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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委员笔记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周年之际，我收

到了由我编剧的传记电影《邓小平小道》即

将全国复映的信息。

这部获得第 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编 剧 奖 的 电 影 ，讲 述 了 1969 年 10 月 ，

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拖拉机修造厂劳

动的往事。为什么要创作这部电影？这同我

曾是政协委员，曾履职数年有着密切关系。

写作《邓小平小道》的缘起

1996年 3月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期间，中

宣部领导同我们几位创作干部吃早餐，提

起应该写一部以小平同志人生经历为题材

的电影。一年后，邓小平同志离世，这颗创

作的种子便一直埋在我的心里。好的电影故

事，就是要把主人公放在矛盾冲突的风口

上，在危机和压力中展现人物性格。我想起

看到的《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毛的文章《在江

西的日子里》，介绍了小平同志谪居江西的

生活往事，给我留下了极深记忆。我们这一

代人，能够深刻地理解推动改革开放、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

邓小平同志一生几起几落，是一位充满传奇

的人物，他的经历是唯一的，独特的，电影责

无旁贷地要讲好这段党史故事。

我决心把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故事写

下来，但苦于没有任何影像资料。2003年底，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周年，我在江西

省委原书记万绍芬同志的支持下，来到江西

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进行全面调研和采

访。我走在邓小平驻地南昌陆校通向拖拉机

修配厂车间的小路上，感受到参与修路工人

们的良知。这条小路，不仅缩短邓小平去工

厂上班的路程，主要还避开了公路，保证了

小平同志和家人的安全。走在这条小路上，

我酝酿着提炼成一个故事：

邓小平小道是善良的江西省新建县拖

拉机修配厂工人为 65岁的邓小平到工厂劳

动修建的一条便捷小路。三年里，邓小平风

雨无阻走在这条小道上，留下了他思索个

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的足迹，这也是一条情

系党群关系的心灵纽带。

2004年剧本《邓小平和他的儿子》完成

初稿，2008年我将之改编成广播剧《深情》，

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14 年纪念

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剧本由上影申报，得

到审查通过，但因某种原因拍摄搁置，在时

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龙新民的帮助

下，事情得到妥善解决。

为了这部电影能在原发地江西拍摄，我

一直同该省的领导保持着联系。2017年我又

将剧本改名为《邓小平小道》，在江西省委宣

传部的支持下，由江西电影制片厂再次牵头

申报立项，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查通过，作为

建党百年献礼影片拍摄。2020年我担任艺术

监制，邀请雷献禾和卢奇联合导演，剧组克

服了疫情期间的不便，顺利完成拍摄任务。

发挥委员作用，讲好中国故事

我之所以咬定这个题材 15 年不舍不

弃，是因为我是中国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受

益者，写这部电影是我真情实感的表达。

我铭记作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的

邓小平，领导并推动了新时期人民政协工

作的开展，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 设 和 改 革 开 放 作 出 巨 大 贡 献 。再 现

邓小平的往事，也是表达我作为委员的一

份感情。

写伟人题材，是难啃的硬活儿。我之所

以能坚持不懈，得益于我曾是四届全国政

协委员。我所在的全国政协文化文史与学

习委员会，有党史文献专家龙新民、杨胜

群、谷安林等做我创作的坚强后盾，给予我

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剧本的创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比如，

别人没写过的内容，能不能写？写别人已经

写过的、步人后尘不是创新，但创新就需要

有所“突破”，这考验着写作者的能力和水

平。我非常感谢卢昌华在看过我的剧本之

后，给予我的真切鼓励。我还曾就剧本内

容，多次向全国政协领导汇报，得到了鼓励

和支持。

创作，是慢工细活。我三次去南昌实地

考察，找当事人调查。女工程红杏一碗糖水

救起了因低血糖晕倒在车间的邓小平，为

解决邓朴方夜间翻身，工人们帮助修造了

一个吊环床架；停发工资后，邓小平在院子

里开荒种菜，还修了一个茅厕，积攒农家

肥，他自己率先蹲茅厕，电影再现了这个细

节，生动有趣；为了让瘫痪在床的儿子不寂

寞，邓小平有意拆毁收音机，让儿子来修，很

多细节源于生活，写好身处困境的邓小平，不

悲观，有信仰，坚韧负重，对党忠诚。从生活中

发现细节，用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我不急不

躁，十年坐得板凳冷，像景德镇老艺人做瓷

器，下功夫做细活，努力烧成精品。

我之所以认定这个题材 15 年不舍不弃，

是从编剧的角度深知这是电影剧本不可多

得的题材。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说过：“一般

都是主人公不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失去了

对生活的控制，然后以某种方式，设法重新

掌 握 自 己 的 命 运 ，这 就 称 得 上 是 好 剧 本 。”

