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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导向， 离不开题
材响应市场这一路径， 在此路径下， 题
材的开发与选择对剧集的成败至关重
要。 而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品质， 也离不
开艺术风格的积累与沉淀 ， 在此基础
上， 剧集的表达才能准确、 充分， 并实
现艺术创新。 当下， 网文叙事技巧的影
响、 电影表现手段的介入以及网剧播映
模式的冲击， 都促使传统电视剧创作寻
求自身突破， 特别是在题材选择和艺术
风格构建上 ， 要转化为创作上的探索 ，

激发出创作的活力和可能。

在这个变革的时期， 工业题材电视
剧创作也迎来一股风潮， 让这个曾经被
边缘化的题材呈现别样面貌 。 从 2020

年底开始， 《越过山丘》 《大江大河 2》

播出， 特别是 《大江大河 2》 继承前作
《大江大河 》 的高品质 ， 让工业题材电
视剧真正站上了 C 位。 至近日， 《逐梦
蓝天》 收官， 该剧聚焦中国航空工业发
展， 是中国电视剧创作首次触及这一领
域 ， 以史诗般的画面再现航空人为实
现强国梦不懈奋斗的故事 ， 彰显了自
强不息的创业精神 ， 内容上涉及尖端
军事工业和大国重器的展现 。 上述这
批作品 ， 让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巨
变得以展现 ， 在精神实质上有统一的
诉求 ， 同时为工业题材创作实践展现
了多种可能 ， 开启了工业文化 、 工匠
精神在电视剧创作上的新局面 ， 其中
的经验值得回味。

工业题材的开掘：
回归戏剧性本体

工业题材作品在中国电视剧创作中
是冷门， 这与改革开放之后制造业在社
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鲜明反差 。

究其原因， 一方面在于创作之难， 另一
方面也在于市场接受程度不高。

从创作角度看， 工业题材是电视剧
制作方刻意回避的领域。 首先， 由于工
业制造题材涉及技术性和专业性的内
容， 用视觉化呈现难度较高， 故而鲜有
编剧导演愿意尝试。 久而久之， 制作公
司也敬而远之， 于是工业题材沦为电视
剧市场的边缘产品 。 在过去的十多年

中， 仅有 2007 年的 《大工匠》、 2008 年
的 《漂亮的事 》 、 2011 年的 《钢铁年
代》、 2018 年的 《大江大河》 和 2019 年
的 《奔腾年代》 等寥寥几部电视剧曾引
起社会关注， 取得业内反响。

我们看到， 电视剧题材似乎是一个
充满商业和传播意味的关键词 ， 在市
场的选择过程中它代表着消费群 、 受
众群的接受程度 ， 也预示剧集潜在的
收视可能性 。 在以往的选题经验中 ，

一部 “工业 ” 题材的电视剧 ， 很可能
在内容上表现范围非常狭小 ， 局限在
琐碎的说明书式的技术解读中 。 而在
具体剧集里， 由于有关工业生产、 工艺
改进和产业改革的内容占了相当比重 ，

这对于那些有相关工作经历的观众来说
能形成共鸣， 但对普通观众来说却有疏
离感。

这一切， 均忽略了电视剧的本体特
征———戏剧性， 是一种 “题材为上、 技
法为下 ” 的不成熟创作观 ， 使得工业
题材电视剧丧失了广大的观众基础 ，

也为市场所冷落 。 但以 《大江大河

2》 《逐梦蓝天 》 为代表的这一批作
品 ， 却突破了工业题材本 身的 “局
限 ”， 让电视剧创作回归戏剧性本体 ，

给观众提供了有质感的观剧体验 。 如
《逐梦蓝天 》， 题材内容表现的是飞机
设计与制造 ， 但编导并不简单地以此
为中心 ， 而是围绕它编织起人性的冲
突 ， 把生产改革与人物的性格命运联
系在一起 ， 让戏剧性的构造成为表达
的核心 ， 呈现航空人在历史的惯性中
的悲欢离合。

历时性与共时性
的融合：期待完整的艺
术表达

戏剧性之外， 更要注意工业题材电
视剧艺术表达的整体性。 这有三方面涵
义： 一是 “实事求是 ”， 即还原历史真
相和产业真相 ； 二是 “失事求似 ”， 即
不拘泥于历史和产业原貌； 三是以当代
视角观照工业发展， 以此反思与再现工
业史的演进和人的演变， 把历时性 （历
史） 和共时性 （当下） 结合起来。 《逐

