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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婷） 缂绣书画是中国艺术史

上的独特风景， 它们运丝之理融于画意之间 ， 兼

具工艺与艺术双重价值。 5 月 20 日在上海博物馆

揭幕的 “明清缂绣书画特展”， 甄选馆藏缂绣精品

27 件/?， 辅以书画 8 幅， 为人们系统呈现丝理丹

青的非凡技艺与高雅格调。

据透露， 除部分顾绣藏品外 ， 展品皆为首次

展出， 平时难得一见。 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

研究馆员于颖告诉记者， 缂绣书画指的是缂丝书

画和刺绣书画两类文物 。 缂丝被称为 “织中之

圣 ”， 其织造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源自古丝绸之路传入的缂毛工艺。 这一工艺

十分讲究， 遇上复杂的图案一天只能织造几毫米，

因此有着 “一寸缂丝一寸金” 的美名。 一件明代

《群仙拱寿图》 面积超过三平方米， 是该题材缂丝

画传世上品中尺幅最大的一件。 这件明代 《群仙

拱寿图》 源自清宫旧藏， 钤有五种玺印， 描绘了

传说中西王母于寿辰之日在瑶池开蟠桃盛会 ， 众

神仙纷纷前往为其祝寿的主题。 该作品采用的技

法有平缂、 勾 （构） 缂、 掼缂、 结缂、 掺和戗缂、

木梳戗缂和长短戗缂等， 还有明代独创的凤尾戗

缂法， 局部如人物发簪或戒箍、 金腰带等处则用

捻金线缂织， 称为缂金。 从画面上的人物装扮和

所持之物， 可以推测出该作品是以宋代珍本图为

底本缂织而成。

事实上， 无论是缂丝书画还是刺绣书画 ， 都

与书画艺术关系密切， 可谓互通互补、 相得益彰。

以此次展出的明晚期的 《东山图》 为例， 这是传

世顾绣中唯一的手卷形式， 根据卷后董其昌崇祯

五年壬申年的题跋可知， 该绣品是他以宋代赵伯

驹名画 《东山图 》 摹本托付上海顾氏绣工所制 ，

并命其次子董祖权持赠同年程绍， 意取画面 “东

山报捷” 之喻， 希望程绍复起官场。 董其昌是明

代松江显宦， 以宋画请顾氏绣制馈赠同僚 ， 足见

当时顾绣在文人贵族中的受欢迎程度。 此卷丝绣

不多， 但针法多变， 以不同绣法应对底本中不同

的笔墨形式。 斜缠针、 接针、 滚针和钉线绣为主

绣出轮廓； 锦纹绣、 松针、 掺针和施 （毛 ） 针等

绣出鞍毯、 松叶和马匹的质感或纹样。 整幅手卷

丝绣光润 ， 主题突出 ， 所见山水 、 建筑 、 人物 、

草木， 形象鲜明， 栩栩如生， 各臻其妙， 充分体

现了明顾绣 “画绣结合” 的特点。

据东华大学教授包铭新介绍，顾绣源于晚明上海露香园主顾名世长子顾箕海

之妾缪氏。而造诣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是顾名世之孙媳韩希孟，其作品世称“韩媛

绣”，目前存世不到 20 件。此次亮相的绫地彩绣《花卉鱼虫》册页为馆藏一级品，可

视为顾绣艺术的高峰。 作品中，韩希孟将不起眼的一草一花、昆虫鱼虾的一惊一

乍、欢喜与争斗的瞬间活灵活现地绣出，令人望之似书画，近察乃知为女红。

“希望这次展览既能让观众流连于前人遗留之艺术珍宝， 也为后继者创作出

属于今天的锦绣篇章提供重要借鉴。”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如是表达举办此次

展览的初衷。 据透露， 织绣书画类文物异常脆弱， 对展陈环境有极高的要求。 为

此， 上海博物馆专门为已装裱的缂绣画片设计制作了文物安全镜框。 其中， 为明

代缂丝 《群仙拱寿图》 这样超大尺幅的作品制作巨型文物安全镜框， 在国内尚属

首次。 以往观众难以看到丝织文物上的许多精彩细节， 此番在灯光布控、 挂靠布

展、 温湿度等多方调试下， 最终实现了展柜进深缩短近一半距离， 使得画面距观

众基本保持在 30 ?米， 真正做到让文物贴近观众。

刘进：好的中国故事能在时代与生活中写出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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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中坚力量将在此探

