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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项羽
——观京剧《重瞳项羽》 □蔡体良

■书林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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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成就历史，成就艺术
——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观后 □范咏戈

由管虎执导的关注农民工生存的电视剧
《春天里》日前在山东卫视黄金档播出。该剧讲
述了一群民工讨薪的艰难历程。每个人有着不
同的遭遇，又都有着同样的辛酸。他们渴望融入
城市却遭到排斥，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却无法享受发展的成果。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
部作品如此真切地表现过民工的生存状态。

谢老大、杨志刚、陆长有、王家才、薛六……
这些人物像是从生活直接走进电视剧中，与观
众不期而遇。仅仅是惟妙惟肖地塑造一群民工
形象，本身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艺术成就，
但不仅如此，《春天里》还写出了民工这个群体
的精神实质：归属感的严重缺乏。

城市生活是美好的，但美好的生活却不属于
他们。他们离开土地，在城市中漂泊，对于乡土却
没有多少依恋；他们都有要过好日子的愿望，命
运却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杨志刚和薛六为了争夺
铺位打架，王家慧努力寻找可以安放一张床的地
方，他们都是想找一个栖身之地，但这个栖身之
地却难以得到，而且经常遭受威胁。尽管这样，城
市文明对他们还是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对于女人
来说尤其如此。无论王家慧还是秋月都不愿意回
家，她们眷恋城市的生活方式。王家慧对薛六说：

“我是想要在城里活着。”城市意味着希望。
面对城市的隔膜和冷漠，他们的内心深处

是极为痛苦的，有时候，这种痛苦以悲喜剧的方
式呈现出来。谢老大因为讨不到工钱喝醉酒，一
边向大家诉说自己的儿子快死了，一边发出刺
耳的笑声。这时，我们宁愿他流出泪水。他们忍
耐着不该由自己承受的痛苦，但这仅仅是忍耐，
不是麻木，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自觉地争取属于
自己的权利，多少有些胆怯然而却是坚定地捍
卫着自己的尊严。所以，谢长有拒绝了老杜用来
收买他的钱，却拿走了属于自己劳动所得的那
份，并执意要老杜找给他零钱。正是由于对农民
工精神世界的深刻揭示，作品没有流于空洞的
批评，也没有陷入对弱势群体的廉价同情。

作品的深度取决于人性的深度，亦即人物
心灵的深度。《春天里》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没有
回避民工身上的弱点，而力图揭示生活的复杂

性和人物灵魂的复杂性。比如薛五对想要帮助
王家慧的薛六说：“我想救别人，哪个救我？”王
家慧对费尽千辛万苦为她住院凑钱的人没有丝
毫感激之情，只是随便地扔下一句“等我找到工
作还他们就是了”。本来是同舟共济的伙伴，但
几个留下来讨薪的民工却为了 10 块钱的伙食
费勾心斗角；王家才为了报复，偷偷撒了薛五一
身水泥，过后又不敢承认；陆长有不顾自己与大
众浴池签订的合同，说走就走；谢老大带栓子去
卖血，却骗栓子说是检查身体；王家才和陆长有
胆小怕事，讨薪过程中发生冲突时临阵脱逃，这
些细节，有时是近乎残酷的灵魂解剖，都在深切
的同情中寄寓了强烈的批判精神。

人性的深度也体现在对心灵沉沦与救赎的
关注。这突出表现在薛六与王家慧的爱情关系
上。王家慧对于爱情和幸福的追求是盲目的、扭
曲的，对于一心帮助她、毫不嫌弃她的薛六，冷
冷地回答道：“我想要的你一样也给不了我。”与
此相反，薛六这个形象非常阳光，也带有一点理
想化的色彩。他从一见面起就爱上了王家慧。他
的爱情有点天真有点冒失又有点执拗，他所做
的一切完全是内心的自然流露。他宽厚、善良、
富于同情心，没有那么多算计，最终用真诚和善
良感动了王家慧。这个人物的魅力就来自他的
单纯。

人性的深度还体现在对小人物美好心灵的
热情讴歌。剧中，王家慧陷入困境时，许多素不
相识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杨志刚饱受董飞的欺
凌，却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栓子为了报答谢
老大的养育之恩，执意要给病危的狗蛋换
肾……这种相互扶持给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勇
气，而人物在逆境中迸发出的无私精神又给作
品带来向上的力量。