梦蓝天》 《大江大河 2》 等剧意在把史
诗剧、 家庭剧融为一炉， 将中国的工业史
和中国人的奋斗史结合在一起， 以完整体
现工业制造事业从无到有、 由弱到强的伟
大历程， 既有历时性表达也有共时性表
达， 无论是戏剧结构、 人物塑造还是后期
制作， 都力求工整严谨， 艺术表达有厚
度、 有层次。

例如 《大江大河 》 和 《大江大河

2》， 展现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
十年代初经济领域的改革、 社会生活的
嬗变、 政治领域的变革， 刻画改革实践
者们的挣扎、 觉醒和变化。 剧中将东海
化工的三通一平工程改造 、 码头开荒 、

一期建设、 二期设计、 合资谈判……浓
缩在四年时间里， 融入了创作者对那个
时期市场经济和工业发展现状审慎的观
察， 让观众切身地理解以宋运辉为代表
的技术员、 创业者们的现实处境。 剧作
本身年代感满满的同时又让观众有代入
感， 引领观众既以历史眼光辩证地理解
过去， 又在戏剧情境上促使观众设身处
地为人物的行为动机思考， 从而产生共
情， 酝酿出丰沛的艺术能量。

又如 《逐梦蓝天》 从多个角度反映
老一代航空人的艰难， 让观众感受到今
日之局面来之不易。 剧中既有 “有你才
是家 ” 的浪漫之爱 ， 也有 “有国才有
家” 的家国之爱， 把工业题材的 “壳 ”

和人伦之情的 “核 ” 结合 ， 试图以此
建体叙事 。 但作为一部以人物性格矛
盾冲突作为主要叙事手段的电视剧 ，

正面人物缺少反面人物的衬托 ， 戏剧
性全在正面人物内部展开 ， 要做到
“人往上走 ， 戏往下沉 ”， 创作上殊为
不易 。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 ， 剧中少
数人物和情节有架空感 ， 与当时当地
的情境脱离 ， 没有服务好主要戏剧动
作 （飞机设计与研发 、 工业报国 ）， 在
共时性的处理上拖累了叙事流畅度和
节奏感 ， 削弱了剧作的整体性 ， 尚有
打磨的空间。

应该说， 一部剧要形成独特的艺术
风格和完整的艺术表达是艰难的， 这是
一个创作能力不断醇化的过程， 既要有
创作团队的合作， 也需要在各种制约条
件之间取得平衡， 这是工业题材电视剧
出精品、 出巨作的必经之路， 需要创作
者不惧试错、 不断出新。

工业文化与工匠
精神的兴起：时代发展
引发题材变革

显而易见， 工业题材有其应运而生
的时代背景。 由于工业发展始终与社会
进步有紧密联系， 从工业生产结构调整
与升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个
人命运的转变，这些都赋予工业题材作品
创作极大的实践空间，从而又进一步拓展
了艺术创作的题材与类型。 毫无疑问，这
批作品是多年来工业题材创作不断淬炼
的结果， 是制作方对题材认知提升的表
现。 这是中国电视剧创作内生的突破，让
我们看到了工业题材的潜力， 也为电视
剧市场提供了新选择。 这是一场由社会
思潮引发的题材变革， 即工业文化与工
匠精神在电视剧创作中的兴起。

在新中国七十多年的深刻变革中 ，

工业制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派生出源
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技术人员和产业工
人的工作生活全面地融入社会各领域 ，

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代表性群体 ，为
艺术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角色原型。 随着
近年来“制造业兴国 ”“中国制造 ” 等概
念的普及 ，工业文化和工匠精神深入人
心 。 在网络文学领域 ，诞生了 “工业党 ”

小说 ， 自成一派 ，《工业霸主 》《材料为
王 》《超级能源强国 》等作品以其硬核的
知识性和科技观影响了大批读者。 在电
影领域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桥 》就是
一部工业题材影片 ，塑造了崭新的工人
阶级形象，近年来的《冲天飞豹》《东方大
港》《逆境王牌》 等作品也感动了众多影
迷。 但是，工业题材电视剧创作则是另外
一幅景象，一方面产量少，另一方面艺术
手段亟待更新。好在，《大江大河》《大江大
河 2》《逐梦蓝天》等作品的出现，为电视
剧创作的题材选择提供了新的可能。

作为大众艺术的电视剧 ，理所应当
要表达社会主旋律的诉求 ，要反映时代
精神 、体现社会思潮、塑造先进文化。 在
如此背景下， 在电视剧创作中凸显工业
文化和工匠精神， 已经成为践履其艺术
使命、承担其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之一。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杭州师
范大学讲师）

工业题材电视剧如何更好回应时代巨变
张富坚

帕帕拉佐

表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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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难片的类型框架中
讲好中国救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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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理性能不能成为好演员？

