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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游客在夏布绣博物馆内欣赏张小红的
刺绣作品。

素雅的“纸面”上，晕染着简淡空疏的笔墨，渲染出
苍秀简逸的山石……

今年61岁的张小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布
绣的代表性传承人。2002年初，从江西钢丝厂下岗的张
小红，赴天津、苏州学艺归来后，凭着一手熟练的刺绣本
领，在家乡江西省新余市办起了“渝州绣坊”。

以麻为纸，以针作笔，以线代墨。多年来，张小红不
仅改良了夏布的品质，还创新出6种针法，因材施艺，将
民间麻布绣升华为夏布艺术刺绣，大大提高了刺绣作品
的艺术审美价值。2009年，张小红带着5名绣娘，耗时1
年，完成夏布绣《清明上河图》全卷，获得第九届中国民
间文艺山花奖。2014年，张小红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夏布绣代表性传承人，同年7月，她的
私人博物馆——“夏布绣博物馆”在江西新余正式开馆。

新华社发

麻布织就“非遗之花”

在《烽烟三国》实景演艺现场，演员在表演三国故事
“三英战吕布”（10月22日摄）。

为进一步提高大型山水实景演艺《烽烟三国》的演
出效果，今年演出季重庆忠县对舞台、灯光、音响等设备
进行全面升级，同时在节目中融合了更多的歌、舞、礼、
乐、诗等传统中国文化元素，与武术、马术、杂技、特技等
表演形式结合。自2019年4月复演以来，截至10月10
日共演出 182 场，接待观众超过 9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38.08%。

《烽烟三国》是一台以历史为背景、以战争为题材的
大型山水实景演艺。该剧以关羽传奇故事为主线，围绕
忠义精神而展开，再现三国时期一些重大战役和事件。
自2016年4月在重庆忠县三峡港湾开演以来，已累计演
出近900场，接待国内外游客近40万人次。

新华社发

山水再现“关羽传奇”
重庆忠县全面升级《烽烟三国》实景演艺

中国首部植物类10集大型纪录片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于9月13日正
式播出并上线。导演李成才在接受新
华网专访时表示，作为一部拍给公众看
的作品，他很在乎是否能抵达观众的心
灵，也很在乎观众的评分。

如今10集影片已全部上线，豆瓣
上的评分达到8.8分。

通过植物讲述中国故事

生活在北方的李成才从小就和作
物、园艺等打交道，这种情感一直在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在拍摄纪录片的
过程中，李成才渐渐意识到植物对生命
的特殊意义。因此，他一直在等待机
会：“作为中国的纪录片导演，我生长在
一个有35000种植物的环境里。植物
为所有的生命作了一个摇篮，我是摇篮
中的一个生命。因此一旦拥有了机会，
我就会好好表达一下植物。”

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为李成才
提供了一次机会。这次园艺博览会是
在中国加入WTO、与世界融为一体之
后举办的。李成才开始思考，它要向世
界输出什么？传递什么？

李成才认为，中国的硬实力就是中
国的自然，中国的软实力则是中国人和
自然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植物。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很重要的一部
分就是中国的文化，还有中国的地理。
若要讲述中国的生物状况、生命的形态
体系，我觉得植物是一个特别好的载
体。”

在拍摄的上百种植物中，李成才最
喜爱塔黄。塔黄分布在我国云南省西
北部以及西藏喜马拉雅山麓，一生只开
一次花，生长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海拔
4000米至6000米的高山石滩及湿草
地中。“它能长高至2到3米，真的像塔
一样。它有那么多的苞片，一层一层的
也像塔一样。”带着对中国植物的迷恋，
带着对中国文明的追寻，李成才团队于

2017年开始拍摄中国植物的第一部纪
录片。

深耕一个领域，然后表达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耗资3000
多万元，主创约200人，其中100余人
是摄影师。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太平洋，
从北国的阿穆尔河到南国的岛屿，团队
遍访国内27省的93个地区，海外包括
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新西兰、印
度、马达加斯加等7个国家的30多个
地区，历时两年，重点记录水稻、茶叶、
桑树、大豆等30余种植物的故事。

团队分8个摄制组，在野外驻扎一
年多，捕捉植物的自然状态，另外在棚
内延时拍摄近一年时间。此外，还利用
显微摄影最高光学放大100倍进入植
物器官内部拍摄，并结合航拍和水下摄

影等方法，凝聚成10集50分钟的系列
纪录片。最终呈现一部画面生动、条理
清晰的中国植物百科书。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诞生了非
常多的棚拍摄影师，在北京的大棚里，
他们将1000帧每秒的高速摄影放慢
40倍，把17种植物漫长的生长过程凝
聚成“爆发时刻”，为观众呈现一个个肉
眼难以观察到的视觉奇观。