准确地讲，《春天里》的着眼点不是民工本
身，而是民工与他们生存世界的关系，因此，渗
透在作品中的，不仅有对下层人民强烈而真挚
的感情，而且有对生活的透彻理解。当我们说到
民工的时候，更多地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而
作品最感兴趣的，首先是作为个体，而不是群体
的民工。该剧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这里。作品的
独特性在于从民工与城市的关系来透视中国人
普遍的生存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该剧对于民工
生存状态的探究过程与剧中人李海平基本上是
类似的，从试图理解他们，到最终和他们在一起。

《春天里》的真实性主要来自强烈的生活质
感，决定故事走向的不是戏剧动力，而是生活自

身的逻辑。可以看出，该剧在最大限度地再现生
活的自然形态，而较少对生活进行戏剧化处理，
甚至不回避生活的杂乱无章。故事的几条线索
各自平行发展，人物几乎没有主次之分，在叙事
上基本按照生活本身的自然顺序，尽量表现事
件完整的过程。作品中有大量偶然的东西，但没
有什么多余的东西。

《春天里》的真实性也来自强烈的纪实风
格。编创不是有意识地过滤生活，也没有把自己
的思想强加给生活，而保持了一种客观、冷峻的
叙述风格。肩扛式摄像机的大量使用，非职业演
员的采用，演员的即兴表演，对白的高度生活
化，以及大量方言土语的使用，都增强了作品的
纪实风格。同时，摄像机永远处在不断的追踪过
程中，与生活自然流淌的节奏保持一致，丝毫没
有卖弄技巧，甚至看不出剪辑的痕迹。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不加选择。编创在素材的选择上是
十分精心、精准的，在光线的处理上也非常讲
究。整部作品洋溢着一种温暖、柔和的影调，用
温暖、柔和的影调来表现辛酸、苦涩的生活。

在内心深处，该剧的编创是率真而容易激
动的诗人，但在作品中却从不煽情，而保持了对
情绪的高度抑制。作品的魅力主要不是来自渲
染，而是来自抑制。比如王家慧在医院里生孩子
交不起押金，民工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在我们
就要为民工们的爱心唏嘘不已的时候，管虎却
又用一个细节把我们重新拉回现实之中：谢老大
良心发现，拿出300块钱给王家慧当押金，却还叮
嘱栓子，让他说是借的。另外，贯穿于全剧低沉、
有力的无伴奏哼唱也强化了情绪上的抑制。在
空间上，导演把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集中在工
棚。这里肮脏、嘈杂、拥挤，活动空间非常局促，每
个人都在一种没有隐私的状态下生活。工棚具
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既是城市中的一个被遗忘
的角落，又是城市的一个缩影。剧中，管虎找到
了属于自己、也只属于这个故事的表达方式。

如果把《春天里》简单地看作一部描绘民工
生活的电视剧，未免显得有些狭隘，与其说它提
供了对于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的认识，毋宁说它
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对
于管虎个人而言，这仍是目前最能代表他思想
深度和艺术才华的作品。对于当今的电视剧创
作而言，《春天里》的价值远远超出作品本身。面
对横亘在社会现实和现实主义美学之间大量的
庸俗、矫情、粉饰和浮夸，该剧旗帜鲜明地宣示
了一种艺术立场，这是真正的为人民的艺术。

电视剧《春天里》：

真正为人民的艺术
□李跃森

12集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是一部弘扬了时代精神和主
流价值，将历史记忆化为当下记忆，达到了文献性和现实性相
统一的优秀作品。在许多新的点上给人以情感的冲击和思想
的启迪。首先，我认为正如导演徐海鹰在文字版《后记》里所
说，刘效礼关于“纪录片是影视家族中的贵族”这句话给了这
部片子思想引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电视文化经历了从无
到有以量换质，又以质换量的发展历程。业内长期以来存在着
一种争论，就是在电视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媒体上去做精英文
化有无可能。回答应当是肯定的。相比某些低俗的电视剧和以
猎奇为目的博取眼球和收视率的其他电视节目，纪录片的确
是影视家族中的贵族。这个“贵”就是它在一片娱乐声中坚持
它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的主流价值，以此来提升观众的文化趣
味。这也是文献纪录片的核心竞争力。在此我首先要为《苦难
辉煌》创作团队坚持逆势而上的文化导向表示敬意。

