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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蓝天》：读懂中国航空人壮志凌云的奋斗史心灵史
上海联合出品，一路收视领跑，为工业题材的电视剧创作留下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因为国之重器的特殊性 ， 有一群

人， 关于他们的壮志凌云， 许多观众听

说过， 但未曾真正了解过。 同样因为国

之重器的特殊性， 关于这个工业的发展

史， 中国电视剧曾点到为止， 却不曾深

刻讲述过。

作为第一部为中国航空工业史树碑

立传、 第一次正面书写航空强国梦的电

视剧， 《逐梦蓝天》 本周末将迎来大结

局 。 这部上海联合出品的电视剧由张

强 、 阿莹任总编剧 ， 李云亮执导 ， 张

博、 李乃文、 黄曼、 徐小飒领衔主演。

它带领观众全景式回顾新中国航空工业

近 70 年来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

到强， 自力更生、 创新发展取得的辉煌

成就， 感受新中国航空建设者们热血的

航空梦， 也品味他们的使命情怀。 自开

播以来， 剧中三代人的航空报国之志，

受到各年龄段、 各圈层受众的关注和喜

爱。 据 “中国视听大数据” 统计， 《逐

梦蓝天》 一个月来多次登上黄金时段电

视剧收视排名第一 ， 每集平均收视率

1.319%， 最高单日收视达 1.48%。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文联

原副主席、 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将

《逐梦蓝天 》 视为中国电视剧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 因为

该剧 “第一次全景式为中国航空人传

神写貌， 写出了他们的奋斗史、 精神

史、 心灵史”。

“啃”军工题材的硬
骨头，为千年飞天梦想
做一次荧屏正解

《逐梦蓝天》 里有两个场景令所

有观众都感慨万千。

一处在开篇 ， 1949 年 10 月 1

日 ， 17 架参加开国大典阅兵仪式的

飞机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庄严飞过。 这

些飞机均为当时的收缴装备， 因为数

量太少， 九架美制 P-51 战斗机飞行

两遍 ， 才完成了新中国首次空中阅

兵。 如剧中的台词， “我们阅兵的飞

机型号五花八门 ” “一架飞机修了

800 多次 ” 等 ， 是曾经中国航空人 、

军工人真实的无奈。 另一处在尾声，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仪式上， 空中

受阅编队为 34 型 168 架军机， 11 个空

中梯队以 “米秒不差” 的精准依次飞过

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些飞机全部为我国

自主研制。

从开国大典时 “飞两遍”， 到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时鹰击长空， 70 年沧桑

巨变， 是现实的震撼， 也是剧本最深厚

的根基。 剧中用鲜明的三幕结构呈现了

中国航空工业仿制、 研制、 创制的不断

进取 。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 ，

《逐梦蓝天》 的成功播出是艺术向科学

的一次致敬。 “从古至今， 追梦都是文

艺创作的永恒主题， 就中国来说， 夸父

追日、 嫦娥奔月、 西游记等故事， 大家

都耳熟能详， 它们既表达着人类不可遏

止的飞天梦想， 也在无边界的幻想中透

露着对现实的一种无奈 、 幻想式的飞

天 。” 在他看来 ， 电视剧 《逐梦蓝天 》

是对千年飞天梦想的一次正解， “剧中

跨越 70 年的阅兵呈现， 其实是站在国

家、 民族和时代的立场和方位上， 以非

常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展现了几代航空人为了中国能拥有自主

制造的飞机而奋斗拼搏的历程。 一种强

大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

事实上， 工业题材尤其是军工题材

对于文艺创作 ， 有着天然难度 。 一方

面， 硬核的科技含量与军工涉密性都为

艺术创作制造了相当门槛， 另一方面，

70 年的历史跨度要融入 40 集剧情， 考

验叙事的策略。 但对于这根硬骨头， 主

创团队成功 “啃” 了下来， 剧集不仅打

动了观众， 也引发了当下航空工业从业

者的巨大心灵震动。 航空工业制造院高

能束流加工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常务

副主任徐明是位 80 后， 也是一名 “航

三代”。 他说， 《逐梦蓝天》 中许多场

景都将他拉回到了个人成长的经历中。

比如剧中真实再现的那些型号攻关艰

苦场景 ， 都让他梦回亲历过的技术攻

关 。 “有基础要上 ， 没基础想办法也

要上 ， 这个过程很艰苦 ， 疲惫时总会

有一个梦想在感召我们 ， 激励我们排

除万难 。 这个梦想就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梦 ， 就是航空强国梦 。 ” 他感谢

