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题材剧已推出了一批鲜活
的人物形象， 其中以基层干部、 第一书
记占比最高。 《经山历海》 中吴小蒿、

贺丰收、 周斌等人物个性鲜明， 进一步
丰富了乡村基层干部的形象画廊。

剧中， 这三个人物都是优秀的基层
干部， 对楷坡镇和当地老百姓都有着深
厚的情感， 对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事
业也都真诚无悔付出。 这是他们精神品
格的相似之处， 决定了 《经山历海》 在
改编创作中对现实生活的把握、 对主要
人物形象的定位都较原著更为温和、 柔
化。 剧中， 作为一个基层战斗集体， 这
个领导班子的成员都堪称优秀党员， 他
们彼此之间也始终是相互鼓励、 补台、

并肩战斗的关系。 电视剧二度创作的巧
妙在于能够同中见异， 精准捕捉这三个
人物在工作方法、 理念认知、 脾气秉性
等方面的差异与冲突， 同时刻画出不同
的乡村干部的气质、 个性与丰满形象。

作为第一主人公的吴小蒿是令人
耳目一新 、 充满审美新质的乡镇干部
形象， 她不甘于四平八稳的机关生活，

自愿竞聘到基层工作 ， 这一身份转
变 、 与众不同的选择中饱含着吴小
蒿的人生理想与自我定位 ， 也是这
位年轻女干部的重要精神自觉 ， 更
凝聚着小蒿对当地百姓 、 对楷坡的
深厚情感认同 。 尽管起初她缺乏基
层工作经验 ， 做事不乏鲁莽之处 ，

甚至会捅娄子 、 说外行话 ， 但最可
贵的是她的率真坦诚 、 绝不圆滑世
故 ， 她对民主生活会的套话假话直
言不讳地抨击 ， 为楷坡镇政府这个
基层官场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流 ， 小
蒿的清澈直接表现的其实正是共产
党人实事求是的真诚初心 。 在人物
不断历练成长的过程中 ， 她也在以
自身的单纯清澈 、 热情干劲感染着
身边的同事 ， 包括像李言密这样即
将退休 、 多少带有混事心理的老同
志也都产生了精神面貌的更新 。 这
一形象和同类题材剧 《金色索玛花》

中的万月 、 《最美的乡村 》 中的辛兰
等扶贫女干部有着相似之处 ， 但又明
显更为丰满， 富于深情与个性光彩。

同时， 剧中的小蒿又是幸运的乡镇
女干部 ， 单位有周斌书记的支持与引
领， 周书记倒下与离世则让小蒿更加成
熟 、 坚定了服务基层的决心 ； 在小家
中， 小蒿始终是丈夫倍加呵护的爱妻；

在大家庭中， 小蒿更让父母、 姐姐引以
为荣， 公公的坚定支持更是一以贯之；

剧中父女冲突、 家庭矛盾都是次要的，

也都没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贺丰收与小蒿之间的合作亦对手的
关系更是全剧最有意思的戏剧性所在，

两人不打不相识、 各有所长， 个性都很
强； 但同时， 两人又是工作中互补的好
搭档， 贺镇长最终还以他的包容与智慧
为小蒿解决了后顾之忧。

剧中， 小蒿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内心
独白与画外音时常伴随着人物在海边的

徘徊与思考， 它见证着小蒿成长的脚步，

也凝聚着她对生活的感悟 。 这给作品带
来了一种抒情 、 浪漫的哲思韵味 ， 也为
主人公们经 “山 ” 历 “海 ” 的勇毅进击
平添了一份诗意的葱茏。

与小说 《经山海 》 相比 ， 电视剧的
改编较大 ， 除了形式上的改变 ， 如去掉
“历史上的今天 ”、 小蒿日记与女儿日记
等充满诗意的表现形式 ， 删除了一些充
满象征意味的细节设置 ； 更重要的改变
是对原作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正
面化 、 明亮化的调整 ， 这一改编路径一
方面考虑到了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区
别———此前电视剧 《装台 》 也采用了类
似的人物处理 ， 同时也反映出这类脱贫
攻坚剧将主要矛盾设置在人与自然之间。

尽管笔者个人期待在剧中看到更多对山
东地域文化风采和当地百姓的精神主体
性等方面的展现 ， 但就整体艺术品格而
言 ， 《经山历海 》 交出了一份脱贫攻坚
审美表达的优秀答卷。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精准捕捉人物个性

戴清

《经山历海》 这部表现山东日照楷坡镇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的优秀电视剧正在央视一套持续热播。

该剧生动塑造了吴小蒿、贺丰收、周斌等心系百姓的
乡镇干部形象。

《经山历海 》在同类题材精品剧 《山海情 》后播
出，必然面对观众的对比压力 ，好在该剧以 《人民文
学》推出的重头小说、获得了 “五个一工程 ”奖的 《经
山海》为改编基础，经受住了重压之下的挑战。 从播
出热度来看，《经山历海》无疑是又一部特色鲜明、品
质上乘的脱贫攻坚题材剧，与 《山海情 》《石头开花 》