我看了这部片子以后，想谈三点个人的学习体会：
第一，信仰至尊的内涵开掘 《苦难辉煌》用一条红线把

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或者在其他影视作品中、历史和文学著
作中多次被使用过的素材串起来，赋予它新的意义。历史固然
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女孩，但确有多种解读角度，尤其是在文化
多元的今天。能否在展现历史本相时触摸到历史本质，这是做
历史文献片的一个硬功夫。这种自觉性越高，作品就越有价
值。该片所选定的题材，其规定性就是要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够奇迹般胜利给观众一个回答。《苦难辉煌》的历史时期是
从十月革命传来马克思主义、寻求真理的仁人志士建立中国
共产党，在中国实现像苏俄般的社会主义理想。从建党到第二
次国共合作之前，在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自身处在不
断寻路、找路的摸索过程中。而外部环境是国民党反动派以强
大的兵力优势要“剿灭”红军和共产党。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
党苦难最多、最为艰苦曲折的时期。正像片中朱总司令晚年，
当人们因为“文革”而对国家前途担忧时，他说，我们党像井冈
山、长征这些困难都过来了，现在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应该
说这一时期的血雨腥风和共产党的多灾多难在其他形式的文
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已有许多表现，为什么《苦难辉煌》依然
令人感动、震撼？因为它凸显了“信念至尊”。换言之，它立了一
个很好的“主脑”。“多难兴邦”是要有前提的，就是要信念不
改。孙中山至死未改他民主共和的“中国梦”。文献片展现了这

位伟大的民族主义先行者去世之前写下的致俄苏的遗书。除
了敌人的强大，共产党人在这个发展时期还遇到了内乱。大革
命失败后朱毛创建了红色革命根据地。本来形势很好，但是因
为当时中央领导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执行极“左”的路线，又使
革命根据地丧失；甚至发生过党的主要领导人向忠发和顾顺
章的叛变，党中央机关险些全军覆没。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实现
长征会师之后，又有张国焘的另立中央……这些都不是局部
的牺牲和苦难，而是致命的、全局性的苦难。只有信仰的力量
才能战胜这些苦难。片中表现的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被
俘和宋希濂的那番对话，方志敏被俘后的戴镣长街行，以及刘
伯坚写给妻子的遗书……那种视死如归令人震撼。当然，有信
仰坚定的，也就有不坚定的。该片如实反映了留在苏区坚持游
击战争的一些红军将领的叛变。在忠诚与背叛中彰显了信仰
的高尚和力量。信仰还表现在对中国道路探索上的不离不弃。
遵义会议之前“左”的路线几乎把红军推向覆灭的边缘。最终
是毛泽东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洋本本的马克思主
义，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坚持包含
了两层意思：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毫不动摇的信仰；二是对马克
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毫不动摇，两者缺一不可。信仰，
就像毛泽东年轻时代崇拜过的梁启超所说的：“信仰是神圣
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
元气。”有了信仰，才能不伤元气。《苦难辉煌》提炼出这条红线
并以它为灵魂统领素材就使片子有了“元气”，使它站在了一
个思想的制高点上，使片子具有了立意高的质地。

第二，双重尊重的创作理念 《苦难辉煌》是一部极具当
下性的作品。历史文献片当然要尊重历史事实，靠事实说话，

但是它又是给今天的人看的，又是经过编导们再创造的“第二
现实”。《苦难辉煌》在其构建的“第二现实”中就灌注了信仰的
力量。而仅仅纸上的史料就不具备这种力量。毛泽东和他的红
军时代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是一个需要巨
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该片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表现了这一
点，同时它又是尊重现实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最容易忘记
历史又最需要历史的时代，人的身体走的太快灵魂跟不上的
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一个最耀眼的时代主题就是“中国
梦”。“中国梦”正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十八大报告讲到毛泽东那一
代人为中国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
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所谓根本政治前提和政治基
础，主要是指中国新民主主义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理论准备不仅包括诸多毛泽东思
想活的灵魂，还有在对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的认识。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当中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中国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6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 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
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
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几段历史特别值得利用专题片、
电视片等其他手段化为国民记忆和国家记忆，这是一个民族
精神凝聚和传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就决定为民族解
放和民族振兴而奋斗，用坚定的信念改造了中国，通过艰苦卓
绝的努力建立今天的根本制度，没有哪一个政党在中国近代

史上可以做到，他是今天我们执政党的合法性存在的理由。
正如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所说，国民党为何败给共产党，
一是没有民心支持，二是内部腐败。这些都是对应着当下，
穿越到今天。此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坚持的“党指挥
枪”的原则也都对应着当下，启发我们“中国梦”在今天怎
样实现。《苦难辉煌》 所具有的当下性品质是历史文献片的
可贵品性。

