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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荧屏看到
奋斗的们쏇

《我们这十年》真实生动、鲜活可感

黎明的光线缓缓照

亮整个画面，百年前中共

一大期间的一幕映入眼

帘——毛泽东和董必武

两位年轻的代表正坐在

博文女校畅谈，他们的袖

口、衣摆被微风吹动，手

中的书页也随着手势舞

动了起来……入藏中共

一大纪念馆的油画作品

《黎明即起》（见上图），目
前正在长宁区图书馆的

公众号进行线上展出。

静态的油画由上海青年

艺术家刘双、朱颖创作而

成，借助高科技的力量，

这朝气蓬勃、鼓舞人心的

一幕，在观众的眼前与心

中都动了起来。

这场阅读与创作——

红色故事主题创作展围

绕《黎明即起》的创作过

程展开。画中定格了毛

泽东、董必武两位代表在

博文女校中探讨交流的

历史瞬间。黎明的曙光，

翠绿的树叶，笼罩着一层

薄雾的窗外，朴素而雅致

的石库门房间，投入交流

的氛围……从前期阅读

的文集、出版物到写实绘

画用到的模型，再到一张

张小稿与素描稿，观众可

以看到这幅油画诞生的

全过程，更可以在党史专

家的解读下重温那段红

色党史故事。

中共一大纪念馆陈

列研究部主任张玉菡受

邀为观众作了线上导

览。画作的背景故事发

生在1921年7月的下半月，位于白

尔路389号的博文女校，悄悄住下

了9位客人，他们就是到上海来出

席中共一大的代表。9名代表中，

包括来自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毛

泽东和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董必

武，他俩一位住在楼上西厢房后间，

一位住在楼上东厢房后间。会议期

间，两位代表和其他代表一样，都按

捺不住对中国革命即将轰轰烈烈开

启的兴奋和憧憬，经常在一起商讨、

交流。

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创作的

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现代

化，两尊3D打印出的头像

模型也在展品之列，栩栩

如生地展现出毛泽东与董

必武在百年前交谈时的神

情。刘双透露，3D建模这

次给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帮

助，结合相关历史照片，团

队确立了画面中的人物形

象，在进行重大历史题材

创作时，数字建模对细节

的把控会更加精确、到

位。本次创作主题是黎明

的光线，展现的是绘画创

作中复杂的背光。三维模

型在场景中可以自由调节

光线，给油画创作带来了

优势。

“这次展览让我们的

创作有了一次数字化的延

伸和再表达。”刘双介绍

道。在展览的尾声，数字

化后的油画《黎明即起》以

动态的方式鲜活地呈现给

线上观众。这是3D建模

作者史雨昊的再创作，史

雨昊形容：“制作过程有些

像皮影，我先用AE软件

设计好动态的局部，绑好

锚点，找到关键帧，设置好

运动轨迹，就可以让画面

动起来。”

在《黎明即起》背景最

远处，东方即将升起的朝

阳把光芒映射到整个画

面，表现了建党初期的两

位青年对于国家未来的憧

憬与希望。创作的过程对

于这个年轻的团队也是一

次学习党史的过程。

长宁区图书馆馆长汤

肖锋表示，这次展览，是长宁区图书

馆在青年美术人才孵化方面的一次

成果展示。这幅庆祝建党百年创作

的油画《黎明即起》2021年被中共

一大纪念馆永久收藏，此次在二十

大召开期间又回到它的孵化地，意

义非凡。青年艺术人才肩负起文化

艺术传承的使命，以年轻的视角向

当代人重新讲述那段红色往事。观

众可以在线上一览《黎明即起》的创

作全貌，走进画中的场景，感受中国

共产党建党的伟大开端。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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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到2022年是非凡
的十年。这十年，中国的变化
举世瞩目，这十年，中国人的奋
斗历程值得礼赞。
这十年的辉煌成就，如何

用一部电视剧囊括？
正在播出的电视剧《我们

这十年》，围绕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外交
等主题，聚焦十年间无数为国
家、为社会、为生活努力奋斗的
“我们”，将新时代国家在各个
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概括提
炼成11个故事，进行全面展现。

