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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部 时 代 报 告 剧

《在一起 》 由上海拍摄 ，

集结国内电视剧优秀力

量 ， 以十个单元致敬抗

疫中的平民英雄 。 图为

剧组正在 拍 摄 《在 一

起》。 （出品方供图）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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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出的 “皇宋湖学宝尊” 铭铜牺尊。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在一起》：创作“破格”，
只为平民英雄涓滴汇海的定格

上海出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指导的重点抗疫题材时代报告剧创作进行时———

一群人正为同一部作品加紧对

表———抗疫题材时代报告剧 《在一

起》。

上海， 嘉定体育中心羽毛球馆被

改建成方舱医院的模样，《方舱》 单元

正处创作进行时。同一时间，《搜索》和

《同行》分别在北京和无锡拍摄，《摆渡

人》刚完成了粗剪。随着其余六个单元

陆续开拍， 电视剧镜头下的抗疫群像

一天更比一天丰满。

有人说，《在一起》 的创作全过程

是“破格”的。

它集结了一流的创作力量。 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组织指导， 上海方面牵

头，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耀客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

共同出品，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共上

海市委宣传部给予大力支持， 所有参

与的编剧、导演、演员无不是国内现实

题材创作领域的中坚、一线。

它采用了全新的 “时代报告剧”

类型。 “时代” 重在及时反映时代主

题、 时代精神， “报告” 意味着在真

人真事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 每两集

一个独立故事， 每个故事一支创作团

队， 十组人马分头行动， 十个故事汇

成 20 集系列剧。

它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拧紧了创

作发条。 当年事不仅当年策划、 当年

拍，还会当年播。

“破格”的背后，上海文广影视集

团副总裁陈雨人这样解读：“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 ，14 亿中国人民守望相助 。

电视剧创作者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真

实呈现全民记忆里众志成城的日子。”

说到底，“破格”，只是为了平民英雄涓

滴汇海的定格。

剧中没有 “名人”，

但可能每个人都“榜上
有名”