邓小平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无疑是电影的

最好题材，编剧的职能就是要写出人物性格，

讲出动人故事，激起观众的兴趣和感情。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正是

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

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

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才 能 以 新 的 姿 态 屹 立 于 世 界 东 方 。”电 影

《邓小平小道》是以艺术的方式向世人回答了中

国为什么要走改革开放之路，加深理解邓小平

为什么会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

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

写好邓小平人物，再现他的个性，才能让

演 员 体 现 这 个 角 色 。卢 奇 的 年 龄 和 当 年

邓小平年龄一致，我和他交往 23年，一直等待

着他，相信只有他能演绎好这段故事。果然，

他下了功夫，演得炉火纯青，惟妙惟肖。从那

条小道上走来的，就是中国电影中的“这一

个”，在车间里他是老工人，开荒种菜他是老

农民，照顾瘫痪的儿子他是老父亲，更是一位

久经考验的老首长。这是所有观众都认同的

真实生活，每个中国家庭都能看懂的电影，看

过电影都能理解“这一个人”。

邓小平小道在中国地图上是找不到坐标

的，但是这条小道的故事被永远地写入中共

党 史 和 改 革 开 放 史 。2022 年 ，传 记 电 影

《邓小平小道》拍摄完成，很快便在全国政协

礼堂放映，许多政协委员观看后深受感动。作

为一位“老委员”，我也倍感欣慰，我把它作为

我在政协履职实践，努力讲好中国故事的一

个重要见证。

（作者为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这条这条““小道小道””的故事感动人心的故事感动人心
——电影《邓小平小道》创作谈

