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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日，北京话剧院，《永远的铁人》首

场晋京汇报演出，取得圆满成功。此后，从北京

到大庆，从辽河到兰州，开启了全国巡演之路，

每一场演出都激起现场阵阵掌声。观众们表

示，演出生动演绎了“铁人”光荣的一生，令人真

切感受到了铁人精神穿越时空的强大伟力。

每场演出结束，掌声不息，观众久久不忍

离去，人群中有头发花白、相互搀扶的老人，

也有身着工装的青年，他们手捧鲜花走上舞

台与演员合影。大庆师范学院的退休教师李

枫说，铁人王进喜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希望这

部剧能够一直演下去，将铁人精神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从未离去的“铁人”

甘肃玉门是王进喜的故乡，玉门油田也

是孕育铁人精神的出发地。

今年是铁人王进喜 100周年诞辰，玉门油

田该用怎样的形式怀念“铁人”、传承精神？

几番真挚的讨论和坦诚的交流，大家发

出了共同的心声——铁人精神从未离开玉

门，一代又一代玉门石油人怀念他的作为、继

承他的精神，在石油河畔创造了艰苦奋斗、自

立自强的工业奇迹。

玉门人激情澎湃，最终决定由党委宣传

部统筹、撰写剧本，抽派一线职工参演，共同

打造一部属于玉门石油人的“自己的话剧”。

“铁人”的一生波澜壮阔，选取哪些场景、

哪些人物，怎样呈现“铁人”的成长和奋斗？

王进喜的故事代代传颂、耳熟能详，他奉献石

油事业 20 年，前 10 年在玉门，后 10 年在大

庆，两块热土都印下了“铁人”深深的足迹，共

同培育了铁人精神，但有限的舞台如何讲述

厚重的人生？

一个多月里，剧本创作团队收集了涉及

铁人故事的书籍 20多本，相关资料文献摞起

来 1米多高……

几经挑选，玉门油田水电厂的员工万军

成为王进喜的扮演者。

剧本反复打磨六易其稿，43多名分别来

自玉门油田不同单位的员工，集结排练，排

演、登台、修改超过 100 多天，剧本、导演、舞

美团结协作，为了发言标准、声音洪亮，“演员

们”含着石头子念绕口令嘴里磨出了泡、练军

姿站得晕倒在烈日下……

终于在 8 月初，由玉门油田职工自己编

剧、自己主演的话剧《永远的铁人》在甘肃酒泉

市进行了首次试演，感人的情节和台词相辅

相成，贡献出了一台提振士气的高水平演出。

石油工人“自己演自己”

《永远的铁人》的巡演首站，选在了大庆

油田。

“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讲“铁人”的故事，

但是看了这部话剧，还是被质朴的台风所感

染，为演员认真的演出所感动，也被整台话

剧的布景和编排所震撼。”大庆铁人王进喜

纪念馆馆长苏爱华说，玉门油田为大家带来

了一个真实的“铁人”，一个活灵活现的“铁

人”，在“铁人”100 周年诞辰的时刻，玉门油

田职工自编自演将铁人的事迹以舞台艺术

化形式呈现，这也是对“铁人”最好的纪念，

对铁人精神最好的弘扬。

10 月 30 日，兰州的两场演出结束后，在

兰州石化文化宫召开了一场专家研讨会，大

家围绕着如何进一步提升剧本质量，打造石

油工业题材话剧的精品力作，进行深入交流

研讨。

大家表示，在话剧舞台上，由石油工人扮

演石油工人、“自己演自己”的表现形式虽然

“土”，却让故事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动人，是目

前乃至未来文化作品创作的一个有益尝试。

同时，通过话剧形式表现老一辈石油人突破

外国封锁，甩掉中国“贫油国”帽子的艰苦奋

斗历程，有助于扩大共鸣、提振士气。

著名评论家、原总政治部文艺局局长汪

守德认为，话剧《永远的铁人》具有强烈的时

代感、行业感和真实感，是一部能够体现人物

成长与精神的当代英雄史诗。

讲述人民心中的“劳动英雄”