《江山如此多娇》等作品一道共同构建起表现丰富的
精神内蕴， 有力拓展了该类创作的审美空间与荧屏
想象， 为今后同类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与创作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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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等热播主旋律剧的启示：
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与“人民美学”的回归

刘海波

在建党百年之际， 中国电视荧屏
上出现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电视剧
佳作：《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山海
情》等连续在央视推出，在收获高分好
评的同时， 也形成了打破常规观众圈
层的社会性话题，引发热烈讨论。

之所以说这批作品让人 “耳目
一新 ”， 是因为它们在如下几点显示
出与近几十年来电视剧常见样式的
差异。

首先是题材上有突破。且不说摆脱
了古装剧、偶像剧那些架空历史、架空
现实的俗套，也不同于即便以近现代革
命斗争为故事背景的 “谍战”“抗日”等
类型剧， 就是在现实题材的大类里，也
不同于前些年习惯把故事空间放在城
市，以“市民”的儿女情长、家长里短为
表现对象的都市生活剧、 家庭伦理剧，

近期热播的几部电视剧把镜头对准了
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者，表现的重心
也从日常生活和儿女情长转移到工人、

农民、士兵和革命者们的生产、生活和
斗争。

也因此，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上发生
了明显变化。 我们较长时间以来，以塑
造都市靓丽新人物、平民小人物、世俗
人物、中间人物形象为潮流，以反映人
物的人情美、人性美、伦理情为主要目
标，而上述几部作品却以塑造先进人物
和英雄形象为目标，侧重表现他们的崇
高美和英雄美。

最后， 在美学风格上， 这批作品
重新焕发了昂扬向上的美学品格， 即便
表现像长津湖之战这样的残酷战争， 也
是侧重其悲壮性， 展现志愿军战士不怕
牺牲的悲壮美， 这不仅明显区别于新时
期之初反思年代里的悲情叙事， 甚至也
区别于1990年代之后影视作品中的底
层叙事和批判叙事， 区别于新世纪以来
电视剧中日常叙事的世俗美学。

中国影视剧作品的美学变化呼应
着时代大潮， 与共和国的发展阶段密
不可分 。 正如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

年为界， 可以明确区分为改革开放前
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 ， 在美学上 ，

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也明确可感。 其

中前一阶段， 基本延续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艺术家和理论家们反复摸索出来
的 “人民美学” 范式。 这个范式， 是
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创作方法为
指导的 ， 它在要求艺术家 “真实地 、

历史具体地” 去描写现实的同时， 更
要求 “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
和教育劳动人民 ”。 因此 ， “人民美
学 ” 范式下的创作 ， 以塑造英雄形
象、 先进人物形象为目标， 以此作为
教育和引导人民的模范。 但是因为种

种原因 ， 这一范式一度走向了极端 ，

削弱了现实主义的灵魂 “真实性和历
史具体性 ”。 改革开放后 ， 文艺创作
恢复了对 “人性 、 人情和人道主义 ”

的描写 ， 但也随着市场经济时代到
来， 文艺和知识界一度出现过 “告别
理想 、 躲避崇高 ” 的极端之论 ， 虽
然经过1990年代 “人文精神大讨论”

的反拨 ， 但仍然随着消费时代的到
来进入了 “消费美学 ” 时代 ， 表现
在电影领域是娱乐片和类型片的发

展 ， 表现在电视剧领域则是各种回
避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剧集的发达。

我们不能否定人民群众精神娱乐
和文化消费的合理性， 更不能否定改
革开放之后对此前一段时间僵化美学
原则反拨的合理性 。 但是依据辩证
法， 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才构成
一个完整的辨证过程。 如果说改革开
放前的 “人民美学” 是共和国文艺创
作摸索建构的一个 “正题 ”， 改革开
放后对它的反思犹如 “反题 ”， 而今
天到了经过 “否定之否定 ” ， 形成
“合题 ” 的阶段 。 但是辩证法里的
“否定之否定” 并不是对最初 “肯定”

的简单重复 ， 而是在更高层次的回
归， 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美学并不要求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
的整齐划一， 而是在容纳娱乐和消费
合理诉求的同时， 积极追求创作出更
多 “思想精深 、 艺术精湛 、 制作精
良” 的头部作品， 承载思想教育和文
化引导责任。 最终， 由先进的 “人民
美学” 和多元的 “消费美学” 共同构

成百花齐放的、 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
“共和国美学”。

值得强调的是， 今年以来这几部优秀作
品在情绪基调上再次体现出 “昂扬向上” 的
品格： 《跨过鸭绿江》 洋溢着革命的英雄主
义、 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山海
情》 的扶贫干部们虽然面临着艰苦的自然环
境， 但同样因为对口扶贫的兄弟省市最终是
强大的国家做后盾而有着必胜的信心， 《觉
醒年代》 表现中共建党的初心时刻， 充满革
命激情和 “社会主义绝不会欺骗中国” 的必
胜信念。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文艺作
品中的昂扬品格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
中国人民充满自信的反映， 那么今天， 我们
之所以在文艺作品中又恢复了这种昂扬向上
的品格， 则是因为新时代中国所取得的伟大
成就， 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
信。 这份自信既让我们可以 “平视世界”， 也
可以正视历史和现实， 真正的现实主义因此
而复兴。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在容纳娱乐和消费合理诉求的同时 ，

