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中心介绍   文章频道   资料中心   哲学门   留言本   论坛交流   网站地图

 您的位置： 伦理学在线 >> 文章频道 >> 学术交流 >> 正文 

   《德行天下》电视片脚本讨论会举行     

《德行天下》电视片脚本讨论会举行 
日期：2006-2-27  点击：  作者：伦理学在线  来源：本站原创 

【字体：     】 小 大 简 繁

发表时间：2003-5-27 11:24:59 作者：中心  点击 782 次 

2003年3月18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是，就基地
与海南省委宣传部合作制作的一部电视片——《德行天下》脚本的创作事宜展开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中心主
任焦国成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葛晨虹教授、校办副主任吴付来老师、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易老师以及伦理学专业的部分博士生和硕士
生。讨论会由2002级博士生郭志民主持。  
  讨论会上，大家围绕电视片的主题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为这一项目的顺利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项目是基地为
结合承担的国家重点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的开展，而主动与海南省委联手合作的一个子项目。  
联合制作这部电视片，不仅是伦理学研究基地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海南省委宣传部更是将这个任务作为今年工作计划中的重中之重来
抓。因此，能否创作一个合格的电视片脚本，便成了双方合作成功的重要基础。  
  这部电视片拟定名为《德行天下》，意思正如焦国成老师所说的，就是让光辉的德行在天下流行。据焦国成老师介绍，之所以定这样
的主题与海南宣传部合作，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为纪念《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发表两周年而为。这部电视片初步计划拍摄八集，分
别围绕民族精神、立德为民、爱国、自强、勤劳、诚信、仁爱等展开。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而这部电视片所涵括
的内容也主要是以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因子的形态出现的，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  
  焦国成教授着重指出，尽管我们制作电视片一个主要目的是为纪念《纲要》发表两周年，但我们不应仅仅限于阐发二十字纲要的具体
内容，而应将主题提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高度，不仅要将传统美德最重要的方面讲清楚，而且要与一般的德目解释形式相区分。  
  焦教授还指出，大家所熟知的电视片《河殇》更多地是从批判的角度作的，而我们拟创作的《德行天下》打算从建设性角度来写，重
点要突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个主题，要显得有激情，有气势，力求从思想、语言和视觉上打动观众，感染观众。比如，《德行天下》
第一集初步定标题为“再塑龙魂”，主要是从宏观上进行把握，一方面，通过描述龙的形态结构来阐述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从龙的各方
面特征来叙说民族精神的某一内涵，另一方面，也就是从纵的方面写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然后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主题相衔接。 

  吴付来老师在拟定电视片的标题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说，做电视片特别要讲求视觉冲击效果，不要太直白，应当注重情感性和
艺术性的展现。  
 葛晨虹教授就电视片的立意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看法。她说，电视片的立意定位要非常确
定，《德行天下》的立意应当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通过唤起民族感情，从而达到更强的民族凝聚力。她还强调，电视片应当有历史的
动感和纵深感，不应该就思想说思想，那样显得很空洞。片子中不光要陈述的内容，而且更要有建设性思路，不要停留在古人和他人如何
说上，而是要在当前现实条件下对民族精神中的固有因子做出新的时代阐发，重点是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如何实践这些民族精神。此外，
葛老师还谈到，在片子中应当有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共融性以及道德与法制相结合的笔调。  
  王易老师指出，在片子中可适当运用一些历史典故，来突出主题。她认为，用最通俗的语言将传统美德讲清楚，这是我们的长处所
在。另外她还特别指出，应该将个人的道德修养列入片子中，这样显得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更具体，更有针对性。  
  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如何使思想性和艺术性很好地结合是创作电视片的一个难题。所以。大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应当尽
量突出自身的理论优势，知识性应强些，政治因素尽可能少掺，应当结合现实，特别是要联系当前社会中的热点问题，举实例，突出可视
性和启发性。  
  最后，焦国成教授总结指出，我们拟创作的电视片要有历史厚重感，不应当光讲德目，也不是解释《纲要》中的德目，民族精神的形
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民族精神是一个活的东西，我们的眼界要宽，先注重思想性，然后再讲求语言的美韵，行文中要体现雄壮的气
势，对现实问题要有创造性阐释。三分之二的笔墨应当放到现实上，力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有所针对，有所助益。焦老师还提到了立德为
民问题。他说，解决民生问题，并不是空洞的，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最大的道德实践活动。焦老师还
特别强调，片子中应当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也就是民族精神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走向世界，从而影响世界，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着笔
的地方。另外，焦老师还就大家在讨论中所提到的民族团结、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很好的见
解。  
  讨论会上，大家畅所欲言，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气氛显得非常活跃，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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