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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艺百家

能不能塑造出生动丰满的军人形象，是衡

量一部军旅影视剧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近年

来，在现实军事题材创作中，许三多、蒋小鱼、冷

锋等当代军人形象，家喻户晓、栩栩如生，给观

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与作品本身交相辉

映，永存光影画廊。同时也有一些作品中的军

人形象面孔模糊、千人一面，辨识度较低，在人

物塑造上存在简单化、脸谱化倾向；但更有一些

作品把当代军人塑造得乖张暴戾、个性极端，毫

无生活基础和基本逻辑，用偶像造星的路数吸

睛吸粉，把饰演军人形象当作噱头，过于娱乐化

庸俗化，陷入戏说的创作误区。

例如，有的军人形象天赋异禀，生而知之，

霸总附体，初入军营即吊打碾压一众老兵骨干，

兵王天成；有的军人形象为演兵王而演兵王，将

动作值武力值拉足拉满，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独来独往，嗜血冷暴，与杀手别无二致；有的军

人形象在别墅豪车与部队军营间自由穿梭，在多

个女友间潇洒游走，温柔富贵乡，沙暖睡鸳鸯，观

众不禁要问翩翩贵公子，何以披戎装？有的正面

军人形象由以演反派成名且深入人心的演员担

纲，尽管演技在线，但一笑一颦中颇有胡汉三潜

入我军内部充当总司令之感；有的军人形象假肌

肉、整容脸、大鬓角，滤镜全开，过度美颜，军装配

饰随意，追求颜值即正义，却忽略军人自身的气

度神韵；有的军人形象过于强化性别特征，把军

装改小收紧，妆容过浓过重，枪林弹雨间涂脂抹

粉，重风情而轻风采，把花木兰演成了李师师。

广大观众和部队官兵对这些现象深恶痛

绝，边看边差评，竞相打低分，甚至把观剧的重

点由剧作本身变成了看吐槽弹幕。这些作品往

往有了热度、有了数据，却丢掉了最为重要的口

碑，美誉度极低，且严重挤压了军旅正剧大剧好

剧的生存空间。有的制片方对现实军事题材驾

驭比较吃力，对年轻化表达的网生内容把握不

准，从而导致以赌博的心态搞创作，一味迎合而

忽略引领，迷信流量无所不能；有的创作者缺乏

军旅生活积淀和感悟，脱离生活乱杜撰，胡编滥

造撒狗血，引人入胜第一集，情节内容本身的悬

浮随意，在二度创作后使问题更为放大叠加倍

增，让军人形象淹没在荒诞离奇的剧情之中；在

国家下大力清理整顿“饭圈”乱象、营造天朗气

清的行业新风和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的大形势

下，选择军旅剧转型变身成为一种潮流和趋

势。有的作品因人设剧、量身定制，演员本身的

形象气质并不适合饰演当代军人，反而为了打造

主角光环，凸显咖位番位，于是便不合逻辑地强

行改戏加戏删戏，自以为油头粉面、放荡不羁和

个人英雄主义是对军人形象最好的塑造。

现实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门槛高、风险

大、思想强、审查严，必须不忘初心初衷，端正创作

态度，坚持正确审美，弘扬创作新风。编、导、演、

制等主创人员要深入生活，感悟生活，而不是从网

络爽文和外国大片中去体验生活汲取灵感；要真

正走进军营，贴近兵心，而不是当做一种宣发手

段，前呼后拥、蜻蜓点水般地走一走逛一逛；要入

心入脑地感受当代军人的所思所想和血肉风骨，

而不是急于把通告、合影、握手等晒入自媒体写

入宣发稿。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只有在深入生活中把准创作方向、坚定价值引

领、筑牢内容基石，始终秉持清新质朴、刚健有力

的健康审美情趣，以演技和形象气质与角色剧情

适配作为根本标准，洗尽铅华、脱油去腻、刻苦钻

研、磨炼演技，全身心投入角色创作，追求德艺双

馨，才能描摹好当代军人形象，铸就永恒军旅经典。

别让军人形象陷于戏说
赵卫国

恕我直言，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坛，杨争光本
是一个很难抹去的客观存在，虽称不上十分高
产，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2年移居深圳
之前，他较为集中地冒出的那些短篇《从沙坪镇
到顶天峁》《蓝鱼儿》《高潮》，以及中篇《黑风景》
《棺材铺》《赌徒》《老旦是一棵树》等，都是风格
十分鲜明的独特存在。仅凭这些就足以奠定他
在整个中国文坛而不仅止于陕西的独特位置，
这些作品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依然并不逊色。
长篇小说创作每一部之间间隔的时间虽长了
点，但也有《越活越明白》《从两个蛋说起》到《少
年张冲六章》这样三部可圈可点之作。谈不上
多，但肯定也不能谓之低产。说句俗套的话，这
样的产量特别是质量与杨争光现有的“知名度”
与“江湖地位”显然不够匹配。

