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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7月22日，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表彰了一批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沈阳考古
所”）荣获“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多年来，沈阳考古所依托厚重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多种举措对考古发掘出土的历史
文化遗存进行保护、展示、利用，其基于“土地收储考古前置”构建的考古“沈阳模式”及实验室考古让沈阳的文脉得到了更好的延续。 “黑化”一词为网络用语，多用于描述影视

剧人物的变化。查了一下“百度”，竟有专门词
条解释，意思是人物因某种刺激导致性情大变，
从善良到残忍，从单纯到深沉，从冷静到疯狂，
最后沦落为大反派。

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有的文
艺作品，写的都是人物命运的变化，变化是常态，
但变化若不符合常识、常情，就让人很难相信。古
装偶像剧、仙侠剧里人物的“黑化”尚可接受，因为
这类剧多少就像成人童话，观众本来就不是冲着
剧情去的，合情合理不是第一位的，爽就够了。但
如果是现实题材，“黑化”可就要不得。

发出这样的感慨，源于上周刚播完的现实题材
电视剧《幸福到万家》。这部作品改编自作家陈斌小
说《秋菊传奇》——电影《秋菊打官司》原著小说的

“扩展版”。作品的时间背景放在了新时代，讲述倔
强勇敢又善良的女主角何幸福也就是小说中的秋
菊如何打破乡村陋习和传统观念，带领乡亲们致富
奔幸福的故事。可以说，这是近年来乡村题材影视
剧中的佼佼者，也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这部作
品的成功，一个原因是演员演技在线，另一个原因是
故事贴近现实，融入了众多社会热点话题，比较能唤
起观众的共鸣，故事的基本走向也算合情合理。

但仍然有不足之处，也是上了网络热搜的
话题，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人物的“黑化”。

这个角色是何幸福的丈夫王庆来。剧一开
始，他继续延续《秋菊打官司》里老实巴交的人
设，被村干部踢了一脚也不敢吭声。因为妻子
何幸福不断讨“说法”，两口子在村里待不下去
了，只好进城打工。进城后的王庆来，居然“黑
化”了：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了工作，却狐假虎威
起来，因为太嚣张弄丢了第一份工作；又因为吊
儿郎当弄丢了第二份工作。黑化后的王庆来气
煞了一众网友，以致于大家集体喊话何幸福“跟
他离婚”。这也让后面的剧情变得让观众不好接
受：王庆来赌气跑回家，何幸福居然追回来，对这
个既无能又小气的男人说“既然嫁给你就认定
你是我丈夫”，这不又回到嫁鸡随鸡的老路了
吗？哪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该有的样子啊？

我理解创作者的想法，城里生活这部分情节是
为何幸福增长才干、回到家乡大干一场作铺垫的，而
回乡的直接原因就是王庆来在城里的不适应。但
是，我见过不少像王庆来这样很老实也很朴实的农
村群众，他们热爱土地，一干上农活全身都发光。可
一旦进城，面对不熟悉不擅长的生活，他们的不适应
表现出来的不是嚣张跋扈，而是更加小心翼翼，不敢
多说多动。这才是符合人物性格的真实变化。

顺着这样的常情来演，也是可以演出很精
彩的故事的：何幸福知道自己的“根”在家乡，使
命也在家乡，而她对丈夫是有爱的，理解他的不
适应和他更擅长的东西，所以最终决定回乡创
业。是不是更让人能够接受？

遗憾的是创作者并未如此。或许是因为对
生活的观察和理解还是不够；或许是因为这样
演会需要很多情节一步步推进，冲突也不够激烈，
更无法凸显女主角的包容豁达；又或许，只因为王
庆来不是主角，不需要在他身上下这么大的功夫，

“黑化”是最简单有效又讨巧的处理吧。
可“黑化”爽则爽矣，却与现实脱节，好剧中的

这点瑕疵，还望现实题材的创作者慎之又慎。

现实题材剧
别滥用“黑化”
高 爽

7 月 21 日、22 日，辽宁文学院
“文学大讲堂”在岫岩满族自治
县开讲，两天时间里，办讲座、改
稿会、培训课，吸引了全县百余
名文学爱好者参加。省内作家刁
斗、高海涛，编辑陈昌平、胡海迪
等与文学爱好者进行面对面交
流。为帮助当地优秀文学人才拓
宽其文学创作之路，当天，辽宁
文学院的第八个“文学人才培养
基地”在岫岩建立。到目前我省
已建基层基地 8 个，培训文学爱
好者 2000 多人。

