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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山海情》的成功意味着什么?

? 18万人打出 9.4 的高分，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再一次得到了确证

卞天歌 邵岭

独孤岛主

一种关注

这样的印象，在最近几年比较密集
地观看到张嘉益参演的作品时常会出
现。这并不代表他是个“路人选手”，恰恰
相反， 若沉下心来梳理张嘉益迄今的表
演生涯，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不同
的影片中， 他饰演的角色几乎都没有雷
同，也就是说，假如你事先并不认识有一
个名叫“张嘉益”的演员，你几乎不会发
现这些影片中的角色都是他扮演的。

这就是表演的奇妙之处，同时也是
张嘉益作为一名演员的最大特征———

即以一种“无招胜有招”的姿态，低调、

沉稳，将自身的“明星光环”隐匿在一个
个浑然天成的角色里。用“变色龙”来形
容这种姿态及张嘉益本人的表演进阶
过程，可能比较恰当。 华语电影史上很
少出现这样的演员。 因为以既有的“本
色”形象畸变为个人风格标识鲜明的表
演总体形象，往往是一个演员“苦尽甘
来”的象征。 但从张嘉益塑造的各类人
物来看，并不存在这样的特征。

如今回看 1990 年上映的儿童片
《魔表》，许多观众一定对这个一夜间长
大的小伙子留有深刻印象。当时的张嘉
益在演职员表上的名字还是“张小童”，

这应该是他第一个大银幕角色———突
然长大后迫不及待对镜中的自己秀肌
肉的小康，表现出的是青春少年的躁动
意味。 片中的小康，身体是成年人的身
体，心智仍然是个小孩，因此如何表现
出不符合外形年龄的幼稚，是张嘉益所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尽管《魔表》算不上
他表演生涯的代表作，但他在片中充满

青春意气的整体形象，与后来所饰演的
一系列形象都有所不同。

在 1994 年黄建新导演的 《背靠
背，脸对脸》中，已经从北京电影学院表
演系毕业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张
嘉益饰演的是一个精明的建筑商。年仅
24 ?的张嘉益， 在片中表现出一副满
口京片子的老成模样，与初出茅庐时的
青春意气已不可同日而语。 他语气轻
柔，斜靠在床上，一边玩着手里的火柴
盒（烟盒），一边目光锋利地拆穿李会计
的把戏，在短短半分钟的戏份中，即表
现出了人物吊儿郎当表象下的深沉心
机。 这个角色戏份不多，但置身于影片
所营造的那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勾心斗
角情境中，却是锦上添花的存在。 尽管
这部电影没有为张嘉益带来即时性的
大红大紫，却在他的表演生涯中担当了
文献功能，令观众得以在 27 年后的今
天回味张嘉益早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完
成得相当妥帖的举重若轻的演出。

对张嘉益的表演，笔者另一个比较
深刻的印象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具
体作品中饰演的人物声线渐趋深沉，这
也是令观众难以一下子回忆起《背靠背，

脸对脸》 中他所饰演的角色的一个重要
原因。 很多年来， 张嘉益时而是 “老好
人”，时而是“警察专业户”，他的人物形
象塑造逐渐有了一点被定型的趋势，似
乎也与这种生理上的声音变化所加持的
人物特征有关。 他演过现实中的正义化
身警察， 也演过抗战时期的经典人物李
向阳， 但最出彩的无疑是出演普罗大众

一员的中国普通男人。 比如王小帅导演
的《左右》里那个微微弓背，堆起无奈笑
容的男主角肖路， 是非常典型的以生活
流逻辑细密编织角色性格网络的实践，

这种表演方式并不致力于建立演员本身
的所谓“风格特征”，而是可以直接达成
对具体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立性体认。