演员并非专业，甚至毫无表演经验，如何

生动展现艰苦岁月里，石油先辈们的精神风

貌？如何在舞台上讲好“铁人”的故事？

为了呈现出一场精彩的表演，43 名演员

历经 150 多天的“魔鬼式”训练，反复精心打

磨每一个场景，精雕细刻每一句台词，力求与

音乐、舞美、道具完美融合，但刻苦训练就能

复原出真实、感人的“铁人”吗？

答案：是，或者不是……

在甘肃酒泉的玉门市，在玉门油田，虽然

历经岁月的沧桑，但“铁人”一直活在人民的

心中。在玉门市赤金镇，王进喜的故乡改名

为铁人村，他工作过的地方，人们自发修建了

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进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座 3.7米高的“铁人”像，寓意“铁人”奋

战玉门 37载光阴。

今年以来，酒泉玉门市和玉门油田持

续 举 行 铁 人 王 进 喜 100 周 年 诞 辰 追 忆 活

动。在玉门铁人干部学院，作为当地宣传

铁人精神的主阵地，人们依托玉门老市区

的工业遗迹，开发了 39 个现场教学点，打造

603 岗的坚守、石油河谷寻找初心、魔山“我

为祖国找石油”等专题教学和现场教学 60
余堂……

不论是排练还是正式登台演出，《永远

的铁人》的演员们都能感受到一种无声力

量，在感染和沁润着自己，去塑造出最真实、

最可感的“铁人”；是一种源于人民心中的怀

念和敬仰，为《永远的铁人》增添了感人的艺

术魅力。

正如国务院参事、中国话剧协会主席蔺

永钧所评价的那样，话剧《永远的铁人》体现

了石油工人的志气、骨气、豪气！用小场面托

住了大精神，小事件托住了大主题，真工人演

出了“真铁人”，是中华民族传统在玉门油田

和石油阵线文艺表现的新形态。

阅 读 提 示

邓崎凡

同一电影院的同一放映厅里，看同一部电影，只是因

为坐在不同的区域，就要花费不同的票价，你愿意吗？

这是最近不少电影院推出的分区售票机制，电影院

在观众席不同区域制定不同的价格出售电影票。比如北

京的一些电影院，不同区域的票价设置的价格差一般在

5元左右，高的则能达到 10至 20元不等。

大家早已经习惯了电影院的票价的“一口价”，即使

是座位靠两边或太靠前的观众，与“黄金座位区”的观众

相比，观影体验感大打折扣，票价也完全一样。

这对消费者而言，这其实是一件不太公平的事情：花

了同样的价钱，却享受不到同样的服务。从这个角度出

发，电影院分区售票，让不同的服务匹配不同的价格，是

件挺好的事。毕竟，体育比赛、话剧、舞剧、歌剧、明星演

唱会等活动早都这么定价了。

既然是好事，那为什么还能引起大家的讨论甚至质

疑呢？原因是现实操作中，有的电影院把分区售票做成

了消费者的“坑”。

比如，有媒体报道，河南郑州的于女士想去当地一家

影院看电影，在一个工作日线上购票时，只能买到黄金区

域的座位。原本以为其他区域的票都售罄了，没想到整

场电影看下来就她一个人。后来她才知道，线上买票只

能买黄金区，她多花了 10 多元买到的票，到了现场才发

现，放映厅就她一个人，“随便坐哪都行”。

因此，有人认为，分区售票是影院变相涨价。

实际上，在一些从业者看来，分区售票不仅不是变相

涨价，反而拉低了观众的观影门槛。目前，部分影院采取

这种售票策略是因为现在的影片最低发行价提高了，观

影的门槛其实是上升了，分区的目的其实是以低票价吸

引观众，增大影院的竞争优势。但影院并不因此多赚了

钱，因为单价降低后，总收入影响不大。而对热门商圈的

影院来说，场次和座位根本不愁卖，不需要分区销售，日

均销售量也可场场爆满。

至于在分区售票上“做手脚”的电影院，则是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

市场行为，消费者掏出的是真金白银，既然价格分高

低，那么高票价就应该享受到与之相符的服务。“分区售

票”的本质是一种商业经营技巧，这一经营行为必须建立

在相关信息公开透明的基础上。

分区售票对电影业来说，是种新模式，它改变了以往的

经营模式和消费习惯，因此，经营过程中，对消费者权益的

保护就显得更为重要。各区域票价的定价应当有相应的依

据，价差也应当合理。不能以此变相涨价或者进行价格歧

视。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等权利，影院应该将

分区价格公开公布，并给消费者提供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应当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

