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编
剧
如
何
捍
卫
自
己
的
趣
味

□

梁
振
华

■新作点评

责任编辑：徐 健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13年6月5日 星期三影 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关 注

在创作过程中，笔者经常跟投资人、导演和发行方接
触，会有关于创作、关于剧本各式各样的分歧和意见。那
么，这些分歧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是趣味的
分歧。一部电视剧作品，可以有多种趣味，比如主流的趣
味、审美的趣味、思想的趣味、市场的趣味等。这些不同的
趣味，在编剧、导演、制片方、投资方之间有没有不可逾越
的隔阂？实际上，它们之间是可以兼容的。作为一个创作
者，当你的趣味渗透在创作过程中，你要用尽你一切的能
量，包括你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去捍卫你的趣味。哪怕只剩下
一座城池，只剩下一块砖瓦，都不能放弃和沦陷。

谈到趣味，还可能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在面对多方的要
求时，作为编剧应该坚持什么样的趣味？笔者认为，应该满
足三个层次的要求：

首先，剧本要具备能够产生戏剧落差的人物和人物关
系，包括人物性格。绝大部分来自市场的意见都是针对这一
点。电视台购片方的意见其实高度统一，上来就抡“三板
斧”：一、前三集扔原子弹，抖猛料；二、情节一定要集中，
节奏一定要紧凑，故事密度要高；三、人物一定要极致，恨
不得所有的本子里都有一个李云龙。这三个意见其实都是就
故事的戏剧性来说的，即让故事更好看、更吸引人。这些意
见并不见得是洪水猛兽，怎样去变通、处理，就需要编剧在
进行人物和情节顶层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到戏剧空间，考虑到
情节的浓度，考虑到人物的独特和典型。

其次，无论写什么剧，都有一种基于人类共通情感之上
的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可能有很多人以为，历史悲悯、现
实情怀这些东西对电视剧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但有和没有，
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比如今天再写屈原，难道仅仅就是写一
个浪漫的爱国主义诗人吗？我们看看今天的知识分子，面对
各种文化的压力，一退再退、一让再让，退到了最后，自己
的底线到底是什么？这个底线也就是中国传统士人的底线。
2000 多年前的屈原，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朝堂一步步回
到民间，政治抱负施展不了了，楚国病入膏肓了，幸运的
是，他还有他的文化情怀，有他的终极关怀。所以，他在绝
望之后反而坦然了，怀着对生命和文化的热忱投进了汨罗

江，大悲痛后产生了大释然、大解脱，从此千古相传生生不息。找到这个思想
的基点，写起戏来就会觉得心里面踏实许多。我们对历史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决
定了我们能够走多远，看多深。

最后，在具体情节和戏剧的构造上，一定要反复提醒自己保留哪怕是局部
的创新意识。尽量让自己写出来的人和故事，有独特的经验和新鲜的发现，总
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有些编剧在写作过程中，经常的情况是，如果发现写得
特别顺，往往是陷入了一种惯性的写作圈套，也就是凭借自己的直觉在写流水
账。这个时候应该停一停，强迫自己多琢磨，用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场
戏，选择了A方案，有没有更好的选择，B或者C，一直到抵达自己的能力极
限为止。

以上三点，事实上，是创作者个人趣味和艺术趣味、市场趣味的公约数。
趣味常常没有高下、好坏之分，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作为编剧，要有捍卫自
己趣味的意识，当然，前提是我们的写作经得起锤炼，也经得起来自市场和艺
术的双重考验。能够经受住这样的考验，编剧的趣味自然会被更多地尊重。

与趣味相关联的话题就是创新。现在电视剧创作总是被催着“创新”，难
道创新真的是提升创作质量的万能钥匙吗？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不是急于总结创
新的成果，而是反思创新带来的创作误区。比如，很多编剧主张“向外看”，
在国外经验中找创新。笔者就有一个编剧朋友，在国外待过一些年头，看过的
美剧、外国电影不计其数，言必称外国片。但有意思的是，他动笔写的戏，你
仔细一看一琢磨，会发现它好像少了根，总轻飘飘的立不住。单从情节设定和
台词上看，很漂亮，很精巧，可是在中国的电视剧文化语境里，它不可能跟中
国电视剧的主导趣味互通。也就是说，他写的是中国人，可做的事情、思维方
法甚至讲话时的句法都是去中国化的，像一个古怪的构造，上半身都是欧化
的，下半身一只脚踩在中国的土地。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很难纠正。欧美剧作
的经验当然比国内先进和成熟，当然要学习，但在进行借鉴和嫁接的时候有很
大的障碍要克服。这个障碍跟中国本土的美学经验和接受趣味有很大关系，也
和中国电视剧几十年累积的叙事传统有关。机械地照搬外国片的人物和桥段，
不等于创新，效果也未必好。

