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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近日，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出品的

现实题材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自

开播以来，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好评。这

部由黄克敏导演，纪风担任编剧，高鑫、

徐百慧等联袂出演的电视剧，聚焦社会

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以艺术化和审

美化的方式，观照时代的发展变化，塑

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先进的发展理

念，进一步提升了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的

艺术感染力。

该剧以我国东部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的江南县为故事发生地，以环境治理

和提升基层领导班子执政能力建设为

中心叙事，讲述了县委书记严东雷响应

省委号召，创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利

益至上的群众观，在优化发展环境，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效能革命，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带领全县

干部群众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

故事。

在本剧的开篇，严东雷因为直言不

讳指出江南县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而

得罪了许多人，造成了部分干部抵触心

理，使环境治理工作难以开展，而习惯

于做表面文章应付上级，“讲形式”“走

过场”“一刀切”“逍遥派”的工作作风在

县里也屡见不鲜。面对这些问题，严东

雷这个表面上有些“轴”的外来领导，凭

借着一股子冲劲和实事求是精神，揭开

了长期以来在环境治理上的一些假象

和隐藏在环境保护背后更深层次的经

济发展模式问题。

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切入充满现实

冲突性，敢写真问题，敢讲真矛盾。剧

情开端就直入主题，将基层环保治理的

关键问题捅破：面对任务没完成，干部

是要保业绩还是要解决真问题？随着

快人快语的严东雷在考察组面前的实

话实说，整部剧的矛盾冲突由此展开。

严东雷一上来就被认为“捅了篓子”，江

南县干部与环保相关工作人员也都因

此而受到了牵连。但组织上最终依旧

选择这个敢于“刀刃向内”又“不懂变

通”的人担任了江南县的县委书记。这

让剧情显得既紧张而又“抓人”。

“如何面对问题”是这部电视剧从

头到尾贯穿在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发

展中的推动力：严东雷的妻子，一个愿

意为家庭牺牲奉献的女性，在面临可

能影响自己孩子上重点中学的机会

时，她内心的纠缠如何决断？在暴雨

中的煤矿事故发生后，一面是政治生

涯的晋升，一面是无愧良心替严东雷

正名，张县长又该如何选择？在占据县

税收三分之一的优能皮业出现污染问

题后，是保企业稳税收，解决筹款问题，

还是大刀阔斧搞治理？整个江南县委

班子又该如何选择？每个角色的为难

与最后抉择，让我们看到了这部作品在

面对尖锐矛盾冲突时所体现出的艺术

勇气。

在以现实矛盾冲突推动剧情发展

的同时，人物刻画细腻真实，人物形象

不脸谱、不失真也是该剧在人物塑造上

的突出特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

活水，只有让故事中的人物深深地扎根

现实生活的土壤，才能创作出真实感人

的作品。该剧正是从生活真实的角

度，让人物具有了可亲可信之感。真

实性还体现在该剧丰富的细节表达

上，例如严东雷在“自揭其短”之后，剧

中并没有大量渲染他此刻复杂的内心

情绪，而是突出了他在回家的路上买

了两个烧饼这种日常生活细节，这让

一位忙着工作没顾上吃饭的基层干部

形象更加接地气。还有另一位形象饱

满的干部江南县副县长牛一龄，在严

东雷接触他以前，对这位干部的印象

是做事效率不高，工作往往推进缓慢，

但看见他在小溪乡民主恳谈会的表现

后，才发现这是个工作细致讲求办法、

心怀百姓的好干部。比起追求效率与

政绩，牛一龄让受到养殖治理政策影

响的村民齐聚一堂，说问题讲困难，做

到了政策执行合法合理也要合情，在生

态治理大格局中增添了为民服务的真

情怀。

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还以独

特的故事架构，让生态建设与基层执政

能力建设这两个重大主题融为一体，突

显了作品的厚重感和题材的现实涵盖

度。另外，场景构建的细腻真实也体现

了创作团队的高标准严要求，他们力图

展现真实的基层生活与江南县城风

貌。团队进行多次采风、调研、走访，再

走一遍当年的生态建设之路，选景就跑

遍了如今已有“绿谷”之称的浙江丽水

的角角落落，只为真实还原十几年前当

时的环境和面貌，正是这种求真的精神

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让作品具有了

江南山水的温润风景与充满烟火气的

生活场景。

创作中的独具匠心之处还体现在

这部剧选择了基层干部的视角来看环

境保护与生态建设问题，真实地写出了

环境治理过程中他们的苦与乐。正是

这样的视角解读，让生态建设问题在作

品中的呈现不是平面的、理论的，而是

立体的、动态的。比如在剧中，在调研

中严东雷发现，水域污染问题是由于无

序养殖造成的，但一味地关停养殖场造

成的后果只能使本就发展落后的江南

县在经济上更缺乏动力与活力，随着严

东雷的视角，问题更从排泄物治理聚焦

到了生产方式的转变上。在这个过程

中，困难接踵而至，对策也纷沓而来……

正是在这样深入挖掘内在矛盾的过程

中，将生态经济建设的系统性与复杂性

表现得十分具体和感性，准确真实地还

原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改革要大胆，

执行要谨慎”这样的一种为百姓踏实做

事的精神。

《春风又绿江南岸》再现了对绿色

发展道路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淡雅

清新的镜头画面、犀利的问题意识、深

刻的思辨性和大格局高站位的主题性

表达，揭示了生态综合整治与生态建

设和经济发展并重的理念的正确性与

必然性，展现了基层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展的成效和新的领导干部的成长之

路。它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又一

部佳作。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中国广播电
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淡雅清新的镜头背后
是犀利的问题意识

——评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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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或移植，自古以来就是文艺创

