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代际的价值传承

郦国义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文艺评论家

与年轻受众形成良好互动
齐伟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

我是一名 80后， 比较关注新时
代主旋律如何面对更年轻一代的受
众。 从这个角度看，《大江大河》最具典
范意义的地方就在于， 它作为主旋律
现实题材电视剧，非常好地与 90后甚
至是 00后形成了良好的对话关系。

关于这部剧， 我给出三个关键
词：门面、面孔与共情。

门面———今天的青年观众文化
经验日益丰富，影视文化产品日益多

元，电视剧能否满足这样一代观众
对于作品更严苛的审美要求和更
高的审美需求？《大江大河》不仅做
到了，而且做到了爆款，可以说代
表了当下中国电视剧的门面。

面孔———对于我这样的 80

后 ， 甚至比我更年轻的 90 或者
00 后，改革开放是个充满概念性
的大词。 但是《大江大河》的主创
团队把这些距今并不算太遥远 、

散落在各地、 并产生强烈振荡的历史
事件再度遴选收集编排， 并以三副时
代先行者的面孔呈现在我们面前 ，特
别具有概括力。 这三副面孔共同汇聚
成改革先行者的面孔。

共情———不仅是 50 后 、60 后的
共情，也是 90 后、00 后的共情。 对于
今天的青年一代来说， 他们在改革开
放的大潮中出生、成长，既是改革开放
的受惠者， 也是改革开放精神的传承
者，文化自信是他们与生俱来的。 《大
江大河》让他们看到了父辈的故事，为
他们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源头。

作为上海的文化人， 我为上海近

期文化所取得的重要突破和引起全国
观众读者瞩目的作品感到兴奋。上海经
过若干年的盘正和能量的积蓄以后，在
最近引爆了一波文化的燃点。

改革开放 40年，在中国人民手中，

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而我们都是这 40

年当中的奔跑者、奋斗者、不懈的追梦
者。 《大江大河》就是为这个时代的追梦
者、奋斗者、奔跑者树立精神的肖像和
奋斗的历史，准确、全面、艺术、人性化地
阐释了不可能如何成为了可能。

《大江大河》的许多画面都让我感

同身受， 但被打动的不仅仅是我们。

年轻观众在网上留言，说看到父辈无
论面对多么艰苦的条件都不曾辜负
时代，今天的我们更不应该辜负这样
一个更好的时代。 由此可见，该剧大
大打通了观众的年龄圈层，这是非常
了不起的成绩。

我在很多场合呼吁，我们的文
艺作品要写出大时代的青春气息，

而《大江大河》这部作品做到了，不
但写出了历史，而且写出了今天这
个时代所必须具备的青春气息。 其
中最重要的功臣就是剧中的人

物———歌德说人类最根本的研究对象
是人，黑格尔说艺术的中心是人 ，归根
到底，人才是艺术关注的全部中心和焦
点。 改革开放就是唤起人的内心尊严，

实现人的内心尊严，而该剧不仅表现了
人们实现尊严的过程， 而且表现了他们
在此过程中散发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光
芒。 奋斗的精神、追梦的精神、奔跑的精
神是各个时代都需要的，我们从《大江大
河》里感受到了当下和未来、我们这一代
人和下一代人都需要的精神力量。

“推进文化精品创作生产和文化高
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新期待”， 是当下上海文艺工作者面临
的新任务、新使命。 我真切地期待在未
来的创作中，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能够不
懈努力 ，追求新的艺术高度 ，达到新的
精神高度。

毛时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为追梦者、 奋斗者和奔跑者
树立精神肖像

过去的三个多月中，我看了很多
献礼剧，《大江大河》最特别。

它不是概念化的。 剧情从 10 多
集后开始沸腾，雷东宝和宋运辉都是
戏剧发动机，一旦启动，澎湃到终局。

它不是庸俗滥情剧。它在情感做到
位的基础上，尽可能反映了丰赡的社会
信息量，能看到改革来路的颠簸、反复。

它也不是独角戏。 雷东宝和宋运
辉既有各自精彩的平行世界， 也彼此
交叉出城乡二重唱。 杨巡的线穿插其
间。工农商三线并进，每一条都卧虎藏
龙。 如此， 电视剧才能展现宽屏的世
界，荡漾出时间的神奇和人类的伟力。

它是聪明的。 网友很严苛，总是
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提出问题，尤其影
像方面有漏洞的话， 就会提出异议。

这方面，孔笙团队的完成度非常好。

它是耐看的。 宽画幅不是噱头，

确实摄入了更多信息量， 令史诗的波
澜壮阔 、 乡村的美不胜收都得到体
现。 戏剧人物取信于观众， 有赖于角
色和环境的和谐共存。 宽屏增加了质
感和细节， 实实在在参与了叙事和人
物塑造。