各行各业 全面出击
《一日三餐》《心之所向》《砺剑》

《热爱》《未来已来》《理想生活》《前

海》《沙漠之光》《西乡明月》《唐宫夜

宴》《坚持》……在“我们这十年”作

品主旨的统御下，该剧多维聚焦，全

线出击，11个单元围绕11个重大时

代命题，将蓬勃宏大的时代发展图

景转换为真实生动、鲜活可感的现

实生活故事，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

小人物折射大时代，对新时代中国

重大发展成就进行集中巡礼。

无论是开肠粉店的老板，还是

勇攀艺术高峰的舞蹈演员，或是坚

守在边疆的足球教练，以及警察、军

人、海外建设者、科研工作者等，《我

们这十年》中的“我们”来自当代生

活，来自各行各业，是新时代的见证

者，也是新时代的创造者。

以点带面 波澜壮阔
蔡五味家从高档酒楼恢复成肠

粉店，反映出八项规定带来的中国

新气象；农创客李心遥回村种粮，谱

写了投身乡村振兴的青春之歌；陈

剑锋带领猛虎团淬炼砺剑，展现新时

代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汉族教练张雷

与新疆学生一同追求足球梦想，诠释

“民族团结一家亲”；沈屹、樊星两代通

信技术工作者磨合互补、攻坚克难，实

现5G技术突破，让中国标准得到世界

认可；阿香与彼得曹的国际商务故事，

再现中国人民和全球友人在义乌这座

新兴而开放的商业城市的共赢发展；

梦工场事业项目部主任项海护航香港

创业青年叶舟，共同书写大湾区创业

故事；中国建设者陈宇远赴北非，携手

当地人民在沙漠共建光伏电站；刑警

程光辉与村霸周大齐正邪交锋，深刻

诠释公平正义是法治的灵魂和生命；

陈冉等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艰辛付出，

共同打造“爆款”舞蹈《唐宫夜宴》；社

区工作者谭静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从她的视角看疫情影响下的众生，展

现出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同舟共济的

精神风貌——小切口、小人物、小故

事，背后是我们这十年的发展变革，

是波澜壮阔的生活。

不避问题 展现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在展现人

物昂扬奋斗历程的同时，不回避现

实的磨难考验，人性化展现他们的

抉择和成长。开篇故事《唐宫夜宴》

中，易文艳、林蓓蓓从离开到回归的

选择揭示了舞者面对现实的职业困

惑，陈冉创意编排的舞蹈从竞赛淘

汰节目到全民爆款的转变则引出了

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和文艺为谁

服务这两个文化问题的思考。《热

爱》一则中，应聘到新疆某中学的汉

族教练张雷本是一个空有理论、不

会踢球，时刻想调走的“过客”，却在

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互动中逐渐成长

为坚定留下来、帮助新疆足球少年

改变命运的人民教师。他的话不仅

道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说出了

无数奋斗者的心声：“往往困难的

事，才是最值得做的事。”

视听讲究 余韵悠长
一部电视剧，是一次扎根生

活、直面人生的艺术再现。是艺术

再现，就要在主题意蕴、故事结构、

人物塑造、视听风格和时空情境等

方面追求美、传承美，以真正体现新

时代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风骨

情怀。

《一日三餐》开篇用石磨手工磨

米浆做肠粉、听粤剧、吃早茶的岭南

生活镜头，展现热气腾腾的市井烟

火气；《沙漠之光》里，异域风情与中

国文化交织，茫茫大漠与光伏电板

共生，形成了新奇壮阔的视觉美感；

《心之所向》从依山傍水、粉墙黛瓦、

鱼米丰饶的江南村落缓缓开卷，寓

以耕读传家、稻米为本的信念，铺展

出绿水青山、诗画江南的大美中国；

《唐宫夜宴》中，憨态可掬的唐俑小

妹用嘻嘻哈哈、热热闹闹的“时空穿

越”方式诠释唐韵古风，让传统文化

活了起来……

《我们这十年》既有现实主义

的写实白描，又有浪漫主义的文化

写意，体现出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崇

敬与弘扬。另外，诸如“一个舞蹈

有它的生命力，参赛和拿奖不是终

点，观众和市场才是”“做人不能光

想着赢，也要经得起输”等，剧中的

人物感悟字字珠玑，充满了人生况

味和生活哲理，在时光岁月中浸透

出历久弥坚、激荡人心的情怀，余韵

悠长。

本报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