讨 ， 我们的艺术根基在哪儿 ？ 又一年

的白玉兰奖项则将以荣誉确证中国电

视剧发展的 “风向标”， 我们怎样讲好

中国故事？

要拉直这些问号， 今年的白玉兰奖

电视剧评委会主席刘进认为， 作为当今

最具代表性的文艺样式， 电视剧背负着

人民对当代叙事艺术的期待。 中国电视

剧要彰显时代风貌， 引领时代风气， 首

先就得思考创作何为。 “作品的价值和

生命力， 不唯用商业价值来衡量， 更在

于精神思想的感染力和艺术的创造力，

在于作品本身与时代、 与人民共鸣共振

的关系， 在于它所昭示的关于人性和社

会的美好理想。”

作为一位始终用作品说话的导演，

刘进最为观众称道 、 同时也捧走白玉

兰重磅奖项的两部作品是谍战剧 《悬

崖》 与年代剧 《白鹿原》。 前者在跌宕

的情节与隐忍的情感里托举起了革命

信仰的丰碑 ， 后者在用影像语言构筑

的历史文化空间里 ， 展开了人物的生

命哲学。 在导演看来， 有一条创作经验

既是他个体 ， 也可以是所有创作者共

享的———中国电视剧的艺术根基永恒

是中国文化 、 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

的深厚土壤。

刘进说： “好的作品、 优秀的中

国故事， 会传递真善美的追求， 即便

是在写生活的复杂与矛盾之时， 也一

定会着重写出人性的光辉， 能给人以

希望和力量。”

精神价值与动人的
故事，是白玉兰“风向
标”的重要意义

每一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

入围名单时， “风向标” 的评价都会

如期而至。 理解 “风向标” 的涵义，

刘进说： “归根结底， 是用奖项来鼓

励更多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

良的作品。 比如三年前， 白玉兰首设

最佳摄影奖和最佳美术奖， 以对幕后

工作者、 对整个制作团队的肯定， 标

明了电视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 比如

近年来 ， 伴随中国影视工业发展 、

观众审美提升 ， 作品的精神价值与

触动人心的故事 ， 越发成为奖项的

重要考量。”

其实， 早在 2012 年电视剧 《悬

崖》 捧回三项白玉兰大奖时， 一切已

初露端倪。 彼时， 业界称该剧凭借信

仰的底色与人物的细腻成为了当年上

海电视节的最大赢家。 时隔多年， 刘

进依然持相似观点： “谍战剧能成为

中国观众钟爱的常青类型 ， 看似强

逻辑 、 强情节下的悬念引人入胜 ，

实则戏剧内核中对于信仰的表达 、

人物的刻画， 至关重要。” 信仰的力量，

能为剧集 “保鲜”， 即便许多故事里的

敌我阵营、 情节走向早就为观众熟知，

经典谍战剧依然经得起时间考验， 拥有

延绵的生命力 。 角色刻画是否细腻动

人 ， 则决定着作品能否在观众心底留

痕。 多年后重提 《悬崖》， 人们兴许会

淡忘了具体情节 ， 却依然对剧中周乙

与顾秋妍等共产党人生死相托的情感

记忆深刻。

见昂扬的 “精神”， 也见栩栩如生

的 “人”， 这样的创作理念并非谍战剧

独属。 刘进认为， 如今主题创作已成为

中国电视剧的重要课题， 从脱贫攻坚到

乡村振兴， 从建党百年到建设新时代，

越来越多 “四史” 中的故事被创作者挖

掘后搬上荧屏 。 “若想赢得观众一句

‘好看’ 的评价， 做到主题价值不空洞、

不说教， 关键便在于故事与人、 情节与

情感、 精神与细节能否交织在一起、 螺

旋推进。”

年轻人爱看主旋律，
亦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态度
的一种褒扬

值得肯定的是， 当人们复盘这一年

来中国电视剧的观演关系变迁， 年轻人

爱看主旋律，无疑成为网络议题的显流。

刘进注意到， 当中国影视业从去年的疫

情重创中走出，最先鼓舞大众士气、赢得

观众共鸣并拥有持久共情力的作品，有

太多都来自主题创作的阵营。 而本届上

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中国电视剧的入围名

单， 也以高浓度的主题剧目佐证专业与

大众观点的契合。

在他看来， 能调和专业与大众层面

的评价旨趣，仅仅靠“主题先行”是行不

通的，“主旋律也好，其他题材也罢，它首

先是一部影视作品， 永远需要我们投入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以 2018 年白玉