第三，大含细入的艺术呈现 《苦难辉煌》是一部史诗文
献片，该片将那个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几乎尽收其中，还涉猎了
一些没有表现过的历史。这些决定了它的纵深与宽度，而信仰
至尊又决定了它的立意高度。如果把这些视为“大含”，而“细
入”则体现在它不放弃具体细节和小的节点。恰恰是这些“细
入”之处体现出片子的新意和亮点。这样的例子太多恕不一一
例举。我只要举几点就能看出编导“四两拨千斤”的功力。一张
红军号谱原来是当年的电报密码，98岁老人至今保存了一块
当年泸定桥上的木板，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可见一斑；陈
毅在3年游击战争中负伤后把腿绑在树上自己动手挖子弹以
及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定要见袁文才的妻子，见面第
一声就叫“嫂子”，多少沧桑事，尽在一声中。《苦难辉煌》没有
猎奇却努力寻新，其内涵和立意体现在实境中，体现在情景再
现中，体现在解说中，体现在权威人士出镜等诸多元素中。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充分利用解说词和权威人士的出境。传播学
认为，传播内容是由传播者决定的，传播者变化，传播效果和
程度也随之变化，这是因为人们根据对传播者所具有的可信
性来对信息的真伪作出判断，因此优秀的电视片要想追求节
目的权威性一定要求助于权威人物，引用权威机构的信息或
者数据。举一个例子：南昌起义片段中讲朱德元帅传奇，朱
和平将军出镜讲了一段，讲他爷爷 32 岁已经是云南警察厅
长，相当于国民党中将了，把家里上学欠的债都还清了，还
给他的父亲买了祖坟，又把全家都接到泸州。当时是春风得
意。但是他抛弃了这一切去参加共产党，共产党的前途在哪
里？共产党人总数不足200人。朱德却下这么大决心抛弃所
有，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以此佐证朱德和一代共产党人的
信仰非常有力。古人那句话“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
应很能概括文献纪录片的创作规律。遵循规律才能使作品入
眼入脑入心。

薛晋文的博士学位论文刚
刚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
行，此书是迄今我国首部系统
研究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专著，
值得庆贺。

曾记得我为晋文的影视论
集《镜苑探微》写序时，我把
他称之为“学院派影视批评的
新锐”。我这样写到，“在电视
剧批评中，这个年轻人毫不犹
豫 地 站 在 学 院 派 的 阵 地 上
了”，“他站在先进文化的坚定
立场上，坚持开展科学的健康
的电视文艺批评的鲜明态度，
敢于批评和善于批评的学术胆
识和勇气，还有对于低俗、庸
俗、媚俗的电视文艺，以及电

视剧进行批评的尖锐和犀利的文风让人印象深
刻”，他的文章不乏“真知灼见”。晋文的上述特
点，在这部专著里继续得到展示。

纵观全书，他对农村剧的思考具有鲜明的学
理特征。他围绕文化乡村的嬗变问题，对中国农
村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深入分
析。依托文本实证的研究思维，作者详细论述了
农村剧与乡村之间的存在关系，站在农村剧作为
审美意识形态的高度，全方位观照农村剧文本与
反映对象、创作者与农村现实、农村剧与农民主
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内在联系。在现代性的视野
下，深度阐述了农村剧的创作成就，充分肯定了
农村剧的存在意义和艺术价值。与此同时，从农
村剧创作的现状出发，深度解剖了农村剧存在的
类型化误区与艺术审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农村剧日后自我超越的可行性对策。

农村剧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是中国电视剧
的重中之重。就像中国这个国家的命脉的重要支
撑是农民、农村和农业一样，中国电视剧这种文
学艺术现象的命脉的重要支撑也是描写农民、农

村和农业的电视剧。我们衡量中国电视剧艺术
事业和文化产业之光明圣洁，抑或黑暗肮脏，
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价值
取向和艺术水准。以往，我们的农村题材电视
剧有它的灿烂辉煌，也确实有它的黑暗肮脏。
为了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无论
是谁，以此为专题做研究，一定要兼及这两个
方面，否则，论文价值本身就打了折扣。现
在，晋文这样做了，这是他深得其中要义的表
现。就此而言，无论晋文在自己的理性思辨和
理论阐释里，有没有瑕疵，是不是有水平，都
值得肯定。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的论述没有高蹈务虚的
痕迹，而是立足于农村剧艺术和乡土变迁的客观
现实，选取艺术与社会发展、艺术与心灵重建、艺
术自身和谐等视角，对农村剧的存在现状与未来
发展进行了理性分析和深度思索。尤其是从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高端，严肃批驳了农村剧创作
中出现的“伪现实主义”倾向和“三俗”问题。可以
说，对现实乡村文化特征与未来乡村文化特征的
论述，对农村剧与乡村关系的深度透析，对农村剧
问题的深刻揭示，以及超越方向的理性前瞻是此
书的主要创新之处。