自己塑造的，是群什么样的人？所

有走进《在一起》的创作者，都得厘清

类似问题。

“他们首先是人， 有七情六欲的

人。 ”汪俊为《方舱》执导筒，故事讲述

医护们从进舱到休舱的 35 天。 他觉

得，在成为逆行者、守护者之前，英雄

的医护人员本是隐在人群里的凡者，

“他们也有内心不安，也对未知感到无

力， 甚至也会在回到宿舍洗澡时为白

天发生的一幕幕感到后怕。 而当向好

的趋势渐渐明朗， 他们也是给病人送

玫瑰花、 带着大家跳舞读书的乐观主

义者。直至最后病人出院，医患间还生

出些依依不舍来。 ”35 天的情感逻辑，

人同此心。

对这点，同组的靳东深信不疑。进

组前，靳东与胡伟国有番长谈，后者是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

长、 上海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领队，《方

舱》主人公胡庆生身上有他的影子。整

整一下午，医生就着自制的 PPT 敞开

心扉， 画面里都是他用手机录下的抗

疫一线事。 网上见过或未见过的细节

里，演员被两个场景触到。一是胡伟国

告诉他：“我曾以为只有我是勇敢的，

去了武汉才发现，有的医院 4000 多人

全员报名……” 另一个画面回溯了当

事人逆行前的某种空白，“办公室书架

上有我妻子和孩子的照片，那天，我干

坐了 45 分钟 ， 最后擦了擦照片 ，出

发”。一个侧面印证了战“疫”中英雄辈

出， 一个揭开英雄的铠甲探了探内心

柔软。

还原疫情中不计其数普通人的贡

献，用普通人视角为平民英雄写传，应该

是《在一起》十个单元最趋同的基调。

陈雨人证实：“剧中不设钟南山院士

等举国皆知的名家、大家，而是把目光投

向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十个故事里，医

务工作者当然占重头戏，而人民解放军、

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快递小哥等各行

各业的甲乙丙丁，都可能榜上有名。

沈严执导的《摆渡人》单元，雷佳音

的角色高度浓缩了外卖小哥、 快递小哥

的群体。跟随他的视角，疫情下一位位普

通人挨个在剧中登场。 刘江是《搜索》的

导演，他的单元里，李小冉、黄景瑜等需

要在 24 小时内完成一次特殊的流行病

学调查，疾控中心人员、民警、社区志愿

者，都是这场搜索的接力人。

即使在以医护为主的单元里， 主角

依旧不锁定某位“名人”。《方舱》绣群像，

武汉启用了 14 座方舱医院，胡伟国只是

剧本借鉴的医者之一。 《同行》的剧情梗

概许多人“眼熟”，年轻人骑车加步行，四

天三夜，终于穿越封锁的交通，从老家回

到武汉医院的工作岗位上。 新闻里的姑

娘是一个人， 电视剧安排志同道合的两

人结伴而行，杨洋和赵今麦扮演的，便是

疫情中“了不起的 90 后”……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是几个人、

一座城的战斗， 而是太多凡者不凡的中

国人心手相连、彼此支撑的全民战争。

抹去“有痕”的表演，

还原战“疫”中环环相扣
的“无痕”

真人真事真情，无论哪个单元，导演

和演员们念叨最多的便是“真实”，下功

夫雕琢的也是“真实”。

有些求真，在乎技术层面。国内的疫

情防控阻击战在春天时取得了阶段性重

要成效。待剧组陆续开工，已是绿意渐浓

的初夏。勘景时，刘江、滕华涛、林研都做

过相同的事：避人、避绿树。车水马龙、满

目葱茏，这些代表着生机勃勃的街景，对

于《在一起》，都是要规避的。实在避无可

避，后期特技将抹去季节的留痕。 同理，

反季节拍摄，人物的衣着不能露出破绽。

《同行》的年轻人，一路奔袭，穿的是羽绒

服，脚上套的还是雪地靴。 《方舱》里 100

多名“患者”，个个得穿棉服、盖棉被。 至

于需要穿防护服坚守一线的战士， 冬天

时尚且一个个汗湿几层、脚底积水，更遑

论眼下的天气。

有些求真，在乎专业立场。《搜索》的

剧本里原有一场“乌龙戏”，讲的是疾控

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机场被警察误会了。

可到了拍摄时，驻组把关的专业人士“叫

停”了这个桥段，因为现实中，无论是防

护服上的标识， 还是其他手段的身份确

证，类似误会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

一起》片方给每个单元都派驻了专业人，

医生、民警、社区工作者、快递小哥……

哪怕每个单元时长仅仅 90 分钟，演员们

练习正确穿脱防护服， 练习防疫操作流

程，都被当作一桩大事。

更关键的一层求真，在乎表演。

抗疫题材决定了，《在一起》 的所有

单元、所有演员，都会面临穿着防护服、

身形难辨，佩戴口罩、全凭“眼技”的表演

难题。 可主创们却给了另一种思路。

《摆渡人》是十个单元里最早开机、

最早杀青的。可一个月过去了，雷佳音依

旧会想起“脑袋刺挠”的感觉。

武汉封城的日子里， 小哥们是寂

静街头为数不多的流动风景。 他们往

来穿梭， 白天送快递， 夜里为回家的

医护当 “摆渡” 人， 累到极点， 顾不

上每天洗个热水澡。 小哥们为了疫情

对自己将就， 演员便遵从体验派的基

本法。 他和导演商量： “咱们别太像

‘演’ 戏， 得向纪实的方向靠近。” 两

人不谋而合， 一个往真了演， 一个往

真了拍。

相比平常拍戏时， 演员总被要求

塑造出人物个性， 雷佳音这次要求自

己“去个性化、去‘雷佳音化’”。 他说，

演平民英雄不应该是演员在展现个人

魅力，而是要把自己“活”成当事人，一

个平时隐在人群里， 遇到事往前走一

步、甚至成为英雄仍不自知的人。

抹去“有痕”的表演，在沈严看来，

是艺术上的 “不刻意”“别太过”“克制

一点”。 “剧本感人是因为站在了 ‘真

实’的肩膀上。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

塑造的人物是接地气的、可信的，是和

老百姓之间同呼吸的。 ”

当表演的痕迹弱化， 有些原本现

实中 “无痕” 的事情会更容易凸显出

来， 那是每个人牢守自己一道防线，

为疫情的防控、 城市的运转、 生活的

继续， 做的许多环环相扣的事。 比如

雷佳音还原的那些把自己时间都留给

“摆渡” 的快递小哥， 比如汪俊从医

生口中得知 “护目镜里一片雾气蒸

腾， 抽血、 插管都是盲操作的 90 后

护士”， 又比如 《在一起》 镜头下复

刻的许多个 “我们”。

刘江说：“中国人的凝聚力是超强

的。我们拍这部戏，内心就有这样一种

情感想要表达。 ”

