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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代潮水深处
探寻民族与国家的来路与征途

李宁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剧情提要

39 集电视连续剧《大江
大河 2》由李雪 、黄伟执导 ，

孔笙监制，王凯、杨烁 、董子
健、杨采钰领衔主演 。 该剧
延续第一季内容 ， 以宋运
辉 、雷东宝 、杨巡等人的际
遇和奋斗历程，展现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经济领域的改革 、社会生活
的嬗变 ，刻画改革实践者们
的挣扎、觉醒和变化。

我愿意做一个矢志前
行的逐梦人 ， 志之所趋 ，

穷山距海 ， 不可阻挡 。 不
尽狂澜走沧海 ， 一拳天与
压潮头。

———宋运辉

今年适逢建党 100 周年的重要
历史节点， 重点题材影视剧形成了
多元而蓬勃的创作格局， 择取个中
精品并总结其艺术经验， 就显得尤
为必要。 而在改革开放题材的重点
剧目中，《大江大河 2》是一部无法绕
过的佳作。 该剧延续了前作《大江大
河 》的背景与风格 ，以宋运辉 、雷东
宝、 杨巡等几位主要人物的个体命
运为主线，进一步描画了 20 世纪八
九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进程的壮阔
与斑斓。 不同的是，如果说《大江大
河》主要讲述的是“改革”不易，那么
《大江大河 2》 侧重书写的则是 “开
放”之难。 该剧通过对几位时代弄潮
儿人生起伏的书写， 揭示出了现代
化与改革开放进程中遭遇的复杂角
力， 并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糅合
的艺术手法努力探寻奔腾年代的深
层历史逻辑。

以改革者所面
临的种种困境 ，折
射改革开放进程的
艰难卓绝

《大江大河 2》将故事背景设置
在改革开放帷幕已然拉开十余年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彼时，我国的现
代化进程不断走向深处， 整个国家
也正日益融入世界的潮流。 与此同
时， 各种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
露，改革中时有暗礁险滩，常会进退
失据。 同第一部底层逆袭的创业励
志故事相比， 剧中的三位男主人公
开始进入守业阶段， 纷纷开启了升
级打怪的困难模式。 该剧正是着力
描写这几位改革者因自身局限或外
部掣肘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进而折
射出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卓绝。

作为国有经济发展的代表人
物，宋运辉这一角色在《大江大河 2》

中的核心地位相比前作更为显著 。

故事伊始， 筹备已久的东海项目陡
然遭遇国家压缩基建这一不可抗的
宏观政策环境变化， 面临着即将夭
折的命运。 这是整部剧的激励事件，

它推动着宋运辉走上了为保全东海
项目而左奔右突的路途， 并在这一
过程中不断迎接越来越严峻的挑
战。 一方面，为了东海项目的顺利上
马， 他需要不断地对抗单位内部乃
至整个行业系统的保守主义， 向庞
大而如影随形的官僚主义、 形式主
义与教条主义等发起挑战。 另一方
面，为了国家利益，他又需要与学生
梁思申所代言的外来资本展开激烈
交锋。 除此之外，他还要应对爱人程
开颜的误解、 岳父程厂长的挑拨等
无休止的家庭危机， 处理中国人情
社会的复杂裙带关系。

与前作中少年意气张扬的宋运
辉相比，我们在《大江大河 2》看到的
是一个日益深沉老练的宋运辉。 难

能可贵的是，他知世故而不世故，仍
然坚守着理想主义的正道。 他的身
上既有传统士大夫积极入仕报国的
传统， 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不依
附的人格。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写出
了英雄人物的坚守， 也写出了英雄
人物荷戟独彷徨式的孤独感与悲剧
感。 宋运辉只身挑战沉疴积弊，展现
出孤独是英雄的必然， 也是阵痛阶
段改革者的常态。 也正因此，剧中宋
运辉与路小第、 梁思申等人的惺惺
相惜才显得尤为可贵， 这是孤独的
改革者们之间的价值认同。

与宋运辉因理想主义人格而遭
遇的内外交困相比， 该剧对另外两
位主人公杨巡、 雷东宝的塑造更多
的是凸显他们自身的弱点与局限 。

作为个体经济的代表， 杨巡尽管也
有为人处世的底线，但他精明市侩、

八面玲珑， 懂得在任何事情上权衡
利弊，又敢于在商海中铤而走险。 然
而， 过于自尊又过于自卑的极端性
格令他时刻处在沉浮动荡中。 当他
为了自己的风光与体面在商海横冲
直撞时， 背地里还要依靠年迈的母
亲在老家举债度日， 同时帮其维持
着所剩无几的声誉。 而母亲身患癌
症、时日无多的结局，对他而言不啻
为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警醒： 切莫
沉溺于现代社会趋名逐利的浪潮
中，而忘却了自己的来路，切断了与
母亲/故土的联结。

由于故事背景设定为城市经济
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为主导的时
期， 作为乡镇集体经济代表的雷东
宝在《大江大河 2》中的戏份相比前
作大为缩减。 在这部剧中，作为农村
干部的他受制于知识水平不高与管
理水平滞后的局限， 致使小雷家村
办企业频频遭遇发展危机， 陷入人
心涣散的境地。 雷东宝以行贿的方
式处理危机事件并最终导致自己身
陷囹圄， 表面上展现的是个人性格
的粗暴莽撞， 实际上折射的是传统
礼俗社会的行事准则在现代法理社
会的失效。

