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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鹏）美国纽约当地时间 5

月 25 日，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八集大型系列

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喜获第 42 届美国泰利

奖电视系列片历史类金奖。

泰利奖创立于 1979 年，是表彰全球视频和

电视节目的重要国际奖项，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该奖项的评委团由 200 多位来自包括主流电视

机构、制作公司、广告商的业内顶尖专家组成。

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此次获得的是美国

泰利奖最高荣誉———电视系列片历史类金奖。

2021 年 ， 来自通过全球五大洲选送的

12000 余件作品参与了评选，通过公平竞争、激

烈角逐、过关斩将 ，只有不到 10%的节目能够

进入终评名单。 八集系列纪录片 《亚太战争审

判》 是在中宣部、 上海市委宣传部外宣办指导

下，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5 周年而摄制的。该片是全球首部全

景式聚焦二战后各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 BC

级战犯审判的大型纪录片， 片中揭秘了许多鲜

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战争暴行， 首次公开了多

项学术发现，填补了该领域内的影视空白。

该系列纪录片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

究中心为学术依托， 围绕海内外最新的历史发

现与研究成果，挖掘独家罕见历史影像、文献、

证据。在整个拍摄制作过程中，摄制组跨越四大

洲 13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实地拍摄，行程将近 9

万公里，在 29 所世界级档案馆里挖掘了大量珍

贵历史影音文档资料， 其中大部分都是首次和

世人见面。

节目采访了包括美国、英国、德国、荷兰、以

色列、日本、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近

50 位国际专家学者以及 40 多位历史事件的亲

历者和后人， 其中包括对多位百岁老人的抢救

性采访。此外，通过采访该领域最权威的世界专

家学者政要，以独特的国际视角，多角度、立体

式地解读和还原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 该片独家挖掘二战时不为

人知的中国故事， 以及中国人民与反法西斯同

盟国军队的深厚友谊 ， 充分展现中国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不可替代的东方主战场的积极

作用。

《亚太战争审判》 中英文版先后登陆美国

Sino Vision、 俄罗斯 SPB TV、 北美新媒体

iTALKBB TV、东方卫视 、纪实人文频道 、上海

外语频道 、学习强国 、BesTV、爱奇艺等热门平

台，并迅速走红全网，引发网友热议和留言。

在 2020 年 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 东方卫视

的首播收视率全国同时段排名第一， 爱奇艺网

站首页推荐该片，点击量超过 2600 万。 该片还

将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前， 配合抗日战争爆发

90 周年重要节点，在央视 CCTV-7 国防军事频

道播出。

系列片《亚太战争审判》在新媒体上线两周，配套短视频在抖音、快手点

击量超过 1000 万；# 亚太战争审判 # 成为微博热议话题， 阅读量超 4000

万，众多军事大 V、主流媒体微博大 V 争相转发并评论；纪录片英语短视频

在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等海外新媒体上播出， 覆盖美国、 澳大利

亚、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印度、新加坡、泰国、印尼、埃及等国家。

海内外观众和网友们纷纷在各大平台写下感言，一时间，“珍贵的影像”

“铭记历史”“很有意义，看得泪流满面”“勿忘历史、奋发图强”等留言刷屏，

更有观众写下留言：“谢谢你们拂去历史尘埃，告诉我们真相。 ”

目前，英国最大的发行公司 All3Media 正对该片进行全球发行。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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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题材能否成为网络文学“下一个风口”
第五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参赛作者和作品数量再创新高

《与沙共舞 》讲述了中国最早一批

科技出海通讯人的开拓故事 ；《执行者

说》首次在网文中展现法院执行庭工作

者们的忙碌身影；《传奇浪潮十八年》为

中国网络游戏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时

代侧写……昨天， 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支持、 阅文集团主办的第五届现实题材

网络文学征文大赛在沪颁奖，13 部获奖

作品因主题丰富而备受关注。

作为持续多年的一项征文大赛，本

届大赛参赛作者和作品数量再创新高：

共有 19256 人参赛，同比增长 40.6%；参

赛作品共计 21075 部，同比增长 42.4%。

据透露 ，2016 年首届参赛作品仅 5000

余部，短短五年间便增加了三倍。数字激

增背后， 更令人欣喜的是行业风向的改

变：以前的网文多以玄幻为主，而如今现

实题材内容持续增长， 极大地丰富了文

学生态。 越来越多的网文作者自觉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贡献出一批批观照社会

现实、反映时代发展、记录家国变迁的作

品，打开热腾腾的社会生活扇面，勾勒出

愈发广阔鲜活的时代图谱， 推动着网络

文学主流化、精品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业内指出， 网络文学是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力量， 拥有庞大读者