费者购买高价票。不得通过技术手段事先锁定低价票，迫

使消费者只能选择高价票。同时，相关部门也出台相应的

标准规范并加强监管，才可能让这个新鲜模式更健康长远

地发展，让更多的消费者从中获得实惠。

在话剧《永远的铁人》中，玉门油田职工再现了王进喜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光辉一生——

真工人演出“真铁人”

全民阅读“红沙发”访谈走进 2023中国黄山书会

聚焦行业热点与文学创作
本报讯 近日，以“悦读时代·对话名家”为主题的 2023 中

国黄山书会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

谈活动走进书会，通过 3场访谈，深入展现全民阅读的魅力。

在“悦读时代·对话茅奖”主题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

宇、孙甘露，结合各自的茅奖作品《推拿》和《千里江山图》，分

别介绍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提出长篇小说写作一定要深

入拥抱和研究所处的时代。同时，历史题材作品要塑造出鲜

活的人物形象，做到“真实”兼具“好读”。

针对当前全行业关注的图书价格问题，中国书刊发行业

协会理事长艾立民表示，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图书超低价格销

售等现象，严重破坏出版发行生态，需要从法律、行政和经济

多个角度实施综合治理，达到标本兼治的目标。

现实主义、时代回响、厚重历史、民族精神 ...... 这些曾经

属于传统文学的特色，当前正成为优秀网络文学的属性。江

苏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卓牧闲、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

席管平潮、安徽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青子，结合自己的作品

和深耕领域，介绍了创作来源和创作动力，并围绕网络文学近

年来的发展变化，就网络文学应该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

延续与创新，网络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网络文学该如何出

海、网络文学未来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和分享。

据悉，该活动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全民阅读媒

体联盟、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共同主办。 （云外）

由玉门油田职工自己编剧、自己出演的原创话剧《永远的铁人》自 10月 10日在北京话

剧院首场成功上演后，相继走进大庆油田、辽河油田、兰州石化等地已连续演出 13 场次，

受到观众普遍赞誉，被誉为是反映石油工人不忘初心、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和担当使命、

产业报国的精神风貌的精品力作。

甘肃敦煌：四大剧目今年接待游客突破百万人次
近年来，甘肃省敦煌市先后引进打造了以敦煌文化为题

材的《又见敦煌》《乐动敦煌》《千手千眼》《敦煌盛典》四大特
色剧目，不仅丰富了文旅业态，还拓展了消费场景。今年截
至 10 月 27 日，四大剧目累计演出 1898 场次，接待游客
110.83万人次。 张晓亮 摄/中新社

本报记者 苏墨

有着丰富舞台剧剧本创作经验的陈彦曾

三获“曹禺戏剧文学奖”，近十年以小说创作

为主。他的小说《装台》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

后收视口碑双丰收，被誉为“深入人心的平民

剧”。他的另一部小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主角》，也正在由《装台》的原班人

马改编成电视剧，不久便会与观众见面。

从艺 40年的高满堂，是中国电视剧从青

涩到成熟的见证人，创作的影视作品超过 60
部，代表作《家有九凤》《闯关东》《北风那个

吹》《温州一家人》《老酒馆》等均是国产电视

剧中的经典。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践行

成果颇丰，构建了中国式“人间喜剧”。

日前，小说创作和原创编剧领域的两位

“顶咖”联手亮相 2023中国·北京电视剧盛典

的“大师班”单元。以“精彩的剧本从哪里来”

为主题，进行了经验分享。

“创作最重要的是写熟悉的生活”

回忆起自己的入行经历，陈彦坦言：“上

世纪 80 年代，我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写了很

多小说、散文。那时候主要是为了满足发表

欲。后来 25岁时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才

成为了专业编剧。”