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白鹿原》为例，

该剧的诞生堪称一场现实主义创作的接

力。 原著作者陈忠实在窑洞里呕心沥血

地写作； 编剧申捷熬过近四年远离喧嚣

的日子； 后来的剧组笔记里有这样一串

数据：94 位主要演员、400 多位幕后工作

人员、四万多人次的群演，拍摄期近八个

月，全员跟组。刘进记得，正式开机前，塬

下那个小山村留下了剧组“男耕女织”体

验生活的印迹。 “那会儿，所有人都卸下

城市生活的烙印。 为了贴近剧中人的肤

色， 演员们踏踏实实靠骄阳下的劳作自

然‘上色’，而非靠妆造为之。 ”许多个夜

晚， 劳作了一天的主创们蹲在满天星光

下聊剧本，大家安安静静地深入关中，心

平气和地与土地长谈。 好剧本再经过真

演员的生动演绎，拍摄过程虽苦，最终呈

现令观众回味无穷。

纵观近一年的主题剧目， 类似的创

作信条同样奏效。历史的真实、逻辑的真

实、情感的真实、细节的真实，每一项都

可以是加分项。 与之对应， 不论题材属

性， 只要一部作品存在节奏上的注水拖

沓或表演上的苍白， 都可能成为最致命

的扣分项。对此，评委会主席说：“当越来

越多主旋律受到观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喜

爱，从本质上说，是剧集所折射出的现实

主义创作态度受到了观众的一致褒扬。”

弘扬更多社会正能
量，不妨从讲好老百姓自
己的故事开始

时代快步向前， 新的议题也总在电

视剧行业风起云涌。 长短较量、 平台之

争、IP 开发、流量风云……纷纷扰扰间，

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电视剧的“风口”？

面对行业的潮流问题， 刘进选择从

传统讲起。 他的父亲是摄影师，1983 年，

吴天明作品《没有航标的河流》便由刘进

的父亲掌镜。 “从小在西影厂大院里长

大，我耳濡目染的，也是父辈身上最深刻

的传统， 就是要讲好中国老百姓自己的

故事。 ”他说，电视剧作为当今时代最具

代表性的文体， 无法独立和游离于具体

的时代与生活。 能在一代代观众心中刻

有名字的经典电视剧， 许多都是讲述老

百姓的故事，比如摘下过“白玉兰”的《金

婚》《媳妇的美好时代》《温州一家人》《鸡

毛飞上天》《情满四合院》《小欢喜》等，莫

不如是。

刘进说， 若要为这些创作者提炼出

同类项，“与时代共呼吸， 从接地气的生

活里捕捉创新灵感， 通过具有生活质感

的人物、事件、情节的雕塑，折射出时代

画卷”，那便是了。

至于当代生活剧是否要如同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那样承担使命？ 今年的白

玉兰奖电视剧评委会主席给出了肯定

的答案。 “主旋律并不局限于重大题材。

平凡生活里的奋斗者、我们身边常见的

小人物， 都可以作为弘扬更多社会正能

量的源点。只不过，现实题材不完全等同

于一比一还原的写实主义， 而应当是有

镜鉴、有态度、更有理想底色，能予人温

暖善意的提炼与重塑。”刘进说，“时代发

展已为电视剧创作打开了宽频而斑斓的

光谱， 辽阔的现实主义正是从书写平凡

开始的。 ”

怀念她们，那些可敬可爱的“丑妈妈”
革命历史剧《啊摇篮》深情讲述延安中央托儿所的故事———

“毛主席曾说， 革命者都在浴血

奋战， 他们的孩子该怎么办？” 第一

集片尾， 丑子冈的女儿丑松亮深情回

忆， “我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也是大

家的妈妈。” 1940 年， 八路军女战士

丑子冈接受中央委托， 在延安成立了

中央托儿所。 丑妈妈亲手抱过的那些

娃娃们， 如今也已经是耄耋老人了。

革命历史剧 《啊摇篮》 正在北京

卫视、 东方卫视等多家卫视与各大网

络平台热播， 由林柯执导， 王茜总编

剧 ， 海清 、 李泽锋 、 周也等领衔主

演。 该剧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创作， 讲

述了延安 “丑妈妈 ” 们历尽千辛万

苦， 在抗战后方保育革命后代的温情

故事， 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弦。

光影造梦与真实记
录交错，再现筚路蓝缕
革命岁月

《啊摇篮 》 记录了 “大战百日

咳” “刘华北之死” “更名洛杉矶托

儿所 ” “敌机轰炸 ” “特务逆袭 ”