赖谁呢？“开罪”于整个文坛显然不全是客
观事实，只好从杨争光本人身上找缘由了。我
想了一下，至少可以数落出两条原因：一是此君
“用情不专”、有点“花心”，写小说就好好写小
说，但他却不时又飘移到影视圈中去“票”上一
把，不少人未必知道或已然遗忘，这个杨争光还
是电影《双旗镇刀客》的编剧，电视连续剧《水浒
传》的编剧之一和《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总策划，
这些个影视剧虽都有不错的口碑及市场影响
力，但就接受者而言，为人们所记住的往往首先
是明星角儿，其次是导演，至于编剧嘛，则且往
后排着呢。更何况杨争光在这一领域也无“长
性”，若真像刘恒、朱苏进那般一猛子扎了进去
也绝不至于此。二是自打他1992年从西安移
居深圳后，小说创作的产量也着实少了点，特别
是彼此面世的间隔时间还不短。在当下这个以
“急吼吼”为特征的岁月中，又有几人还能耐得
住性子惦着您记着您呢？

就是这部小长篇新作《我的岁月静好》距他
自己上一则作品《驴队来到奉先畤》面世的时间
又过去了整整十年。当然，从这部新小长篇的
“后记”中，我才得知杨争光在2012年竟突如
其来地患上了抑郁症，那种既“没有纵身一跳”
的勇气，又终日“生不如死”的感觉能撑出头已
属不易，哪还顾得上写作的节奏。说句不太厚
道的话，也正是因为杨争光能够从这场“劫难”
中死里逃生的遭遇，才勾起了我阅读他这部新
作《我的岁月静好》的强烈欲望。

据杨争光自述，“冀望岁月静好者似乎越来
越多，自以为岁月静好的们在微信朋友圏的晒
好也就格外显眼。”于是，这就刺激了他“想探究
一下静好们的静好以及何以能够静好”？说实
话，争光想“探究”的亦是我所好奇的，当然，我
还有一层好奇就是想知道杨争光在经历了这样
一场生死劫后会产生哪些变化？当然，真正的
“岁月静好”也确是本人心向往之的一种境界。

如果作品不署名，只是看其文字，大概率不
会将《我的岁月静好》与杨争光其名联系起来，
不仅语言，包括结构、故事和他过往作品的差异
都比较大。作品的故事倒是很简单，那个“我
的”的“我”就是一个名叫德林者，作品主要说的
就是他从青年到逼近中年的那段“岁月”。在他
所在的那个县城，这“也是有影响力的人”，县档
案馆至今还保留着他初二时的一篇作文。德林
在县城一个中专任教时与自己的同事马莉也算
是自由恋爱成婚，后来他考上了师大哲学系，继
而又攻读了师大新传院纪录片专业的研究生而
留在了省城。夫人马莉为了来到省城，也考上
了研究生，一家人在省城过上了平平淡淡的日
子。其实，就过日子而言，大多数国人何尝又不
是如此呢？不过，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平淡的
日子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没有波折：或许是因
其过于平淡，倒是在这个家庭处于相对被动一
方的妻子马莉率先有了外遇而提出离婚，而还
在县城郊外的德林家老宅因其拆迁补偿的纷争
又面临着被强拆的风险……

杨争光在自己的这则新作中所表现的大抵
就是这样一段“岁月”。依常理，一个家庭的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并不稀罕，但这个家庭在面
临夫妻解体、老宅被强拆这样尴尬的“岁月”
时，恐怕也就很难继续“静好”了。但杨争光
却偏要“静好”如故，这是因为在他看来：
“在并不静好甚至疯魔的岁月里，却能拥有静
好的岁月，是要有一些超常的能耐的”，因
此，“探究一下静好们的静好何以能够静好”
就成了这部小长篇的主旨。

