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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举行期间，山西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推出三集文化探寻节目《遇

见赵树理》，让“赵树理式”的创作风格再次引起广泛讨论。

《遇见赵树理》由《泥土里走出个“笔杆子”》《乡土作家的“爆款密码”》《新时代行走的

“山药蛋”》三个篇章构成，从作家生平、经典作品以及在新时代的传承等角度切入。 制作团

队深入赵树理的故乡、母校、工作地、创作地等，采访了 30 余位各界嘉宾，并打破传统纪录

片的固有模式，创新采用“赵树理式解说风格”，同时运用前沿科技手段还原诸多重要场景，

试图通过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一场深度传承之旅，探寻“山药蛋派”的灵魂所在，解码

文学巨匠的人民情怀，书写文艺为民的新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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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蛋派”何以经典？

《遇见赵树理》用光影作答

生平、作品、传承环环相扣

“《遇见赵树理》并非是对一位作

家的‘考古式纪念’，而是在解构其人

生经历、作品及创作背景的过程中 ，

回应时代之问———新时代需要怎样的

作品？ 新时代需要怎样的文艺工作

者？ ”这是整个《遇见赵树理》创作团

队的心声。

“意犹帅也”。在《遇见赵树理》中，

无论是对作者生平的讲述、 作品的剖

析，还是精神传承的展现，都并非孤立

地就人论人、就事论事，而是围绕“深

刻体会文艺为民”这一创作本源，精心

选取角度，各有侧重且层层递进。

《泥土里走出个“笔杆子”》以赵树

理生平为脉络，但并未平铺直叙。从山

沟里浸润在民间文艺中成长的天才少

年， 到因父亲和乡亲听不懂新文学作

品，而立下“我以后要写一些让 90%的

农民都感兴趣和听得懂的东西” 宏愿

的热血青年；从将拗口文件改编成“魔

性快板”和“土味故事”，成为抗日宣传

战线上的“文艺利剑”，到凭借一部部

经典创作确立“赵树理方向”……一个

个鲜活故事， 诠释着赵树理为何主动

将一生扎根乡土，为何将自己视作“农

民的代言人”，也从多个层面揭示了其

创作生命力的根源。 中国赵树理研究

会会长杨占平评价道：“这个节目站位

高远，主题立意新颖且精准。 ”

《小二黑结婚》以艺术形式推广普

及婚姻条例，其改编成戏剧那年，全国

包办婚姻率从 90%骤降至 10%；《李有

才板话》 让根据地老百姓以喜闻乐见

的方式了解减租减息政策……《乡土

作家的“爆款密码”》从这些耳熟能详

的经典作品切入， 对创作过程进行细

致入微的探究， 让观众不自觉地被作

品中“新鲜生动又充满泥土气息”的特

质吸引， 深切感受到源于实践与生活

的创作所蕴含的强大力量。 观众小欣

在山西卫视相关视频下留言：“只有将

双脚深深扎进大地， 文艺的根脉才能

始终涌动着最真实鲜活的生命温度。”

