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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创作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是

文艺工作者的最高追求。”——获得全

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后，

演员张译说。

近些年，文艺领域佳作频出，一批

新主流电影作品立意高远、艺术精湛，

获得了业界和观众的赞赏与好评。《长

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深情礼赞了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并以超 98 亿元

的票房成绩刷新了国产系列电影的票

房纪录；《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

家乡》、《我和我的父辈》分别以时间为

轴、以地域为序、以传承为核，唤起了

全年龄层观众的集体回忆；《攀登者》、

《夺冠》等影片展现出了代代中国人为

了国家使命勇于攀登、努力拼搏的精

神；《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峰

爆》等作品以极具真实感的、现代科技

含量甚高的视听语言，彰显出国家利

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流浪地球》等影片将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融入到灾难片的精神内涵之中，实现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像表达。

在这些优秀的电影作品中，人们看

到了吴京、张译、黄渤在银幕上的身

姿，其背后也有张翼等幕后人才所付出

的努力。

拍摄《长津湖之水门桥》时，为追求

最真实的效果，吴京要求工作人员直接

用钢筋往脸上砸，必须要有“哐”的声

音，要有力量感，敬业态度令人敬佩。

张译在非洲拍摄《红海行动》时，不仅

遭遇过如暴雨、龙卷风、沙尘暴等极端

天气，还遭遇骨折伤情，只能穿“免负

重靴”来帮助行走，最终诠释出沉着果

敢的“蛟龙队长”。《我的我的祖国》片

场，黄渤拍摄拍电焊、烧铁水、爬旗杆

等高危戏份时，拒绝使用替身，即便是

带着面具焊接的戏份，他也是从医院打

完点滴坚持自己出演。张冀创作《夺

冠》剧本时，坚持“创作开端，先不动

笔，到现场积累真实素材”的原则，到

中国女排的训练场馆现场做了大量的

观察、体验和采访，最终用叙事的“真”

和修辞的“诚”书写了一场中国女排的

奋斗史，心灵史。

今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

一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冯远征说，德

艺双馨其实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

真真做事”，他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文艺

工作者都成为德艺双馨的好演员、好

工作者。

冯远征表示，时代为文艺繁荣发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也赋予了

文艺工作者更加艰巨的责任使命。作

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从时代的脉

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作向着

人民的伟大奋斗、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

生活敞开，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和对时

代的认识托付于作品中，把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

为，演员拍不出好的作品，塑造不出

有内涵、有温度的人物形象，无论多

大的流量都是“过眼云烟”。唯有拍

摄出好电影，塑造有质感的角色，才

是一个青年演员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

发展的基石。

电影人积极践行“德艺双馨”

共同营造天朗气清的行业新风

德艺双馨，既是每个文

艺工作者的毕生修为，也是

薪火不息代代相传的从艺

法宝。

“志高则言洁，志大则

辞弘，志远则旨永。”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讲

话中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

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

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

一直以来，文艺承担着

成风化人的职责。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

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

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

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

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

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

德、为自身留清名。

前不久，第五届全国中

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表彰大会在京召开，吴京、

黄渤、张译、张冀等电影人

荣获“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

文艺工作者”称号。张译表

示，他始终把“坚守艺术理

想，不断提高自身的学养、

涵养和修养，加强思想积

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

艺术训练”作为自己的职业

态度，同时认真严肃地考虑

作品的社会效益，讲品位，

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

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

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

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

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

展规划》中提出，要发扬中

国电影人“传帮带”的优良

传统，探索建立电影名家大

师导师制等人才培养的新

路径、新模式。选拔培育一

批德艺双馨、成就突出、影

响广泛的名编剧、名导演、

名演员、名制片人、名专家。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

的精神。新时代为我国文

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广阔舞台，文艺工作者

重任在肩、大有可为，应锤

炼坚毅硬朗的风骨、气节、

胆魄，共同营造天朗气清的

行业新风，让践行德艺双馨

在文艺队伍中蔚然成风，树

立文艺界良好社会形象。

◎创作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

《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铁道游击

队》里的芳林嫂、《青春之歌》里的江华、

《白毛女》中的喜儿、《红色娘子军》中的小

庞、《焦裕禄》中的焦裕禄……银幕上这一

个个流光溢彩的经典角色，是几代人的集

体记忆。他们的塑造者，是于蓝、于洋、秦

怡、田华、谢芳、王晓棠、蓝天野、李雪健等

电影行业的脊梁和标杆，他们参与并见证

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用行动证明了心

怀祖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不变初心。

1961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评选中国电

影界自己的明星的事宜，最后确定赵丹、

白杨、张瑞芳、于蓝、于洋、谢芳等 22人为

“新中国人民演员”，也被称作“二十二大

电影明星”；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 100 周

年，继续发扬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2005
年12月28日的“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

年大会”上，于蓝、于洋、陶玉玲、张瑞芳、

吴贻弓、谢晋、谢铁骊等50位影人获得"国
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老

一辈德艺双馨艺术家们涵育德与艺的一

生，更是为今天年轻一代演员树起的精神

标杆。

在纪录电影《演员》中，众多老艺术家

表达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

真谛。时年97岁高龄的于蓝回忆，出演江

姐前，她把小说《红岩》读了又读，将革命

者在狱中的不屈与反抗、他们与敌人斗争

的细节内化于心。“就是要表现革命烈士

的崇高理想与信仰。”

老艺术家祝希娟说，真正的幸运在于

表演路上所学第一课就是“道德”，“当年，

我们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前，第

一课是留给‘道德’的”。她记得，老师们

总说，“德为先。演员不要爱心中的自己，

而要爱表演艺术本身”。

老艺术家牛犇演了一辈子的“小角

色”。但他信奉，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

员。再不起眼的角色，也要高标准、严要

求。因为在那个胶片价高的年代，珍惜每

一寸胶片，全身心为角色付出，是他恪守

的演员的基本法。在他看来，演员该考虑

的，是“我能给予角色什么”，而不是演完

这部戏，自己能得到什么。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给电影表演艺

术家牛犇写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为广大文艺工

作者作表率。

著名导演丁荫楠表示，高尚的道德情

操和精湛的技艺，是铸就一名优秀电影艺

术家的必要条件。“老一辈电影人，一直将

‘德艺双馨、人艺合一’作为自我要求。‘德’

与‘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且‘德’在‘艺’

前，‘德’是支撑电影艺术创作和电影作品

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灵魂。”

（下转第3版）

◎传承老艺术家德艺双馨精神 用心用情用功讴歌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