不久前收官的《扫黑风暴》和《乔家
的儿女》里，有两位缘分特殊的女演员：

毛晓彤和江疏影———她们和童瑶因《三
十而已》大热而被称为“三美”。

当时坊间有种说法 ， 童瑶是顶了
佟丽娅缺演的顾佳一角。 没想到，童瑶
抓住了机会 ，在 《大江大河 》因饰演宋
运萍广受好评后 ，又一次凭 “顾佳 ”一
角进入了一线女星行列。 事业再上台
阶不说 ，还完完全全地抢走了 “女一
号 ”的风头 。

要知道 “女一号 ”可是江疏影扮演
的王漫妮呀！ 这点从该剧海报上的位置
就可见分晓 ，“三美 ” 并立的红底海报
中，王漫妮是 C 位。

在《三十而立》中，王漫妮是个标准
的都市女性 ，有理想却也虚荣 ，不甘平
庸又不想努力，和 “海王 ”谈情说爱 ，底
子里还是有些算计的。 照理说，这个“精
致穷”的王漫妮 ，发挥得好应该很能戳
中很多人的共鸣。

然而最终火的却是 “顾佳”———童
瑶凭此角色塑造一举成为 “白玉兰”视
后，“王漫妮”连同江疏影一道成了陪衬。

事实上，江疏影几乎是个没什么槽
点的女明星。 长相出众，行事低调，从不
炒作，她被吐槽最多的就是演技 ，作为
演员，这恰恰是最要命的。

江疏影出道以来，每一次的机会都
很好，但每次都是剧火了 ，其他演员火
了，她没有火。2014 年的《一仆二主》搭
档张嘉益和闫妮， 该剧播放量高达 20

亿，还获得了华鼎奖 ，她没火 ；后来 ，和
靳东一起主演 《恋爱先生 》，她没火 ；钟
汉良 、杨洋 、李易峰等一众吸粉能力十

分过人的男星都跟她搭过戏，一个都没
把她带起来；在正午阳光的《清平乐》扮
演聪慧隐忍的一代贤后曹丹姝，一开始
好评如潮， 之后却被吐槽演技太尬 ，

总是面无表情 ， 演不出曹皇后的内
心波澜 。

于是就有了她是 “捧不红 ”的女演
员的说法，她自己在《清平乐》播出后也
发文自嘲。

终于《扫黑风暴》来了。

论题材，该剧可以和《人民的名义》

媲美；论班底，孙红雷、刘奕君、刘之冰、

王志飞，哪一个拿出来都是可以独当一
面的男一号。 该剧一经播出，就霸着收
视的宝座，讨论度居高不下。

在这样一部剧中，即便没名气的演
员，也很容易被带起来。 扮演大江的苏
可，作为长期默默无闻的 、孙红雷在中
央戏剧学院时的同学 ， 这次成功翻身
了 ； 扮演派出所所长胡笑伟的歌手孙
浩，收获了弹幕上一片 “原来他是被唱
歌耽误了的演技派 ”的夸赞 ；扮演孙兴
的吴晓亮，也从籍籍无名的十八线一举
站到了聚光灯下；只出现了几集的徐英
子被夸像景甜；就连孙红雷的太太王俊
迪， 一个唱女高音的电视剧业余演员，

也以高明远的养女郑毅红一角展现出
了十足的气场。

但是， 在这样一部全员高光的剧集
里，扮演关键角色的江疏影，又被吐槽了。

先看看她的人物设定 。 女记者黄
希 ，漂亮勇敢 ，不畏强权敢去卧底 ，大
反派贺芸是她的小姨 ， 最后也是她撞
破了贺芸和孙兴的母子关系 。 这是一
个直接推动情节发展的人物 ， 但在江

疏影的演绎下似乎变成了一个横冲直
撞的傻白甜 ，只让人感觉多余 ，激不起
任何共鸣。

剧中有场重头戏是贺芸生日那天，

黄希拎着蛋糕上门，意外撞见孙兴在给
贺芸过生日。 要说演技派就是演技派，

扮演贺芸的吴越在江疏影进门时的眼
神真是绝了。 这一眼千年，眼底的五味
杂陈：惊愕、遮掩、矛盾、恐惧、绝望……

戏的层次被交待得清清楚楚。 此时的黄
希 ， 正常的心理反应应该是难以置
信———自己从小一路崇拜过来的小姨，

竟拥有另外的一副面孔！ 然而江疏影除
了以瞪大眼睛表现吃惊之外，就是站在
原地一动不动。 而她瞪大眼睛的样子，

就算换成偶像剧， 也毫无任何违和感。

是不是也太淡定了点？

仍然是这场戏，吴晓亮扮演的孙兴
出门前，准备拔刀杀她。 镜头中贺芸身
后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 《动物世界》，一
只豹子就要咬上羚羊的脖子。 这个设置
显然是为烘托屋子里当下的杀气而悉心
安排的， 但作为马上要被灭口的江疏影
的表演，还是只能看见人物吃惊而已。

