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电视剧《问苍茫》艺术地再现了从

1921年至1927年一代伟人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峥嵘岁月和不懈探求；

那么，紧随其后播出的电视剧《鲲鹏击浪》，则把

镜头向历史前移，聚焦于1918年至1921年青年

毛泽东在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时代上下求索，

寻找救国真理，铸就青春美梦的艰难历程。

这是中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三年，新

文化运动掀起西学东渐的风潮，马克思主义的曙

光开始照进中国，五四运动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

旗帜，而军阀混战的硝烟则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

难。正如编剧马继红在《编剧自述》中所言:“这不

平凡的三年，对青年毛泽东既是一个惊心动魄的

蜕化升华期，也是他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奠基

期，所谓‘时势造英雄’，毛泽东就是被这黑暗、艰

难、复杂、多变的时势造就出来的。”

但在荧屏上，却一直尚未有过聚焦于对一

代伟人毛泽东这三年青春铸梦专门传神写貌的

一部具有深邃思想价值、厚重历史意蕴、诗意艺

术品位的精品力作。《鲲鹏击浪》正是奔着这一

意在填写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空白的美

学高峰迎难而上了！

该剧热播时，北京大学在百年讲堂举办了

一场由《鲲鹏击浪》主创人员与北大师生的对话

交流会，题为《缅怀一代伟人 共铸青春美梦》，

群情沸腾，思维活跃，印证了该剧的上述创作初

衷已经得到了青年观众强烈的共鸣共情。

这是因为，《鲲鹏击浪》确实在屏幕上有血

有肉地成功塑造出一位来自韶山冲、接地气的

真实的青年毛泽东形象。马继红说得很真切：

“我没有刻意地虚构外在的冲突性的情节，而是

通过大量戏剧化的细节，营造出一个真实的生

活场，使人物接地气，不悬浮。”她翻阅大量文献

史料，沿着青年毛泽东的足迹，努力走近和体悟

他的精神世界，用饱蘸浓烈情感的笔触，写出作

为普通青年的毛泽东的真实意趣和情怀，突出

他在成长道路上的种种遭遇，透示他内心的喜

悦与悲伤、愤怒与抗争、焦虑与无奈等全部情

绪。惟其如此，初试锋芒的青年演员刘承林才

能在编导的精心指导下，令今日之观众通过荧

屏真切地感受到青年毛泽东的人格、个性与魅

力，从而让作品充满历史真实性、平民质朴感和

生活亲和力。

在我看来，《鲲鹏击浪》在艺术上具有三大

特色——

一是鲜明的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精

神在审美创意上“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

在审美结构上“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在

审美宗旨上“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审美

整体上“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导演刘飚

在该剧的《导演阐述》就明言：他在写实与写意

上，更重写意。这是执导全剧的一种自觉的中

华美学意识。他把编剧马继红的创作意图理

解、转化得颇为到位。贯穿全剧的灵魂是青年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圣洁爱情、与李大钊陈独秀

的师生深情、与蔡和森萧子升的真挚友情、与

父母兄弟的骨肉亲情以及与张敬尧等反动军

阀的刻骨仇情等种种浓“情”中寓含的“理”：寻

找马克思主义真理。

其中，最精彩的华章是首次在荧屏上精雕

细描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从初识到相恋再

到生死相托的全过程。从毛泽东拜师杨昌济初

识杨开慧时，杨开慧为毛“缝衣”之“衣”，到杨开

慧只身到三眼井胡同为毛送去北大图书馆借书

证之“证”，再到杨开慧悄悄为鞋子露出了脚趾

的毛买了双皮鞋之“鞋”，及至严冬时节杨开慧

赠毛亲手织的红围巾之“巾”……所有这些“衣”