王兴东

在高山流水中觅得知音，在情比金坚中

见证相濡以沫，在神话传说中重逢山海，在

家风润心中感受情怀，在足智多谋中集聚中

国智慧，在巾帼力量中唱响巾帼之歌，在孝

思不匮中思乡知路远，在忠肝义胆中坚守传

承……

前不久，央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播出了

一台叫《国风超有戏》的节目，我看到节目的

每一期都在最大程度上引起中国人的共鸣

和共情。

作为戏曲教育工作者与戏曲音乐研究

者，我更关注包括戏曲和民族音乐在内的优

秀传统文化，如何更好地实现守正创新，我

想这是一个时代课题。这台节目，更是一次

对戏曲音乐与表演在新时代中的探索与实

践，是一次顺应时代呼唤的有益尝试，也是

一次对戏曲音乐创作的新探索。

如此现象级的一场“戏韵国潮盛宴”，也

引发了我对于戏曲音乐在新时代发展的一

些思考。

我在教学中，经常在课堂上做一个有趣

的测试，结果屡试不爽：当我播放一个不为

学生熟知的戏曲演员的剧目片段时，把声音

关掉，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仅凭画面中的

身段表演判断出准确剧种；而当去掉画面仅

放音频时，多数人都能通过唱腔和音乐准确

地说出剧种乃至剧目名称。这无疑说明了

音乐是识别不同剧种的身份密码，是剧种之

间个性特征的显著标志。

音乐是戏曲的灵魂，这是戏曲发展的内

在规律决定的。不同地域、不同渊源的剧种

都因其独一无二的声腔特色各放异彩，区别

剧种之间不同特征的关键要素即是音乐。

所以《国风超有戏》这档节目抓住了戏曲艺

术的这一独特规律和特征，戏为渊源，乐作

载体，以戏歌创作、演唱的形式作为其艺术

样式，可谓匠心独运。节目通过“戏曲+流行

音乐”的模式，将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

音乐元素相融合，创造出全新的音乐风格。

这种跨界融合不仅保留了传统戏曲的韵味，

还赋予了音乐更强的文化底蕴和时代感。

节目中，音乐人将戏曲、民乐、摇滚、民谣、方

言等多种音乐元素进行重组互融，拓展了国

风音乐风格多变、形式多元的创作空间。例

如，《金鼓赤诚》结合了民乐、流行音乐、京剧

等元素，《我名叫太阳》则融合了说唱、昆曲

和摇滚。

各领域的跨界嘉宾从戏曲音乐中汲取

灵感，吸收元素进行创作，最终在节目中呈

现不同主题、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格。纵观整

个节目的策划和嘉宾选择，能感受到其开放

性与融合性的创意，这也是这档节目大家尤

为关注的原因所在。音乐是戏曲的灵魂，旋

律是音乐的灵魂。《国风超有戏》是新时代寻

求戏曲音乐守正创新的可贵实践，也是一项

关乎中国音乐传承创新的灵魂工程。

今天，是一个娱乐形式、文化生活、艺术

体验日益多样化的时代，有一档以戏曲为主

题的电视节目能够受到如此关注，是非常不

易的事情。我想，《国风超有戏》之所以能惊

艳问世，一方面是符合上述戏曲发展内在规

律，牢牢把握音乐创作在戏曲发展中的核心

地位；另一方面，跨界戏歌的融合创演，也吻

合民族传统艺术本身求新求变的内在发展

规律。

由此我也想到，这几十年来，“戏歌”这

种艺术形式的探索非常可贵。

曾经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前门情思

大碗茶》《说唱脸谱》《故乡是北京》等，这些

作品既不是唱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歌

曲。人们觉得应该给这种艺术形式一个命

名，于是，戏歌的说法逐渐形成。

这几部戏歌融入了大量戏曲声腔元

素。戏歌巧妙地将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

行音乐元素相融合，既保留了戏曲的韵味和

精髓，又赋予了音乐更强的时代感和流行

性。这种跨界融合不仅满足了现代听众的

审美需求，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找到了新的

途径。同时，戏歌在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

新，打破了传统戏曲音乐的固定程式，通过

歌曲的形式让戏曲音乐更加贴近现代生

活。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音乐的表现手法，

也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

丰富的戏曲旋律滋养着戏歌创作，与此同

时，戏歌也影响着戏曲创作。

比如，新编历史剧《贞观盛事》中，唐太宗

李世民和魏徵两人，在同一场景的两个不同时

空，运用二重唱，恰当地表现了两个人不同的