在堪称 2000 年代中国电视剧代
表作之一的《蜗居》中，张嘉益饰演的宋
思明集中展现了其对特定类型角色“去
脸谱化”塑造的能力与能量。 在宋思明
最后去看海藻的戏份中，张嘉益运用纠
结关头的微微皱眉以及不动声色间流
露的犀利眼光，演出了一个从人类情感
逻辑出发的普通中年男人，陷于情感挣
扎的状态， 并不是以往那种有着精明险
恶样貌的形象。 这是张嘉益的代表作之
一， 也非常集中地表现了他于细微处见
性情的表演思路。 《蜗居》之于中国电视
剧史的贡献， 不仅仅是延展了现实主义
题材，塑造了复杂的人生面向，更是在表
演层面不断试探或出离情节剧式人物塑
造的边界。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里，张嘉益
塑造的另一个官员形象马文彬市长更
耐人寻味。 全片他只有五场戏，场场都
有令人物性格从羚羊挂角被剥离到显
山露水的功能。 开会的戏份中，张嘉益
饰演的马文彬正襟危坐，全程看不出他
是个什么样的人，随着对李雪莲上访事
件的卷入越来越深，他的狂怒本色与虚
伪本质也逐渐暴露。张嘉益以非常高效
且收放精准的演出烈度， 直击人物内

心，并峰回路转地令人物回归到了“官场
变色龙”的形象中。 于平泊处见爆发力，可
以说是层次鲜明的内心外化表演实践。

距离初登银幕 30 年后，张嘉益出
演的《在一起》中守土有责的院长张汉
清与《山海情》里性情真挚的村民马喊
水，是其描摹角色的最新成果。 他将原
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坚定的情感状
态外化为身体的表演，成就了《在一起》

中那个与渐冻症抢时间、与新冠病毒抢
生命的英雄式人物形象。在《山海情》的
开局中，他用累计不到 10 分钟的表演
完成了人物主体性建立，演出了马喊水
的身份、见识在日常烟火中的质地。 在
去年末央视播出的《装台》里，张嘉益则
以静制动地演活了走街串巷“讨生活”的
装台人顺子的哀乐中年， 开场与闫妮的
对手戏更是展现了他对角色整体性格的
把控能力，言语之间的停顿与凝滞，不仅
仅在这一场景中呈现生存之乐观， 更预
示了其后经历风雨时的应对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患有强直性脊
柱炎，张嘉益在生活中———包括在许多
影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 “走路带风”或
“霸气”的步伐，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身体
状况的客观限制所导致的。但在表演过
程中，这一点恰恰被张嘉益化作了可以
在表演姿态上做一点停顿并表达角色
稳重气质的要素。

《装台》以及张艺谋即将开拍的《主
角》， 都是根据陕西作家陈彦的小说改
编的，而这两部立足表现鲜活市井生态
的作品， 改编权恰恰都是张嘉益买下
的。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关注普通百姓
生活、剧作扎实的国产剧集涌现，如何
慧眼识珠运作出最具时代精神与烟火
气息的作品，对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张嘉
益而言，靠的是长达 30 余年的演出积
淀和对社会人间的洞察力。 同样，这也
是张嘉益作为一位具备足够厚重度量
的实力派，厚积薄发的另一种证明。 他
悄然支撑起了中国影视表演品格的最
新面向，也身体力行地证明了亘古不变
的 “由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的艺术
观———这种观念超越了表演本身，足以
成就具有大家品相的艺术人格。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影评人）

电视剧 《山海情》 收官至今， 掀起的收看和评论热潮仍在
继续将其口碑不断推高。 其成功的意义不仅是在社会大众的审
美日趋多元、 文艺产品的样貌日趋丰富的当下， 再一次确证了
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同时也为现实题材影视
创作提供了一条堪为范本的路径。

《山海情 》唤醒了
年轻人血脉深处的乡
土情怀 ， 为他们提供
了一次难得的精神寻
根之旅

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指的是由
赵树理、柳青、路遥等人民作家承传而来
的社会主义文艺传统， 延至当下则表现
为以坚定的人民立场深扎于火热生活、