今天的电视剧创作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机遇与困惑并存，
写戏到底是为谁在写，对谁负责？说到底，它是一个各方面趣味的博弈过程。
编剧过于固执，或者过于迁就，可能都是误区。做编剧是件非常苦的差事。相
比小说家而言，编剧不仅要具备小说家应该具备的讲故事、结构故事、提炼思
想的能力，最难的是，编剧要学会兼容来自各个方面的要求和趣味。今天的文
学评论界依然有一种说法，小说家在精神层面上是优于编剧的。对这个说法，笔
者一直存在异议。两种不同的写作文体，各有不同的规律和特点，很难分出高下
优劣。2012年年底刘震云到北师大跟学生交流，有人问他：写小说和写剧本，你
更喜欢哪个？哪个更难？刘震云回答道：“很多人认为小说创作在本体上面优于编
剧，但是本人作为一个小说家兼编剧，我可以诚实地告诉大家，影视写作在技
术上的难度远远高于小说。”当然，刘震云讲的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精神
上的追求，小说可以有，电视剧创作同样也可以有。小说和影视创作在本体上
没有优劣之分，而且，编剧原本就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类别。

由山东影视传媒集团、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等联合出品，朱朱编剧、简川訸执导
的医疗情感励志剧《到爱的距离》日前正在紧张地拍
摄中。

作为山东影视传媒集团的第一部行业剧，《到爱
的距离》以医疗行业为背景，讲述了医务工作者们在

现实的种种制约下不懈追求职业理想，克服不解与
偏见，努力向爱走近的故事。谈及拍摄该剧的机缘，
制片人侯鸿亮表示：“做这部戏的初衷源于一位业内
前辈，他说电视剧年产量1.4万部集，但两类题材
却严重缺失：医疗、教育，而这两类题材与民生密
切相关。该剧就是力求传达我们还有行业道德去遵

守，还有行业理想去追求。”该剧
演员集结了演艺界老、中、青三代
的中坚力量，包括李晨、靳东、潘
虹、崔心心、高鑫、李佳、宁文彤
等。

该剧剧本创作由原小说作者
朱朱亲自执笔，作为曾有多年临
床经验的专业医疗从业人员，朱
朱在剧本创作上力求严谨，从技
术层面上为剧作的准确和严谨性
提供了充足保障；与此同时，朱朱
笔下灵动鲜活的角色也给予了人
物形象充分的塑造空间。此外，
该剧在置景、道具、影像风格等环
节的设计上极富当代都市质感，
力图将该剧打造成为一部严谨性
与时尚感兼备的行业剧。

（徐 健）

由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中国影视艺术
协会、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及半岛国际纪
录片节共同主办，镇江市文化广电产业集
团承办的 2013“中国·镇江国际纪录片盛
典”今秋将在镇江举行。本届盛典活动的
主题为“家园”。“家园”不仅富有个体生命
情感，而且寄托着人类共同的无限梦想与
追求，其中也包含着人文、自然、社会等哲
学命题。

据介绍，2013“中国·镇江国际纪录片
盛典”将突出国际化特色。活动期间，除进
行评比、颁奖、主题论坛、影视机构展示、
国内外优秀纪录片展播外，还将举办“半
岛国际纪录片节日”和“意大利亚洲电影
电视节日”，并将与国际知名电影电视节
签署选片合约书。活动旨在努力构建国内
外影视机构认同、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国
际纪录片选片平台，从而提升和繁荣影视
作品创作，促进国际间的影视文化交流。
此外，活动实行“评选形式、奖项设置、获
奖数量”与国际接轨，奖项按时间分，分为
长片、中片、短片三种类别，每项各设金山
奖、银山奖、玉山奖；三个单项奖分别为：
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制作；为鼓励青
年人和在校大学生的创作热情，特设了