《逐梦蓝天》 通过艺术呈现， 升华了这

个梦想 。 自始至终 ， 一股中国人不甘

受辱不服输的劲头充盈剧中 ， 一种为

了国家需要挺身而出 、 舍我其谁的担

当激荡人心。

以牺牲与奉献来铸造
信仰的崇高，为三代航空
人撰写英雄史诗

剧集的尾声， 老一辈航空人先后离

世，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航空事

业。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著名文艺评论

家李准为剧中贯穿始终的牺牲与奉献精

神动容。 他认为， 《逐梦蓝天》 是新中

国航空工业 70 年发展史的一部影像教

科书 ， 也是三代航空人拼搏前进的一

部英雄史诗， “该剧最大的特点， 就是

以牺牲来铸造信仰的崇高 ， 以舍生忘

死的奉献与拼搏来表现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

剧中书写牺牲 ， 有生命层面的 ，

比如江行建在空战中为了掩护战友而

牺牲 ， 李子志因为试飞而牺牲 ， 徐梦

因为过劳而牺牲…… 《逐梦蓝天》 里，

仅仅是交付生命的航空人就有七位 。

这触目惊心的 “高密度 ” 牺牲 ， 完全

源自现实中的壮烈与崇高 。 而在艺术

创作 、 塑造人物的层面 ， 剧中还呈现

了其他意义上的牺牲精神。 比如秦天，

因为专注于战斗 ， 错过了爱情 ， 割舍

了亲情 ； 比如赵德良 ， 为了设计飞机

不舍昼夜 ， 他失去了儿子赵云飞的信

任与理解 ， 在很长时间内父子情被无

尽的孤独和烦闷取代 ； 即便是曾经的

“反派 ” 张长江 ， 他被查出癌症以后 ，

瞒着所有人一直工作到生命尽头 ， 这

也是一种牺牲。 在李准看来， 《逐梦蓝

天》 写出了和平建设时期 “牺牲精神之

最”， 具有一种特别的崇高之美、 信仰

之美， “剧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诠释了

幸福与奋斗的关系： 没有奋斗的幸福，

没有牺牲的幸福， 一定是浅薄寡淡的。

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牺牲 ， 中国的航

空工业才能有腾飞 ， 正因为有了这样

的牺牲 ， 我们国家民族航空梦才得以

实现”。

《逐梦蓝天》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

展中心、 空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

荣誉出品，中央电视台、陕西文化产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尚世影业

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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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披荆斩棘，台下人生滚烫，是什么暖到了网友？
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首期播放量超过《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

首期节目播放量高达 1.4 亿， 超过

了当初 《乘风破浪的姐姐》 第一季 1.3

亿的播放量———自 8 月 12 日开播以来，

芒果 TV 最新综艺 《披荆斩棘的哥哥 》

热度飙升。 从充满情怀、 让网友大呼流

下 “时代的眼泪” 的初舞台呈现， 到刚

柔并济、 融汇多种艺术风格的第一次分

组公演， 再到刀光剑影和欢声笑语并行

的宿舍排练集体生活———这档综艺不仅

展现了 “哥哥级” 男艺人在台上的自信

与魅力， 也展示了台下他们的率性， 更

有彼此之间跨越代际的真挚友谊， 打动

了无数 “求更新” 的网友。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在这个舞

台上， 有早已功成名就想来玩一把的，

有把挑战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视为重中之

重的 ， 有坚持艺术标准不敢怠慢舞台

的……当 30 多位不同年龄、 不同演艺

类型、 抱着不同诉求前来的哥哥们汇聚

“武林”， 高手过招是最大的看点———分

组成员们要呈现一个和谐的作品， 免不

了在艺术理念和个性上形成激烈碰撞。

而这片江湖上固然有纷争， 也有对酒当

歌的快意———历经风浪的他们围在一起

说说笑笑、 即兴歌唱， 分享彼此的滚烫

人生。 正是这些暖心日常， 让节目嘉宾

之一、 因 “反差萌” 出圈的功夫明星赵

文卓也流下男儿泪 ： “每个人人生不

同、 经历不同、 轨迹不同， 聚聚合合，

都可以成为真朋友。”

