拔，
先参加地区会演。当时长清县属于泰安地
区，她们到泰安参加会演比赛。地区会演结
束，李兆芳获得参加全省会演的资格。但
是，因为搭档未能晋级，她只能更换节目，
紧急学唱女声独唱《绣金匾》参赛。
  李兆芳对这次全省会演记忆犹新。会演
于1956年3月在济南的山东剧院举行，在这
里，李兆芳认识了代表聊城参赛的袁素春。
袁素春排在第一天演出。李兆芳说：“她唱
的是《五哥放羊》，那时候我觉得怎么有这
么好听的歌，下面观众的反应也很热烈。第
二天的《大众日报》就有关于她的报道。我
第二天演出，唱《绣金匾》，下面观众的反
应也很热烈。第三天《大众日报》也有关于
我的报道。”
  这次会演结束，李兆芳获二等奖。随
后，她被选送到山东群众艺术学校训练班深
造。结业后不久，李兆芳穿上军装，进入济
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文工团，正式成为部队的
一名文艺战士。
  随着视野的逐渐开阔，再加上李兆芳善
于学习，她的演唱水平快速提升，成为活跃
在舞台上的一位深受大家喜欢的民歌演唱佼
佼者。

追求美，但不失朴实

  在文工团，李兆芳认识并与一大批优秀
艺术家合作，其中包括王音旋，随后很长的
一段时间，两人一直搭档演出。
  “一开始，我们搭档唱《撒大泼》，她
演妈，我演闺女。”李兆芳说。《撒大泼》
是全省会演涌现出的一个优秀节目，之前李
兆芳和袁素春曾合作演过这个节目，反响热
烈。《撒大泼》主角是一位29岁的农村姑
娘，因为没结婚，跟她妈撒泼要婆婆、要丈
夫，表现时代新风尚。当时这个节目还有一
点儿反封建、提倡婚姻自由的意味。节目整
体风格诙谐，语言风趣。“因为演唱反响很
热烈，每次演了都要返场，我们俩就一直合
作这个节目，一直到了山东歌舞剧院还是我
们俩合作。有时候返场没歌，她就教给我一
首叫《猜花》的山东民歌。”

  1980年5月，文化部在北京主办全国民歌
独唱重唱演唱会。山东组织的参演队伍除李
兆芳外，还包括王音旋、韦有琴、庄慧英、
杨松山等。李兆芳回忆：“我和王音旋合作
演唱了对唱《撒大泼》，我独唱了《对
花》，受到现场观众热烈欢迎。我们还返场
演唱了山东民歌《大小姐赶集》。”
  正是在文工团这段时间，她们两人经常
被选派参加山东省群众艺术馆举办的有关民
歌、民族器乐方面内容的研讨会。“在研讨
会上，他们教歌的时候，也给我们讲这些民
歌背后的故事。”李兆芳说，“这对我又是
一个大的启发和促进，我开始接触民歌、热
爱上民歌。”
  转业到山东歌舞团（山东歌舞剧院前
身）后，排演歌剧《白毛女》，团里选择李
兆芳演喜儿，即演主角。李兆芳说：“压力
很大。我是农村唱小调出来的，在歌唱方面
压力不大，我觉得我的嗓子能行，但这么大
型的歌剧，而且是这么有名的歌剧，能不能
演好，是我最大的压力。”
  演喜儿，李兆芳自然有很多优势，比如
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另外她个人对演好角
色的热情也很高，投入很多精力去琢磨人
物。李兆芳说：“但是，排到中间的时候，
老排不下去，因为我的感情深入不到那里，
老是找不到那种感觉。”
  时任团长并担任《白毛女》导演的于太
赏，决定带着所有担任角色的演员到北京去
观摩学习。郭兰英正好在北京演出《白毛
女》。李兆芳回忆：“去天桥剧场看郭兰英
演出，看了两场。看完以后，我心里有点底
儿了。跟郭兰英学了很多，对我很有启发。
回来再排练，进度就快了很多。”
  演喜儿，李兆芳吃了很多苦。喜儿爹
去世，喜儿下跪。考虑到人物的心情，这
个动作肯定不能慢慢地去做，也不能显得
轻飘飘的，而是要又急又重地跪下去。李
兆芳说：“我这两个膝盖就没有好过，都
是淤青。”
  山东歌舞剧院女高音歌唱家许荣爱，谈
到自己对几位演唱山东民歌艺术家的印象时
说：“李兆芳的声音突出了美和甜，音色明
亮，声音非常透，咬字清晰。韦有琴的声音
突出了高亢、豪放。王音旋突出了创新。三
个人的演唱，如果不注意听，感觉就是一个
声音；仔细听，区别就出来了。”
  许荣爱特别评价，李兆芳的演唱追求
美，追求俏，但没有丢掉朴实。

