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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笔法即人间态度
——我写《家山》的体会

   版 · 文艺百家

《许你万家灯火》:寻找工业题材
硬核底色下的烟火温情

   版 · 影视

循着科学与音乐，
让我们重探维米尔

   版 · 艺术

独家对话

延伸阅读

高加林的故事四十多年
后依然不过时,这是今天续写
《人生》的重要基础

文汇报：1982年，中篇小说《人生》在《收获》
杂志首发。小说的最后一章，在“第二十三章”旁
边特意做了标注：并非结局。时隔41年，电视剧
《人生之路》开播，对于高加林、巧珍等诸多人物的
命运进行了续写，从某种程度上似乎正是对“并非
结局”的一种呼应。怎么理解写在书页边上的“并
非结局”？今天我们又为什么需要续写《人生》？

竹子：路遥笔下的“并非结局”应该有这样的
涵义，即人生是不可预料的，是未知的。《人生》讲

述的只是高加林人生的一个阶段，并非全部。从

客观上说，这的确给续写留下了空间，因为小说

不是大团圆结尾，许多读者就会想象人物最后的

归宿。

《人生》甫一问世，就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

动，可以说是每一个看《人生》的人，其实看到的

都是自己的人生。路遥写高加林经历的人生道

路上的坎坷挫折，但他不是为了写苦难，而是要

展现如何将苦难化作动力，虽然只是一个中篇，

但是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时至今日，高加林

的故事仍然能够给很多处在迷茫中的年轻人以

安慰和力量，所以四十多年来依然不过时。这是

我们今天续写《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李京盛：说到《人生》的影视改编，我们会首
先想到由吴天明导演、周里京主演的同名电影，

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上映的时

候，大家仍然沉浸在小说带来的兴奋和感动里，

可以说电影提供了一个在大银幕上再次感受故

事魅力的机会。而今天，高加林的故事将面对两

代受众，即故事所发生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他们

的下一代，我相信这将会是另一种奇妙的感受。

从续写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来说，一方面，对

于电视剧而言，原著十多万字的体量是不够的，

需要增加很多内容。编剧采取的策略除了丰满

原著的故事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从《人生》结尾

处展开后续的故事，即在时代的浪潮中，高加林

和巧珍会如何续写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这

样一种依托于原著提供的人物和故事线而展开

续写的策略本身是具有创新性的，符合大家期

待的。这不仅因为原著当年所引发的轰动在今

天仍有历史的余绪，也不仅因为原著本身的结

尾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更因为改革

开放的实践，让我们可以把人物的性格发展规

律、情节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结合起来，给

故事的主人公们续写后十几年他们的人生经历

及其结局。

与原著一脉相承的精神
气质，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人物
命运

文汇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人生》这
样一部经典作品进行续写，无论是故事的走向还
是人物的结局，都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比如是否
和原著贴合，是否满足观众的心理预期等。在两
位看来，续写面临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或者
说，续写想要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竹子：剧本对于《人生》的续写需要遵循一个
原则，就是必须依照原著构建的人物关系，同时