走进话剧《新小二黑结婚》的演出

现场、聆听长治一中纪念赵树理的“开

学第一讲”、感受“80 后”作家陈克海

与写作对象———农民电商王明明之间

的深厚情谊……《新时代行走的“山药

蛋”》聚焦赵树理及其作品对当代社会

的现实意义，通过“寻找新时代身边的

赵树理”，启发更多人成为“时代的在

场者、 翻译者和书写者”。 采访中，不

少参与录制的嘉宾都表示， 重读赵树

理，不仅是重读作家和作品，更是通过

重读，让那些曾打动我们的精神，感染

大众、影响大众。

演绎、寻访、解读个个走心

“在一次次拍摄过程中，我们制作

团队对赵树理及其文艺思想、 创作理

念的理解不断加深。在赵树理看来，创

作不仅要源于群众， 更要让群众看得

懂、喜欢看、受教育。 我们也始终将这

种追求融入节目创作实践， 努力探寻

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 ”《遇见赵

树理》总导演滑伟说。

“赵树理式解说风格”是制作团队

在形式创新上的重要尝试，通过“戏剧

演绎 + 实地寻访 + 专家解读”三位一

体的创新模式， 以观照当代的内容和

接地气的文风，全方位、多角度地为观

众呈现出一个通俗易懂、 鲜活立体的

“赵树理”。

这种创新形式巧妙融合了沉浸式

剧情体验、 真实场景溯源与权威知识

剖析。演员们声情并茂地演绎“少年赵

树理的生活场景”“青年赵树理的人生

追求”等情节，以戏剧化的故事呈现，

点燃观众的情感共鸣。

从赵树理故乡尉迟村的时代巨变，

到作家母校长治一中的“开学第一课”；

从左权县麻田镇华北新华书店旧址，到

《李有才板话》创作地李家岩村；从太原

五中的课堂，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学

现场……实地探访的镜头语言，为观众

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

李雪健、阎晶明、田青、贺桂梅、葛

水平、李骏虎、杜学文等 30 多位嘉宾

纷纷亮相， 共同探讨赵树理作品及创

作的当代价值，深入解答“新时代需要

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文艺工作者如何

扎根人民”等时代命题。专家们的深度

解读，为节目注入了深厚的专业内涵。

赵树理的孙女、 山西大学教授赵

宇霞在看完节目后赞叹：“构思精巧，

极具观赏性……这种编年史与专家述

评相结合的叙事方式非常好， 让我对

祖父的成长历程有了更清晰、 完整的

认识……”

AI、CG、XR 样样拿手

节目中，随着寻访人的解读，中国

现代文学馆里展板上郭沫若、孙犁、周

扬等人物的资料照片， 仿佛被赋予生

命，变得灵动起来，亲口道出他们曾经

对赵树理的评价：“一株在原野里成长

起来的大树，不动声色地自由自在。 ”

“他是时代需求和个人特质的完美结

合。 ”“文好人也好。 ”

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里赵树理

青年时代读书的场景、20 世纪 30 年代

太原城百姓的市井生活、 延安文艺座

谈会、 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李

家庄的变迁》连环画、“山药蛋派”五位

主将……这些过往场景与人物， 都在

制作团队的努力下得以重现。

制作团队大胆运用 AI 还原与修

复技术， 结合 CG 特效、XR 虚拟现实

等前沿科技， 将数字光影的魅力发挥

到极致。借助这些创新技术，赵树理的

生活场景与创作过程被生动再现。 观

众仿佛穿越时空， 亲眼见证他在黄土

高坡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一

部部经典作品的情景。

节目视觉总监靳维汉坦言：“运用

新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和人物， 首先面

对的是资料匮乏。我们需要多方考证，

从老照片、文献记载，甚至民间传说中

去拼凑细节， 确保还原的真实性。 其

次， 在制作过程中技术赋能也是一大

挑战。 基于资料 AI 生成的内容出现很

多不可控情况，需要不断调试参数、优

化算法。比如，在还原山西省立第四师

范学校时，既要通过 AI 修复老照片中

的建筑轮廓，又要用 CG 完善细节，再

借助 XR 技术构建可交互的虚拟空

间，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马虎。 ”

《遇见赵树理》 的热播既赓续了

“山药蛋派”的乡土根脉，彰显了赵树

理“文以载道”的人民性底色，更以创

新表达为山西文化注入了时代活力。

这部作品不仅让赵树理的文学精神

在当代焕发新生， 也为文化传承如何

“守正出新” 提供了生动范本———唯

有扎根土地、呼应民心，经典方能历久

弥新。 （孙蕊）

剪影岚光

裁云剪水镂晋韵

———山西省民间剪纸艺术

家协会名家作品展选登

山西体育中心

“晋享其乐”市集开启

6 月 1 日，山西体育中心“晋享其乐”

市集开启。 该市集采用“非遗 +”模式，将

剪纸、 皮影等非遗项目与童趣、 粽香交

织， 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 通过跨界联

动，呈现“可逛、可玩、可品、可忆”的文化

消费盛宴。 王瑞瑞 / 摄

一纸乾坤，万象生辉。 当黄河的浑

厚与太行的峻拔浸润心头， 当千年的

文脉与民间的巧思凝于刃尖， 山西剪

纸便以最朴素的纸张为舟楫， 载着山

河气韵、人间烟火，在方寸间驶向艺术

的辽阔之境。

“裁云”以纳天工，“剪水”以藏地

秀。 近日举办的山西省民间剪纸艺术

家协会名家作品展以“裁云剪水镂晋

韵”为题，汇聚三晋大地剪纸名家的心

血之作， 既是对这门古老技艺的深情

回望， 亦是对其当代生命力的锐意探

索。 在这里， 您将看到刀刃游走如龙

蛇，纸屑纷飞似雪落，寻常红纸被赋予

灵性———或化作晋商老院的门楣花

影，或凝为汾河岸边的社火图腾；既有

黄土高原的粗犷奔放， 又不失江南烟

雨的细腻婉约。 龙凤鳞爪间暗藏阴阳

之道，花鸟翎羽中隐现虚实之辩，每一

道折痕都是匠人与时空的私语， 每一

处镂空皆是天地馈赠的光影诗行。

期待观者透过这些玲珑剔透的纸

艺杰作， 触摸到三晋文化的温度与心

跳。 这些栖身于农耕文明母体的艺术

精灵，正以愈发夺目的姿态，在当代审

美疆域中拓印出新的年轮。

（马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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