为写作者办讲座、培训

“我们为什么需要小说，今天
我从阅读与写作两个方面来讲这
个问题。”随着作家刁斗的开场
白，“文学大讲堂”的现场变得安静
下来。

刁斗表示，不论是阅读还是写
作，都是为了完成对自我的寻找和
建设，他以自己的写作经历分析了

小说文体创作的经验与技巧等专
业知识。

“怎样才能写好小说语言呢？”
当刁斗讲到小说的语言表达时，台
下有人发问。“小说的语言各不相
同，但语言要有魅力，作品才引人
入胜，才有艺术感染力，才能更好
地完成小说的叙事……”

提问题的杨宏是位电业工人，
已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刁斗老
师的讲解，对我有指导和启发作
用。要想写出好的作品，除了作品
的语言、结构和认知要提高外，还
要深入生活，了解新时代人们的内
心世界。”杨宏说。

“文学大讲堂”活动除了讲座，
还安排了文学期刊为写作者点评
作品的改稿会，12 岁的张艺欣在
巴家堡子村满族小学读6年级，她
的作品曾获曹文轩儿童文学奖，
这次岫岩作协将她新写的童话作
品《星空萤火》提前交给《鸭绿江》
编辑部执行主编陈昌平，陈昌平
进行现场点评。“我写的童话作品

应当有鲜明的对立感，有对立、有
衬托，才会有美，才会让读者明白
美的不易。”听过点评，张艺欣茅
塞顿开。

50 岁的关玉忱是清凉山镇中
心小学教师，他家离县城有近两
个小时的车程，当天直达县城的
客车出故障停运，他带着自己刚
刚写完的近万字小说初稿《鸠想
占鹊巢》乘出租车到 30 多公里外
的黄花淀，从那儿倒客车准时赶
到。改稿会上，哪些问题需要虚
化一些，哪些问题怎样把握尺度，
对话语言要不留作者的痕迹，编
辑胡海迪对关玉忱的作品点评
后，又对如何修改进行了具体指
导，还推荐他看《东北老王》等两
篇类似题材的小说。“就觉得时间
过得快，如果能交流的更多些，会
更解渴。”关玉忱说。

活动中，作家高海涛以“中国
与世界：散文写作的视野”为题，为
文学爱好者进行散文写作的专业
培训。

在“文学最后一公里”发力

辽宁文学院副院长周荣说，在
我省乡村活跃着一批文学爱好者，
他们写乡村故事，说村民心声，前
街后院的街坊邻里就是他们作品
的基本读者。譬如，朝阳散文创
作，队伍庞大，佳作频出，形成了

“新辽西散文派”，其中很多人来自
乡村；长海县有一支文学艺术队
伍，文学是原创的源头，有了这个源
头，才有了海岛获全国文华奖的歌
剧《海蓬花》；岫岩作协有个小作家
创作委员会，每周一发公众号，搞系
列活动，已坚持5年。

乡村发生着时代变迁，村民素
养的提升，文学的力量不可或缺。
从 2019年起，辽宁文学院在“文学
的最后一公里”处发力，面向县区
基层建设文学人才培养基地，在本
溪、抚顺、锦州、阜新、朝阳等地建
立 8 个基地，举办“文学大讲堂”，
座谈、改稿、培训，选派文学专业导

师到基地授课、办讲座，现已培训
2000多名文学爱好者。

“也是在建设基地过程中，我
们发现县区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创
作视野不够开阔，很多人都是自
发性写作，缺乏对文学系统的整
体把握和对文学发展态势的了
解。还有作品的发表问题，缺少
发表的途径，缺少对期刊选稿尺
度的了解，缺少与编辑面对面交
流的机会。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
虑，我们这次的文学活动安排了
作家讲座、编辑改稿会和相关专
业培训。”周荣说。

岫岩作协主席孔庆武说：“‘文
学大讲堂’解决了我们的学习资源
问题，大家受益匪浅。”

这次来授课、改稿的作家、编
辑们感到，深入到写作者中，真正
感受到的是他们对文学朴素的纯
粹的热爱。陈昌平说：“文学必须
下去，才能获得生命。”周荣表示，为
基层写作者营造浓厚的文学氛围，

“文学大讲堂”会不断地讲下去。

讲文学聊创作改稿子走进乡村
本报记者 赵乃林

记者在沈阳考古所，看到了8本
《沈阳考古文集》系列丛书，其中包括
《沈阳百鸟公园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沈阳苏家屯佟家坟沟明代墓葬发掘
报告》《沈阳白山路清墓发掘报告》《新
乐上层文化墓葬初步研究》《沈阳地区

战国秦汉考古初步研究》等。
沈阳考古所所长丛丽莉说，沈

阳几代考古人始终秉持着深入挖
掘沈阳历史文化内涵、填补考古学
文化空白的宗旨，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07年

石台子山城遗址、2012年汗王宫遗
址、2017年沈阳康平张家窑林场契
丹贵族墓群，相继入围了“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名单。沈阳
农业大学后山遗址、北崴遗址、上
马遗址等考古发现延伸了历史轴

