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汇报：从《高山下的花环》开始，军
旅剧可以说是国产剧中的一棵常青树，
仅新世纪以来，就涌现出了《历史的天
空》《DA师》《亮剑》《归途如虹》《激情燃
烧的岁月》《士兵突击》《我是特种兵》等
众多聚焦不同兵种、不同年代、不同类
型、不同主题的经典作品。为什么观众
爱看军旅剧？军旅剧的特殊价值体现在
哪里？

李京盛：军旅题材确实给中国电视
剧长廊贡献了很多让观众记忆深刻的军

人形象，比如姜大牙、龙凯峰、李云龙、许

三多等等，而军人形象是有神圣感和象

征性的。观众爱看军旅剧，很重要的一

个原因就是源自老百姓对于人民子弟兵

的感情，他们——尤其是青年一代——

希望从军旅剧所塑造的军人身上感悟人

生价值，汲取奋进力量，并由此产生强烈

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更重要的是，军旅剧是国产剧中主

旋律最好的承载题材，一方面是它能够

展现我们的强军之路、强国之路，另一方

面是，它天然地包含了爱国主义、英雄主

义、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不管讲述的

故事发生在哪个时代，这都是军旅剧的

灵魂所在。没有这种价值高度，军旅剧

就很难受到观众的喜爱。

饶曙光：在电视剧整体的生态环境
当中，军旅题材影视剧是受到观众特别

欢迎的一种类型，在整个电视剧体系当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从个体的角度来讲，每个人在成长

过程中都离不开英雄的照耀和指引。军

旅题材影视剧塑造的英雄，对于年轻人

的成长、年轻人价值观的形成都起着重

要的作用。每个孩子，尤其是男孩心中

都有一个英雄梦，军旅题材的影视剧能

够满足他们对于英雄主义的梦想。而对

群体而言，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展现了中

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和峥嵘的岁月，

对于观众了解那段历史，形成正确的历

史观也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文汇报：军旅题材是主旋律影视创
作的一座富矿。对标经典，近来的一些
军旅剧似乎并没有满足观众对于优秀作
品的更高期待。观众批评某些作品兵味
不足、流于戏说等等，尤其不满意军旅剧
创作中出现的时尚化、流量化倾向。怎
么看待今天部分军旅剧创作的误区和问
题？今天的军旅剧创作应该从经典中吸
取怎样的经验？