群，尤其在青少年中具有广泛影响，好的

现实题材作品能让更多“Z 世代”从中看

到人物的成长，体悟行业百态，了解国家

历史。

聚焦“了不起的平
凡人”，以行业写作助力
网文精品化沉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赛以“文字铭记过去，奋斗铸就

未来” 为主题， 涌现出一大批讴歌党

和人民伟大奋斗精神的作品， 以中国

好故事传递社会正能量。

以特等奖作品 《奔腾年代———向

南向北》 为例， 小说以三十年沉浮串

起一代人的奋斗， 讲述了上世纪九十

年代普通青年为了生存和理想， 走南

闯北， 像荒草般野蛮又倔强地生长的

故事 。 这是 1998 年出生的 “眉师娘 ”

根据父辈经历创作的。 “我的父亲、 大

伯都是当年的 ‘闯海人’， 向南去了海

南这片热土， 除了梦想和年轻， 其他一

无所有。 我从小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

7 岁那年跟着他们回到海南时， 仿佛以

前就来过这里。” 去年， “眉师娘” 的

大伯去世， 年仅 55 岁， 这更让她感到

写下上一代故事的迫切性。 对她而言，

记录改革开放中小人物的拼搏， 既是书

写历史的一种尝试， 也是激励自己 “接

棒” 致敬。

“最早看《杜拉拉升职记》产生冲动，

很想写一部属于理工男工程师的职场青

春小说。”一等奖作品《与沙共舞》出自前

华为工程师“令狐与无忌”之手，塑造了

中国公司开拓中东北非电信市场的青年

群像，讲述他们如何由青涩到成熟，为民

族博声誉、 为祖国赢荣光的故事。 这位

70 后理工男见证了中国科技企业从弱

到强， 希望通过网文创作聚焦写字楼里

埋头苦干的年轻人。“他们继承了前辈的

勤奋好学、坚韧本分，又有这一代人的灵

活、开放、乐观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期待

读者能从中明白新一代年轻工程师的所

思所想。 ”

“获奖作品中既有反映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观叙事， 也有面向鲜活个体

的人文关怀； 既有扎根本土的基层奉献

故事，也不乏心怀天下的国际视野。 ”阅

文集团总编辑杨晨透露，从家庭小爱，到

家国大爱，参赛作品的主题愈发齐全。不

少行业写作者以丰富阅历和专业洞察，

让网文在多元探索上有了更广阔空间，

也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新动能。比如，

《故巷暖阳》将“基层社区工作”和“旧城

改造”结合，刻画了以大学生党员为代表

的社区工作者群像。《致富北纬 23 度半》

以科技扶贫视角， 谱写几代人在脱贫攻

坚战中奉献青春、播撒希望、实现梦想的

宏伟篇章。 此外， 讲述扶贫第一书记的

《华年时代》， 聚焦社区建设的 《洋港社

区》， 关注女性成长的 《婆家三十六丈

厚》，展现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南

海一家人》等，无不从“了不起的平凡人”

入手， 描绘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行业图

景， 充分反映中国在各领域日新月异的

建设成就。

出版、影视、动漫多元
开发联动，放大优质IP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 在关注作品本身的