“争渡黄河” “秧歌剧风波” “中外

记者参观团” 等真实历史事件， 剧本

前后创作了 13 年。 为了这部戏， 主

创团队找到 30 多位这段历史的亲历

者， 拍摄了几百小时素材的纪录片。

每集结束时都会出现一张老照片定格

光影。 通过当年托儿所的孩子们、 保

育员和他们后代的访谈回忆， 将光影

造梦与真实记录交错， 再现了那段筚

路蓝缕的革命岁月。

《啊摇篮》 第一集中， 那个被马

五婶用绳子拴在炕头的 “八路的娃”，

掉到烧着开水的锅里烫伤不治的情

节， 让人揪心不已。 迫于无奈， 很多

战士只能把子女送给当地老乡抚养。

但陕北老乡生活贫困， 孩子们没有足

够的粮食和营养。 怎么安置前线指战

员的子女和革命烈士的遗孤， 成为了

党中央特别关心的问题。

“如果医不好，就把她埋了吧，记

得做个记号，免得找不到。 把她埋了

吧， 把她的手藏藏好， 她怕冷……”

剧中 ， 一位女战士对医生的泣血叮

咛， 令人泪目。 战争已经让无数革命

母亲牺牲太多， 孩子们纯真的笑颜更

让丑子冈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守护

好这些革命后代成为了她新的使命。

当托儿所筹备起来， 傅连暲兑现承诺

同意她去读抗大的时候， 丑子冈已经

舍不下这群齐声叫着 “丑妈妈” 的孩

子们了。

毛泽东第一个把自己的女儿毛

姣姣送来了托儿所 。 之后 ， 傅连暲

女儿傅维方 、 金维映儿子罗小金 、

陈正人儿子陈小胖 、 谢觉哉女儿谢

定定 、 贾拓夫女儿贾莉莉……烈士

的遗孤 、 抗战将士的后代 、 革命领

袖的子女 ， 都交给了这些文化程度

不高甚至大字都不识几个的乡下婆姨

们， 战火中的 “托儿所” 的故事就从

窑洞中开始了。

展现抗战中的“她故
事”，讲述“真实的崇高”

“在那个年代， 人为了革命、 为

了集体可以牺牲掉自我和个人所有的

一切———这种信仰和情怀， 可能有的

青年人不太理解， 但这的的确确就是

真实的崇高。” 总编剧王茜说。 她通

过各种渠道， 收集了几乎所有关于延

安生活的图书资料。 十多年后， 她仍

然对当年延安生活的各种细节如数家

珍 ， 包括作品开头 “敲脸盆吓退狼

群” 的情节， 也是完全真实的事。

这是一群 “不拿枪、 不带兵” 的托

儿所保育员———作品以珍贵细腻的女性

视角重温了当年的峥嵘岁月。 虽身处后

方， 远离抗日前线的烽火， 但是她们在

另一个战场捍卫着宝贵的生命。 “这是

苦难历史中的一个温暖角落。” 有观众

如是感慨 。 电视剧还原了一个 “家 ”，

这种家的温暖穿透年代， 慰藉到荧屏前

的观众。 孩子们每天漱口洗脸、 上课、

游戏、 晒太阳， 每周洗澡换衣， 而保育

员们只有小米饭、 熬洋芋， 还经常吃不

饱。 尤其是转移之路开启后， 三千里行

军路上， 敌机轰炸， 袭击骚扰， 断粮缺

水， 疾病困扰……保育员们克服了难以

想象的艰难困苦， 把全部 96 个孩子安

全带到了北京。

“在延安 ， 没有丑子冈办不成的

事。” 海清饰演的丑子冈是一个泼辣能

干的女人。 她热忱有担当， 拥有为人母

者的温婉与慈爱， 也有好强不服输的个

性和风风火火的作风。 在 1940 年代的

延安， 她用日光浴结合心理学， 治疗孩

子们的尿床； 在传染病暴发时， 她力荐

有医学背景的沈元辉担任所长， 推行戴

口罩、 隔离和消毒。 这些育儿理念， 即

便在今天也不过时。

剧中唐素素的角色塑造也给这部剧

增添了不少生动鲜活的戏剧冲突。 她是

从上海来的 “娇小姐”， 幼稚傲娇却热

情活泼， 机灵智慧， 乐于助人， 经常与

丑所长 “一唱一和” 为托儿所办成很多

大事。

“剧中的女演员们穿起旧棉袄， 脸

涂成烟土色， 真是很接地气， 也美得让

人过目不忘。” 观众这样说。

■本报记者 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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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刘进认为，作为当今最具代表性的文艺样式，

电视剧背负着人民对当代叙事艺术的期待。中国电视
剧要彰显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首先就得思考创
作何为。“作品的价值和生命力，不唯用商业价值来
衡量，更在于精神思想的感染力和艺术的创造力，在
于作品本身与时代、与人民共鸣共振的关系，在于它
所昭示的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美好理想。”

“丝理丹青———明清缂绣书画特展” 在上海博物馆开幕。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这是一群 “不拿枪、 不带兵”

的托儿所保育员———革命历史剧

《啊摇篮》 以珍贵细腻的女性视角

重温了当年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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