后半部分的情节线和高加林的人物走向、人生态

度，与原著为其赋予的精神底色必须一脉相承。

这个精神底色就是对困难绝不屈服，对改变命运

怀着强烈的渴望。

事实上，高加林的身上是有路遥本人的影子

的。路遥出身于陕北一个非常贫穷的山沟里，后

来被过继到伯父家，就是一个家徒四壁的空窑

洞。他曾经在《在困难的日子里》《惊心动魄的一

幕》等小说里把人的饥饿感书写到了极致，那是

有他的亲身感受在里面的。到了《人生》所书写

的阶段，面对的则是精神上的饥饿、苦闷和挣扎，

“走出去”是他心底的强烈渴望。所以我们看到高

加林虽然渴望爱情，但是对他来说，理想是比爱情

更重要的东西。这也是导致他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

原因。而他回到高家村之后内心所遭受的煎熬，更

多的不是因为失去了爱情，而是因为理想受挫。

这也是为什么在剧本阶段，一开始有人提出

要让高加林和巧珍再续前缘，我表示反对。因为

这不符合路遥写《人生》的初衷。人生不可预测，

同时人生也无法回头。路遥在这部小说里很好

地诠释了柳青的那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

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

时候。”对于高加林来说，那些紧要处就是每一次

面临理想和现实——包括爱情——之间的矛盾

时他所做出的选择。一旦让他在后半部分继续

和巧珍发生情感关系上的纠葛，也就失去了选择

的况味。

当然这样也给续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原

著中的情感故事是集中在高加林和巧珍身上的，

到上海之后，高加林的生活焦点发生变化了，如

何处理？另外，高加林没有读过大学，他是怎样

通过层层考核进入编辑部的？他又将如何适应

城市生活？这些都需要在续写中对情节进行充

分合理地设计和编织。从结果来看，可以说经过

编剧和导演的不断修改和完善，是令人满意的。

李京盛：续写《人生》面临的一大难题来自
于，每一个读者对于高加林都有自己的理解。应

该说，高加林是一个有局限的人，《人生》所写的，

正是在特定年代下那些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

人，写他们面对时代机遇时所表现出来的各自的

局限。该如何看待这种局限？有些人认为他忘恩

负义自私自利，不配拥有美好人生和远大前程；也

有人能够看到这种局限背后的时代因素，会对书

中的人物报以同情，希望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都

能够走出各自的局限，拥有更广阔的人生之路。

站在今天的角度，可能会更多地倾向于后一

种认知。今天的我们，应该更能够认识到高加林

身上的复杂性。身处于当时那样一种环境，他

有他的抱负，也有他的挣扎，他有因为理想和现

实的差异产生的落差感，也有不断寻求出路的

勇气。当爱情和前途产生冲突时，如何选择，本

身就是人生一个巨大的难题。简单地把他看作

是一个一心向上爬的负心汉，有违原著小说的

主旨。

从结果来看，续写内容可以说符合原著的精

神气质，符合人物本身所具备的那些性格命运的

发展走向，也符合我们这十几年来社会发展的一

个目标，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实现人生理想、人

生价值，过上美好生活。

文汇报：也许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续写给了
人们一个重新理解高加林的机会。而高加林后
面的人生，可能是路遥本人在当时也想象不到的。

正如前面李京盛老师所讲到的，从十几万字
的中篇小说到将近40集的电视剧，除了续写之
外，主创还对原著所提供的故事进行了丰满，不
仅加入了一些原著中没有的内容，还为后来的
故事发展设定了一些伏笔。其中有一处设计非
常耐人寻味，就是把原著中高加林被村支书的儿
子顶了小学教师名额的情节，改成了高双星冒名
顶替高加林去上大学。

对于这样的改动，两位怎么看？
李京盛：这样一个改动，可以说既有艺术考

量，也有现实基础。

艺术考量是指，原著中的情节置放在中篇小

说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电视连续剧来说，

它不具备继续发展的延展性。所以必须设计一

个具有较为广阔的发展时空的情节，为故事的

后续发展埋一个伏笔。冒名顶替事件会不会真

相大白？如果真相大白，高加林和高双星会如何

面对？这将成为《人生之路》在前半部分留给观

众的一个巨大的观赏悬念。

同时，这样一个情节设计，也更加突出了在

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人们对于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追求新生的渴望之强烈，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这

也让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

现实基础是指，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确实

真实发生过，我们都在新闻里看到过。这样就使

得续写有了更加真实的现实维度，也让作品有了

往下续写的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更具有冲击力

的矛盾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减少剧透，我在这里

仅仅引用剧情简介中的话，就是高加林在靠着一

支笔走进大上海之后，得知了冒名顶替事件。面

对被偷走的人生，他仍然努力奋斗，重新开启了自

己的人生之路。这样的处理不仅使得人物的精神

底色与原著一脉相承，而且也是《人生之路》教给

我们的一种人生态度，是我们理解生活、认识生活

的一种文学表达，让作品拥有了正向的价值力量。

教人学会如何面对人生中的遗憾与挫折，这

本身就是文艺作品应该具备的功能。《人生之路》

亦尝试给出自己的解答，对于高加林和高双星，处

理得都很高级。我们常常说，重要的是向前看，向

前走。如何做到向前看、向前走？首先要认识自

己的局限和不足，然后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气，用自

己的诚实和努力在未来的人生中弥补遗憾。

可以说，冒名顶替情节的设计，不仅仅是为

了让剧集好看，也是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人

物、塑造人物。同时它也映射了社会发展历程和

时代景观成像，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人生之路

都不能够脱离时代进步，而是汇入时代洪流，与

时代同频共振的。我相信，今天的年轻人，比起

他们的上一代，会有更宽阔的胸怀和更开放的理

念来认知这一点，会站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高度去

化解历史带来的遗憾。

竹子：关于冒名顶替这个情节，最开始有过
让高加林在得知真相后决心狠狠报复对方的设

想。但是我提出来，这样一定会对人物塑造造成

伤害。他可以愤怒，也应该愤怒，但是按照路遥

在《人生》中对高加林的刻画，他不会报复。因为

这是一个正直倔强又骄傲清高的人，这样的人会

反抗命运的不公，但不会选择报复。事实上，报

复也不能补偿他被偷走的人生。

最终的改定样貌，大家可以在相关剧集播出

的时候看到。在我看来，高加林在第一时间的反

应，和他最终选择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充分体

现了一个圆形人物的复杂性，非常具有说服力和

艺术感染力。

相信《人生之路》带给观
众的，更有对走好今后每一步
的引领和启迪

文汇报：的确，一个人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必

须放在一定的人生长度里面才能看得出来；而时
代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让所有人都在
这个过程中提升自我。这大概也体现了今天我
们续写《人生》的必要性。

