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北京卫视、浙江卫视以及腾
讯视频等网络视听平台热播的电视剧
《埃博拉前线》引人关注，不仅开播三天
后收视率就破 2， 而且接连收获多方好
评 。 该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 讲述了
2014 年中国援非医疗队奔赴疫区抗击
“埃博拉”病毒，最终成功遏制病毒、圆满
完成任务的故事。由于题材的特殊性、拍
摄的复杂性等，其创作难度可想而知，但
主创团队在突破难点后令作品呈现出的
一系列亮点值得称道， 也为主旋律作品
的创作发展带来启悟。

通过题材拓新，为电视
剧表达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破题

从某种角度而言，找准选题，是讲好
故事、拍出精品的先决条件。 《埃博拉前
线》在创意和题材上所展现出的时代担当
和突围勇气，就已然令作品成功了一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我们国家
反复倡导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以
“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来寻求人类的共
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正在成为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该剧通过聚焦我
国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这一典型事件
并深挖其价值内涵， 以既尊重历史真实
又尊重艺术规律的创作态度， 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生动诠释， 使其以
真切可感的具象化方式呈现于荧屏。

在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全社会热切呼唤深描抗疫过程、昭示
抗疫精神、 为人们增添信心和力量的文
艺作品。从这一层面来看，《埃博拉前线》

的出现恰逢其时。 除了剧中所展现的在
病毒来临时的紧张氛围、 应急措施等和
当下具有某些相似性之外，更重要的是，

其中医护人员所彰显出的大爱无疆、不
怕牺牲、患难相依的精神品格，可以说，

该剧的播出在时、度、效方面达到了较为
理想的效果。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
作。 ”文艺作品只有紧扣时代脉搏、呼应
时代召唤，才有可能答好时代之卷、引领
时代风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电视剧
创作者应更加自觉、 更加自信地从新时
代的成就与变革中汲取思想源泉、 内生
创作能量，承担好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
代、讴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埃博拉前线》通过纪实性的蓝本、

艺术性的笔触， 致力于为时代画像立传
明德， 以鲜明的时代标识在众多作品中
独树一帜， 使得国内外观众对于日益走
向世界中心舞台的中国形象， 有了更加
直观而又深刻的认知与理解。

通过故事表达，让生命
至上成为引发观众共
鸣的精神契合点

“文以意为主，意尤帅也；无帅之兵，

谓之乌合。 ” 电视剧要想传达好主题之
“意”，需要寓教于事、寓教于情，让观众
在追剧的兴趣和热情中潜移默化地受到
作品价值观的影响。因而，故事讲得好不
好，不仅关系到一部剧的可看性，更关系
到其精神主旨的传达度。

《埃博拉前线》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其以生命至上的悲悯情怀找到了全人类
的共同价值， 用大爱故事跨越国界地实
现了观众的情感共振。 剧中对医护工作
者职业精神的张扬， 把人性真善美表现
得淋漓尽致； 非洲人民骨子里跃动着的
生命能量与病毒袭来时的无能为力，充
满了悲剧意味的反差张力；人与人、国与
国之间兄弟姐妹般的深情厚意， 犹如一
股股暖流淌进观众的内心深处。 对于作
品而言，正是由于创作者真的“把自己放
进去了”，所以剧作因为有了生命态度而

让一些段落闪闪发光。

人物形象在故事结构中的作用不言
而喻。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
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
塑造出典型人物， 电视剧作品才能有吸
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作品中几个主要
角色被设计和演绎得各有人格魅力与性
格特质，尤其是男主角郑书鹏，在精神成
长中凸显出人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据
该剧总导演介绍，主创团队提炼了近 60

年间众多中国援非医护人员的真实故
事，然后凝聚在主要角色身上。因而，《埃
博拉前线》看似仅着力塑造了郑书鹏、冯
刚、谢云虎、罗启晗、何东等几位援非医
生形象， 实则是整个中国援非医生群体
的生动缩影。他们身上浓厚的生命意识，

成了全球观众心理需求和审美口味的
“最大公约数”。

为了丰富叙事线索、增强戏剧黏性，

剧作在情节编织方面加入了华裔记者何
欢深入西非暗访钻石走私这条故事线，

从而连带起了当地武装分子统治区的叙
事场域， 这不仅使整个故事的讲述更加
具有了开合尺度与视觉冲击力， 而且通
过环境烘托的手法， 让战乱时局的危险
境地更加反衬出主要角色的大情大义。

