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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电视剧《我们这十年》正在卫视热播，不少观众透
过剧集看到了近十年来中国的真实变化，并为之感动点
赞。作为该剧的艺术总监，导演毛卫宁表示，《我们这十年》
重在真实，能带领观众重新回味和感受我们这十年的变化，

“这种变化真实可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也是近年来
现实题材作品能够火爆，成为市场主流的原因所在。”

借普通人故事折射大时代
毛卫宁曾执导过多部现实题材剧，包括大家耳熟能详

的《平凡的世界》《百炼成钢》《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麓
山之歌》等。

在毛卫宁看来，《我们这十年》是写事件中的小人物，小
事件反映的是大主题。最初接到这个项目时，毛卫宁组织
了上百人的团队经过好几个月来做选题筛选，从两百多个
选题缩小到几十个，最终才确立了现在的11个故事和主题，
借普通人的故事折射时代的闪光点。

“比如《热爱》这个单元，它看起来是写体育、写足球，但
其实写的是民族融合和团结的主题。”毛卫宁介绍，《我们这
十年》的每个单元都是从一些非常精彩、真实的小切口，去
进入人物和故事，但都很温暖感人，能打动观众，让观众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我们身边的人和事。

“一部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应该是故事源于生活、人物
真实可信、行为符合逻辑、情节丰富生动，这几个特质缺一不
可。”毛卫宁认为，“今天的观众排斥假大空，所以我们得出来
一种结论：真实才能可信、可信从而代入、代入进而共情。”这
是他的创作感悟，也是中国电视剧这十年的变化密码。

主题源自对生活的提炼
在现有的结构中，毛卫宁参与了《砺剑》《一日三餐》《西

乡明月》的拍摄。从一开始选中每个单元的主题，到成稿创
作，毛卫宁说这其中还有很多的困难需要解决。

以单元《砺剑》为例，这一单元要讲的是军队的军改，编
剧刘戈建也是《功勋》中《能文能武李延年》的编剧，但这次
执笔却发现军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单元《一日三餐》也数易其稿，这一单元要写的是中央
八项规定，这也是最早确定的。“最初我们认为，中央的八项
规定是规定给党员干部的，所以就从党员干部的角度入
手。编剧郝岩写了一个《回乡记》的本子，故事就是通过一
个领导干部回乡，感受八项规定实施后发生的变化。”但交
稿后大家都不满意，郝岩已经改了五稿，几乎都要放弃。

毛卫宁有一天到半夜都睡不着，两点钟打电话把编剧
叫了起来。两个人从《茶馆》的创作谈起，一直谈到清晨六
点，发现最初的方向就脱离了观众。“中央的八项规定是规
定党员干部的，但其实我们想写的是它对老百姓带来什么
影响，视角能不能换一下？比如说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看，
八项规定约束了党员干部后，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作
发生的变化。”角度的转换带来了转机，《回乡记》也就变成
了后来的《一日三餐》。

单元剧拍摄带来全新挑战
台风暴雨，高温酷暑，《我们这十年》的拍摄中遇到了天

气等自然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毛卫宁透露，过去拍一个戏，可能会遇到某一种特定的

自然环境问题，但因为11个单元在全国各地拍，“我们该遇
到的都遇到了，还是比较难的。”更大的挑战对于作为艺术
总监的他来说，还要协调把控这11个单元。“我们过去拍再
大、再难的戏，包括我拍《麓山之歌》《百炼成钢》，都是一个
团队班底拍，但是《我们这十年》不一样，今天解决了所有问
题，明天新的单元还会出现新的问题。”

“这好比盖一栋楼，无论地基打多深，这个楼盖多高，会
按照一个规律往下走，现在却是同时盖11栋风格不同的楼，
而且进度不一样。作为艺术总监，要在不同节点同时处理
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毛卫宁说，团
队有一个包括总制片人、总策划、总编审、艺术总监在内的
核心微信群，从成立到现在，这个群24小时都有人在说话，
每天都在不断处理各种问题，“这个创作过程是很难忘的，
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记者 李夏至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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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昆曲剧院大型原创昆剧
《国风》历经舞台淬炼和几度打磨
后 ，于 日 前 在 天 桥 剧 场 再 次 登
台。该剧由剧作家罗怀臻为北方
昆曲剧院量身打造，著名导演曹
其敬担纲总导演，连同导演徐春
兰共同执导。剧中扮演许穆夫人
的是梅花奖获得者魏春荣，并有
梅花奖获得者王振义、国家一级
演员袁国良联袂出演，栩栩如生
地诠释出人物的风骨和气质，以
婉转、雅致的昆曲展现出慷慨、豪
迈的内在气韵。