思绪和情感。传统京剧里有对唱，而二重唱的

创作手法大都出现在歌剧中。该剧通过借鉴

歌剧的演唱形式，一定程度上创新和发展了京

剧的表现手法。

我曾经为京剧《三寸金莲》《郑和下西洋》

《白洁圣妃》《关圣》、话剧《关汉卿》、电视艺术片

《杨门女将》等 30多部剧目担任作曲。在创作

新编历史剧《郑和下西洋》时，我借鉴了西方歌

剧咏叹调的写法，采取了完整的交响乐队伴奏

的形式。这些创作实践，是在探寻如何丰富京

剧的音乐语汇。

由此，今天的戏曲音乐也必然迎来属于新

时代的转折乃至突破，《国风超有戏》就是这样

顺时而为、应运而生。节目由国风 AI 数智人

“国小风”作为每期“国风共创主题”的开题人，

以“高山流水”“情比金坚”“神话故事”等为主

题，召集众多国风音乐人展开“共创实验”。这

种原创命题创演的方式，激发了音乐人的创作

灵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

比如，斯斯与帆和花僮的合作作品，以古

香古色的歌词结合灵动的旋律和极具传统特

色的戏曲唱腔，传递了苏轼与张怀民之间澄澈

清朗的情谊。这首歌不仅保留了传统戏曲的

韵味，还赋予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节奏感和时尚

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明代的曲学家王骥德在《曲律》中曾说，

“世之腔调，凡三十年一变，由元迄今，不知经

几变更矣”，揭示了我国历史上民族音乐、戏曲

音乐的文化传承与新旧更迭。元代杂剧被视

作戏曲艺术最早的成熟样态，在这一历史阶段

中不仅有关汉卿等剧作家群星闪耀，也涌现出

大量杂剧艺人、北曲音乐家，他们对后世的戏

曲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从元至今，

杂剧、传奇兴衰更替，从花雅之争、乱弹繁兴至

京剧兼收并蓄脱颖而出，没有一个剧种毫无发

展变化地继承元杂剧音乐。然而，无论是明清

传奇中保留大量北曲连套，还是魏良辅改良昆

山腔时吸收北曲音乐，再至京剧及各地方戏的

曲牌中，至今仍余北曲遗响……这些无不证

明，文化基因和音乐基因不断传承，但是艺术

形态却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想王骥德

所说的“三十年”未必是一个准确的定数，但是

这样的更替规律是一直存在的。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代戏曲

演员对于古今中外音乐风格的驾驭能力，以及

通过拓展音乐表现力探寻传统艺术当代表达

的新境界；同时，也能看到戏曲音乐千年传承

流变的超强感染力，以优雅独特的姿态与新时

代对话。

在这样的新尝试中，我们一方面追溯传

统、回望来处，一方面积极拓展艺术边界、打破

壁垒，这种创作实践意义非凡。今天这个时

代，我们理应呼唤更多的跨界融合。

当年的程长庚，一定难以预判唱着昆、秦、

徽、汉等不同声腔的艺人，走进徽班后，竟然共

同推动了国剧的诞生。在文化高度自信的今

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台节目的创新所获得的

阶段性成功，对戏曲音乐、国风音乐开辟一条属

于时代的新征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为戏曲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戏曲人与音

乐人携手并进，不断地探索更多艺术样式融合

的可能。而作为一名戏曲教育工作者，我也希

望无论是跨剧种、还是跨音乐形式的创作，也

能够为戏曲人才培养提供新的养分，能够探寻

一条新的路径。

前不久，中国戏曲学院开了一个线上会

议，主题就是如何把人工智能引入到戏曲教育

和人才培养当中——这同样是跨界融合的课

题之一，今天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势不可挡，

传统艺术也要在这样的挑战中去顺应新的变

化发展，寻求新机遇。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央视这台节目在

新时代探索戏曲音乐的传承发展中取得了耀眼

的成果，对传统文化守正创新也作出了具有温

度与态度的贡献。若干年以后，这档节目对于

中国今后戏曲的发展、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它

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历史会作出回答。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曲学院院