作的重要手段，至现当代则更为影视剧

所惯用。

近年来，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电视

剧层出不穷，如《鬓边不是海棠红》堪称

剧版京剧常识普及教材，《良辰好景知

几何》甫一开篇便拉足了“混世魔王+林

妹妹”的架势，活脱脱一个民国版《红楼

梦》，而近日引起观看和评论热潮的《梦

华录》早就官宣了改编自关汉卿代表作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简称《救风尘》），

为如何从古典文化宝库中汲取营养提

供了一个崭新的可资借鉴的样本。

对中国古典戏曲
中负心婚变母题作品
进行选择性移植与非
典型改编

事实上，说《梦华录》根据关汉卿杂

剧《救风尘》改编，有欠精准。

毋庸讳言，仅四折的元杂剧《救风

尘》的篇幅显然与40集的电视连续剧

相距甚远，编剧大做特做加法乃别无

选择，或曰是对改编惯例的自然沿袭，

虽非首创，却有大奏奇效之功。不过，

显然该剧所做的并非简单以原剧主要

情节为核心内容的加法，而是藉“救风

尘”之名行“救当代女性”之实——原著

中赵盼儿智救宋引章的故事不仅不再

是全剧核心，并且所占篇幅甚少，甚至

即便删去也不会对《梦华录》整体情节

走向有实质性影响。

《梦华录》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宋代

女子因遭负心郎悔婚，专程赶去东京讨

说法，然后痛定思痛努力自强并收获与

真命天子美满爱情的故事。赴京途中，

她还“顺便”解救了被丈夫抛弃的孙三

娘和被周舍骗婚的宋引章，仨闺蜜一起

“北漂”到繁华的东京城，开茶坊、办酒

楼，各展所长，携手把事业搞得风生水

起。电视剧里，凭空多出不曾在关公汉

卿笔下出现的一大群男男女女：顾千

帆、欧阳旭、孙三娘、高慧、葛招娣、杜长

风、沈如琢、陈廉、萧钦言、雷敬、池衙内

等，还有一个从晚唐“穿越”而来的张好

好。而且原剧中的宋母，以及与宋有婚

约在先、最后又不计前嫌娶了曾背叛他

的宋引章的秀才安秀实，迄今未曾露

面，估计被做了减法。因而，笔者以为，

与其说《梦华录》是改编了《救风尘》，不

如说是对《救风尘》进行了选择性移植，

或曰编导脑洞大开，对元杂剧乃至整个

中国古典戏曲中的负心婚变母题作品

进行了非典型改编。

这也就是说，《梦华录》的女主角是

否叫赵盼儿并不打紧。她可以是任何

一个被负心郎辜负、抛弃、伤害的弱女

子，如元代杨显之的杂剧《临江驿潇湘

夜雨》中的张翠鸾，京剧《铡美案》里的

秦香莲，《豆汁记》里的金玉奴，甚至南

戏《张协状元》里那个连姓名都没有的

贫女。当然，适配度最高的，首推作者

不详的南戏《王魁》、元代尚仲贤的杂剧

《海神庙王魁负桂英》和明代王玉峰的

传奇《焚香记》，三个题材相同的剧本共

同的悲剧女主角敫桂英——也就是当

代观众相对耳熟能详的由田汉、安娥担

纲改编的越剧《情探》中的女主。她们

无不在男主寒微时与之共过大苦，甚至

对他有过救助之大恩，但男主一旦金榜

题名被榜下捉婿，就迅速喜新厌旧，全

然不遵守与女主同甘的诺言。她们的

结局，往往是被情郎、丈夫无情抛弃甚

至杀害，或走投无路不得不自

尽，然后在某种代表正义的

力量如包青天或鬼神的帮

助下，找负心郎复仇索

命——其中，秦香莲侥

幸未死，是因为陈世