“证”“鞋”“巾”等“物”，均为“托物言志”。

而全剧人物的语言，言简意赅，相当凝练节

制，个性化程度较高，哲理韵味颇浓。从全国精

心挑选的新人刘承林饰的毛泽东、米卓清饰的杨

开慧、老演员于洋饰的杨昌济、董勇饰的张敬尧

等，都能形更似而神亦备。全剧画面相当考究，

舞美制作环境逼真，摄影推拉摇移自如，尤其是

片首片尾相呼应的镜头语言，共同营造出青年毛

泽东历经这三年上下求索，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

奔赴建党“一大”的深远而宏阔的意境。

二是坚持“以人带事，事中觅诗”。刘飚在

《导演阐述》中又说，在处理人与事的关系时，他

重在表现人。《鲲鹏击浪》确实牵住了“牛鼻子”，

即人物的情感演进轨迹和精神升华逻辑。全剧

围绕着青年毛泽东和与他发生关系的人物，以

人物带出相关事件，而非让事件的铺叙淹没掉

人物的个性刻画，并且努力从事件的叙述中寻

觅出人生诗情。

譬如，上述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托物言

志”的相关事件中，就自然而然地让观众感悟到

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诗

化爱情——毛与杨由于家庭出身成长经历不

同，当然在个性上会有差异，而爱情往往就产生

于差异之中。所以，杨没有选择从小呵护着、暗

恋着她而又性格温和的萧子升，反而与胸怀大

志、才气横溢、豪放不羁的毛擦出了真情挚爱的

火花！杨对毛是崇拜、爱慕、信服、依附，是九死

不悔的坚贞，是生命的全部；而毛的心中，既有

爱人，更有天下苍生。这种爱情关系上的同中

有异即不平衡，是造成彼此爱恋之路并非一帆

风顺，时有误会、时有曲折、时有摩擦，但最终坚

定结合的内在缘由。至第28集，当杨昌济既为

自己能教出毛泽东这样的大才深感自豪，又为

爱女未来会因与毛结合而必然承担风险担忧，

故而劝爱女择萧为妥时，杨开慧的一声坚定回

答气冲霄汉：“此生非毛泽东不嫁！”这种建立在

共同的理想信仰基础上的坚贞爱情，是多么富

有诗意，又是多么强烈地激起当代青年的情感

共鸣呀！

三是重视细节刻画。马继红和刘飚都强调

《鲲鹏击浪》要靠细节的审美化艺术表现制胜，

靠细节塑造人物，感染观众。

播出效果确实如此。比如第九集“皮鞋”这

一细节，叙事层面先是镜头表现杨开慧发现毛

泽东穿的鞋已经露出了脚趾头，于是有心地悄

悄为毛买了一双新皮鞋，但爱情关系未定，碍于

羞涩，又不好意思直接送毛，便回家谎称是替父

亲买的。知女之心的杨昌济一眼看穿了女儿的

小九九，以尺码不对为由将皮鞋转赠毛以遂女

儿之心。殊不知，第二天，这双皮鞋却穿在了萧

子升脚上，毛却仍穿破鞋去北大图书馆面试。

这细节，不仅把杨开慧的女儿心写绝了，也把毛

泽东的男儿气写活了，还把杨昌济的儒雅也一

并捎带了出来。

又如，第11集写杨开慧赠毛泽东亲手织的

红围巾并表达爱慕心意，毛则答“此生志在改造

社会，终生不娶”。杨伤心不已。萧子升不忍，

让毛向杨道歉，毛却认为言出必行，不从。蔡和

森则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事得等毛自己想

通才行。果然，待到李大钊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以马克思与燕妮的故事说明人生的事业与