线，增加了历史信度，为研究沈阳
地区的人类演变史、文化发展史、
城市变迁史和古代社会物质文明
史提供了科学依据。

2014年以来，沈阳考古所坚持
开展公众考古活动，运用各类新媒

体，连续策划实施精品活动，把专业
知识转化为群众语言，推进考古成果
阐释和宣传工作，塑造“沈阳考古”品
牌。让深埋沈阳地下的文物遗存

“活”起来，讲述历史文化遗存背后的
“沈阳故事”。

让深埋在沈阳地下的文物遗存“活”起来

建设用地先考古 沈阳提供新模式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7月27日，记者来到沈阳铁西
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土地储备前置
考古勘探地块，只见一片开阔地
上，多名考古人员顶着烈日，正有
序地进行勘探……沈阳考古所考
古领队李树义说：“这是我们研究
所上半年勘探的第 28项土地储备
前置项目。”

“土地收储考古前置”就是开

发建设用地前，先考古后出让。为
切实提高文物保护水平，2019 年，
沈阳出台了《沈阳市工程建设项目
考古勘探管理办法》，沈阳成为东
北地区最早实现考古勘探前置的
城市。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沈
阳考古所对 298 个基本建设项目
进行了考古勘探，共揭示出考古新

发现 29 处，创下了建所 20 余年来
新纪录。其中包括沈阳市浑南区
某考古勘探前置地块，发现了保存
较好的青铜时代遗址，有房址、灰
沟等，经过发掘后，对重要的房址
实现了避让保护；在沈北新区的考
古勘探前置地块，发现了辽金时期
的遗存等，真正实现了对文化遗产
的前置保护。

上半年勘探28项土地储备前置项目

在另外的一个考古现场——
辽宁省博物馆实验室里，西北大
学、辽宁省博物馆和沈阳考古所的
十余位专家正在对“沈阳康平张家
窑林场 1 号辽代贵族墓葬实验室
考古”项目进行文物清理及出土文
物成分工艺分析和墓主人骨骼进
行医学鉴定等。

沈阳考古所副所长付永平告
诉记者，“沈阳康平张家窑林场 1
号辽代贵族墓葬实验室考古”项
目 ，是 2021 年 至 2022 年 沈 阳 考
古 所 与 西 北 大 学 、辽 宁 省 博 物
馆 联 合 推 进 实 施 项 目 ，属 于 国
内首次开展的针对辽代贵族墓

葬尤其是有整套银丝网络出土
的墓葬开展实验室考古的项目，
填补了我省实验室考古领域的
空白。

2015 年 12 月，沈阳考古所抢
救性发掘了沈阳康平张家窑林场
1号辽墓，出土银鎏金面具、银丝网
络、鎏金龙纹马具蹀躞带等重要文
物 100 余件。当时，由于天寒地
冻，银鎏金面具、银丝网络等无法
简易提取，为了更加全面地提取该
墓葬所包含的文物信息资料、更加
妥善地保护出土文物，沈阳考古所
同辽宁省博物馆论证决定，对该墓
葬的木棺及糟朽严重的铁器等不

易提取的随葬品进行了整体套箱
提取，并运回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
和科技保护。

付永平说，通过实验室考古，
可以将考古发掘现场无法提取的
文物整体打包运回实验室，开展
更加精细化、科学化的考古清理
和文物保护分析研究，将多种技
术手段综合应用于实验室考古，
实现科学细致的考古发掘与信息
提取。在聚焦文物本体的同时对
埋藏环境进行研究，为文物相关
病害机理的解释提供重要依据，
同时为下一步的文物保护工作提
供科学指导。

国内首次针对辽代贵族墓葬开展实验室考古 沈阳市沈河区某土地储备前置考古勘探现场。

沈阳市铁西区某土地储备前置考古勘探现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引导市民崇
德向善，革除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陈规
陋习，近日，本溪精心创作排演《风俗》《真情防线》《婆
婆的笑声》等小戏小品，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据介绍，本溪此次小戏小品创作排演的评剧
小戏《婆婆的笑声》和话剧小品《真情防线》，形式
新颖、内涵丰富、紧贴时代，是集思想性、艺术性、
观赏性为一体的原创小型舞台艺术作品。小戏

《风俗》则以轻松欢快的喜剧形式，演绎了一个家
庭陈规陋习的改变过程，高潮迭起，发人深省。
小戏《婆婆的笑声》则截取了孩子巧用智慧化解
婆媳矛盾的生活片段，用群众看得有趣、听得悦
耳、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弘扬尊老爱幼的新风
尚。小品《真情防线》展现了社区工作人员和群
众在疫情防控和“创城”工作中，积极参与“全民
动员筑防线，共创全国文明城”的精神风貌。

本溪创排多部小戏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