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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中国电视剧艺术再次向现
实题材和现实主义精神贴近、靠拢、深扎、攀
峰。这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具体
体现，也是电视剧作为大众的、写实的、故事
的、传情的艺术在时代社会发展中自我精进、
自我调适、自我追求的结果。凭借中国文艺
现实题材创作的悠久传统，以及深谙“群众所
了解和爱好”与“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
和意志，并提高他们”的文艺辩证关系，一批
较为精彩的电视剧如《山海情》《人世间》《大
江大河》《我们这十年》《县委大院》《狂飙》《我
是刑警》《小巷人家》等，可谓找到了自身叙事
的道路，形成了新时代以来不错的现实题材
电视剧谱系及编剧艺术现象。

然而，更多的创作者在面对现实题材、重
大题材及其精品化创作评价体系之时，总是
表现出高不成低不就，存在或者重大有余、感
染力不足，或者图解理念、不真实生动等问
题。由于先入为主的“重大”感，甚至“为重大

而重大”的任务观点，使得现实生活及其中人
物的丰富、真实感损失殆尽。抽象——拿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抽象的人”成为从
编剧开始就主宰了剧作品质和人物塑造的办
法。剧中人不可爱也不可信，崇高来得很突
兀，观众不喜欢的原因既在于生活“不是这样
的”，又在于“我无法感动”。于是，陀思妥耶
夫斯基说的“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
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就值得反
复重温。“抽象的人”“生活的意义”，从某个角
度讲就是理念的形态，是理论中擅长使用的
大词，它们自有它们活跃的场域；对于以故事
和人物为核心的叙事艺术而言，只有热爱生
活、热爱“具体的人”，才是编剧艺术的一把关
键性、具有永恒魅力的钥匙。

我们一般习惯于把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
创作的要害归纳为“深入生活”。所有的现实
题材优秀作品确实就是拥有扎实的生活知
识、场景、体验，掌握现实人生逻辑和情理共
鸣的叙事画卷。从年代特点、地域风俗到人
物语言、思想情感，但凡没有“下”生活就没法

“上”精品。但这个创作原理再细化、再翻译

一下，在我看来，就是有没有在生活中找到人
物——编剧者有没有感受到并最终塑造出那
个“具体的人”。

一方面，“具体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社会关系总和下的人物和人生，他们“是现
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
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
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
己”，他们有家庭出身、成长线索。另一方面，

“具体的人”才是文艺的密码，是感性和理性、
真实和希望、宏观和微观绾结的“枢纽”，他们
代表了现实中人们的相似之处和通感之处，看
到他们宛如看到了千万个我们。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
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
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举例来说，《人世间》中的周家三兄妹是
“具体的”。周秉昆、周秉义、周蓉是三种不同
的人物性格和走向，无论世俗化、理性主义还
是叛逆个性，各自在家庭变迁中承担了功能，
构成了自己的人性理路。跨越50年的时代印

痕，一次次的矛盾困顿，编剧不回避历史和家
庭成员的冲突，通过深挖每个人物复杂真实
的情感世界，完成了剧作中的种种和解，成就
了平凡中见伟大的中国人品性的书写。《大江
大河》也是“具体的”。宋运辉、雷东宝、杨巡，
各自有各自的出身、成长、性格、优缺点，在是
非、选择面前皆非完人，但他们共同迎接和追
赶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在一段大历史中写就
了个人化的精彩故事。这些其实都是现实乃
至重大题材的创作，但编剧、作者首先是对

“具体的人”有着深刻的了解并抱有极大的兴
趣和热忱。“如果你不能爱他们，就不要写他
们”，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一书中如是说。

所以，于编剧艺术而言，塑造“具体的人”
正是热爱生活、深入生活在创作中的技术体
现，是头等大事，是现实题材精品创作的一个
关捩点，也是解决当下编剧创作心态、创作技
艺上主要问题的法宝。

【作者简介：夏烈，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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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春节是中
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不久前，我国申
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获悉这一消息，加上春节
临近，笔者感慨之余，连日来对这一承载
着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节日进行了深入
思考，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春节申遗成功
后的三个问题：

一问，如何传承好这一非遗文化？
春节民俗众多，包括喝腊八粥、祭灶神、
扫尘、贴春联、贴年画、除夕守岁、吃饺
子（年糕）、压岁钱、拜年、闹花灯、逛庙
会等。但现实中，有的地方、有的家庭
传统春节习俗逐渐淡化了，有些习俗已
不实行、不流行了。传统的春节习俗套
路，有的年轻人根本就不懂、不知道了；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有的习俗在
有的地方有的家庭不再遵循，也属正
常。蓦然回首间，才发现“春节——中
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还是世
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我们就有责
任把这一习俗传承好，而不能再让那些
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在人们的生活中
渐渐消失。