爱情并不冲突，才令毛豁然明白。这细节，又把

李大钊的循循善诱和蔡和森的知人通达捎带呈

现出来。

再如，第11集到12集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

馆打扫卫生，见李大钊桌上有本书稿，先睹为

快，兴之所至，便用毛笔在书稿上写了不少眉

批。不料，此书稿乃胡适所著，是送来请李大钊

看的。这可闯下大祸。毛欲向胡道歉，胡不见，

却传话要请毛吃饭。新民学会伙伴们认为这像

东家要辞退雇员前往往请吃一顿饭一样，是不

祥之兆，可能要辞退当管理员的毛了。毛泽东

惴惴不安地赴酒楼宴席，见杨昌济、李大钊、蔡

元培、胡适均在，胡适言，只因读书稿上毛的眉

批甚有才气，方约此饭。这一细节，把毛的雄才

大略和博学多知表达得淋漓尽致，也让李大钊、

蔡元培、胡适一代知识分子的扶掖后学、惜才爱

才的伯乐品格跃然荧屏。

缅怀一代伟人，共铸青春美梦。今天，观看

电视剧《鲲鹏击浪》，抱定宗旨，砥砺德行，培根

铸魂，是人生一大幸事。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

《情暖三坊七巷》是当前网络文学现实题材

代表作之一，讲述福州老城改造过程中几家邻里

的温情故事。人间烟火，儿女情长，是这部小说

的突出特色，也是现实题材作品的常态。作品借

助传统美食、邻里恩怨、市井风情与坊巷变迁，将

历史、民俗、个人与社会串联，较为圆融地达成用

文字炖“一碗福州风情”，制“千面百味人生”，于

生活细微处见时代主潮的意图。

《情暖三坊七巷》中的“人间烟火”并不是神

仙般居高临下的超越性俯视，甚至也不是诗人

般充满激情的喟叹与抒发，而聚焦在具象的炊

烟和灶火上，那一道道泛着浓郁油脂香气的杯

盘碗盏背后，是网络写作中的一个代表性类型

“美食文”。

小说开篇，读者跟着主人公陈荣顺，一个“自

然顺势地生得恰到好处，爱老婆爱拖地”的中等

身材福州男人，起早去逛农贸市场。几步路下

来，菜篮子已经满满当当，装着“三五只个头均匀

的豆叶鲟”“鼎边糊、海蛎饼、芋头糕”，以及上好

的排骨和新割的瘦肉。陈荣顺清晨的足迹，勾勒

出三坊七巷并不宽敞却充满生活气息的空间，篮

子里精挑细选最适合做“燕皮”的瘦肉，则自然带

出即将登场的福建传统美食“肉燕”。

从选题上看，《情暖三坊七巷》并不独特，它

的故事模式、文字风格带有对严肃文学模仿和学

习的痕迹，写作手法也还略带粗疏稚嫩。但作品

本身的网络根脉使之具备差异于传统的特色。

食物就是食物，与之相关的段落并不追求与人生

道理、时代机遇等宏大主题捆绑，而是从容地呈

现自身。荔枝肉、海鲜羹、拌面扁肉加虾油，煎酿

明虾赤豆元宵只负责让人口舌生津、鲜掉眉毛；

而厨房里的清炒炝拌，粗斩轻捶，呈现的是类似

《食神》电影般的戏剧性视觉效果。

网络媒介改变人们对时间、空间和情感模式

的认识，但尽管时代瞬息万变、技术突飞猛进，虚

拟笼罩一切，人还是企图抓住一些相对恒定、具

象、可咂摸可品味的东西。即便发展到能靠注射

营养液生存的那一天，人间烟火依然坚不可摧。

食是功能性的，美则是精神性的，网络美食文中，

美食让具身体验获得超越，色香味就是价值！

味来自食物，情则来自人物。《情满三坊七

巷》里，地理空间离不开人际空间，买菜烹饪吃饭

的过程既带出三坊七巷错落的生活气息，又将角

色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亲疏交代清楚。

小说设置了代际观念的差异、事业选择的分

歧、老城改造的冲突等矛盾，通过一个个矛盾的

解决，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新旧观念的理

解与认同、个人发展与空间发展的协同等问题一

一展开。

故事主线是旧城改造与日常生活的冲突。

在一众飞奔着旧貌换新颜的现代化城市中，不疾

不徐的福州成为大规模改造浪潮中保存下来的

不多的古城之一，拥有诸多古韵浓郁、中西合璧

的特色建筑。当然，年久失修、破败危险也是这

类建筑常见的隐患，而翻新工程还往往要面对长

久生活于此、已编织进地方脉络的居民需求。面

对这个大难题，小说煞费苦心安排情节，虽未展

开思考，却尝试以游乐场和民间坊巷这一对标志