孙兴走后 ， 贺芸向黄希坦白了一
切 ， 这一段表演中吴越的哭戏堪称一
绝，眼睛发红、神色憔悴，说话时几度哽
咽。 但当镜头转到江疏影脸上时，她的
视线往下 ，除了脸上的几滴泪 ，看不到
人物的情绪究竟是什么。

可以说，对吴越和吴晓亮抛过来的
戏，江疏影是一点没接住！

不得不说，江疏影现在的处境有点
尴尬。 起点不低，资源不弱，女主戏演了
一部又一部 ，但在 85 花的 “头部 ”梯队

里，始终找不到自己的
位置 。 有评价说江疏
影演戏永远站在人物
外部审视人物似的 ，

永远演的是结果而不
是过程 ， 怎么能让观
众共情呢 ？

反过来看《三十而
已》里的另一位女演员
毛晓彤，这几年的成长
却是有目共睹的 。 在
与 《扫黑风暴 》几乎同
期热播的 《乔家的儿
女 》中 ，毛晓彤饰演乔
三丽 。 从观众的反应
来看 ， 大家都很喜欢
这位懂事 、乖巧 、长相甜美的乔家 “三
妹”。 其实，毛晓彤的演技本来就不错。

之前在 《锦绣未央 》里 ，她成功塑造了
一个外表柔弱 ， 但工于心计的二房嫡
女，光芒几乎都盖住了“女一号 ”唐嫣 。

这次在 《乔家的儿女 》中的表现 ，毛晓
彤又把乔三丽这个容易平的角色诠释
得不一般 。

乔三丽不幸的童年遭遇，成为了这
个人物深埋于心的伤疤。 这使她在成年
后， 本能地抗拒所有异性对她的好意。

即使是遇到了喜欢的男生王一丁，她也
难以因此而放下过去。 有场戏，是两人
看完电影《大撒把》后在雨中聊天，越聊
越投机，越聊越发现对方就是对的那个
人。 感情到了这个点上，王一丁不由自
主地想去吻三丽，但就是因为王一丁的
这个自然而然的举动，突然把乔三丽再
次带回到童年的阴影中，从毛晓彤触电

般弹开的动作和惊恐的眼神可以看到，

她对人的戒备和过去的阴影从来没有
释然过，可以说毛晓彤的表现是相当到
位的。

通过内敛的表演，毛晓彤将乔三丽
的内心表现得丰富而有层次感，给观众
一种共鸣，在三妹面对爱情举步维艰的
时候，她的表演是能让人不由自主地对
这个人物既心疼又同情的。

其实 ，要论资源 ，江疏影比毛晓彤
优越很多。 但这些年感觉毛晓彤一直在
进步，而江疏影却在“木头美人”的路上
越走越远。 这也许和后者理性十足的个
性有关，关于她“体验派 ”的演技 ，与她
搭过戏的王耀庆曾披露过，江疏影演醉
酒状态的戏需要真的喝半斤白酒；她自
己受访时也说过，因为没当过妈妈所以
体会不了角色做母亲的心情。 一次，江
疏影自我剖析，说自己也许并不适合演

戏。 别人轻松可以驾驭的场面，她要做
很久的心理建设才能演。 她也表示过，

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她很难演好，因为没
有办法体会那些感情。

这个说法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她
观众缘一直不佳的原因。 理性对演员来
讲是必须的，但过于理性则恰恰是个短
板 ， 因为一个人能体验的生活终归有
限，塑造人物有时候也需要想象力。 万
事都靠体验的结果是，观众看到的总是
江疏影在一遍遍演自己。

美貌 、身材 、气质 、谈吐 、学历 、外
语 ，江疏影都是顶级的 ，也受过严格的
专业训练， 在同年龄段的女演员中，综
合条件比她好的真的不多。 对这样一位
条件出众的女演员 ，要摆脱长年 “捧不
红”的命运，只有靠她自己来琢磨如何打
开和拓展表演的边界， 哪一天或许忽然
开窍了，那么她的未来将是无可限量的。

江疏影成为《扫黑风暴》口碑洼地引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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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
塑网络文艺的希望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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