积极追求创作出更多 “思想精深 、 艺术精
湛、 制作精良” 的头部作品， 承载思想教
育和文化引导责任。 最终， 由先进的 “人
民美学” 和多元的 “消费美学” 共同构成
百花齐放的、 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
“共和国美学”。

《经山历海》：基层干部的审美新质与精神成长

深厚演绎时代命题

好作品遵循着相近的艺术规律，

艺术表现则又是多姿多态的。 《经
山历海》 与上文提及的多部优秀作
品 一 样 ， 对 当 下 的 重 大 时 代 命
题———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有着
形象生动的艺术表现与高度的概括
力。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作品展现的
乡村地理空间与乡村经济形态十分
典型、 丰富： 楷坡镇依山傍海， 既
有靠海吃海 、 先富起来的安澜村 ，

又有平原为主、 适宜种植茶叶的平
湖村 ， 还有大山深处 、 仍然贫困 、

留守老人居多的石屋村， 同时这里
也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基
地。 这一凝聚着创作者艺术慧心巧
思的空间设置显然为情节事件的丰
富构成、 发展走向、 人物行为及其
精神成长都提供了扎实基础与多重
可能性。

剧中， 吴小蒿、 贺丰收 、 周斌
等楷坡镇领导的日常工作始终是繁
忙劳累、 并富于挑战的。 一开篇即
面对百姓聚众反映易地搬迁意见 ，

其他如针对三个村子不同经济形态
的发展战略与具体推进在剧中穿插
展开， 如带领石屋村群众种植金银
花搞创收， 开发石屋村的红色旅游，

为村里老人办爱心食堂， 关闭安澜
的小码头， 保护海洋生态， 实现碧
海计划， 以及为平湖村茶叶打开销
路等。 扎实细致的情节事件、 清晰
缜密的情节逻辑以及人物的情感心
理逻辑都真切反映了创作者深扎乡
村的审美发现与艺术转化功力， 也
再次证明优秀文学母本对于影视创
作的重要性。 剧中还自然穿插了一
些突发事件， 如码头冷库发生爆炸，

山洪暴发后保护百姓 、 抢救物资 ，

暴雨天灾造成海参养殖受创， 以及
大年夜村民烧纸着火、 干部们舍生
忘死地救火， 老人们发生食物中毒，

直至抗击新冠疫情。 这些情节设置

无疑使全剧充满了戏剧张力与节奏紧
迫感， 在增强作品观赏性的同时， 更
通过人物一次次应对挑战， 形象地展
示了吴小蒿 、 贺丰收等乡镇干部经
“山”、 历 “海” 的艰难历程， 有力地
表现了这些基层英雄为了脱贫攻坚 、

乡村振兴一路披荆斩棘的无悔付出。

作品在表现乡镇干部经山历海的
大作为时， 并没有将他们塑造为不食
人间烟火的 “超人 ”， 夫妻 、 父子 、

父女冲突在这部剧中占有相当的比
例， 真实反映了创作者对基层干部生
活实际的真切体察， 让作品更加接地
气。 剧中， 乡镇干部对工作的时间精
力付出是无限的、 无条件的， 作为妻
子、 母亲的吴小蒿时常分身乏术、 无
法陪伴家人、 缺席孩子的成长， 这个
尖锐的难题可以说是贯穿作品始终 ，

也造成小蒿与深爱她的丈夫由浩亮之
间的无数次冲突。 同时， 这一困难也
不只是小蒿个人的 ， 镇长贺丰收与
儿子贺铮的关系也同样因父亲忙于
工作而时常紧张 、 冲突一触即发 。

剧中对父子冲突 、 相互误解 、 儿子
对父亲的戒备 、 对父亲健康的忧心 、

父子和解关爱等都表现得细腻传神 、

感人肺腑。

如果说 《经山历海》 让主人公们
襟怀阔大， 那么这些基层干部与亲人
之间的关系则更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情
感世界。 剧中接近尾声那场感恩家属
支持乡镇干部的联欢会让这种彼此理
解的深情、 共情达到高潮。 这一艺术
表现大大超越了此前一些脱贫攻坚题
材剧中对 “拖后腿的家属” 的简单化
表现， 作品秉持的换位思考、 推己及
人、 对家庭人伦和谐的倡导凝聚着创
作者对生活的体察与深入思考 。 由
此， 大爱让小爱更为宽广、 深厚， 小
爱使大爱更有力量和境界， 平凡英雄
们在经山历海、 披荆斩棘中， 如影随
形的是亲人们的爱心守望。

图片均为电视剧

《经山历海 》 剧照 ，

主演王丽坤、 张国强

一种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