饶曙光：我对当前军旅题材影视剧
创作的整体状况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在

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在不断满足观众的

新需求。比如表现战争的《大决战》和

《功勋》中的《能文能武李延年》，表现和

平年代部队生活的《特战荣耀》等，都有

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就拿《特战荣耀》来

说，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非常符合

人物成长轨迹的定位，也展现了新时代

中国军人新的气质，是在《士兵突击》基

础上的一个很大的拓展。

经典作品是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

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具有很突出的位置，

但是经典并不代表军旅影视剧创作生产

的常态，我们也不能总是拿最好的影视

剧去要求所有的作品；时代在变化，观众

群体也在变化，我们不能老拿《士兵突

击》的那样一种模式来要求当下的军旅

影视题材的创作。

我也注意到当前部分军旅剧确实存

在问题，比如起用流量明星来饰演军人

之后，一些明星自带光环，身上总有甩不

掉的明星痕迹、明星做派。问题不在于

流量明星转型来演军旅剧，而在于当他

们扮演军人角色时，一定要忘掉自己，通

过深入生活去融入角色，从而更好地塑

造出观众能够接受和认可的军人角色。

同时导演也要有效地控制他们表演中偶

像的成分，要帮助他们更好完成人物形

象的塑造。

李京盛：由于表演能力的薄弱、生活
阅历的不足，确实有一些年轻的偶像明

星在军旅剧中没有塑造好军人角色，引

发了观众的不满。但是把责任都归在偶

像明星身上是不公平的，并不利于我们

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创

作思路和创作方法上。

观众对于今天一些军旅剧的不满，

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即内容不真实和

艺术不真实。

内容不真实主要是指，以往那些经

典的军旅影视作品，除了有一号人物之

外，更多地是在塑造军人的群像。前面

我说军旅题材天然地带有英雄主义，而

中国军人的英雄主义是一种带有集体主

义精神的英雄主义。比如《士兵突击》里

边不仅仅有许三多，还有史今、袁朗、吴

哲甚至包括成才，很多人物都栩栩如

生。而今天不少军旅剧为了突出偶像明

星，把所有的高光都打在一个人物身

上。这恰恰不是中国军队所倡导的精

神，也不符合老百姓对于中国军队的认

知。此其一。其二，军旅剧一定会表现

人物的成长，为什么我们把部队称为大

熔炉？因为那是一个把怯懦变成坚强、

把平凡变成伟大、把渺小变成崇高的地

方。所以经典作品通常都会书写一个平

凡普通像泥土一样的孩子，如何经过军

队的淬练而逐渐向着坚强、伟大和崇高

生长。但是今天的一些军旅剧在表现军

人成长的这条线上越来越弱，观众看到

的更多的是一个像超人一样无所不能的

新兵蛋子，桀骜不驯，自命不凡，然后通

过军旅生活的淬练而变得平凡，成为普

通一兵。这就把两个维度给颠倒了，观

众因此感到不真实，不喜欢。

而艺术不真实，是指今天许多创作

者因为对当代军人形象缺乏了解，对当

代军旅生活缺乏了解，甚至对我们的部

队构成，对各个部队兵种和列队设置的

意义都不了解，而试图用艺术手段来弥

补这种不足，结果反而弄巧成拙。比如

把一些所谓的时尚元素、偶像元素，把强

情节快节奏多反转的叙事和人物塑造方

式，把一些商业剧的艺术手段，使用在军

旅剧当中。

这里的问题在于，首先，我觉得要

厘清一个概念，就是电影跟电视剧不一

样。电影可以通过很多商业化市场化

的手段来强调类型，利用技术来重塑现

实从而给观众带来震撼，但电视剧不

行。电视剧不是蒙太奇，而是生活的长

镜头，如果过于强调类型化，会失去它作

为一种以真实生活叙事为主的艺术本体

的主要特征，而陷入情节雷同、人物雷

同、手段雷同。长篇电视剧叙事既然有

这么大的讲述空间，一定要有饱满的丰

富的生活元素，有人们共同的生活体验，

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形成共鸣，而不是

用类似商业片那样的手段来弥补生活

积累的不足，否则观众就会觉得你是虚

假的。

其次，即便在电视剧范畴内，军旅剧

也有题材上的特殊性。军人是时代偶

像，不是时尚偶像。但是一些军旅剧套

用偶像剧的方式，男一号要不就无所不

能，要不就桀骜不驯，要不就高冷傲气，

认为就这样才是我们新时代的兵。虽然

今天的军人素质比“许三多时代”是有提

升，但是部队大部分的士兵也不是这个

状态。

高希希：军旅剧其实是不可能拒绝
青年演员的，因为不管战争岁月还是和

平年代，部队就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地

方。而偶像明星愿意演军人，这本身也

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他们觉得扮演军

人是一种荣耀，而且他们能够为作品带

来关注度。

确实一些偶像明星没有能够体现出

人民解放军的真实生活、真实精神和真

实状态，但怎么样把流量真正变成正能

量，我认为这更多是要主创团队一起负

责任的。首先就是你的创作思路，你想

拍一部什么样的军旅剧很重要，然后才

是要用什么样的演员来演。如果你一开

始就想着往炫酷走，那肯定跑偏。现在

一些军旅剧里，八路军抽雪茄、住别墅、

毛呢军装笔挺，这不是开玩笑吗？

主创团队里，导演是最重要的，你

不能让偶像明星顺着他们的表演习惯

去表演。军人有军人的状态和性格，没

有人是为了扮酷耍帅去当兵的，所以如

果选用了偶像明星来扮演军人，你首先

不能允许他玩酷摆POSE，得实实在在

让他落实到角色上，找到真正的军魂，

真实的军队逻辑，真实的军人状态，才

是一个硬道理。不能说只要我们请来了

流量明星，别的环节都可以偷懒，只要把

所有的光都打在这个明星身上就行。军

旅剧恰恰是不能够这么拍的，是违反军

队逻辑的。

文汇报：军旅剧不可能拒绝青年演
员，很多青年演员也正是通过军旅剧为
观众所熟悉，比如《红十字方队》里的颜
丙燕，《士兵突击》里的王宝强，以及《历
史的天空》里的殷桃。《历史的天空》是殷
桃的影视剧处女作，高希希导演能否介
绍一下，当时为什么会选殷桃来扮演东
方闻音？