它还是深情的，宋运萍对宋运辉、

雷东宝的怜爱回护之心，内化为行动
自觉。 她身上集中了所有女性的美好
情操，她的离世也引发了全剧的情感
爆发点。

总之，《大江大河》做了影像创新
工作，又回归了基本创作规律———用
矛盾冲突推进叙事，用社会信息充实
叙事，用鲜活人物丰富叙事。

李星文 知名影评人

有影像创新，

又回归了基本创作规律

为我们树立了标杆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在历史上打下烙印，在人民中留下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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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广播电视台、文汇报社共同主办的电视剧《大江大河》研讨会日前在上海举行。 与会评论家认
为，该剧的成功对于推进文化精品创作生产和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巨大的启示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抓的改革
开放 40 周年献礼剧 《大江大河 》， 首
轮播映全程占据 55 城卫视收视第一
名， 同时在豆瓣获得 8.9 分的高分， 成
为 2018 年国产剧口碑之王。

在日前举行的电视剧 《大江大河》

研讨会上 ， 评论家们一致认为 ， 该剧
从中国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的优秀传
统出发 ， 深入生活 、 扎根群众 ， 体现
了工匠精神 ， 讲好了中国故事 。 该剧
的成功对于推进文化精品创作生产和
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巨大的启示和良
好的激荡作用。

本期文艺百家摘录刊发与会评论
家的发言， 以飨读者。

———编者

作为 77 级大学生， 看 《大江大
河》对我来说感触良多。宋运辉手里那
张数学卷子叠成纸飞机在天空飞翔的
一刻，放飞的是一个时代的梦想。

《大江大河 》充分体现了改革开
放的时代精神。 剧情始终紧紧围绕实
事求是的精神和对人的解放这一核
心。 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人们对
知识的渴求、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
人的尊严的坚持。 也正因为有了人的
解放， 我们才会有改革开放 40 年的
巨大成就，有剧中小雷家的致富和金
州国企的改革之路。

主旋律从来不是自娱自乐。该剧把
主旋律拍成了主流电视剧，让一部主旋
律作品被主流市场接受。 一部文艺作品
的社会效益，必须通过一定的传播力才
能得到真正实现。 这部剧用收视效果
有力地歌颂和致敬了 40 年来中国人

民选择、坚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大江大河 》也鲜明地体现了现
实主义创作的力量。 剧中的真实细节
包括贴合年代的服装、化妆、道具、演
员的表演及场景设计等。 同时通过选
取城乡、工农商等各领域形形色色的
人物，以这些戏剧关系构建社会的大
缩影。 在戏剧性设计中，同时体现了
典型的社会学概括。

真正的艺术永远以人为中心。 该
剧以人物的内在情感、社会关系，推动
着外部变革。宋家姐弟、宋运萍与雷东
宝、 宋运辉与水书记、 杨巡与雷东宝
等， 剧中多组人物关系都大大强化了
情节的推动力。 如果只有外部事件而
缺乏人的血肉情感， 一部改革开放史
是无法成为人的情感史和命运史的。

《大江大河》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命运打
动观众，谱写了一曲改革开放之歌。

尹鸿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清华大学教授

主旋律成为了主流电视剧

日常生活与社会变迁纷繁交织

吴小钧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我是50后，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在
整个追剧过程中有很多深刻的感触。

我在很多方面把 《大江大河》和
《平凡的世界》 联系在一起。 我记得
《平凡的世界》开播的时候，电视台找
我做访谈 ，问我今天为什么要拍 《平
凡的世界》，我回答两点：一是证明我
们必须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二
是改革开放必须要跟最广泛人民群
众的利益结合。 这次我看《大江大河》

也是这样的感受。

《大江大河 》同样是一部励志
的作品，不管是雷东宝还是宋运辉
都是励志的。 同时它也聚焦中国的
城乡交叉地带 ， 在现代化的进程
中， 城乡交叉地带是很重要的，很
多变化都在这里发生 ，而 《大江大
河 》从它的角度 ，在这方面进行了
探索，进行了回答。

两部作品还有一个相似之处：

时间跨度都是十年，都是通过复杂的矛
盾纠葛产生劳动与追求， 痛苦与欢乐，

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变迁纷繁交织在
一起，表现出普通人在大时代当中的艰
苦曲折的道路。 但是《大江大河》在内容
上更具有现代性，艺术样式上更具有开
放性。

《大江大河》带来的启发，一是我们
的电视剧作品一定要借助文学的力量，

一是文艺创作一定要带着文化自信的
态度 。 我们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引领作
用，就看我们交出什么样的作品。 《大江
大河 》正是体现了文化自信 ，起到了引
领作用。

苏东坡有词，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李白有诗， “黄河落天
走东海， 万里写入胸怀间”。 电视剧 《大
江大河》 达到的艺术境界和审美效果，

犹如两位大诗人对大江大河的咏叹！ 该
剧成功展现了改革洪流的万千气象， 揭
示了时代大潮下普通人物的心灵世界和
人生命运， 作品扣人心弦， 让观众或重
温历史、 或在胸怀中新刻了历史的印记！