以动情的笔触描绘吾乡吾土的真实民
间、 以深刻的历史变迁体验书写平民史
诗的创作追求。

这一脉传统所确立的现实主义创作
范式与美学原则在我国文艺史上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在电视剧史中亦有体现。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 《篱笆·女人和
狗》 等农村题材三部曲， 到新世纪后的
《希望的田野》 《老农民》 《平凡的世
界》， 这些作品以 “较大的思想深度和
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恩格斯语）、 根
植乡土的厚重情感与散发泥土芬芳的朴
素美学打动了几代观众。

然而， 近年来人民文艺现实主义创
作传统却遭遇着阻梗与断裂。 随着大量
资本介入影视行业并斩获话语权， 扩大
市场、 获取盈利成为部分影视创作的首
要目标， 观看行为也随之被置换为消费
行为。 在现实题材领域，严肃、深沉的现
实主义剧作被更易激发社会讨论并以此
推广营销的“话题剧”挤占了播映空间。

在市场收效未卜的情形下， 聚焦重大主
题的现实题材作品被想当然地认为与广
大收看主体绝缘。

《山海情》 的火爆让很多人感到意
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该剧不仅是一部扶贫题材电视剧， 而且
是一部怀抱着塑史追求的扶贫题材电视
剧，展现的是上世纪 90 年代宁夏西海固
地区人民易地搬迁、艰苦开拓的奋斗史，

并以此折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达

40 多年的反贫困壮举。 以今天的市场思
维来看， 这样一部电视剧与当下主流收
视人群之间的时空距离， 简直就如同山
海之隔。

但开播之后不久， 恰恰是年轻人将
其拱上了热搜。

为什么？ 排山倒海般的弹幕里藏着
答案。对一部分年轻观众而言，他们并不
是在《山海情》中观看他人的陌生生活，

却是在回溯自己的个人记忆与家族记
忆。 事实上，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 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的根脉
都在乡村。 他们或在乡村度过自己的童
年、青年时代，或在父辈、祖辈们乡村经
验的陪伴下成长起来。 “都市异乡人”身
份所带来的认同上的迷失以及灵魂上
的漂泊感促发着他们对“根在何处？ ”产
生思考。

对此，剧中马得福关于“根”的解读
便显得意味深长， 他劝不愿移居的涌泉
村民们：“人有两头根， 一头在老先人手
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到
哪了，哪也就能再扎根。”当下，后人们已
将手中的根再扎下， 但他们想要的却是
顺着这一头去寻回老先人手里的那头
根。 《山海情》触发了年轻人关于乡村的
记忆与想象， 唤醒了他们血脉深处的乡
土情怀， 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精
神寻根之旅。

对于另一部分年轻观众而言，《山海
情》引领他们重新认识、解读这个五彩斑
斓的乡土中国。 一个更加宏阔而纵深的
中国在他们眼前打开， 一群更加鲜活灵
动的人的命运在他们眼前跳跃。 历史的
张力与生命的感染力超越了个体的寻根
诉求，贯通起每个观众的生命体验。作品
对西北风貌、 人情的描摹也超越了个别
的地域文化记忆， 唤起了各地区观众共
同感知的集体记忆， 与脚下这片土地血
脉相连。

《山海情》让年轻人对中国共产党史
和改革开放史的宏伟篇章有了更加深切
的体认，可贵的家国情怀也由此凝结。二
三十年间，闽宁镇如何由漫天黄沙、通电
不成、灌溉困难的“干沙滩”变成了“金沙
滩”？ 作品告诉我们，西海固人民的埋头
苦干、 扶贫干部的拼命硬干与国家扶贫
政策的为民请命，缺一不可。在改革的沧
桑巨变中，不变的是压不垮的中国脊梁。

“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但这一切的前提
是， 要知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 那
么， 由谁来把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
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今天的年轻人
呢？影视作品正应承担这样的使命，将那
些深藏民间的苦乐与悲欢、 梦想与追求
讲述给人们， 这也将启示着他们如何走