上海文艺界代表委员：
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

“人民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然

而， 正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奋斗造就

了极不平凡的事业。” 我们必须坚持

人民至上、 紧紧依靠人民、 不断造福

人民、 牢牢植根人民。

特殊时期召开的全国两会， 进京

参会的上海文艺界代表委员们都在自

身专业之外， 更多了分大情怀、 大格

局 。 而始终不变的是 ， 文艺是为人

民。 在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后， 代表委员们更加确信： 只

有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 文艺才

能发挥最大正能量。

王丽萍委员：危中有机，

探索文艺发展的新机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视协副主席、著

名编剧王丽萍谈到，她所在的文艺组，大

家讨论热烈， 来自不同地方的文艺界代

表都不约而同地回首抗疫期间所做的点

点滴滴，开辟云上演出、演唱抗疫歌曲、

画抗疫主题作品等等。

“大家还一起探讨，文艺工作者如何

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文艺作品怎样更

好地反映故事中的正能量以及真善美。

文艺界特别是影视界， 怎样在危机里找

到新的机遇，怎样多渠道、用多种形式的

文艺作品模式的改变， 把更多有力量的

作品带给大众。 ”

去年， 王丽萍参与了全国政协组织

的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方面的调研活

动，采访了许多社区干部、基层工作者、

志愿者， 对于他们的工作情况有了一定

的了解。因此她对于家庭关系也很关注。

“疫情之下，家庭关系方面会有新的问题

出现，比如子女的教育、邻里关系、夫妻

关系、 疫情对于一些家庭经济收入的影

响等，会产生新的家庭矛盾，希望能帮助

和关爱到他们。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

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

有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

茅善玉委员： 为 “小
众”文化争取更多机会

“近些年国家对地方艺术、 传统艺

术的支持举措都逐步得到落实。” 全国

政协委员 、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对

记者说 ， “地方院团也积极进校园 、

进驻新媒体， 进行各类推广活动。” 今

年她继续呼吁政府对地方戏曲艺术的

支持 ， 为 “小众 ” 文化争取更多发展

机会。

2018 年全国两会 ， 茅善玉交出了

《出台扶持政策， 促进全国地方戏曲电

影摄制》 的提案。 同年， 沪剧电影 《雷

雨 》 开始拍摄 ， 2019 年首映当日形成

上海全市 100 多家电影院同步放映的规

模， 一批忠实戏迷走入影院的同时也吸

引了不少年轻人， 影片最终实打实拿下

百万票房。 “得益于 4K 技术， ‘像音

像’ 工程忠实地记录下一部优质作品的

方方面面， 因此留下的珍贵影像资料可

以为年轻演员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 茅

善玉有感而发， 国家对本土艺术的重视程

度有目共睹。 未来， 她期待能够得到社会

更多面向的关注。

除了文艺工作者外， 茅善玉的另一重

身份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 在小组会议

上， 她建议出台更完善的相关办法， 建立

相对全面的非遗工作体系， 为非遗传承人

的工作提供更明确的方向， 让非遗事业后

继有人。

史领空委员：建议设立
“国家防疫日”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

辑史领空则建议设立 “国家防疫日”， 并

以此为契机警钟长鸣， 促使全体国民在每

年的这一天进行自我教育和深刻反

思 ， 切实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与宣

传教育 ， 完善应对可能不期而至的

公共健康危机的技术储备 、 人才储

备 、 物资储备和预案储备 ， 对可能

突发的天灾人祸必须保持警醒 ， 高

度戒备。

在上海出版界， 无论是 《方舱记

忆》 等直击一线的实录， 还是上海译

文出版社多年深耕的 “译文纪实系

列”， 都高度关注流行病、 人文医学

健康等选题 ， 策划引进的 《血疫 》

《世纪的哭泣》 等重印数量明显上涨。

这些主题图书体现了一种主旋律和

抗疫精神 ， 超出了一本书自身的价

值 ， 体现了出版人的长期思考与人

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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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美妙的名字， 千百年来让中国人魂牵梦绕， 那就