美派去的杀手韩琪

发现她完全无辜，不

忍心下手；棒打薄情

郎的金玉奴表面看是

得了善终，归根结底还

是因为她被高官收养，成

为名门千金，不再是出身卑

贱低微的团头之女，换言之身

份今非昔比了，莫稽才甘愿被打，并

重新与她结为夫妇；遭高中状元另娶新

人的丈夫崔通诬陷充军发配的张翠鸾

也是途经临江驿巧遇失散的已做高官

的父亲，才得到解救，并最终与崔通重

归于好。

而如此这般的情节设置显然与当

代女性的幸福观和价值观相距甚远，

《梦华录》果断予以必要的匡正——该

剧中的赵盼儿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自尊自立自强，坚定地对薄幸的欧阳旭

说不，并子丑寅卯条分缕析地提出分手

的条款，逼得他自毁前程，躲到西京做

了被高家和世人看不起的宫观官。更

可圈可点的是，女人携手互助互相救赎

的主旨在该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赵盼儿、宋引章与孙三娘等组成姐妹团

努力打拼，最终成为东京最大酒楼的主

人，充分证明女人可以不怕男人负心薄

幸，可以不靠男人靠自己，为无数平凡

女子推开一扇平等救赎之门。只可惜

该剧似乎用力稍微过猛了一点，在不断

强调赵盼儿的洁身自好和脱籍良民的

身份时无形中忽略了被侮辱被损害的

姐妹。

程式化的古典戏
曲改编为影视剧难度
不小，需要完成一连串
当代化填空

众所周知，传统戏曲里的人物走的

是程式化类型化路线，需要分行当画脸

谱，一般必须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讲好故

事凸显出人物形象，故往往强化要点不

及其余，情节浓缩，结构紧凑，适合一个

单位时间内的演出，如四折一楔子的元

杂剧便恰好对应一个事件的发生、发

展、高潮和结局。但电视剧作为当代最

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其美学接受过程是

在观众家中进行的，观众随时可以换

台、回放或倍速观看，随意性、自主性很

强，所以，电视连续剧主创人员在获得

数倍至数十倍于戏曲舞台单本剧篇幅

自由的同时，也必须在主题的深层次多

面性、故事的曲折丰富性、人物的立体

性丰满度和结构的合理起承转合等方

面交出符合体裁要求的答卷，要答得漂

亮难度不小。

古典名剧如《西厢记》《长生殿》等，

无不是后世创作者钟爱的改编母题，从

元杂剧、明清传奇到影视剧，载体各异，

内容主旨亦随时代和载体而流变，版本

众多，各呈其妙。而将古典戏曲改编为

影视剧，往往需做加法，如根据汤显祖

《牡丹亭》改编的同名古装爱情剧在保

留原剧故事的前提下加入了精彩的武

打场面和高水准的特技制作，由《紫钗

记》改编的电视剧《紫钗奇缘》在保留原

剧故事和精神的同时融入了动作、歌

舞、诗词等元素。而加故事线加人物加

细节，则是另一种典型的加法式改编

法，如古典爱情剧《新西厢记》以王实甫

的《西厢记》为蓝本，除了张生和崔莺莺

的爱情故事，还让活泼娇俏的红娘也有

了生死之恋，甚至在爱情主线外加入了

宫廷争斗的暗线。而电视剧《天宝轶

事》《大唐芙蓉园》《杨贵妃秘史》等则均

脱胎于《长恨歌》和《长生殿》等李杨爱

情题材的古代经典。20年前的电视剧

《爱情宝典》也是用加法改编法讲述《救