同时， 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在拓

展优质 IP 价值方面亦作出了一系列有

益的探索。 据统计，5 年来，该大赛历届

参赛作品总和超四万部，总计评选出 56

部获奖作品。 其中，《复兴之路》《大国重

工》《朝阳警事》《明月度关山》 等十几部

作品相继签约实体出版，《韩警官》《相声

大师》《投行之路》《生活挺甜》 等十余部

作品也已签约影视改编。此外，大赛优秀

作品将上线起点国际，实现“翻译出海”。

下一步，主办方还将启动“获奖作品

IP 拓展计划”， 对现实题材 IP 进行全面

开发。这之中，“推敲夜僧”以西南联大为

背景创作的《刚毅坚卓的他们》将成为首

部漫改作品。小说刻画了家国危难之际，

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莘莘学子， 在兢兢

业业求学、 拳拳之心报国过程中所作出

的不凡抉择。 同名漫改作品预计 7 月 1

日起于起点读书、QQ 阅读上线连载。

在专家看来， 网络文学已成为谱写

新时代中国精神和中国故事的重要载

体，以主流价值为导向，现实题材精品通

过出版、动漫、影视等多元维度开发培育，

能让中国好故事鼓舞更多人。 评论家李

伟长认为，随着影响力不断加深，现实题

材有望成为网络文学下一个红利风口。

以“拙气”为能量，让观众黯然动情
《我要我们在一起》单片撑起“520”档期，上映5天票房破2亿元

《我要我们在一起》单片撑起“520”

档期，上映 5 天票房破 2 亿元，它的卖座

再一次证明， 一部电影在大众层面的接

受度不取决于电影本身的完成度， 无法

用技术考量的“情感发酵度”成了最微妙

的“技术”。

该片改编自社交网站的热门长帖

《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就要嫁人了》。 网

络热帖大多是碎片式连载，叙事松散，但

能在细节中掀起多数人的情绪反应。《我

要我们在一起》 虽然对原故事作了大幅

删减， 它的风貌仍延续了论坛热门帖的

特点 ，即 ：打开情绪的闸门 ，用 “感同身

受” 的情感覆盖情节短板。 电影自始至

终， 拉家常的泛泛而谈取代了类型电影

严密设计的构作， 一对业务能力尚未成

熟的主演在懵懵懂懂中交付了“纯天然”