性形象来触及大问题。

老街面貌的改变当然离不开人的改变。三

坊七巷里的“陈家祖厝”聚集了传承老字号的两

代人、坊巷相接的两家人、房东和租客、后妈和继

子、丈母娘和老女婿、青梅竹马和一见钟情等形

形色色的人，他们的关系构成形形色色的冲突和

矛盾。

其中陈家儿子和林家女儿虽是次要人物，却

是矛盾的主要集结点。像很多言情故事一样，这

一对年轻人的情感也遇到两男一女的纠葛。然

而，故事没有落入俗套的“雄竞”，而是恰到好处

地将人与人情感的生成、态度的转变等，结合市

井变迁一一推进。虽然没有太大戏剧性起伏，却

能按照生活本来的节奏，积累儿女情长的韵味。

身边的儿女情牵动邻里八方大嫂子、小婶子、老

光棍们爱八卦的神经，使原本流于刻板的人物形

象充满爱恨嗔痴，活色生香。

鲜活的坊间八卦，淡淡的儿女情长，与作品

娓娓道来的口吻和津津有味的情节相匹配，多重

矛盾的杂糅把平铺直叙的线性生活与立体空间相

交织，让故事结构更复杂。因此，《情暖三坊七巷》

的要点不在“奇”而在“情”，是一部颇富人情味的

小说。

网络文学的活力源于套路和反套路的持续

变革。相比以往文学严格的内部自律，网络文学

是一个更偏他律的存在。媒介软硬件的升级，资

本平台的搭建、监管政策的导向等，促进套路的

形成、培育和变革。

就现实题材而言，网络文学“推优扶植”中对

现实题材写作的明确提倡，意在打破资本与技术

联手塑造的玄幻洪荒一统天下的套路。然而，这

一任务并不容易达成。比起不受拘束的幻想，人

们对身边事真实度的要求更高，评价更苛刻。想

要经得起推敲，必需有一手资料和对人心的敏锐

体察。这就从源头汰选了作者，将少不经事、缺

乏共情力的群体排除在外。因此，现实题材最初

是小众书写，2015年后进入大众视野的一小群网

络作者，担负起挑战市场“超长篇、神反转”等“抓

马”套路的任务。

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难点在于，当前网络文

学和传统文学依然被作为相互对照的两面。现

实题材讲真实，情感较为节制，贴近传统文学审

美；网络表达重煽情，讲究出乎意料的神反转，有

时甚至以牺牲逻辑为代价，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很

难相容。因此，网络现实题材创作虽然出现过

《大国重工》《天才基本法》等重生穿越作品，却并

未形成潮流，面相总体贴近传统，这也导致在许

多场合中，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

很难分清。

对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来说，写作技巧的

探索和受众的阅读期待之间依然存在距离，作者

不得不在人间烟火与神魔大战、儿女情长与邀宠

夺爱之间反复试探。许多作品虽有奖项加身，却

并不受网络阅读市场欢迎，哪怕是曾获“五个一

工程奖”的《大江东去》，网络原版也岌岌无名，直

到搬上电视屏幕后才带动对网络现实题材市场

潜力的关注。

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暖三坊七巷》中极为贴

近传统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为废柴横行、庶女

必胜的网络故事世界打开了新路。一方面，人间

烟火与儿女情长在日益整体化、覆盖全年龄和多

个社会阶层的网络文学中，确实不该缺席；另一

方面，网络文学对于现实题材的开拓与探索，亦

值得鼓励。关键词搜索、流量推荐和宏观引导的

力量糅合之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既具备说服

力，又拥有市场关注度的网络作品。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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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奇观，国产喜剧片重新“落地”