2700年前的爱国诗篇
走出历史尘埃

原创昆剧《国风》是北京文化艺
术基金2020年度资助项目。其取材
于春秋时期著名历史人物许穆夫
人，她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女诗
人，其诗作《竹竿》《泉水》《载驰》是
她爱国行动与情怀的真实写照，被
收录于国学经典《诗经·国风》，并流
传至今。

2700 年前，一首《载驰》道出了
许穆夫人归国抗狄的坚定意志和铮
铮誓言，是其爱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原创昆剧《国风》让许穆夫人走出历
史的烟尘。

与传统戏曲相比，原创昆剧《国
风》在保留昆曲艺术基因的同时有
所创新，借鉴了其他舞台表演形式
并融入现代审美元素，营造出简约、
典雅的艺术效果。据北方昆曲剧院
院长杨凤一介绍，“《国风》借鉴了话
剧、歌舞演出的舞美、灯光，在服装
设计上也融入了一些现代元素，营
造一种简约、典雅的艺术效果。”昆
剧《国风》从讨论剧本到剧本成型大
概用了两三年的时间，然后又排练
加工了两年的时间，才正式展现在
观众面前。

除了有烟火杂色
也要有慷慨豪迈

全剧分为“去国”“鹤殇”“载驰”
“求援”“余韵”5个篇章，故事讲述春
秋时期，只因许国国君敬献了两只
名贵的彩鹤，便将卫公主姬熙嫁到
卫国。姬熙出嫁十年后，卫国被狄
国侵占吞并。姬熙闻知故国覆亡，

恳求许王出兵救卫。许王忌惮狄国
强悍，唯恐引火烧身，于是拒绝姬熙
请求。姬熙无奈之下，孤身踏上归
程。她克服重重阻挠，终于抵达卫
国边境，却与放弃抵抗准备出逃的
胞弟相遇。姬熙唤醒胞弟，激励民
众，誓言复国。自己则又踏上征途，
去往齐国借兵。

长途的奔波，长期的劳碌，姬熙
终于累死在光复后的故国艳阳下。
许王父子护送她的灵柩归葬许国，
而她崇高的爱国精神和不朽的爱国
诗篇，则超越了具体的国度与时代，
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和文
化遗产。

编剧罗怀臻认为《国风》的故事
非常符合北昆的气质。写出第一稿
后，罗怀臻就拿到北昆，专为杨凤一
院长和主演魏春荣朗读剧本。“昆曲
除了要有烟火杂色，也要有慷慨、豪
迈。回到昆曲最原初的状态，找到
最原初的生气，才能让昆曲更加丰
富多元、更加具有个性特质。”罗怀
臻表示。

重装上阵再登台
一次真正的“首演”

曾成功塑造过诸多经典女性角
色的昆曲名家魏春荣，此次饰演许
穆夫人，表演上也是一次难得的突
破和挑战。她认为，与蔡文姬、李
清照等女诗人不同，姬熙是卫国
公主，特殊身份使其更具政治的
高度和眼光，是一位有才华、有志
向、有格局的杰出女性。因此，她
在表演上更注重体现人物的风骨
和气质，展现许穆夫人舍家庭小
爱为苍生大爱，挺身救国、至死不
渝的精神。

魏春荣对昆剧《国风》的排演修
改过程印象深刻，“首次彩排的时
候，我对剧中角色还没完全理解。
许穆夫人的经历太丰富了，两个多
小时将这个人物运用戏曲程式诠释
出来非常困难。大家边看录像边找
问题，继续改进，才有了第二次的舞
台呈现。到第三次修改，对人物的
诠释，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次
昆剧《国风》再次与观众见面，可以
说是重装上阵，一次真正的‘首演’
亮相。”

记者 郭佳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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