“生活流”的表演。

青涩之作， 偏偏遇到同类型的经典

之作 《情书》 同档期重映， 这些在寻常

情况下会成为 “硬伤” 的元素， 怎么会

被 《我要我们在一起》 转化成优势？ 曾

是一代人的青春圣经的 《情书》 在 《我

要我们在一起》 前败阵， 不妨说， 后者

的 “拙气” 恰恰是它的能量， 凭着对于

当代生活细节的 “文青式” 再现， 它让

这一代的观众黯然动情———能实现大范

围情感发酵的电影， 在任何时候都是市

场上的稀缺资源。

《我要我们在一起》的长处是叙述维

持着平和的节奏，类似于低姿态的、控制

着情绪的倾诉。 相应的，矛盾的发展、爆

发和解决这个叙事电影的情理逻辑在这

里是缺席的， 人物的生长痕迹和成长史

也就不存在了。但这歪打正着，得以让两

位主演恰如其分地发挥———电影希望他

们提供的， 是一个接一个应激反应下的

“状态”， 是一种有信服力的泯然于众生

的自我告解， 这不是强戏剧性的假定性

表演的要求。

张婧仪是没有太多表演经验的新

人， 这个姑娘的举止和神情里仍带着明

显的羞怯， 有些时候还有些藏不住的稚

气，愣愣的。 但正是她的青涩，让她在琐

琐碎碎生活细节再现的影像中，展开了浑

然天成的表演。 凌一尧这样的女孩，是无

数校园初恋汇总的符号，善良，乖巧，性格

和成绩一样，透着适可而止的优秀，温吞

水一般没有杀伤力。 “她”既是这一个，也

是这一类，陷入一段不般配的初恋耗尽她

平凡一生的勇气，终将屈服于随波逐流的

命运。在那些贫穷的小情侣相濡以沫的瞬

间， 剧作没有要求演员创造戏剧情境，是

镜头追逐、捕捉到的她，成了戏剧本身。

屈楚萧是个长相很有辨识度的小伙

子，但是在《如懿传》和《流浪地球》这些

现象级的作品中， 他的表演未必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我比我的角色更有辨识

度”这个弱点在面对“吕钦扬”时反成优

势， 因为吕钦扬作为戏剧人物是面目模

糊的， 他身上集合了太多中下层年轻男

孩的“痛点”，荷载着泛泛而谈的与金钱

和阶层有关的焦虑。 技艺和修辞的准确

对表演是重要的， 但能否激发银幕上下

的同理心，同样会造就表演的质感。屈楚

萧以一种无意识的暧昧释放了电影表演

所能拓展的开放空间， 可以想象有多少

小城小镇青年在漆黑的影院里黯然神

伤，把吕钦扬当作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我要我们在一起》隔着浪漫的滤镜

打量黯淡的生活，凌一尧和吕钦扬的十年，

既是残破的现实也是温柔的迷梦， 这两个

角色是收容着观众千百种情绪的客体。 湿

漉漉的感伤取代了对日常表象的洞见。

事实上，如果《我要我们在一起》真的

做到以高度概括精炼的“类型人物”深入对

当代人的精神现象的探讨， 这么高冷严肃

的艺术家思路反而会劝退大量观众。 大众

对电影的要求在哪里？ 他们渴望看到自己

微不足道的生活在文艺作品中被升华，一

次又一次，他们试图在“约等于生活”的影

像中完成移情———银幕上虚构的 “我”，就

是影院里意难平的“我”。

文化

制图： 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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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光荣与梦想》开播：以初心荣光致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史诗岁月
（上接第一版）

在史诗中见个性表
达，阐释“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的深刻道理

刘江告诉记者， 剧中基本覆盖了从

建党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党

史的重要节点：中共一大、北伐战争、抗

日战争、 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抗美援朝战争……许多历史大事件

曾由不同的影视作品切入过， 但通过一

部剧来铺开 30 多年的奋斗历程，在一部

剧中关涉的历史人物达 400 多名， 这在

国产剧中颇为少见。因此，无论从所涉历

史阶段还是拍摄规模来看 ，《光荣与梦

想》都堪称一次对标“史诗”的创作。

编剧赵宁宇曾参与电影 《建党伟

业》 《建军大业》， 他将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归为历史观的问题。

他与团队为剧本定下 “文约而事丰” 的

基调， 既要全景式观照 30 多年间影响

中国命运的重要事件， 也要将笔触探入

历史之根 ， 在史诗叙事中建立个性表

达； 不做自然主义流水账， 而是希望通

过详略有序的镜头表述， 揭示出历史进

程的必然。

以剧中展现的中共一大为例， 剧本

着力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局势， 勾出

中共一大从会议组织到通过决议、 从上

海石库门中途临时更换会址到南湖举行

等历史细节。如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红色政权，

率领人民军队进行战略转移、英勇抗日，

最后解放全中国、 团结带领人民建设新

中国的伟大壮举， 便能在荧屏上生动再

现。而观众也能从剧中读懂，中国共产党

之所以能不断取得胜利，是历史的选择、人

民的选择，并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的深刻道理。

让伟人回归“凡人”，打
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与观众的共情空间

对于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 历史

真实与艺术真实，可谓优秀作品的生命线。

为求历史真实， 编剧团队查阅史料超

过 5000 万字，足迹遍布上海、湖南、陕西、

北京、广东 、湖北 、江西 、福建 、辽宁 、黑龙

江、吉林、江苏、河北、贵州等地，同时也曾

赴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挖掘史料。

为求环境与细节的真实， 剧中严苛考

究各种制式的服装与场景， 以确保符合年

代背景。 同时，剧中还运用高科技手段，还

原了长征、各大战役等恢弘的历史场景。 刘

江说：“八万人参与的红军长征是什么样的

行军规模？ 我们用特技做出镜头来表现。 湘

江之战有多惨烈？ 我们通过水下摄影，从独

特视角近距离、沉浸式呈现了这场战役。 ”

除了历史脉络 ， 另一个创作要点在于

“人”。 《光荣与梦想》返璞归真，让伟人回归

“凡人”，让党史中的人物更有温度。

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在剧中饰演

中老年时期的毛泽东。 他用两场戏来剖析创

作时“伟人亦凡人”的理念。 一场是毛泽东为

子“求情”上战场一幕，说服彭德怀把毛岸英

带去抗美援朝的战场，那一刻的毛泽东是领

袖、革命家，然后才是父亲。 另一场戏，毛岸

英牺牲的消息传来，他作为一名父亲的悲恸

完全是可以外露的。

建立如是理念，在刘江看来是为观众打

开了共情空间 ：“伟人也是凡人 ，但他在重

要的关头作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观众看见

人之常情 ，会更能理解和感受到伟人在作

出非凡选择时克服了多少常人难以跨越的

情感困境，从而真正明白伟人之伟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