是：江南。备受关注的上海博物馆年度大展“春风千里：江南文

化艺术展”昨天拉开帷幕，该展在内容策划和展陈设计上突破

时间脉络，突破单一门类，从文物出发讲述江南故事。 这是一

次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展览，展出的197件组文物，涵盖玉器、

青铜器、陶瓷器、书画古籍、画像砖、家具、印章、犀角器、竹木

器、玻璃器等诸多门类，向人们娓娓道来：作为中国意象的“江

南”，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它深深地融合了南北中国的文

化要义与精神向往。

六朝以前的江南刚毅勇武，晋室南渡
后优雅转身

公元1691年， 王翚和几位内廷画家着手绘制一组共12巨

卷的绘画，详细描绘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全过程，这就是著

名的《康熙南巡图》，也是本次展览开篇的第一件文物，足见江

南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 “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由此解决水

患、肃清吏治、笼络人心，开启了康乾盛世。 江南如此多娇，引

皇家天子屡折腰。如今，我们仍然重江南、说江南，如同这个展

览。 ”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研究馆员谷娴子如是说。

她介绍， 目前学界基本公认江南文化主要发源于吴越文

化。吴越文化狭义的概念，指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立国所

创造的文化， 广义的概念则包含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

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 这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当属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本次展览展出的吴王光戈、越王州

句剑、越王大子矛等，都是曾经争战的缩影。

事实上，江南文化有一个长期衍变的历史过程，不同时期

先后呈现出阶段性的特色。比如，六朝以前的江南是刚毅勇武

的；东晋以后，江南人文荟萃、雅士代出。

东晋的衣冠南渡对于江南文化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历

史事件。 以书圣王羲之为例，他的祖籍在琅琊，即如今的山东

临沂市区，在南迁当中，他从山东去到了江南，即现在的浙江

绍兴地区。此次亮相的宋拓本王羲之《行草书秋月帖页》，其原

作当属王羲之移居江南浙东山阴后， 信笔回复友人盛夏问候

的一缄书札。它起首的第一句为“七月一日羲之白”，故而又叫

《七月帖》。 “七月一日在古代历法中是立秋后第一天，古代文

人骚客于这天多有感时悲秋之作问世， 王羲之自也不例外，

‘忽然秋月，但有感叹’之语可证。 ”谷娴子解释。

这里有诗性，也有烟火气，更有责任

诗性， 是江南被频频提及的独特气质之一。 此次展出的

“犀角雕荷叶螳螂杯”，便是古代江南文人雅致生活的缩影。此

犀杯为明代后期开始流行的荷叶杯样式，荷梗中空，兼具杯柄

与吸管二用，啜饮、吸饮两宜，持之风度娴雅，最得文人青睐。

“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江南春词意图卷》是与本次展览

主题最契合的一件展品。 此卷为文徵明以倪瓒《江南春》词意

所作，描写出江南春景木叶初碧，草长莺飞，一片旖旎景象，充

满勃勃生机。

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反映了当时江南商品经济的繁

盛。据透露，这幅画上有200多块商家招牌，商铺不仅售卖江南

本地的土产，还卖外地的一些名产，甚至还有海外的物品。

除了阳春白雪， 江南也有 “烟火气”： 茶、 酒、 香、 花

等 “四般闲事” 滋养了江南生活里的精致典雅， 犀角、 竹

刻、 砚、 墨、 刺绣等雅玩体现了江南造物里的匠心文意， 皮

影、 说唱本、 首饰、 红陶、 紫砂等构成了江南日常里的闲情

偶寄。 以一组清末民初的 “浙江海宁皮影人” 为例， 其制作

材料为羊皮与牛皮， 影身分六至八个部件， 为适应表演中剧

情需要， 生角、 净角的身、 头可以更换， 这也体现了江南作

为 “戏曲文化中心” 的重要地位。

江南更有责任。这里有数不清的功臣志士、思想大家，也有道不尽的气节文人、

布衣隐士。以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为例，他以思想高度引领后人，功业、文章震

烁古今，然而，他在此次展出的《示诸侄手札册》中却自谦道：“吾惟幼而失学无行，

无师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尔辈当鉴吾既往，及时勉力，毋又自贻他日之悔，

如吾今日也。 ”谆谆教导，言辞恳切，成就家训名篇。

展区最后一部分聚焦上海，从唐宋时期吴淞江南岸的著名贸易港青龙镇，到明

代以后新开黄浦江入海口并兴建的上海城，最后以吴湖帆新古典主义山水《层岩积

翠图轴》、刘海粟取法西洋画并结合传统泼墨法的《青绿山水图轴》、颜文樑运用印

象派技法的油画《黄浦江夜航图》为结尾。这正是海派文化的缩影，它继承了古典江

南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逐渐在开放、兼容、创新中发展，最终中西合璧、

走向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