风尘》《卖油郎》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故

事。如今《梦华录》更是把改编的加法做

到了极致。窃以为，《梦华录》至少在以

下两个方面的“填空”与当代观众的审

美或心理诉求不谋而合，对电视剧创作

如何更巧妙而高效地从古典文化中寻

找灵感和汲取营养留下一些启示。

首先，是剧中男主人公顾千帆的设

定。传统戏曲的男主人公，或白衣秀士

文弱书生或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鲜少顾

千帆这样人称活阎罗的酷吏，但编导却

似乎毫不犹豫地让他在《梦华录》里堂

堂正正和女主一起占了C位，还从他俩

互相提防开始，娴熟地运用熟而不滥的

不打不相识套路，让二人很快发展到两

情相悦情根深种，成为一对颇特别的王

子和灰姑娘——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鸿

沟，不仅仅是门第和身份的悬殊，还有

赵盼儿被欧阳悔婚的情伤与自卑。虽

然观众早在《锦衣之下》等电视剧中见

过身份与顾千帆差相仿佛的人物和故

事，但从戏曲改编的角度看，则依然不

乏新意。同时，也让“渣男”欧阳旭这样

的传统戏曲正牌男主和貌似狠辣腹黑

实则实诚靠谱的“霸总”顾千帆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

其次，《救风尘》中女人帮助女人的

思想内核在《梦华录》里被一再强化和

扩容，内涵更新更丰富了。除了原剧人

物赵盼儿和宋引章，编剧还虚构了孙三

娘、张好好、葛招娣等陆续加盟赵氏姐

妹团。更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几乎个个

都习有上佳的专业技能，盼儿的茶艺、

三娘的厨艺、引章的琵琶、好好的歌喉，

无不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一技傍身，团

结自强，不靠男人靠自己的安全感和自

豪感亦随之而来。剧中还强调盼儿不

仅有熟谙世故、洞察世情、心思细腻甚

至颇有心机的一面，更有心胸豁达、善

良宽厚的一面，而后者更是她登顶事业

巅峰的另一个不二法门——葛招娣在

她的茶坊使诈，她不仅不记仇反而录用

对方在店里跑堂，给了招娣自力更生的

机会；发现高慧在她家门口腹疼难忍，

她不假思索地施以援手，借衣赠药暖语

慰藉。相信她知道对方是情敌高小姐

后，也会恪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准

则。笔者推测，后续剧情不仅能满足观

众进一步赏心悦目、磕糖磕CP的需求，

更能在女性叙事和两性关系等重大社

会问题上引发进一步热议。

包括古典戏曲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

蕴涵着无限宝藏。值得进行改编或选择

性移植的，何止一曲《救风尘》？不必说

《搜神记》《幽明录》《子不语》《世说新语》

《鹤林玉露》《阅微草堂笔记》等大有潜力

可挖，便是《牡丹亭》《桃花扇》《红楼梦》

《聊斋志异》等早已被深挖过多次的富