青年毛泽东的诗情与豪情

仲呈祥

黄启哲

功能性的食和精神性的美

——评电视剧《鲲鹏击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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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岁档，喜剧从来都是刚需。跨年期间，有

冯小刚这样的“老炮”携成熟IP《非诚勿扰3》重

出江湖，也有“青壮”董润年带着一批各平台喜

剧新秀以《年会不能停！》勇闯山门。甚至，在这

一次的正面较量中，《年会不能停！》无论在口碑

还是票房上，都形成“后浪”之势，在国产喜剧片

这个赛道难得跑进了八分，也是五年来同类型

的最好成绩。

与其说《年会不能停！》是“青壮”为低迷许

久的国产喜剧吹来一股劲风，倒不如视作对国

产喜剧创作重新接上地气的“回归”。这两年，

国产喜剧原创力不足，宁浩团队、开心麻花等标

杆品牌久未贡献惊喜新作，而市面上的院线喜

剧不是习惯于翻拍海外现成喜剧，就是全凭几

张喜剧熟脸的个人表现勉力支撑。在这样的背

景下，《年会不能停！》只是回归喜剧创作本质。

那便是不再粗糙罗织流行语拼凑碎片化网络段

子，不再扮丑装傻卖弄廉价招笑技巧，而是回到

现实生活，踏实寻找当下人能够与之共振共情

的热点、痛点、燃点与笑点，依靠扎实编剧技法，

给予真诚关切。

过去一段时间里，国产喜剧电影热衷打造“奇

观”，这简直成了一条打造喜剧的捷径。《西虹市首

富》里王多鱼“一个月花光十亿资金”才能继承巨额

遗产；宁浩的“疯狂系列”拉来外星人，在《疯狂的外

星人》里尝试瓦解毁灭地球的阴谋；再后来，《独行

月球》里的沈腾马丽“上了天”；《超能一家人》干脆

无脑堆砌超能力……剧情全凭想象推进，笑点仅剩

无聊恶搞，脑洞是越来越大，可评分却越来越低。

走进电影院的观众笑是笑了，可常常是笑完过后，

骂骂咧咧走出电影院——什么时候，我们对于喜剧

电影的标准，仅仅剩下了“好笑”？

《年会不能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纠偏

了这种创作趋势——喜剧不是非要“造梦”才

有“笑果”。在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里，找寻那

些不被注意、甚至被习以为常的荒诞景观与离

奇瞬间，更能出孕育冶艳“笑花”。董润年曾表

示，影片的灵感来源于一次真实的年会歌曲改

编事件。2019年，某上市公司年会上改编版《沙

漠骆驼》登上热搜。“干活的累死累活，有成果那

又如何，到头来干不过写PPT的”“一个问题需要

答案，董事长问总裁而总裁问校长，校长问总监

总监问经理，经理问主管主管问专员，专员还要

问兼职”，对于部分民企职场的犀利吐槽，引发

不少网友共鸣。

但董润年构架的年会故事，没有止步于

“年会”，而是将其嵌套在一个喜剧的经典技巧

框架——“反配”之中。大鹏饰演的工厂钳工胡

建林，错调到了总公司成为HR。影片的前半

段，是反配直观呈现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喜剧

效果。繁冗的层级架构、无意义的职场黑话、溜

须拍马的职场文化，这些影片中格子间白领的

日常，都借由胡建林这个“闯入者”，充分暴露其

荒诞之处。而影片中段，随着“错调”逐步变成

所有人的“心照不宣”与“将错就错”，更深一层

的企业积弊与利益勾兑逐步揭开。而后半段，

“错调”又成为追寻“大裁员”始作俑者的线索。

作为现实“镜像”、也是影片高潮出现的年会表

演段落，叠加了对职场黑幕的揭露，令整个故事

来到“笑点”与“泪点”的最高潮。不断变换flow

的Rap、鬼畜视频剪辑齐齐上阵，用流行元素把

喜剧效果拉满的同时，也用较之改编版《沙漠骆

驼》更具感染力与批判性的歌词，把煽情推向极

致，让观众席笑与泪齐飞——“你是不是像我在

裁员中忐忑，守着岗位加班加点地工作。你是

不是像我就算每天背锅，也放不下五险一金的

枷锁……”