民歌演唱，藏着技巧和方法

  吕季明介绍，近年来，李兆芳多次应邀
到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临沂大学音乐学院等高校讲学，辅导学生演
唱山东民歌。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李兆芳
都会把自己所学、所思、所得倾囊相授。
  李兆芳说，一首广为流传的民歌，一定
有自己的特点和亮点，演唱者一定要细心揣
摩，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进行二次创作，在
演唱时把这种特点和亮点表达出来，让这首
歌更加丰满，“如果一味按照谱子死板地
唱，会有很多细小的味道、出彩的地方唱不
出来。”
  她举例，像《对花》，里面出彩的东
西，谱子上一点儿都没有。如果唱“正月哪
得儿里来嘿嘿嘿”，听上去就很美、很顺。
其实，这首歌的精华正是在“正月哪得儿里
来”“嘿嘿嘿”的唱法处理上，属于画龙点
睛，如果这两个点唱不出来，精华就没了，
味道就平淡多了。
  她说：“民歌不只是要会唱，还要懂得
进行艺术加工，一定要把我们山东民歌唱得
美一点儿。”
  求美，但对于民歌来说，千万不能丢掉
地方味儿，千万不能丢掉民歌的魂。民歌的
魂怎么体现？李兆芳认为，“有颤声，有打
得儿，还有衬词。”她说，有一首歌叫《看
郎》，歌词唱道：“姐儿南院去插花儿，咿
个呀儿哟，情郎哥儿捎书儿，叫奴去瞧他呀
哈，两手是无啥拿了嚎嚎……”在这几句唱
词里，“了嚎嚎”就是衬词，里面有一个上
滑音和一个下滑音，把这个调儿唱出来，山
东民歌的特点也就有了。
  李兆芳说，演唱民歌让自己获得很多荣
誉，也让自己悟到了很多演唱的技巧和方
法。她说，能把大型歌剧《白毛女》演下
来，就是受益于民歌。“我的高音，在民歌
里用，到戏剧里面照样用，但是方法上是有
区别的。区别在于咬字，唱‘北风吹’，就
不能用山东话唱，用普通话去唱，‘北风那
个吹’，唱起来就好听了。”
  真假声的灵活使用，也让李兆芳在演唱
中游刃有余。她说，在文工团时，学过一阵
河北梆子，在唱法上对自己特别有帮助。
《白毛女》中哭爹一段唱“霎时间天昏地又
暗”，唱“霎”字时，开头音很高，但不能
一下子全部真声，全部真声就发裂，就不好
听了。她说：“你得有方法，上面假声，下
面真声，唱的时候，声音还在上面，下面还
托着，不全是放下来，听起来很自然很好
听。关键就是气息的控制。”
  每次到高校给大学生做讲座，李兆芳都
特别强调，演唱山东民歌，一定要心中有
爱，有对民歌的爱，对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
的爱，“有了发自内心的对民歌艺术的真诚
的爱，才能在演唱中生发出那种真挚的打动
人心的情感力量来。”

李兆芳：演唱民歌一定要心中有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