“新地平线”奖。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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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爱的距离》：严谨与时尚兼备的行业剧

电视剧《闯关东前传》以1868年英法联军占
领烟台的历史场景为序幕，将核心故事聚集在上
世纪之交，讲述了山东掖县民众壮怀激烈、御侮
杀敌而不幸惨败，终被腐败的清朝政府逼迫，不
得不背井离乡、走上闯关东的漫漫长路的故事。

故事围绕山东掖县乡勇管大田的三个子女
管粮、管水、管缨几经沉浮的闯关东之路展开
的。这三个人，以及编剧高满堂按照人物塑造需
要所设计和配置在他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人物，
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闯关东的人生经历富有

传奇色彩，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饱经风
霜、命运坎坷。他们的身份随着各自的遭遇不断
变化，彼此之间时而同仇敌忾，时而剑拔弩张，在
维护亲情的同时还要兼顾各自的人生境界和情
怀，还要纠结于各自的爱情。导演王滨表示，这
部剧最大的亮点就是情感部分被高满堂描绘得
极其细腻。

剧中，围绕着兄妹三人，还有蒋雪竹、曼儿、
韩老大、阿丽玛、卡佳、张怀仁、周光宗、球子、金
子等人。这些人里，没有什么大人物，没有历史

上著名的英雄豪杰。历史，都是由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一个时期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
众和那些精英人士，包括伟大人物和杰出人士
共同创造、共同书写的。像闯关东这样的历
史，尤其不能小看由“小人物”构成的创造者
与书写者的伟大作用和贡献。之前的 《闯关
东》 和 《闯关东中篇》 都是聚焦于小人物的，

《闯关东前传》仍把小人物放在了电视剧画面的
中心位置上，把他们当作全剧的主人公来书
写。这就说明，我们的创作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高满堂认为，剧作家应该把国家命运和社会
现实紧密联系、融合于作品之中。“很多电视剧家
国情怀少了些，儿女情长多了些；家里家外多了
些，驰骋天边的英雄气少了些。中国电视剧里应
该多一些经典的人物，要把民族英雄的精神力量
融入到创作中。”这说明，他写《闯关东前传》是要
写英雄的。这部戏里的英雄是什么样的呢？高
满堂总结为“四有”，即：有家国、有热血、有
理想、有牺牲。《闯关东前传》就浓烈地传递出
了这种热血小民“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
怀。

《闯关东前传》在向观众展示并且供世人索
引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的时候，将
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贯穿其中，在真实的历
史风云变幻中描写以主人公管家三兄妹为代表
的普通人在历史变迁下的陷落、抗争与希望，
于是我们在看戏、看人生的同时，也看到了世
事，见识了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到 20 世纪
民国初年间的历史大事，比如丁戊奇荒、八国

联军入侵北京、日俄战争，等等。
创作者在书写齐鲁儿女“闯关东”艰难辛

酸的历史同时，把管家的“家族史”和近现代
中国的“社会史”成功地融合在了一起，通过
描写管家三兄妹家族的历史命运，形象地透视
出了那几十年间，由山东和东北地区具体表现
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兴衰变革，观照围绕着“闯
关东”这样的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事件所折射出
来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让我们既看到了

“社会史”的色彩斑斓，又看到了“家族史”的
枯荣更迭。这样用“家族史”描写“社会史”，
用“社会史”托举着“家族史”，一个管家三兄
妹“闯关东”的故事就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风
云、时代的悲欢形影相随、生息与共了，管家
三兄妹“闯关东”的故事发生的环境、氛围就
都有了历史的、时代的色彩与气息。这就是一
种“境界”。

这“境界”是一种当代中国电视艺术家们
应有的艺术造诣。就是凭着这样的艺术造诣，
这部电视剧有了厚重的历史感，有了强烈的时
代精神，有了崇高的文化品格。而且，创作这
部电视剧的艺术家们的艺术功力恰恰就在于，
他们以管家三兄妹的复杂、坎坷的经历为线
索，穿插进来一些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的人
们，讲述了他们在关东遇到的种种磨难和考
验，以及在苦难之中发生的种种悲欢离合的故
事，所有这些故事又都分别被结构在历史风云
之中，让管家三兄妹的命运也跟着大起大落。这
样的叙事艺术效果就在于，既做到了全景式描绘