从时代金曲到分组公
演，歌舞之中镌刻着友情
岁月

一首歌就像一段时空隧道， 《披荆

斩棘的哥哥 》 在开播之初引起很大话

题， 是因为轮番的金曲大合唱唤起了观

众们心头的记忆。 林晓峰、 陈小春、 谢

天华合唱 《友情岁月》， 把人带回 “古

惑仔” 的热血年代， 他们仨和张智霖、

梁汉文组成的 “大湾区” 队伍， 更让人

想起港乐、 港剧过去的辉煌。 当依旧俊

朗的 “道明寺 ” 言承旭唱响 《流星花

园》 插曲 《流星雨》， 荧屏前无数姐姐

梦回千禧年间痴迷偶像剧的青春； 而黄

贯中 《不再犹豫》 的歌声里， 则镌刻着

乐队 Beyond 的光辉； 舞者刘迦在中国

舞中 “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

一生， 谁与我生死与共”。

“哎哟， 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

开 ， 老天自有安排 ， 老天爱笨小孩 。”

初舞台尾声， 《笨小孩》 的旋律响起。

原唱刘德华曾说， 这首歌是他真实的写

照， 隐藏着几十年来在演艺圈的辛酸沉

浮。 当这些不再青春的哥哥们共唱这首

歌曲， 字字句句都是在咏叹岁月年华，

听得人热泪盈眶。

节目里不仅有早已功成名就的艺

人， 也有知名度略逊一筹的 “宝藏” 哥

哥。 一曲舞台表现力十足的 《天上飞》，

把多栖艺人李承铉送上热搜。 舞台上的

他得益于练习生经历， 有着均衡的综合

唱跳实力， 舞台下的他则是一个温暖的

人 。 在 分 组 公 演 准 备 阶 段 ， 队 友

JAMES 李铢衔因手部意外断裂留下后

遗症， 含恨结束自己十多年的贝斯演奏

生涯。 李承铉在宿舍里陪李铢衔夜聊，

希望新的美好乐队记忆， 可以帮队友走

出无法弹奏贝斯的阴影。 于是在第一次

公演现场， 观众们看到李铢衔单手击响

炸裂鼓点， 他和李承铉之间的惺惺相

惜， 也幻化成 《yellow》 中动听的和

声， 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首轮竞演的人

气第一名。

沟通与理解跨越代
际，让舞台绽放多元灿
烂的光芒

30 多位男艺人的身份包括专业

歌手、 舞者、 演奏家、 武打明星等， 他

们的擅长领域则涉及唱歌 、 舞蹈 、 戏

剧 、 武术等 ， 这样的嘉宾配置赋予了

《披荆斩棘的哥哥》 分组公演的最大看

点———组员如何各美其美又能美人之

美， 进而呈现出一个令大家满意的舞台

作品。

曾经拿过第一季 《我是歌手》 亚军

的林志炫， 遇见希望挑战自我的年轻舞

者李响， 他们碰撞出火花。 李响在中国

舞领域的实力有口皆碑， 他更渴望在台

上突破自己去唱歌， “也许我唱得不好

听， 也许会跑调， 但我享受成长和蜕变

的过程 ” 。 而在声乐领域相当专业的

林志炫 ， 更期待舞者在时机成熟时再

亮嗓 ， “在最出其不意的地方华丽亮

相”。 当各自立场不同时， 真诚的意见

交换和正向沟通永远是最佳良药———林

志炫明白了自己应该相信年轻人有唱

好歌的能力， 从 “气泡音” 开嗓训练到

胸腔共鸣训练组合拳， 他一字一句地教

李响唱歌 ， “横膈膜再推一下 ， 不要

怕， 你要有信心”。 在经过合成后的舞

台上， 李响用清亮的歌声唱响了 《爱》。

从担心李响 、 刘迦不能展现最好的自

己， 到 “我看到了两个舞者小哥哥身上

的光”， 这次排演过程对林志炫也是成

长。 “当队长很难取舍， 几乎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满足队上所有人的愿望； 团队