长、中国剧协副主席）

戏韵之源，时代之声
尹晓东

8 月底 9 月初的时候，风吹在脸上

不再热烘烘了，黄昏的时候，街头巷尾，

时不时地会飘来阵阵香气，似曾相识，

又倍感亲切。驻足一望，巷口的招牌上

写着：“鲜肉月饼”！

这是南方非常令人牵肠挂肚的美

食。一般的鲜肉月饼比乒乓球大一点

点，一锅轰轰烈烈从烤箱出炉的时候，

整个锅底都会滋啦滋啦地响着声音，

好不热闹。躺在锅里面的月饼，只只饱

满，个个丰盈，有一种翘首以待的喜气

洋洋。它的外面是焦黄色的酥皮，酥皮

香脆且不柴，里面滚着酱油色的鲜肉，

讲究一点，还有榨菜加入，很烫，一口

小心咬下去，酥皮的香、鲜肉的汁，还

有榨菜的脆完美融合起来，鲜到眉毛

掉下来是毫不夸张的，且满嘴余香，在

我家乡杭州，吃罢一只，邻居们会问：

鲜肉月饼吃过了？那个时候的我，抹抹

嘴巴，手背上都是油。

这是很美好的记忆，对于家乡，对

于年少时光，对于老味道的想念，成为

伴随你一生的记忆。以至于当我来到

北方，说起那个鲜肉月饼时，北方朋友

们非常不理解，月饼就是月饼，还鲜

肉？跟肉汤圆同出一辙。隔了长江黄

河，食物真是千差万别。于是，北方朋

友送我跟飞盘一样大的月饼，看着比

我脸大的月饼，一时间我一筹莫展，如

果一手将大月饼飞出去，没准会砸中

小鸟。

北方的月饼跟北方的人一样，实

在、大气、憨厚。大大方方一个，躺在盒子里，一副谁与争锋的劲

儿。外皮敦实，里面是浩浩荡荡的百果。百果由综合果仁和果干

制作而成，当然没有百果，却是五彩缤纷，入口各种味道宛如车

水马龙，跟北方的街道般洋洋洒洒，吃得叫你那个荡气回肠啊。

而在上海，一般不会制作如此庞大的月饼，上海人讲究的是

实惠、划算，小日子精打细算，宛如平常一首歌，平常的歌，要的是

软糯舒适，贴心贴肉，要的是漫长岁月里的点点精致，温柔时光里

的一缕清霞……可以跟北方的百果月饼相提并论的，当属南方派

的五仁月饼。

上海著名的杏花楼月饼，每年门口的风景就是“黄牛”，一

个城市，哪儿有“黄牛”，哪儿的东西就很热门，通常“黄牛”会跟

你的目光短暂交汇一下，心明眼亮地判断出你是匆匆过客还是

目标客户，然后，他不动声色地露出口袋里月饼券的一角，眼睛

飘啊飘啊：月饼票要吗？月饼票啦！

走进商店，服务员一般会站在收银台前，双手抱臂，明察秋

毫，以千锤百炼的微笑问候你：路过哦？多看看，有活动哎，现在买

划算的。每次我跟服务员这样对望，我就败下阵来，嗯嗯地答着，

用手敲着太阳穴，做沉思状，服务员阅人无数，推销技术早已炉火

纯青，语气以一当十：在上海吃月饼么，总归是这个牌子。我点点

头，表示我自己看，她体贴地说：随时叫我哦。说着，便跟我保持着

不紧不慢的距离。

店里的展示柜里，堆放着各种花枝招展的月饼，门口的桌

上 轰 轰 烈 烈 垒 起 了 造 型 ，上 面 横 撇 竖 捺 掷 地 有 声 写 着“ 热

卖”……好一副热气腾腾的景象。

花红柳绿的“月饼秀”里，“嫦娥”的铁皮盒子最为亲切，“嫦

娥”头上插着红花，娇媚可人，美得不要不要的，我家里有不少

这样的铁皮饼干盒子，东西吃完后物尽其用，有的存放茶叶，有

的来装针线包，还有的，则是存放各类证件了……有次参观一

个城市展，里面有不少热水壶甚至痰盂的造型和包装，那些老

派的花式和色彩，谁见了都会莞尔一笑，记忆的边边角角，有了

这些物件的点缀，顿时立体夺目，饱满丰沛。

围着这些姹紫嫣红的盒子边上，摆放一圈小篮子，里面是零

卖的月饼，而零卖的月饼，生产日期都很当下，你可以拿起每一只

细细端详和比较，心里盘算着如何购买更加划算，比如，有的店里

就有买四送一的活动，精打细算一番，相当于 8折。

我问服务员可以拍照吗？服务员答随便拍，随便拍。每年，我

都会拍下五仁月饼的价格，然后跟去年、前年、大前年或者更久一

点互相比照，这里多多少少可以看见生活点点滴滴的变化。记得

我的一个前辈编剧老师说，以前用小本本记下生活日常，现在用

手机拍摄做个资料备份，因为你记录的是生活。哦，今年的五仁月

饼是 12块一枚，去年是 11块 8，前年是 11块 5。

然后，我买下两枚五仁、一枚豆沙、一枚椰蓉，店里又再送了

一枚。心满意足装进包里，顺便跟服务员聊几句。多年前，我去买

月饼，服务员说：你大概混得不好吧？我问：此话怎讲？她说，混得

好的人都有人送月饼的。我连连点头：对对对，我自己买，自己买。

回到家，泡了一壶茶，然后将月饼从塑料包装里取出，塑

料包装袋总是很难按着齿纹打开，你得用力拉、扯或者干脆用

咬，让你切身体会美味无法轻易获得。

在案板上将月饼一切为四，切五仁的时候，隐隐约约感觉

芝麻、松子仁、瓜子、核桃、杏仁，它们对我敞开了心扉。咬一

口，唇齿之间有吱吱嘎嘎的热闹，好似五仁们争先恐后跟你表

白着千言万语。

当月饼季到来的时候，北方的风南方的雨，恰似你的温柔

的饼……生活千滋百味，月圆时刻的心愿一模一样，人长久，

月更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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