高希希：首先殷桃是军艺毕业的，有
军旅经验。同时徐贵祥老师在原著里写

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刚满18岁，父母

都是烈士，她跟着李雪健老师扮演的杨

庭辉参加了革命，收获了成长，政治上很

快成熟起来。

当然其中也有偶然因素，就是我们

在为这部剧挑选扮演东方闻音的演员

的时候，殷桃正好到我们单位来考试，

我觉得她在表演上很有潜质，应该能出

得来。

但她不是天然就演成东方闻音那个

样子的，而是经过了很严格的训练。

首先是军训，现在很多军旅剧开拍

前没有军训这个环节，你不让他去体验生

活，那他不就照着选秀来演了？跟着真正

的军人军训一个月，他们自然就知道什么

是军人了，就有了军人的状态，说台词就

不会像普通青年聊闲天儿。加上李雪健、

张丰毅等前辈演员都是咱们空政的，在拍

戏的过程中一块儿帮她调整，只要她一摆

漂亮姿势我们就叫停。我跟她说你要表

现的不是漂亮，而是战争年代战士的朴实

劲儿。有一场戏，张丰毅带着她光生面馒

头就啃了四个，而且是双手绑住了啃，一

下子就把殷桃给打通了。

文汇报：时代在进步，军队在发展，
观众在变化，几位专家都提到，虽然经典
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
一味凭着过去对于军旅剧的印象来评判
今天的军旅剧也会产生错位。那么，新
时代需要怎样的军旅剧？

高希希：《士兵突击》传达了军队一
个重要的理念，叫“不抛弃不放弃”，这是

一种军魂。但其实到了今天仅仅是不抛

弃不放弃已经不够了。今天的军队，军

旅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军种不

一样了，现代化程度也不一样了。以前

我们说“剑不如人，剑法超人”，现在是剑

法要超人，剑也要如人。同时，军队未来

可能面对的战争的样貌也不一样了。那

么，新一代的军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

们肩负着怎样的新职责，又有怎样的新

思想？

新时代的军旅剧，首先就要真实反

映出新一代军人的风貌，新一代军人的

艰苦和新一代军人的荣耀，让今天的观

众看了以后，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把国土

交给这样的人民军队，我们放心。

饶曙光：新时代需要能够真实表现
军改以来军队一系列变化的军旅剧，需

要反映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军旅

剧，最重要的是塑造出具有时代内涵和

人文内涵的当代军人形象，真实反映当

代军人的心理，当代军人的追求。

同时，新时代的军旅剧还要能够与

新时代的受众群体，尤其是年轻受众群

体形成更多的沟通和互动，达成最大层

面的共情共鸣共振，在培养年轻人的价

值观、爱国主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建

设性的作用。

李京盛：新时代中国的强军之路，一
定是当下及未来军旅剧应该重点聚焦的

主题和内容。包括新式武器的展现，演习

场面的铺陈，确实有很多观众喜欢看，近

年来不少军旅剧在这方面也做得不错。

但是强军之路不仅仅表现在装备的

现代化和武器使用的熟练度上，更重要的

是打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的人民军队。反映在军旅剧的创作中，就

是不能用技术代替艺术，不然就变成军事

科普片了。所以，新时代需要的军旅剧，

仍然是要强调人物塑造和情感灌注，通过

人物塑造和情感灌注，来展现新时代部队

官兵的成长和风貌。其中真实可信是首

先要做到的，要表现真实的军人形象和部

队生活，然后才是具体形象生动，有艺术

性。如果前提都是失真的，你使用的艺术

手法越极致就反而越虚假。

文汇报：对标上述标准，我们如何才
能创作好新时代的军旅剧？

高希希：影视制作技术的进步，让今
天的军旅剧能够呈现很多过去创作者想

呈现而不能呈现的场面。比如我去年拍

电视剧《大决战》，就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30年前，电影《大决战》主要集中表现两