管家三兄妹“闯关东”的全过程，成就了一幅壮阔
的、充满了历史沧桑的画卷，又让前面的艰难和
辛酸凝炼和铸就了管家三兄妹的“闯关东精
神”，让管粮在这幅宏阔的历史画卷上洒下了英
雄的血泪，完成了该剧“创作定位”中艺术家
们设定的“小人物成为大英雄的故事”的艺术
理念。这就是“境界”，是艺术造诣，也是历史
和文化。

该剧还通过管家三兄妹的奋斗，艺术地演
绎了丰富感人的“闯关东精神”。他们充满了智
慧与英勇奋斗的进取精神，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
决心与勇气，敢于与艰苦磨难进行抗争，与天、
地、人进行抗争，与人生命运进行抗争，而无畏于
牺牲生命，无畏于任何阻力；他们敢于为实现美
好的人生追求锲而不舍，挣脱陈规陋俗的束缚，
自力更生，勇于创新；他们敢于为改变贫穷落后
与自身的种种不良品性而进行抗争，审时度势、
与时俱进。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他们
又积极自觉地倡行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人
生准则，及时主动倡行扶贫济困、宽容待人、无私
相帮、和睦共处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中华
民族诸多优秀品质的精华浓缩，它也是全人类共
有的美好精神的基本构成。

可以说，《闯关东前传》的创作者们，在用影
像书写“闯关东”这样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情境时，
其真情倾注在作品里的高尚“境界”和“情怀”，以
及通过这种“境界”和“情怀”演化而成的一种不
凡的宏大“气象”，在思想上震撼了人们，在艺术
上感染了人们。

看到的都是历史和文化看到的都是历史和文化
——电视剧《闯关东前传》观后 □曾庆瑞

由周振天任总编剧、马玉辉导演，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中国视协和海
军电视艺术中心等单位联合摄制的
42集电视剧《我的故乡晋察冀》，以独
特浓郁的地域特色为背景，以写实与
虚构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激情而流畅
的叙事，着力塑造了以耿三七为代表
的八路军的英雄群像，把波澜壮阔的
敌后抗战史，书写成一部跌宕起伏、扣
人心弦而又荡气回肠的战争传奇。

剧作以晋察冀边区的六郎镇为原
点，将叙事空间向阜平、保定，乃至北
京等地自如地扩展与辐射，形成了较
为广阔立体的历史视野；又以著名的
平型关大捷、黄土岭之战、百团大战等
重要战史为依托，构筑起全剧纵向的
主体叙述框架。以此为经纬编织起发
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个决不屈服、
以死抗争、而又充满战斗智慧的局部
生活场景，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晋察冀
军民曾经经历的漫长惨烈、可歌可泣
的长篇历史画卷。《我的故乡晋察冀》
的问世，把这段原本不该忘记的历史
再度拉入当代人的视野，无疑有着弥
补电视艺术样式对这一地区抗战史反
映与表现空白的巨大意义。该剧着力
塑造了耿三七这个具有独特性格魅力
的英雄形象。这个始终留着“锅盖头”
的山货店出身的小伙计，是因日寇野
蛮入侵被迫走上战场，进而成为诞生
于这片土地、锤炼成长于战火之中的
大放异彩的精灵般的人物。青少年时
期的生活历练使之兼具了头脑灵活和
精于算计的天赋与特质，而当他将这
一切运用于全神贯注的对敌作战时，
其原有特质与英勇无畏、豪迈仗义等
特质的奇妙结合，便使之在一次次凶
险莫测、瞬息万变的战斗中闪耀出某
种出神入化、令人叫绝的形象光彩。

该剧正是以一系列富于奇思妙
想，又极符人物性格逻辑且精彩抓人

的情节，对此进行了令人信服而又赏
心悦目的艺术表现。特别是假扮晋察
冀军区机关引开敌人这一重场戏，最
为壮怀激烈与扣人心弦。从耿三七借
司令员皮衣以迷惑敌人的缜密心机，
及施展各种伎俩制造种种假象，到老
鹰崖绝境中九死一生的突围，剧作把
耿三七顾全大局、思虑周详、临机善处
的个性特点推向了极致，使其性格特
征不同于我们过去见到的任何艺术形
象，令人感受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民族
英雄在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气贯长
虹般的智勇与担当。