那么，这种“探究”的结果如何？杨争光在
自己的新作中给出的答案就是那个曾经在县
城“也是有影响力的人”德林进入省城后竟然
活成了一个十足的以“看客”为生活之法则的所
谓读书人：看邻里现场杀人，看自家老宅被强
拆，看夫人提出离婚、看自己在夫人有了外遇且
已经提出了离婚诉求还依然故我地继续与之过
着夫妻生活……而作品的二号人物马莉的言行

虽不及德林那般“淡定”，但其表现也是够“可
以”的了，尽管是自己率先提出的离婚，但面对
丈夫要求的夫妻生活，虽也有不从之时，但更多
的时候则还是给予配合。如此荒诞不经的“岁
月”，竟然激不起半点涟漪，不吵不闹、不怒不
打，反正就是“不折腾”，的确十分“静好”。

这样的逻辑自然是反常态反逻辑的。一个
敏锐的作家不就是要抓住这个“反”字做文章
吗？而且还要做足。我想，杨争光的《我的岁月
静好》就是这种牢牢抓住反逻辑的典型。其实，
当这种反逻辑行为一旦走向极端时，问题也就
随之浮出了水面：这样的“静好”真的“好”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概率
都不会给出答案，而是让读者自己去认识、去直
面、去思考，这，或许恰是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
之所在。

面对生活中的如此尴尬，依常理，置身于其
中者即便是外在言行上可以尽力克制掩饰，面
子上也可以做到波澜不惊，但内心不时泛起些
许涟漪总是难免，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然
而，杨争光笔下的德林与马莉，无论是行为还是
内心的表现统统就是“静好”，仿佛一切都不曾
发生，仿佛一切与他们无关。如此“静好”如果
不是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一时之忍，就只
能是极端十足的麻木与麻痹，德林与马莉显然
是后者，他们彼此实在没有隐忍的半点理由。

由十足的麻木与麻痹导致的这种“岁月静
好”，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当下我们社会相当
程度存在着的一种病态。目前在我们社会生活
中两种比较司空见惯的极端现象一是“喷子”不
少、戾气太重；二是“躺平”者众、“静好们”多。
在我看来，杨争光创作《我的岁月静好》其锋芒
所指正是后者，他不仅用一种近乎荒诞的艺术
手段平静地将这样的“静好”呈现于世人，也冷
静地观察到“静好们”之所以能够“静好”，既有
他们个体“与时俱变的创新”，更有“悠久的祖
传”。“静好们”貌似冷静平静理性，究其实这不
过只是一种假相，他们对社会之危害在某种意
义比之于那些“喷子们”更恐怖、更具欺骗性。
“岁月”如此之“静”，真的“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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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看文学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幸福到万家》收官，而同样由赵冬苓编剧

的《警察荣誉》则以8.6分位列今年迄今豆瓣国

产剧口碑榜第二。从《警察荣誉》到《幸福到万

家》，都聚焦了对基层中国的透视与剖析，成为

今年电视剧市场不能不提的“现象剧”。

《警察荣誉》的“主角”是一个基层派出所，

故事发生地在城乡结合部。这一回《幸福到万

家》，故事发生地“万家庄”则是一个农村。无论

是城乡结合部还是农村，都是基层社会的核心

部分；与这两个区域相对应的，则是如今影视剧

里扎堆出现的豪华大都市。此前国产剧备受诟

病的一点是：主人公非富即贵、都是“精英”的化

身。精英叙事固然有讲述的价值，但如果目之

所及都不见基层、没有普通人，也是对现实的一

种遮蔽。

《警察荣誉》以基层民警的“职场剧”为外

壳，经由民警对老百姓纠纷的调解，让观众窥见

基层中国的深刻复杂性。而《幸福到万家》则借

助了导演、编剧和赵丽颖的IP效应，刻画了女

主角何幸福进城学习最终成长的“大女主”线。

在叙事策略上，《警察荣誉》与《幸福到万

家》也是高度相似。一则呈现基层中国的复杂

性，尤其是“人情”与“法治”之间的博弈；二则在

“法”“理”“情”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既尊重法治

精神，也与中国的基层社会相适应，奔赴更文明

的前景。

法学家梅因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进步社

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置

换到中国基层社会，“身份”相当于“人情”，“契

约”相当于“法治”。一个发展中的中国，也是从

“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过渡过程。在传统

的人情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讲求的不是契约与

法治，而是依照血缘、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亲

疏远近以及规矩礼俗。

《警察荣誉》中，城乡结合部是“人情”与“法

治”碰撞的激烈地带。剧中最让民警焦头烂额

的，往往是那些刚“上楼”的农民之间的纠纷。

比如丢了一只鸡，都能变成两个村落之间的聚

众纠纷；老人遛狗不牵狗绳，把路过的小孩吓坏

了，警察劝说老人得牵狗绳，老人顶嘴：我在农

村活了大半辈子，就没牵过狗绳……

《幸福到万家》中，万家庄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农村，虽然万家庄是一个十里八乡最富裕的