说到时间维度，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
集中涌现出了一批年代剧，从《人世间》《风吹半
夏》到《我们的日子》《情满九道弯》，不断丰富着
年代剧的类型内部，也不断撑开年代剧的表意空
间，其中既有朴素真挚的怀念，也有时代浪潮的
回响。而《人生之路》正是在这个脉络上最新结
出的一颗果实，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年代剧提供了
最新的样本。

李京盛：年代剧为什么在近期成为一个创作
热点，可以从艺术和社会两个层面来分析。

艺术层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年代剧都

力图回归国产电视剧曾经的叙事传统和题材传

统，即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引导观众去发现生

活中感动人心的点滴细节，去捕捉人们在日常所

酝酿出来的情感瞬间，去感受平凡岁月沉淀下

来的人生况味。这曾经是国产电视剧非常突出

的艺术特征，但是这些年我们的一些创作过于

追求感官刺激，过于追求快节奏、强情节，无论

是创作者还是观众，似乎都越来越不善于在细

水长流的平凡普通中去发现那些值得珍惜的闪

光点。但是，不善于不代表不需要，甚至恰恰相

反，不善于才更需要。最近这一批年代剧，正是满

足了观众想要慢下来、静下来的需求，并且在艺术

质量、故事角度、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上都有极

大的提升。

社会层面，年代剧展现了过去那个时代的社

会景观和精神风貌，在不同年代的对比中，首先

会看到社会的进步，并且体悟到进步背后整整一

代人的奋斗过程，一方面会让亲历者对自己曾经

的奋斗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会让年轻一代受到

激励和鼓舞。由此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四十多

年，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大发展，更累积了丰厚

的精神财富，仍然可以滋养今天的我们。

回到《人生之路》，它所依托的《人生》虽然

只是中篇，却是一部叩问人生意义的大作，其探

讨的力度和深度，在今天许多流行作品中是缺失

的，但又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所渴望和呼唤

的。我相信它带给观众的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

致敬和缅怀，更有对走好今后每一步的引领和

启迪。

《人生之路》：
一曲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澎湃交响

嘉宾：李京盛 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电视剧《人生之路》艺术顾问
竹 子 著名编剧，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电视剧《人生之路》文学顾问

采访：邵 岭 本报记者

经过近六年的筹备、打磨与
拍摄，上海出品的电视剧《人生
之路》于本周一正式与全国观众
见面。该剧部分取材于路遥小
说《人生》，又在《人生》结尾处续
写了高加林后来的人生之路。

1982年，《人生》首发于《收
获》。当年的10月7日，《文汇
报》以三篇评论首先发起了关于
《人生》的大讨论（见“延伸阅
读”），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如
今，当屏幕上的高加林在新世纪
后的上海开启他新的人生旅程
时，又将在观众中激荡起怎样的
涟漪？

电视剧开播之时，本报独家
对话两位深度参与剧本创作全
过程的专家。

  年前，关于《人生》的大讨论由《文汇报》首先发起
◆路遥同志的中篇小说《人生》，描写了一

个农村知识青年为追求个人愿望的实现而不
懈奋斗和最后失败的故事。小说所反映的个
人愿望与现实的冲突，个人愿望与爱情的矛盾，
都是青年生活中经常面临的问题。因此，分析
《人生》中的主人公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所作的选
择及其失败的原因，对我们青年颇有教益。
——摘自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

◆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形象，从黄土高原
崎岖不平的小道上向我们走来。他，就是中篇
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这个艺术形
象的出现，使我们为之耳目一新。
◆令人激动的是，高加林不仅对于新生活

有美好的愿望，更透发出为实现新生活而奋斗
的进取精神。
◆小说描绘了主人公面前的重重阻力。

这使我们从偏僻乡村的一角，看到了现代化的
车轮在乡间小道上启动的艰难性，看到了落后
的农村错综复杂的生活矛盾，更激发出我们变
革的强烈愿望。这正是《人生》的现实主义力
量所在。

——摘自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

◆她（刘巧珍）是美的，不光外貌美，心灵、

行为更美。作者在全篇虽然只花了不到四分
之一的笔墨直接描绘她，可是却写得入情入
理，细腻、逼真、感人。……作者为我们提供了
一幕小小的悲剧，这是一曲破灭了的爱情的悲
歌，然而又是一曲美的赞歌，纯正爱情的颂
歌。刘巧珍的爱情失败了，但她那高尚的情
操，正确的人生观、幸福观、恋爱观却胜利了。

——摘自邱明正《赞巧珍》

从左至右分别为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由陈晓饰演的高加林、由李沁饰演的刘巧珍、由王天辰饰演的高双星、由张嘉倪饰演的黄亚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