剧作对耿三七形象的刻画，注意
在连绵起伏的曲折情节的展开中，与
其他各类人物形象形成鲜明的映衬与
对照。以日军头目黑田俊雄为代表的
侵略者的狡诈凶狠，意味着耿三七与
其较量是使出浑身解数拼智慧拼勇气
的，是你死我活甚至是渐渐升级的，
也意味着刀刃上的交锋是绝不允许有
些瞬间疏忽和些微失手的。在对手立
起的反光镜上，映照出的是耿三七所

代表的民族的性格与智慧的质量。其
与侯景魁的对手戏是剧作设置的重要
线索与看点。国共在抗战中既合作又
龃龉的过往历史，在剧中具体表现为
某种民间化的形式，耿三七以其坚定
不移的胆魄和行侠仗义的气概，博得
了民族大义尚存、但面对困难犹疑不
决的侯景魁的钦佩，并与他建立了几
乎是相知相惜的兄弟般交情，形成了
联手制敌的有利局面。剧作对两人关
系的如此描写，既具有较高的历史可
信度，又在艺术上颇有耐人寻味的观
赏价值。情感戏在剧中占有了相当大
的分量，剧作设计了耿三七先后与女
政委代云、女大学生赵燕和村姑崔秀
梅之间的情感纠葛。爱情似乎是长篇
电视剧配方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但在该剧中并非只为赚足多角恋爱的
噱头和佐料，而是着力于表现战火中
浴血的、但却是洒满阳光的青春与爱
情，使剧作具有了百转千回、酣畅淋
漓，甚至是撕心裂肺般的抒情格调。

该剧的思想艺术价值还在于，以

真实的手法描写了处于外敌入侵之下
复杂的社会生态与多种人格，国民党
的抗日先遣军与八路军抗日游击军貌
合神离，却又在危难之时出手相助，这
些都真实地反映了那种历史情境下鲜
明的政治特点。其中侯景魁的形象塑
造，就是这种两面性最具典型性的表
征，危局之下薪水供给与装备物资等
的短缺，更加剧了这个视枪杆子为生
命、并且试图称霸乡里的人物的摇摆
性，但民族的荣辱与耿三七等的警戒，
终于使其守住了道德与价值的底线。
该剧还以最犀利无情的笔墨揭露了民
族性格中藏纳的污垢，通过对汉奸侯
景太这一形象的刻画，描绘出这类人
物卖国求荣的无耻、狠毒、阴险的丑恶
嘴脸，剧作形象展示的是，这些阴奸损
坏、良心丧尽的败类，在民族危亡关
头，是怎样地起到了为虎作伥、助纣为
虐的罪恶作用。

剧作以形象的力量诠释了民心向
背决定战争胜负这一根本道理。司令
员要耿三七冒险到保定送还日本遗孤
由美子的情节，以及耿三七在途中为
由美子抓蝈蝈编笼子的镜头，以极富
感染力的抒情闲笔，反映了八路军高
级指挥员和普通官兵胸怀宽阔、包容
天地的爱心。这同黑田俊雄处心积虑
要杀害耿三七之子小阜平，形成了人
魔之间极为鲜明的对比。剧作设置外
国友人林维克帮助晋察冀军区修复被
炸毁的电台，白求恩大夫日以继夜为
八路军救死扶伤，都可视为那个时代
标志性的元素，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正
义的人们，是怎样携起手来共同反对
凶残的日本法西斯。剧作以大量写实
性的细节，表现八路军是怎样一心为
民而赢得了民心的，因此在敌人血腥
的暴行之下，民众即使付出了巨大牺
牲也决不透露八路军的行踪；在日寇
经济封锁的困难年代，百姓即使吃树
皮树叶也把粮食省下来送给自己的队
伍。剧作表现耿三七率队跪拜二广娘
的场景，以及展现八路军感谢晋察冀
人民的戏，群众送别八路军的戏，都是
如此的富于热度，感人至深、催人泪
下。作为抗日游击军政委的代云，当
选三区区长后用小布袋珍藏起代表民
意的红豆，这一细节表达出的是对民
意的珍视，剧作或许在告诫人们，无论
何时都不能忘了人民支持这个根本。

神奇土地上的战斗精灵
——评电视剧《我的故乡晋察冀》 □汪守德

■艺 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