《大江大河》 的成功， 为当下
的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为我们树立了标杆。

《大江大河》 的主创团队遵循
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 坚持现实主义

的创作道路， 不断地探索和开拓。

现实主义， “除了细节的真实， 还
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 而细节的真实， 正是历史真
实和人物典型化的前提和基础。 严
格把握细节的真实， 准确呈现历史
环境， 认真塑造人物典型， 《大江
大河》 因而赢得了观众的口碑。 这
是他们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守正
创新的又一硕果。

这支主创团队贵在有情怀 。

制作人侯鸿亮不久前在 《人民日
报》 撰文： “要记录时代， 更要
照亮人心”， 誓志要为中华民族百

年来重要历史转折期的百姓形象留
下光影记录 ， 给时代和后人以历史
的镜鉴。 从 《闯关东》 《钢铁年代》

《温州一家人》 ……直到今天的 《大
江大河》， 他们就是在不断地践行自己
的创作初心。 这样的情怀、 这样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令人敬佩！

在当下， 这支团队实事求是、 久久
为功的精神和作风更值得倡导。 《大江
大河》 从小说原著到剧本， 就整整打磨
了三年。 不管业内如何浮躁， 不管外界
如何喧嚣， 他们默默耕耘、 潜心创作。

就在剧作获得成功和赞誉之后， 也是低
调行事， 虚心听取评论和意见， 积极酝
酿新作， 努力再攀高峰。 在力戒浮躁，

努力以质量作为创作生命线的今天， 祈
愿 《大江大河》 创作团队的精神和作风，

如清风吹拂， 给文艺创作带来新气象！

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梦想和担当

黄昌勇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

《大江大河 》 是近年来上海文
艺创作的重大收获， 也标识了影视
创作与制作的新起点和新高度。

该剧是文艺界倡导深厚现实主义的
重要成果， 紧贴时代发展的动脉， 刻画
了非常鲜活、 生动、 真实的人物形象，

展示人物的波折和命运走向， 从而抓住
观众的情感， 打动观众的内心。

创作者遵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法，有很多真实的、让人过目不忘的

细节。 比如在表现宋运辉对于上
大学的强烈渴望时并没有唱高
调， 就是说要通过奋斗改变家庭
的命运。 尤其是在宋运萍把名额
让给弟弟这一段的处理， 平静地
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活动和矛盾。

在展现宽广时代中人物命
运 、波折 、走向的同时 ，该剧更重
要是高扬梦想和担当。 雷东宝、宋
运辉和杨巡都是大时代中的小人

物， 为什么他们能够赢得这么多观众
的喜爱， 让这么多观众跟着他们的命
运流泪、受到震动？ 这里面就有价值追
求和价值导向在起作用。 这些人物身
上，始终体现出高扬、宽广、胸怀、责任
和担当。 特别是雷东宝，这是一个质朴
的、扎根在农村土壤的人物，但是他既
有要改变村庄历史命运的渴望， 又具
有很强的行动力，很真实，有自己的价
值追求、梦想和担当。

从预告片来看， 第二部可能要转
场进入都市， 都市题材可能会带来一
些创作上的挑战， 希望第二部能够更
加精彩。

赵宜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作为推进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
峰的一次努力，献礼剧《大江大河》为
近来的国产电视剧标上了现实主义美
学的厚重注脚， 营造了上海改革开放
再出发的浓厚氛围。

该剧的成功，源于现实主义创作，

但更有赖其跨越媒介与代际的文化影
响力。《大江大河》正是在这一层面，对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探索做出了
生动的阐释：面对“网生代”不断成长

的文化现实与媒介迭代融合的技术
现实，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要求我
们有效利用新媒介技术去解放生产
力，并实现穿越代际的价值传承与
更为广泛范围内的创意通融。

《大江大河》的播出过程中，“王
凯少年感”“萍萍下线”“热议老书记”

等话题频登微博热搜榜。 这些话题贯
穿戏里戏外，不仅扩展了电视剧的话
语容量，真正实现了将互联网这个最

大变量变成文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也
使网生代青年同父辈历史完成了隔空对
话，实现了时代精神的创新传承。

此外，突破了电视屏幕的意义生产，

在多种媒介间交织、汇流，形成了话语与
价值的创意通融：《平凡的世界》中的农村
现代化、《大江大河》中小城镇改革与《大
浦东》的都市创业史诗，这些上海出品的
文化精品，以成系列的连贯叙事，由河入
江、汇成大海，合力奏响了时代强音，并不
断地指向改革开放的新潮头上海。而即将
到来的《大江大河》第二部，则将充满激情
地回答：改革开放再出发，为什么是上海。

▲ 《大江大河》 人物谱。 左起： 老书记、 杨巡、 宋运辉、 宋运萍、 雷东宝、 水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