事实上，早在 18岁时陈彦便因为参加县

里的征文活动而“斗胆”创作了一部九幕的话

剧。虽然这部处女作的手稿和油印版如今都

已丢失，但作品的获奖给了陈彦巨大的激励，

并从此走上了创作道路。22 岁时，陈彦便已

完成了 6个剧本。

在与戏曲打交道的 20多年中，陈彦从手

上一套 4000部古典戏曲的剧本集中，感受到

了历史“毛茸茸”的质感。“不管是喜剧、悲剧，

雅的、俗的，戏剧都不会将其截然分开。这种

综合体是一种文艺创作的活体。你能见到它

所讲述的历史摇摆着走到你眼前。”

因此，陈彦对现在的年轻电视剧编剧们

提出了一个建议：“多接触舞台剧和中国古典

戏曲，能唤起你对现代性的思考。”

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陈彦又给出了第

二条建议：打开自己的创作路径。“每一个创

作者都应该拉开一个进入生活的界面。比如

我找到的是中国古典戏曲的途径。我从这个

界面进去，通过历史的生活，认识现实的生

活，从而打开创作路径。我觉得这个东西给

我的作用是最大的。”

聊到《装台》，陈彦提出了“创作最重要的

是写熟悉的生活”。在戏曲研究院做院长的

时候，陈彦经常通过窗户观察后台装台工们

的工作。尤其是一个装台工把身体弯成弓

形，抱着暖气管道睡觉的睡姿，让他印象深刻。

“写《装台》，就是和这段生活有巨大的关

系。这三部作品（《装台》《主角》《喜剧》）是我

对剧院 25年编剧生涯的一个致敬。”陈彦说。

“生活细节的真实是编不了的”

虽然高满堂的成功作品两只手都数不过

来，但是他在大师班一上来分享的全是自己

的“失败”经历。

1981 年他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

后便立志做编剧，结果照猫画虎写出的剧本，

被电视台老师批评为四不像；1983 年进入大

连电视台后，第一部编剧作品《荒岛上琴声》

播出反响不佳，被人骂得抬不起头来；1987
年因为在写《竹林街 15 号》时加了点婚外情

的佐料，被媒体点名批评；2004 年顺应电视

剧市场化潮流而创作的《错爱》，使他成为国

产“狗血剧”的代表。

这些经历是高满堂曾经走过的弯路，而

对这些弯路的反思，对自己的重新审视，让他

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坚持生活第一，走现

实主义创作之路。“生活细节的真实你是编不

了的。任何一个有志于在影视方面从业的

人。你首先要和生活一直贯通着，一直互相

交融着，一直被它感染着。一百个情节也不

如一个细节。”

高满堂不仅是最注重采风的编剧，而且

特别喜欢把生活中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做

成人物小传。他在现场透露，他电脑里现存

的人物小传有 1000多个。为了举例，高满堂

详细分享了他和一位早市小鱼贩成为朋友的

故事。这个故事充分诠释了他是如何在生活

中观察、感悟，捕捉素材、提炼人物的。

在如今的信息大爆炸时代，很多编剧靠查

找网上的资料来激发灵感。高满堂认为这种方

法非常不可取。“也许你确实能激发出创作的灵

感，但你千万要警惕。也许有一万个相同的灵

感已经诞生了，你只不过是第一万零一个人。”

高满堂分享了几位合作导演留给自己

的印象：陈国星导演喜欢在探讨剧本的时候

自己演一遍，不惜满地打滚；孔笙导演在听

编剧讲戏时，眼睛半开半合，最后发言时直

中要害；毛卫宁导演的肢体语言多，说起话

来富有激情；刘江导演思维反应极快，经常把

编剧的底子给刨了；张新建导演的工作台本

上写满各种标注，字数和文学本差不多……

“编剧在写剧本的时候，脑门上一定要架着摄

影机。”高满堂说，好的编剧需要有导演意识。

精彩的剧本从哪里来？2023 中国·北京电视剧盛典“大师班”上陈彦、高满堂指点迷津

看 向 生 活 书 写 生 活

别把分区售票
做成消费者的“坑”

近日，“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藏清
代宫廷雕版文物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太
和门内东南崇楼及朝房的“雕版馆”举办。
此次展览为库房式陈列，展出文物 15000
余件（组）。这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首
次举办该类专题文物展览。

中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术是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它的发明促进了文
化传播与信息共享，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
明的进程。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

“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藏清代宫廷
雕版文物展”正式对公众开放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