可以说，从网络神曲《沙漠骆驼》被置换成

那首鼓舞几代人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年会不

能停！》迎来了近些年国产喜剧的“高光时刻”。

当然，《年会不能停！》不是没有短板。在钳工

胡建林“逆袭爽文”这条明线之外，对于民企转型

的暗线书写，似乎超出了主创的驾驭能力。而这，

也是其迈向更高阶喜剧所差的那一口气。

这部轻松喜剧以年会为切口，映见的实际

上是企业在不同时代迎来“转型十字路口”，应

当何去何从的深沉命题。影片将1988年转制前

国营工厂“寒酸但温馨”的年会，与2018年降本

增效中大厂“盛大却浮夸”的年会形成对照，时

间跨度30年，显然是藏有叙事野心的。

如果说胡建林这个昔日钳工、今日高管是

影片中这家民企发展史的一线见证者，那么欧

阳奋强饰演的胡董事长、昔日的胡厂长，则是管

理层的亲历者。影片里，有胡建林等基层员工

扳倒以徐总为代表的部分管理层的“爽文”，其

实更深层次，也在展现老胡董与徐总所代表的

两代企业家，面对转型困境的方法论“角力”。

年迈的董事长念旧情，秉持人心不散企业不倒；

新一代管理者重效率，面对危机首先选择降低

人力成本。观念差异下，是功绩社会“人”在工

作中不断被“工具化”的退行。其在影片中，直

接表现为——错调的工厂流水线工人，反成了

有独立思考、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格子间里的

白领精英，反倒成了赛博世界里的数据泡沫。

年会歌词也已经呼之欲出——“公司是一台机

器，没有人性，只有目的地。我们不是螺丝钉，

我们是人！”

然而这种情绪宣泄，又似乎止步于宣泄。

电影中有一段，胡建林被安排为管理层讲课。

这批管理层集体投票指名胡建林讲课，原本是

想看他出丑，顺便探探他的来路。可胡建林不

按常理出牌，带着他们回到厂房“舒适区”，上了

一堂做锤子的实践课。习惯PPT里指点江山的

当代职场精英，在动手出力的实际劳动中洋相

百出。而电影的这一段的收笔，是老胡董“忆苦

思甜”，管理层众星捧月一派祥和，胡建林阴差

阳错被坐实“胡董儿子”，这一系列情节极具讽

刺又笑点满满。然而，在学会“做锤子”之外，

“赛博工具人”如何摆脱资本异化，落后生产力

如何摆脱困境，电影里的老胡董显然无力也无

意回应。

就这样，影片被笼罩在一层暧昧朦胧的怀旧

氛围与时代滤镜之下，主题也就让位于基层“升

级打怪”的逆袭书写。在董事长“让员工回来”的

大手一挥中，“坏人”出局、“好人”升职的结局，其

固然完成了与最大公约数受众“爽点”“痛点”的

高频共振，但也错失了走出电影院后那深沉的心

灵震颤与长久回味。甚至，一部分观众在这种

“大团圆童话”里，又咂摸出另一番职场厚黑滋

味。毕竟，当暗线所承载的“转型之问”，无法单

以一个“情”字应考，难免又会让故事主题，绕回

到其所批判的不良现象的原点。

正如裁员不该是现实中民企“巨无霸”们降

本增效的“唯一解”，我们期待，这次留下的未解

命题，能够在日后的国产喜剧创作中，出现“更

优解”。

鲜活的邻里事和悠长的儿女情

形成套路和突破套路

——评电影《年会不能停！》

捕捉现实生活里的荒诞景观

“逆袭爽文”与“转型之问”

电 视 剧

《鲲鹏击浪》聚

焦 于 1918年

至 1921年 青

年毛泽东上下

求索，寻找救

国真理，铸就

青春美梦的艰

难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