需要磨合， 从一开始认识到可能有点疑

惑， 然后有点犹豫再到认同， 就是这样

一个过程。”

类似的冲突、 沟通、 尊重与和解，

也发生在其他小组身上 。 面对性格活

泼、 想法很多、 勇于尝试的年轻后生白

举纲和高瀚宇， 心态上宛如 “老父亲”

的武打明星张晋一心求稳， “我们的舞

台表演会融入混合格斗 ， 所有人的时

间、 距离、 走位、 力度、 反应， 每个环

节都很重要 ， 哪里出错都会是失误 ”。

白举纲和高瀚宇则像两团火焰， 以年轻

人的激情融化和激励了张晋， 三个人齐

心协力凝聚起 “团魂”， 以一台充满力

量美的舞台作品 《MMA》 惊艳全场 。

另一位武打明星赵文卓作为长辈， 他在

团队里宛如 “定海神针 ”。 作为队长 ，

他努力了解每个队员性格、 喜好、 容忍

度， 主张 “以和为贵”。 他的善良和通

透， 也赢得了成员们的尊重———大家把

融入组员创意的 X-part 交给赵文卓呈

现武术。 从对唱歌跳舞感到陌生， 甚至

在初舞台后因不自信而想退出节目的赵

文卓， 最终和伙伴们一起缔造了充满中

国魂的 《离开地球表面》， 太极、 抱拳

礼、 说唱等元素彼此交织， 让舞台绽放

出多元灿烂的光芒。

宿舍排练集体生活，
展现了哥哥们日常中的苦
与笑、暖与美

舞台上男艺人们的光辉形象， 固然

是不少观众追逐的焦点， 但闪耀背后，

他们又有哪些平时难得一见的面貌 ？

《披荆斩棘的哥哥》 用相当长的时间篇

幅， 把镜头对准了嘉宾们的宿舍排练集

体生活， 让网友看到了很多男艺人不同

于以往的、 更有烟火气的样子。

赵文卓， 最近因为在节目中表现出

的 “反差萌” 而火出了圈。 初舞台上，

一身肌肉的他一身正气地唱响 《流星

雨》， 风格和身边其他几位走 “深情暖

男” 路线的男艺人大相径庭， 网友惊呼

“大威天龙流星锤要人命”。 平时和其他

哥哥们相处时， 赵文卓时常一本正经聊

起早睡早起、 中医养生、 武术健身的话

题， 当他说起 “泡热水促进血液循环”