借诸多人物的
性格与命运， 勾勒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的历史坐标

《大江大河 2》借助诸多人物的
性格与命运， 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化
进程中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相交织
的历史坐标， 展现了改革开放进程
中多重话语间的复杂博弈。

借助三位男主人公命运的进一
步发展，《大江大河 2》延续了前作中
对于传统与现代问题的书写。 宋运
辉、雷东宝、杨巡这三位分别代表着
国有经济、乡镇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
等不同经济形态的典型人物在剧中
被赋予了三种别有意味的不同结局：

杨巡迷失于现代社会的名利场中而
遗失了与传统社会的束缚，雷东宝则
困于传统社会的束缚而未能跟上现
代社会的步伐，宋运辉更像是二者的
精神导师，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中去寻找一条改革正途。

在三位主人公之外， 剧中还有
一些别有意味的角色设置。 其中值
得一提的是， 剧中兼任东海化工厂
党委书记的马厂长作为宋运辉的直
接领导， 一直周旋于传统势力与改
革势力之间， 以包容的姿态为后者
的种种改革之举保驾护航。 这一人
物设定的象征意味可谓显著： 正是
强有力的党的领导， 确保了改革开
放航船的行稳致远。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是《大

江大河 2》 在后半段探讨的核心议
题， 这种探讨主要是借助于 “梁思
申”这一女性形象实现的。 作为留学
海外的知识精英， 梁思申的身份有
些复杂：她出身于权贵之家，后是跨
国资本家的代言人。 当盛气凌人的
她作为美国洛达公司的谈判代表回
国， 与曾经的导师宋运辉交锋对峙
时， 更像是一个指涉深远的历史隐
喻。 不过，该剧并没有单纯地将她塑
造为对于外方言听计从的傀儡式人
物， 而是借助她与宋运辉的多次辩
论， 展现了她作为海外华人飘蓬海
外的身份认同焦虑， 也展现了她难
能可贵的独立人格。 宋运辉与梁思
申之间亦师亦友亦对手的微妙状
态， 正是彼时中国与西方复杂关系
的一种缩写。

通过历史隐喻
尝试回应一个宏大
的问题：何以现代、

何为中国

在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看来，历
史文本的本质乃是一种虚构的诗性
语言， 其制造意义的机制主要依赖
于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等多种修
辞方式。 这一看法同样可以用来观

照艺术文本的历史书写。 就《大江大
河 2》而言，它以几位富有象征性的
虚构人物为切入点触及了改革开放
进程的深层动因与结构， 在艺术文
本与历史真实之间建构了一种同一
性关系。 也正因此，《大江大河 2》才
跳脱了单纯的行业剧的小天地 ，具
有了更为普遍深远的象征意义。 通
过这种历史隐喻， 它进而尝试回应
了一个宏大的问题：何以现代、何为
中国？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大江大
河 2》洋溢着辩证的历史观。例如，在
时代/国家与个体的关系上， 该剧将
个体遭际与国家命运相融合， 既展
现时代潮流对于个体人生的引导 ，

又着力呈现那些时代弄潮儿们努力
改变潮水方向的力量。 而在“谁创造
了历史”这个问题上，该剧没有单纯
地坚持英雄史观， 而是强调英雄即
凡人， 强调历史前行的力量源自人
民群众。 在如何面对传统与西方的
问题上，《大江大河 2》的立场同样清
晰：既不能泥古不化，也不能遗忘过
去；既不能以洋为尊，也不能封闭自
守。 最后一集中，宋运辉重返当年插
队喂猪的乡村， 向梁思申讲述自己
走出乡村的艰辛路途。 当结尾被下
放的宋运辉乘着公共汽车游走于曲
折山路时， 该剧以他独白的方式回
望了百年中国多舛的现代化命运 ，

也剖白了他不变的初心。 这是整部
剧意义浓缩的片段， 它力图阐述的
是：只有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回首过
去和拥抱世界， 才能寻找到民族与
国家的未来方向， 建构起真正的国
族认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大江大河
2》的历史书写始终秉持浪漫主义与
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 试图寻求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平衡。 该剧
保留了奔腾年代的诗意， 但没有将
过去塑造为完美的怀旧乌托邦 ；该
剧展现了现实的苦难 ，但也并没有
陷入琐碎的一地鸡毛 。 当然 ，由于
种种原因 ，该剧对路小第 、梁思申
等人物背后可能暗含的权贵资本
主义 、裙带资本主义等议题并没有
进一步展开书写 。 但面对 《大江大
河 2》 到时代潮水深处去寻找历史
发展逻辑的认真姿态， 我们无法苛
求太多。

而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审视
《大江大河 2》， 另一重更为现实的
意义或许在于能够为当前纷繁驳
杂的影视剧树立一个可以反观自
身的标杆。 《大江大河 2》的艺术实
践表明 ，好的文艺作品不是空喊口
号 、无端抒情 ，而是要将浪漫主义
与现实主义兼具的目光投向历史
或现实的深处 ，去探寻民族与国家
的来路与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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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大江大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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