向未来。

《山海情》 让我们确信， 优秀的现
实主义影视作品不仅能够凝聚大众的审
美共识， 更能够凝聚大众的情感共识，

这也是该剧在价值层面所显现出的独特
意义。

现实主义作品要
真正抵达受众 ， 不仅
要艺术地真实地反映
现实 ， 更要将影响现
实作为最高目标

在实践层面上，《山海情》 同样具有
标杆意义， 它为当前影视领域现实主义
创作提供了一条堪为范本的创作路径。

不能否认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人民
文艺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之所以在影视领
域面临阻梗乃至断裂， 很大一部分原因
在于，其对创作有非常高的要求。这样一
类作品要真正抵达最广阔的受众群体，不
仅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法则，还应秉持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即以严肃认真的姿
态忠实于现实， 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

并以反过来影响现实为最高目标。

很多观众津津乐道于《山海情》在创
制上的匠心———从演员口中地道的方
言、脸上粗糙的红晕、眼角的皱纹、衣领
上的黄土渍， 到具有年代感的旧物件道
具……剧组一方面有意营造出了一种质
朴而粗砺的艺术风格来呼应西海固地区
原生态的环境， 同时又以极高的细节还
原度营造了浓郁的生活质感， 将那些浸
润着生活本真的土气息和泥滋味传达给
观众，激活他们的生活经验。评论家戴清
有一个观点笔者非常认同： 这是一种寓
于真的美和善的呈现， 是艺术似真性的
建立，既是作品审美焕发的过程，也是观
众得以产生共情的重要原因。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 《山海情》 让
人看到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和演员表演之
间的正向互动关系。 一方面， 演员们同
样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以专业
的水准雕琢作品。 有观众评价该剧 “全
员放弃颜值管理”， 直到演员表出现很
多人才把剧中人和演员对上号： 黄轩和
黄觉一改以往留给观众的文艺范， 浓郁
的乡土气息在他们身上毫无违和感 ；

《装台》 里活得憋屈的刁顺子张嘉益拍
拍屁股成了八面玲珑的人精马喊水； 灰
头土脸的德福妈是 《生活秀》 里漂亮内
敛的大陶红 ； 坚韧勇敢的李水花是在
《甄嬛传》 里出演叶澜依的热依扎； 扮
演打工妹白麦苗的黄尧是 《过春天》 里
的城市女中学生佩佩……抛却美颜包袱
的他们在作品中的表演自然且自如， 求
“真” 而不一味求 “戏”。 观众也没有因
为他们不那么漂亮而弃剧， 恰恰相反，

因为他们完完全全成为了角色本身， 因
此他们的外表没有成为空洞的符号， 反
而成为观众追剧的动力。

另一方面，《山海情》 的成功昭示着
优秀的现实主义影视作品将为演员提供
更为广阔的舞台与更公平的机遇。 当很
多演员被悬浮剧毁了演技， 当中年女演
员陷入无戏可拍的困境， 创作出越来越
多的现实主义好作品将从整体提升表演
水准的门槛，让好演员超越年龄、形象之
限有剧可拍，让糟演技乃至“AI 换脸”等
乱象被清理、淘汰。这也将进一步推动影
视产业的健康发展。

正是从这种种层面上，我们说《山海
情》 成为了现实题材影视作品的一个范
例，一块高地。 因为它的成功，文艺工作
者可以得到激励，去满怀热情投入生活，

用丰富、多样化的艺术手法来提炼生活、

展现生活，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

以生活流的逻辑
细密编织角色的性格网络张嘉益：

岁末年初， 随着讲述大众生活的口碑剧集
《装台》与《山海情》的播出，张嘉益在经历了非
凡之年的中国观众的视野里又获得了较高的关
注度。 平心而论，张嘉益在荧屏上的存在感，不
是三天两头密集出镜的流量明星式显露， 也不
是独霸某种类型的性格演员那样惊艳登场。 所
以当我们回望他 30 年的演艺生涯时，脑海里会
突然闪回许许多多性格类型样貌各不相同的影
视剧人物，然后将他们整合到同一幅画框中。 与
此同时，我们会“哇”地一声恍然大悟：原来这个
人叫作张嘉益。 原来就是他！ 他演过《蜗居》《我
不是潘金莲》，甚至也演过《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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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