党高层的决策和谋略，真正的战争大场面

不多，而电视剧《大决战》就能做到既有重

点的局部，又有气势恢宏的全景。

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军旅剧创作

就更要在人物的鲜活上下功夫，同时在

细节上着力，表现出军队在新时代的新

使命、新面貌，重塑军人形象，让观众看

到新时代的军魂是怎样体现在新时代的

军人身上的。那么首先在演员的挑选

上，起用偶像明星来拉近剧集和年轻观

众的距离是有效的，但不是唯一有效的，

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军人在

今天年轻观众的视野中表现出一种真实

性。所以演员必须能够展现军人气质，

形象要正。

我眼下正在筹备一部反映现代空

军如何面对未来战争的军旅剧，暂定名

为《天空之上》，这几天刚刚从基地采访

回来。坦率说，我虽然是空军出身，但

是对今天的空军我也是陌生的，需要扎

扎实实去采访。再下部队，感受特别深

刻，一方面是发现我军的面貌真是焕然

一新，飞行员的结构和过去完全不一

样；另一方面，牺牲、奉献、忘我，仍然是

今天军人的关键词，很多飞行员结婚十

年了另一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嘛的，

包括很多时候他们是连手机都不能使

用的。要塑造如此复杂立体的军人形

象，你可以选用偶像明星来扮演，但你

必须好好教他们，不然他们怎么能够演

得好？

李京盛：过去的军旅题材影视剧，编
剧导演很多自己就是军人出身，有长期

的部队生活经历。比如《红十字方队》的

编剧马继红，16岁就入伍；高希希导演也

是空军出身；包括像吴京安、肖雄等很多

演员都是军人。因此，无论他们是进行

剧本创作、执导还是表演，都能够调动出

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来补充和丰满剧情

及人物。

所以，谈及如何创作好新时代的军

旅剧，我本人特别期待有军旅生活经历

的文艺家继续给我们做出一些样板来。

毕竟军旅生活曾经融入他们的生命，他

们有经验积累，有情感灌注，又有创作

能力。

而对于没有军旅生活经历的创作者

来说，要把握好军旅剧的主基调和主色

调，一定得是回到最传统的创作方法，就

是从深入生活开始。通过深入生活去消

除对新时代部队和军人的陌生感和隔阂

感，通过深入生活去熟悉军人，尤其是熟

悉00后的军人，高素质高学历的、与以

往我们在《亮剑》和《士兵突击》里看到的

完全不同的军人。

饶曙光：我们要看到时代和观众的
变化，善于借助最新的影视高科技手段

来赋予军旅题材影视剧更多的能量。但

塑造好人物形象永远是所有文艺作品的

基本功，基本功不过关，再有先进的技术

来制造特效和感官刺激，都不能有效感

染观众。能够感染观众的人物从哪里

来？从生活中来。到生活当中去摸爬滚

打，仍然是新时代的军旅剧需要坚持的

创作路径。

从内容层面来讲，需要创作团队有

一个长时间的对某一个题材，或者说对

某一个兵种的了解与思考。只有在充分

积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厚积薄发、反复

打磨，这和那种关在宾馆里闭门造车，然

后这个作品里掰一点那个作品里掰一点

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物、故事、技术赋能，几方面同时

发力，相信一定能推动军旅剧创作的持

续健康发展。

采访人：本报记者邵岭

很长时间里，军旅剧
一直以其独特的思想和艺
术魅力吸引着观众，成为
现实题材国产剧的重要一
脉，军旅题材也成为主旋
律影视创作的一座富矿，
诞生了不少经典作品。

近年来，一方面，军旅
剧在不断尝试拓宽细分题
材，展现多元军种，力图对
中国军队进行全景式的观
照与呈现，另一方面，部分
军旅剧因为人物的失真和
情节的虚假引发观众的不
满。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
军旅剧？如何为时代、为
人民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军
旅剧？我们邀请知名导演
和评论家来共同探讨这一
话题。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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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

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军旅剧

军旅剧是主旋律的最好
载体，对于价值观的引
领、历史观的形成都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李京盛 文艺评论家、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饶曙光 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高希希 著名导演，代表作《历史的天空》《幸福像花儿一样》《大决战》等

军旅剧应该塑造时代偶
像，而不是时尚偶像。如
果一开始就想着往炫酷
走，那肯定跑偏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通过
深入生活了解真实的军
人，仍然是今天军旅剧创
作应坚持的路径

▲《士兵突击》剧照

对话嘉宾：

▲《历史的天空》剧照 ▲《特战荣耀》剧照 ▲《王牌部队》剧照

秦岚：为角色的喜怒哀乐
注入温柔底色

《星汉灿烂》：
古偶剧如何更好地“见天下”

激情的意义：
为什么读《理智与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