《埃博拉前线》 中塑造的中国医疗队人物
群像，接地气、有生气，令整个故事在真实
可信的基础上有了鲜活灵动的气质。

通过品质打磨，为主旋
律创作的国际化视野
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电视剧的对外传播， 要诀在于
“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国际表达”的命
门，又在于叙事方式、表现视野、视听语
言等方面，凡此种种，大约都离不开以一
个“真”字做前提。 只有真正尊重了观众
的认知能力、智商水平和审美品位，才能

让作品在传播中行之久远。

据报道，《埃博拉前线》 历时三年筹
备， 主创人员深入西非多个国家实地实
景采风，采访了事件当事人及各类相关人
员近百人，采风行程达两万多公里，查阅
参考各类资料近千万字。 这种认真严谨
的创作态度， 保证了作品最基本的真实
质感。

为了提升在细节方面的还原度，主
创团队一方面并未刻意迎合观众的惯性
想象， 在服装造型上统一使用 “N95 口
罩+护目镜”的全副武装，因为在埃博拉
暴发初期，医疗队员受制于当地条件、风
俗文化和对病毒的了解， 只能戴着医用
口罩；另一方面，为了拍好病毒研究等内
容， 严格按照 1∶1 比例搭建移动 P3 实
验室、P4 生物安全实验室等， 还专门请
相关专家核对医学实验流程、专业物品、

专业名词等。文艺创作就是这样艰苦的、

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创造性劳动； 也正是
如此的精耕细作，才让作品有可能赢得
跨越国界的口碑与感动。

除此之外，《埃博拉前线》对于西非独
特风土人情的描摹， 也成为剧作的一大
视觉亮点。很多时候，作品运用静观式的
镜头语言展呈着非洲特有的社会生活
与自然环境，荒漠与草原相间的地理风
貌、原生态的木屋、网状隔离架，以及时
而热情奔放、时而诗意温情的场景氛围，

都让观众颇具带入感地接近和体验着
真实的西非。 不论是郑书鹏在大海边的
灯塔前回忆起与“老盖”的手足情意，还
是何欢给当地孩子们买新衣服、安慰当
地人的情绪， 都令观众在浓郁的异域风
情中感知着那份动容于心的真诚与美
好。整体而言，该剧即便在某些人物性格
的多维深掘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但瑕
不掩瑜地为主旋律电视剧的创作与传播
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
副主任）

电影《跨过鸭绿江》连同此前上映的

《长津湖》《金刚川》， 使纪念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主题电影创

作，形成了一个各有侧重、相得益彰的完

整体系， 从不同层面为多层次的电影观

众，提供了进入、体会和把握抗美援朝战

争所蕴含的重大历史、重大决策、巨大牺

牲、伟大胜利的多样信道。

从电视剧到电影同题转换中， 因为

电视剧和电影受众群体和层面是不重合

的， 因而这种转换的创作目的就不是重

复，而是力求延伸。 更重要的是，从电视

剧《跨过鸭绿江》到电影《跨过鸭绿江》，

在同题不同媒介的转换中， 分别有强调

的意义所在。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也。 ”

早在孙武子那时那里， 对战争的认

识和分析，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战争是

复杂的， 讲述战争故事的文艺创作也各

有切入方式。

如果说，《金刚川》是从战斗规模来

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金城反击战一隅

的故事，《长津湖》 是从战役规模来切入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的故

事。 那么，电影《跨过鸭绿江》就是从战

略视角来统摄抗美援朝整个战争进程

的作品。

从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到电影《跨

过鸭绿江》，假如说是一种“语义复述”的

话；那么，本片所强调的就是从国家战略

的视角， 来观照抗美援朝战争的总体格

局和战争意义。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当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

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

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

定了朝鲜半岛局势， 维护了亚洲和世界

和平。 ”

