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展览

2 展览

3 舞台

重现明家“伪装传奇”
《伪装者2022》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形势动荡不安，沪
上富商明家长子明楼于新政府任职。明家
养子阿诚海外学成归沪，在大哥明楼身边
担任秘书。周旋于几方力量之中的二人，
似乎都有着重重伪装，他们的真实身份扑
朔迷离。明家大姐明镜和小弟明台也参与
了地下抗战，但一家人彼此之间好像并不
通晓实情。行动凶险，难免留下蛛丝马迹，
他们是否已被敌人看穿？谍战交锋,危机四
伏，夜色降临，“狩猎”开启……

（具体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

《吉祥止止——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展》

吉祥，取意“吉利”“祥和”。中国传统吉
祥图案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远古图腾，
经历多个朝代发展，在宋朝时期应用逐渐
成熟，及至明清时期到达鼎盛，几乎到了图
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程度。本次展览遴
选出20余件具有吉祥含义的文物，包含书
画、陶瓷器等，旨在向广大市民普及中国传
统吉祥图案的符号构成及其深刻寓意，展
示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传
统吉祥文化，希望它在传承中能够焕发新
生命，呈现新生态。

《风云三尺——
春秋吴王僚剑特展》

回望春秋战国，数百年连横合纵，诸
国间征伐不断。时人或披甲挥戈，保家卫
国；或执剑沙场，扬名天下。在那个群雄
纷争的时代，青铜铸造工艺与冶炼技术取
得了巨大进步,精美绝伦、驰名列国的吴越
青铜兵器便是最好的见证物之一,“吴戈越
剑”的美名更被人们所称道。吴王僚剑来
自两千五百年前, 历经岁月、饱经沧桑，却
剑锋如故，光彩依旧，英气犹在；其所承载
的魅力弥久逾浓，于无声处，似乎蕴藏着
千言万语，即将向我们诉说一段“剑与人”
的传奇往事。

■ 演出时间：2022 年 12 月 9 日-10
日 19:30

□ 演出地点：无锡大剧院歌剧厅

■ 展览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
2023年2月17日

□ 展览地点：无锡博物院一号展厅

■ 展览时间：2022 年 11 月 22 日—
2022年12月31日

□ 展览地点：无锡市市民中心1号厅

展现国家情怀，奏响脱贫攻坚之音

《山河锦绣》：全景式展现脱贫攻坚伟大历程

时代既成千秋伟业，文艺
当有鸿篇巨制。时间跨度30多
年的电视剧《山河锦绣》力求在
荧屏上展现脱贫攻坚历史画
卷，将艺术化的创作与伟大的
扶贫事业携起手来，传达着“中
国梦”的美好，让弥漫着时代光
辉的故事永久流传。

《山河锦绣》勇于尝试，积
极探索，实现了全景式、立体
化、史诗般展现脱贫攻坚历
史。该剧深入探究造成贫困的
原因，深刻阐述农民与土地之
间的关系，通过塑造各级党政
领导干部、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队、对口帮扶单位、基层党员、
贫困户群众等各维度的人物群
像，将故事投射和浓缩在一个
国家级贫困村的艰辛脱贫过
程，以多元视角生动讲述两代
人前赴后继投身扶贫和脱贫攻

坚事业的感人故事。
值得称道的是，《山河锦

绣》书写的是大时代，但却是通
过讲述“小人物“的故事来展
现。剧中普通的村民是被浓墨
重彩的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
真实生动。脱贫之前，他们会
有怀疑，有不配合、有自私的想
法，但是随着“脱贫攻坚”的深
入，他们真正了解到这一伟大
事业后，个人有了转变与成长，
而这种变化，与帮助他们扶贫
的干部工作密不可分。反之，
村民思想有了转变之后，又会
推动扶贫干部的工作顺利进
行。《山河锦绣》不回避真实的
矛盾，真实的剧情完整展现了
脱贫攻坚的历史，让观众深刻
理解剧中的那句台词：“无数个
平凡无数个渺小，终将铸就伟
大的事业。”

金黄的稻田，村民的笑
脸，丰收的喜悦……随着柳
家坪迎来大丰收，胜利摘掉
贫困帽，《山河锦绣》波澜壮
阔的脱贫攻坚故事近日在
央视一套落幕。真实接地
气的故事，跌宕饱满的剧
情、生动有温度的人物塑造
更得到业内和观众的一致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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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接地气、更人性化
对主旋律剧努力探索

扶贫剧很多，《山河锦绣》的
特点在于讲述了党中央制定扶
贫政策的来龙去脉，对于政策的
出台有“揭秘性”。正如编剧由
甲所说，《山河锦绣》告诉观众，
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这场伟大的
脱贫攻坚，攻坚的难度在哪里，
又如何上下同心，齐心协力，完
成了将近一亿人的脱贫，造就了
减贫史上的奇迹。

《山河锦绣》主创深知思想
再高大上，没有结实的故事和生
动的人物去承载，一切都是零。
主创们用充满人性的精彩故事，
吸引观众迅速入戏，平民化表
达、喜剧风的台词，引起了观众
的强烈共鸣。《山河锦绣》在家国
情怀的立意下，讲好了新时代的
感人故事，将理想、担当、信念深
深地注入到观众的内心。

对于《山河锦绣》的创作，中
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认为
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
的又一次验证。“从故事到人物，
从农村场景到表演状态，从形象
到语言，观众都能感受到剧中浓
浓的乡土风味，也能感受到农村
发展与时代发展那种内在的契
合感，对剧中主要人物也会产生
强烈的共鸣共情。这一切，可以
说都是生活带给创作者的灵感、
激情和启示。”

（齐鲁晚报，图片来自剧方
海报）

《山河锦绣》的两位导演从
一开始就确定要拍一部让观众
喜闻乐见的主旋律题材作品，

“我们从平实、质朴这两个词切
入，不悬浮，不洒狗血。不弄那
些特别适合在电视剧中表现的
戏剧冲突，在生活化处理上下
了很大功夫，反复推敲戏剧和
生活的平衡，试图找到一个比
较合适的平衡点。”

《山河锦绣》是一部有温度
的剧集，柳家坪的每个人物都
鲜明灵动，充满原汁原味的生
活质感。赵书和为人正派，性
格倔强，与柳大满和国文一起
为柳家坪脱贫各想妙招；柳秋
玲直爽干练，一心投入到乡村

教育事业中；满囤和满仓从“等
靠要”转为积极求变，立志脱贫
……《山河锦绣》展现的，不仅
仅是从上到下的脱贫工作过
程，更通过性格鲜明的农民形
象，让观众感受到富有浓郁人
间烟火气和人情世故的乡土社
会，仿佛闻得到泥土的真实气
息。

此外，《山河锦绣》有难得
的高度和深度，将农民作为时
代的弄潮儿来塑造，在广阔的
视野中，表现了中国农村的时
代巨变，表现了中国农民所经
历的前所未有的洗礼，塑造了
新时代的农民形象，为中国现
代化进程存照。

小中见大，全景式、立体化、史诗般展现脱贫攻坚历史

从平凡中发现伟大，讲述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