那絮叨的模样， 就像身边某个亲切的长

辈， 弹幕里 “卓哥就是个宝藏男孩” 纷

纷飘过。

还有一晚， 哥哥们在宿舍里举办派

对， 大家整晚玩得不亦乐乎， 只有钢琴

家李云迪一直呆在角落玩游戏机。 有人

问他为什么不一起唱歌弹琴， 李云迪的

理由让人哭笑不得。 “我小时候曾在游

戏厅被爷爷找到， 然后被拧着耳朵拉出

去， （以后） 弹琴的时间还会有， 但玩

游戏的时间不太有。” 小时候练过琴的

网友表示感同身受， “童年的时光都奋

斗去了， 现在是要弥补童年”。

而其他即兴弹唱的哥哥们， 自有他

们的乐趣。 “滚烫的哥哥在这里， 我们

一起温暖我们的心， 喝点啤酒， 喝点小

酒， 加点花生米， 火锅都不如我们的火

热， 害怕在我们这里都不算啥， 因为我

们心在一起。” 这是白举纲的即兴歌词。

“即兴的环境， 大家唱自己想唱的， 弹

自己想弹的， 就是那么随性， 那种感觉

我几十年来都没有了。” 黑豹乐队主唱

张淇如是感慨。 “以后某年某月某日，

想起这一天的画面 ， 也会觉得挺温馨

吧。” 陈小春颇有感触地说。

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这些因

为真实而动人的瞬间， 让很多网友代入

了这些哥哥们的苦与笑， 也想起了自己

的烟火人生， 共鸣得以产生。

“恶意剪辑”不断，原来“荆棘”都是节目组“人造”的？

近日，张雨绮发文宣布退出《女

儿们的恋爱 4》，称没想到自己有一

天会成为 “制造话题恶意剪辑的工

具”。另一档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

里，林志炫也因为和其他“哥哥”之

间的琐事被网友骂上热搜， 不得不

几次发微博澄清。

近年来， 各种真人秀节目广受

欢迎的同时各种“恶剪”现象也被诟

病已久。 虽然真人秀节目必然有情

节“大纲”和精心设计的“剧本”，但

“秀”的戏剧性看点仍应守住“真”的

本质。通过剪辑的手法突出什么？是

人性美好、情感温暖的一面，还是为

了收视率而“制造”冲突、扭曲人物

形象来炒作话题？值得节目组三思。

人为给“哥哥们”制造
“荆棘”，火了节目苦了嘉宾

在影视节目空前丰富的视听时

代， 真人秀节目因其 “真” 而广受欢

迎。 但是， 部分节目为了提高节目收

视率， 通过剪辑的手法将其中一些嘉

宾塑造成负面人物， 导致嘉宾被不明

真相的观众嘲讽甚至谩骂。 在 《女儿

们的恋爱 4》 一段预告中， 比张雨绮

小 8 岁的男友李柄熹谈到未来规划时

称最近考虑过拍戏， 但张雨绮冷静回

应： “不是所有人都能干演员的， 我

没有一手遮天的能力， 我根本就帮不

了你任何事情 ， 独立行走很重要 。”

随后， 不少网友认为张雨绮 “人间清

醒”， 同时质疑李柄熹想借着和张雨

绮谈恋爱打入娱乐圈 ， 一时间类似

“远离软饭男” 这样的评论充斥各大

平台的娱乐频道。 事件发酵后， 张雨

绮担心李柄熹受到伤害， 表示将退出

该节目剩余的录制。

其实， 今年这档综艺第一集里，

张雨绮就明确表示过自己担心男友会

被部分观众骂 “吃软饭”， 但是在录

制的众多素材里， 节目组偏偏剪辑出

这段由于男女双方在娱乐圈内的名声

和资源不对等而导致相对敏感的对

话， 也难怪张雨绮生气。 此种现象并

非孤例， 近期另一档综艺 《披荆斩棘

的哥哥》 里， 林志炫也由于节目剪辑

的关系被推上风口浪尖———这一期里

和李响闹不愉快， 另一期里又和赵文

卓产生矛盾。 节目的热度提高了， 而

林志炫却饱受网友指责， 不得不数次

发微博澄清， 以至于有网友戏称 “原

来哥哥们的‘荆棘’是节目组制造的”。

“恶剪”背后是真人秀
节目缺乏发现人性美好的
能力

如果把历年来综艺里的各种 “恶

剪” 拉一张清单， 这个话题可以说很

久：《乘风破浪的姐姐》 里把张含韵选

孟佳的镜头剪了， 导致张含韵被骂；

《亲爱的客栈》里，刘涛好心让林心如

坐到角落里躲开镜头， 这样方便与女

儿视频通话， 这个前因后果没交代导

致刘涛被骂……

综艺节目 “恶剪” 的动机不难理

解， 无非是为了制造话题和收视率。

真人秀里的人际矛盾无疑能拉动更

高流量 ， 但是如果本身没有矛盾 ，

却通过剪辑的手法人为制造出矛盾，

这不仅是对观众的欺骗 ， 也是对节

目嘉宾的不尊重 ， 更脱离了真人秀

的“真”。

真人秀综艺应当展现嘉宾们真实

的人生百态 ， 尽管需要戏剧化的故

事， 但本质上还是一种非虚构、 纪实

的作品， 节目组可以展现和放大嘉宾

们各自的性格特点， 但是不应当扭曲

和制造矛盾。 尤其是各种 “恶剪” 都

是以传播负面情绪和扩大焦虑的方式

刺激和诱导观众， 形成一波又一波对

嘉宾的网络暴力， 让人不禁要问： 难

道真人秀综艺就不能剪辑出那些让人

感受到真善美的一面吗？

同时， 一部分综艺节目的观众也

应当自省， 不要被真人秀综艺的 “恶

剪”带了节奏，更不能对嘉宾进行嘲讽

和谩骂。网络暴力让自己戾气深重，又

给他人造成伤害， 最后只有节目组在

镜头后面得意地笑。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卫中

赵文卓 张淇
李承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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