电影《跨过鸭绿江》的立意，较好地

体现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一战略判

断， 并以战略观为主要视角， 由此将战

备、战役、战术、战斗、战将、战士、战壕、

战旗凝聚在一起。

因为本片选取了战略观的叙事视

角， 所以选择以彭德怀司令员为视角人

物是最合适的。 彭德怀形象可以贯穿从

1950 年 10 月到 1953 年 7 月的漫长历

程， 可以贯通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的战场

纵深与战役纵横， 可以关联起从中南海

到入朝各兵团、各军师，并由此延伸至各

阵地的建制系统。

因而， 观众在本片中看到的角色体

系是非常宏大的， 这个角色体系从毛泽

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梁兴初、曾泽生、

傅崇碧军长，到邓岳、蔡长元等师长，范

天恩、郑瑞等团长，杨根思等连长，孙占

元等排长，胡修道、黄继光等战士。

同时，尽管影片体量有限，还是将抗

美援朝战争期间，诸次战役、诸多重大战

事、诸多感人的场面和顷刻，纳于片中，

言简意赅地予以精炼呈现。

电影《跨过鸭绿江》的叙事，可谓篇

简而体大，笔略而虑周。 同时，这部作品

的实录笔法尤为值得肯定。

自 1956 年《上甘岭》出品以来，在抗

美援朝专题影片创作中，以“实名制”来

塑造角色，《跨过鸭绿江》 是笔者所见的

唯一一部。

《上甘岭》中的张忠发，《英雄儿女》

中的王成、王芳，《打击侵略者》中的丁大

勇，乃至《金刚川》里的张飞，《长津湖》中

的伍千里、 伍万里等角色， 在人物塑造

上， 都是由原型人物加以改编以虚构姓

名入戏的。 同时，敌方角色姓名、性格也

尽多虚构。在《跨过鸭绿江》里，虽我方详

而敌方略， 但双方出场角色的身份字幕

条不绝如缕，历历在目。

另一方面， 在战争场面的营造上 ，

《跨过鸭绿江》 在战事场景的营造上，遵

从纪实风格的呈现， 而不追求戏剧效果

最大化的渲染。而在对敌方的战争意志、

战略、 战术和战果的描写上，《跨过鸭绿

江》没有加以“矮化”处理。 如，砥平里一

战，志愿军受挫，非惟情报不准，而在敌

军火力强大，且战斗意志未衰。尤其是本

片对李奇微形象的塑造，把他久经战阵、

知兵入微、 扬长避短的军事才能写得很

厚实。

塑造强敌劲敌，既是《跨过鸭绿江》

叙事的实笔所在， 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克强敌而制胜的史笔所在。 由此， 透过

《跨过鸭绿江》的实笔和史笔，我们更能

深切地感受到，在这场“钢”与“气”的对

阵中，装备是战斗力、后勤是战斗力、意

志是战斗力、信念也是战斗力。

孟子说“我养吾浩然之气”，《跨过鸭

绿江》《长津湖》《金刚川》乃至《上甘岭》

《英雄儿女》 写出的都是中国人民和中

国人民志愿军用我浩然之气战胜强敌的

伟力。

浩然之气，亦有用进废退。处身立国

创业发展，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你敢于直

面什么量级的对手和问题， 决定了你是

什么量级的选手和能力。

1956 年电影《上甘岭》问世时，中国

人民志愿军尚未全部撤回国内。 那时摄

制的抗美援朝电影， 是当代题材作品。

2021 年，当《长津湖》《跨过鸭绿江》上映

时，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已经属于历史题

材作品了。 但， 无论是 1956 年 ， 还是

2021 年，都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

历程中，还在接力之中。在迈进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之际，这部以战略格局、信史

笔法、 英雄主义情怀创作的 《跨过鸭绿

江》，激励着我们“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

大事业”。

(作者为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

从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到电影《跨过鸭绿江》，

在同题不同媒介的转换中，分别有强调的意义所在。

电影《跨过鸭绿江》所强调的是从国家战略的视
角，来观照抗美援朝战争的总体格局和战争意义；并
以此激励我们“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

央视总台出品首部故事片《跨过鸭绿江》

信史笔法中的战略格局与英雄主义情怀
赵彤

《埃博拉前线》：用大爱故事彰显大国担当
闫伟

观点提要

▲《埃博拉前线》用大爱故事跨越国界地实现了观众的情感共振。 图为

《埃博拉前线》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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