矿，又何尝不值得继续深研？至于如何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值得我们慢慢用心

去探寻。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梦华录》对古典戏曲的非典型改编留下这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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暌违四年，恐龙大片回归院线，不
过观众并不买账。公映一周，《侏罗纪世
界3》收获票房近5亿，不及前作一半。
同样滑坡的，还有口碑。在各大评分网
站，《侏罗纪世界》三部曲的分数逐部递
减，其中尤以第三部降幅最为明显。

票房口碑双下滑，一方面反映出
“侏罗纪”系列带给观众的感官刺激已
经达到饱和。作为许多人的童年阴影，
《侏罗纪公园1》里儿童与迅猛龙捉迷
藏以及《公园2》中小美颌龙分食成人
的场面虽不宏大，但构思精巧，因而惊
悚程度极高。相比之下，《侏罗纪世界》
系列视觉更饱满、画面更逼真、场景更
恢弘，但总体上缺乏颠覆性创意，因而
产生的惊悚效果很难突破瓶颈。

另一方面，“侏罗纪”系列不复辉煌
的更重要原因，在于《侏罗纪公园》前两
部构建的价值体系消解后，续集仍拘泥
于“恐龙情结”，未能在恐龙宇宙中有效
重塑世界观。
《侏罗纪公园》前两部中，数学家马

尔科姆反复说教同一环保主题：人类不
是造物主，有些人扮演上帝角色，其实
是触犯禁区，宛如打开潘多拉魔盒，必
遭严重报应。《公园3》虽然请到山姆 ·尼
尔和劳拉 ·邓恩两位主演，但弃置贯穿
系列的核心思想，成为一部纯粹的冒险
电影。及至系列重启，《世界1》处处用
梗，致敬前作，但在核心问题上推翻原
著：主题公园不再是概念，而早已对外
开放；人类不再处于食物链下层，而已
经具备驯服恐龙的能力。
《世界2》企图摆脱主题公园的既

定框架，加入克隆儿童角色，转而探讨
更复杂的伦理问题：恐龙与人类能否共
存？且不论基于空中楼阁的伦理探讨
是否产生足够反响，《世界3》出人意料
地摧毁了这个初步构建的体系，并未就
伦理问题引发的矛盾展开深入讨论，反
而叠加一个“蝗虫危机”论，看似回归
《公园1》的环保主题，实则是重复主题
的简单嵌套，折射出导演对整个系列并
没有严谨周密的谋篇布局。

对于惊悚刺激的商业大片，仅在拍
摄层面已极富挑战。然而更难的，是如
何用一个丰富的故事框架来撑起所有的
特效，而不是一味用情怀梗填补空虚，否
则就算放映时频频让人会心一笑，也难
以留下深刻回忆。同样的例子，可见漫
威新版《蜘蛛侠》系列。《蜘蛛侠3》集结

两代主角和反派，将情怀值拉满。但纵
观整个系列，彼得 ·帕克已经完全融于
漫威电影宇宙，不再具备人物独立的内
在品质。他褪去了托比 · 马奎尔的青
涩，却也丧失了蜘蛛侠单纯的灵魂。

在侏罗纪宇宙中，恐龙元素曾被赋
予多层意义。《公园1》中，它是人类创
造出来、但可能毁灭人类的产物；《公园
2》赋予其父性、母性，它不再是盲目的
施暴者；《世界1》将其升级为“人类的
朋友”；《世界2》进一步拓展至“人性的
存在”。但很遗憾，这些意义在系列终
章中荡然无存。在这部情节寡淡的回
忆杀电影中，恐龙彻底沦为惊悚特效，
仅剩娱乐大众这一浅层含义。当然，约
翰 ·哈蒙德在缔造侏罗纪公园之初，可
能也只想到了这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