读晋文这样的研究文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闪耀着一种理性思考和理论阐释的光芒。其间，
充溢的不仅仅是晋文作为年轻的电视剧批评家的
睿智和才华，更多的是他作为学院派电视剧批评
新锐的学术胆识和理论勇气，是为人为文的志气、
节操和风骨、气势。做学问，做一个学院派有志
气、讲节操，坚持风骨、追求气势的理论家和批评
家，是需要我们一辈子潜心修养的事情。这里的
关键和奥妙，不是把文章写得俏皮，写得具有吸引
人看的魅力，这都是技巧层面的功夫。多年来，我
一直坚持认为，只要你下苦功夫，技巧不难学会，
更重要的是境界和情怀，是高尚的境界和博大的
情怀。那是需要一辈子苦行修炼的。创作者如
此，理论家和批评家同样如此。

此外，此书的文风值得肯定。晋文没有包袱，
或者说没有因袭的负担，也就思想解放，头脑清
醒，眼光敏锐，思辨敏捷，视角新颖，话语新鲜，文
风清新。他同种种创作者没有那种复杂的历史的
和现实的关系，以至于纠结，没有任何利益关联，
无欲则刚，也就是说，易于做到就作品说作品，易
于做到公平公正。他不是当下京城评论家圈子里

“体制内”的人，他就不会因为过多的研讨会需要
“赶场”，也就能充分读片，而不会马虎应付，不会
东扯西拉，发表的意见就是内容充实的，立论不是
空话大话，论据言之有物，论述从容不迫，能够做
到更客观、更公正。

随着专著的出版，他现在应将所有的进步和
成绩统统归零。眼下，他依旧站在起跑线上，一切
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压力，无疑对他有百利而
无一害。自然，对于农村题材电视剧，我希望他继
续关注，甚至可以说是紧紧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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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家协会连续六年权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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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总报告、市场消费调查报告、专项研究报告三大板块
更加侧重解读分析数据背后涵义：
把脉电影产业发展走向、提出行业升级战略构想、服务于全行业资源整合
一本客观、公开、专业的电影产业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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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十一期要目
愤怒的象群…………沈石溪
泥人卞………………聂鑫森
我是爸爸 ，再见……弧笑弦
手心朝下……………周海亮
有一种爱叫放弃……灵 天
您知道我是谁么……赵 新
生活在虚拟世界的人

…………………秦德龙
亲爱的声音…………吴培利
变脸美人……………米 娜
梨花开时……………韦 名
耳光响亮……………李 显
总有人为弱者转身…马 德
一只手的“叛变”……李维明
回家…………………邵火焰
化刀…………………江泽涵
绝境下的从容………王晓宇
实诚人根锁…………闫俊杰
为什么不救我………陈力娇
巧让老板来招聘……沈岳明
别小瞧挥抹布的阿姨

…………………孙 逗
为羊看门的狼………李宽云
搏狼勇士……………唐本庆
逃兵…………………曹德权
不是逃兵……………李立泰
陌生人到梅庄………黄建国
废窑…………………伍中正
潜……………………黄爱国
生死约定……………谢庆浩
女儿的“哥哥”………藻 灵
绝对真币……………苑世云
虚拟超市……………王海波
在特殊年代相亲……徐均生
荒……………………非 鱼
一只小刺猬……李冬梅编译
向左走向右走……梁 军译
告状…………………刘国芳
时差与距离…………安 谅

2013年第十二期要目
双花…………………张 淼
穷爸爸 ，富爸爸……潋 滟
长不大的孩子……蓝雪冰儿
爱的直线……………李代金
挽起你的头发来……李东晓
功夫…………………孙 昊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刘国芳
老街…………………韦 名
裤子…………………刘永飞
窘迫与变异…………杨崇德
回家…………………张利香
高塔上的探照灯……焦松林
魔镜…………………凤 凰
梦碎“超级皮”………李 谦
最高明的跳槽………沈青黎
帮助别人也是完善自己

…………………小 样

学做上司“ 过滤器 ”
…………………倪西赟

公豺黑背……………张爱国
狼的三只爪印………王 族
超级临时工…………叶 雪
民工王乐的幸福……徐国平
军装…………………周海亮
我上英雄台…………李立泰
红绸带………………杨国峰
诱惑…………………冷清秋
去九江………………双 木
家庭间谍……………蒋 寒
爱喝酸奶的于小刀…庄 秦
阴行…………………应 辰
换心…………………施占军
认不认识……………崔 立
与君相知……………刘万里
吸血毒蝙蝠…………林华玉
端米…………………刘黎莹
南柯一梦………［日］星新一
黄杨木床……………吕啸天
天使娜娜……………李俊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