二问，如何进一步研究好春节文
化？因为春节大家都在过，习以为常，所
以很少有人专门去研究春节文化。这次
国家层面出手申遗成功，接下来应该也
会有相应的对春节文化深入研究的要
求；对于春节的研究，基层层面不能再熟
视无睹、见多不怪。十里不同俗，百里不
同风，千里不同语，同样是过春节，各个
地方还是有区别的，要过出特色，相应的
研究也要书写特质。春节本来就不是普通的节日，在成为
人类非遗的大背景下，我们该如何记录、研究春节这一习
俗，需要努力拿出精彩、满意的答卷。

三问，如何创新性发展春节文化？与时俱进地丰富和
发展春节文化，不断增强春节非遗的传承活力，这个课题
值得深入思考、探究。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古俗，无论是
春节传统文化熏陶还是传承、创新，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科
技，比如采取智能手段，提高春节非遗数字化采集资料的
整理和管理效率；通过活动举办及全媒体传播，增强春节
非遗对年轻一代、对外国友人的吸引力及影响力。春节的
大众化、全民化，更需要运用云计算、元宇宙等数字技术进
行展示、普及，打造更多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借助新技术出新出彩。

起源于上古时代的春节，是中国最盛大、最热闹、最重
要的传统节日。春节申遗成功，有助于弘扬和谐、和平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彰显非遗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有助于
提升我国非遗的国际影响力，增进我国在跨文化传播中的
国际话语权；有助于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去年，第78届联大将中国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
国假日；近年来，中国春节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期
待此后每个春节都能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精彩的呈现，让
大家浸润其中，享受更浓的爱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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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5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通
知称，“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号
码将于明年 5 月 1 日前开通。这一热线将为
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心理健康教育、心
理咨询、心理疏导、心理危机干预等心理健康
服务，是令人期待的心理关怀机制。

多年来，我国尚无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
热线，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加快这一热线建
设。如今，“12356”应运而生，填补了空白，群
众由此拥有心理“救济”的最便捷方式。

推行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意义重大。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
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们生活节奏也越
来越快，公众心理压力增加，心理问题也会增
多。提升心理健康服务能力，促进公众心理
健康，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对个体来说，重视心理问题、及时疏解心
理问题很重要。现实生活中，重视身体疾
病、轻视心理疾病的现象真实存在。然而，
心理疾病的危害性不容小觑。例如，抑郁症
便被视为心理疾病中的“癌症”。当前，我国

抑郁症、焦虑障碍、失眠障碍等常见精神障
碍 和 心 理 行 为 问 题 的 患 病 率 呈 现 上 升 趋
势。关爱患有心理疾病人群，及时化解他们
心中的“块垒”，减少心理疾病对烟火人间的
干扰，尽力促进人们身心健康，是健康中国
建设的题中之义。让人们有疑问时、想求助
时，可以快速得到呼应，并且提醒个体关注
自身心理健康、及早发现问题，体现的是国
家的暖意和责任。

从社会来看，对个体心理问题及时干预、
引导，可以消除隐患，增加社会稳定度。小个
体连着大社会，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
只是自己的事。不良情绪和心理“黑洞”的积
累，很可能会转化为不安定因素，危及家庭和
社会安宁。关心个体冷暖，关注个体倾向，有
力消解隐患和危险苗头，是加强源头管理、提
高社会治理效能、增进社会福祉的必要之举。

要把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建设好、使
用好，需要配套构建刚性的、明细的制度和机
制，如首问负责制、问责制等。要坚决遏制敷
衍塞责，防止热线电话成摆设，着力打通层
级、畅通链条、协调资源，保证群众随时随地
打得通、打得有用。

心理援助热线早就该设了

日前，国家医保局针
对公安部门侦破的医药领
域虚开发票案发函，要求
各地认真排查银杏叶提取
物注射液、头孢唑肟钠注
射液、水解蛋白口服溶液
等涉案产品是否存在类似
问题，尽快摸清挂网价格
底数，并表示要坚决反对
虚高药价加重患者负担，
坚决反对虚开发票形成非
法利益链条，坚决反对“一
药双价”“带金销售”等违
法违规行为。 王铎 作

“一药双价”

爱 国 爱 乡 科 学 理 性 书 香 礼 仪 唯 实 惟 先 开 放 大 气 重 诺 守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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