“我觉得他们寻找到了某种植物
最重要的那些生长条件，他们慢慢都
在学会有关植物的知识。我们看到
BBC拍这类影片的人，他们可能就是
某个领域的专家，有研究博物学的、研
究昆虫的，等等。我们未来就要弥补
这一部分。影像有它独特的魅力、独
特的语言逻辑，但纪录片还需要背后
的一套东西。我们将来做植物的纪录

片，需要既懂植物又懂影像的人。这
对我们整个纪录片创作者提出了特别
要求，先要深耕一个领域，然后再表达
一个领域。”

在谈到未来的拍摄计划时，李成才
表示，《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只是第一
部作品。“我们还会做下去。比如说《影
响中国的世界植物》，我们的中国植物
影响了世界，但是世界植物也影响了我
们，比如说葡萄、高粱、玉米怎么进来
的。我们外来的物种也很多，这些物种
的交换构成了人类依赖的生存环境。
另外，我们还要做《中国的种子》《拯救
濒危植物》等题材。”

据悉，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
物》已上线爱奇艺、咪咕视频平台，并于
近日在央视农业频道重播。

（据新华网）

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在央视农业频道重播

把中国35000种植物讲给世界听

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摄制组在高原
拍摄成熟塔黄。

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摄
制组在棚内延时拍摄下的珙桐。

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海报。

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剧照。
均系资料图片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在日前
由中宣部文艺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
视剧司、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研
讨会上，电视剧《伟大的转折》获得了专
家好评。专家认为，该剧深入挖掘遵义
会议前后的历史事件，充分展现了遵义
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的内涵，对当代社
会具有启示意义。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是2019年中
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的重点影
视项目，也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
秀电视剧百日展播推荐剧目。该剧以遵
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为线索，以红军在
长征路上和国民党军队殊死搏斗的主要
战役为脉络，生动再现中央红军转战贵
州等地的长征历程，展现了红军在面对

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和异常复杂战争环
境下，始终不渝坚守崇高的革命信仰和
理想，从失败中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画
卷。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主任李
跃森认为，开会往往是影视作品中最难
处理的情节，如果处理不好，会使作品显
得枯燥乏味。但该剧的主创团队偏偏由
这个难点入手，用多个重要会议，串联起
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从黎平会议到会理会议，每个会议
都是一次选择，每一步都生死攸关，每一
个决策都关乎历史的发展方向。电视剧
通过对这些会议的细致描述，展现了共
产党人的信仰和反思、意志和智慧。这
是任何虚构的情节都无法取代也无可比

拟的。”李跃森表示。
在该剧导演李伟看来，要让当代社

会观众去接受红色主旋律题材电视剧，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下功夫还原历史”。

“如果我们拍摄的内容是虚假的，观众只
会把电视剧当成一个玩笑。”他说。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认
为，《伟大的转折》描写的长征故事，实际
上在以往影视作品中已有多次表现。但
该剧的成功证明，只要努力地走进历史、
感悟历史，并以历史为养分获得新的思
想发现和审美发现，就能把观众耳熟能
详的故事说出新意。

研讨会上，不少专家认为，该剧观照
当下，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易凯

从电视剧中看到了奋斗的力量。“这部剧
用生动翔实的史实告诉我们，长征路上
每一场战役的胜利都离不开红军战士巨
大的付出。”易凯说，“这和我们如今倡导
的‘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相互辉映，具
有强烈的现实观照。”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
员陈晋则认为，《伟大的转折》再一次向
观众展示了“洋教条”不能解决中国的问
题，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
道路，才能最终走向胜利。

“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也要和革
命先辈一样，拥有一颗必信之心、坚持一
种必护之理、走好一条必由之路。”陈晋
表示。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获专家好评

还原历史 观照当下

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原著改编的歌剧《复
活》将于年底在北京首演，以此向名著致敬，
并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复活》改编为歌
剧，此前国内外没有先例，剧情结构将分为序
曲、结尾和四幕6个部分，剧情按照倒叙方式
展开到第三幕，之后顺叙。

本剧通过男主人公涅赫柳朵夫与女主人
公玛斯洛娃的情感故事，抒写了一支赞颂人
性和生命复活的心灵交响曲。据介绍，这部
作品基本按照托尔斯泰小说原著的叙事逻辑
和故事脉络改编，但侧重点和人物个性有新
的变化，突出和强调了生命的尊严与平等。

歌剧版《复活》由中俄作曲家合作完成，
因此融合了浓郁的俄罗斯风格和醇厚的中华
韵味。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思军负
责全部独唱、重唱及部分合唱唱段；俄罗斯作
曲家帕切连科负责序曲及部分合唱唱段。这
部作品将由北京青年导演孙仝执导，由歌唱
艺术家宋元明、张海清领衔演唱。

（新华网）

托尔斯泰经典小说
《复活》将改编歌剧
年底在北京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