农村，但这里的法治观念依然非常落后，万家庄

仍然是在“人情”的基础上运转的。村支书万善

堂（刘威 饰）是带着全村脱贫致富的功臣，是村

集团万家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村里最具话语

权、最受尊重的“长老”。万善堂维持、协调着

“人情”的运转，很多时候他也是通情达理的。

比如当何幸福（赵丽颖 饰）早产时大出血，亟

需输血，万善堂还是“不计前嫌”，第一时间通

过喇叭号召全村人去献血，挽救了何幸福的

命。但人情社会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端的是，它

严重依赖于“长老”的个人素质，并且“长老”的

权威不可挑战。一旦“长老”不懂法，那么他对

很多事情的处理就只能是凭借个人意志，可一

旦有人挑战他的权威，还会遭到全村人的排挤

和打压。

《幸福到万家》在前半段的核心戏剧冲突，

就是何幸福一而再地向万善堂要说法、一而再

地挑战他的权威。从万善堂儿子万传家（曹

征 饰）以闹婚名义对何幸福的妹妹何幸运（张

可盈 饰）进行猥亵的风波，到村里的征地风

波，再到万善堂踢伤何幸福的丈夫王庆来（唐

曾 饰）风波，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劝何幸福“息事

宁人”，但何幸福就是要分辨出个是非对错。万

善堂、万传家则对何幸福一家进行各种打压。

他们畏惧“法治”，本质上是畏惧他们在村里的

地位受到威胁——如果村里的人都讲“法”了，

自然也就不需要他们依靠“人情”去处理各种利

益纠纷了。

作为有着丰富基层生活经验的资深编剧，

赵冬苓知道在一个僵化的环境里“改变”的困

难，不避讳地呈现了法、理、情之间的妥协，但也

正因如此，网上对剧情发展的争议也在聚集，

比如《警察荣誉》中，一对年轻的夫妇最终放弃

起诉刁蛮无理的骚扰者。从警察的角度看，起

诉过程耗费很长时间，年轻夫妇的生活也就没

有很快恢复到平静，所以务实一点的办法是选

择和解。但从公众的角度看，如果选择和解

了，不就是对恶人的一种纵容？赵冬苓对这个

争议做出的解释是：“社会就是在这种反复拉

扯中不断进步的。如果只看到妥协和忍让，看

不到在这过程中社会的进步，那是一叶障目。

但如果只希望看到正义的实现而不希望其中

存在着任何的妥协与综合考量，那也是不切实

际的。”

回到《幸福到万家》，法、理、情又该如何平

衡？当何幸福一路上告时，镇里的公安、县里的

法官都过来“劝和”，这让何幸福的代理律师关

涛（罗晋 饰）很吃惊，他严肃痛斥这种和稀泥的

做法。但退一步说，法官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

在征地风波中，村里要建保健品厂和污水处理

厂，这关系到万家庄乃至整个县的发展，工期不

能跟着官司一直耗下去，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

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均衡点。

无论如何，对这个时候的万家庄来说，当务

之急是打破“人治”，让“法治”取代“人情”；农村

的富裕不仅仅指涉的是物质上的富裕，还包括

精神文明的焕然一新。在被“赶出”万家庄后，

何幸福到城里学习法律，之后又回到万家庄，不

仅开办了民宿，更给万家庄带来“法治”之风。

一个农村新女性的成长背后，也是基层中国的

变化缩影，《幸福到万家》由此实现以小见大的

现实主义表达。

对基层社会的深情凝视
与深刻剖析

——看赵冬苓编剧的《警察荣誉》与《幸福到万家》

斯沅

▲《幸福到万家》借助导演、编剧和

赵丽颖的IP效应，刻画了女主角何幸福

进城学习最终成长的“大女主”线

 《警察荣誉》以基层民警的“职场

剧”为外壳，经由民警对老百姓纠纷的调

解，让观众窥见基层中国的深刻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