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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神仙打架”的评奖终于尘埃

落定，现实题材成为最大赢家。

《人世间》《县委大院》共享“最佳

中国电视剧”殊荣。导演李路，编剧王

海鸰、王大鸥，演员雷佳音和丁勇岱为

《人世间》斩获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改

编剧本）、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重

要奖项；《县委大院》的编剧王小枪把

最佳编剧（原创剧本）揽入怀中，吴越

荣膺最佳女主角。评委会大奖授予

《功勋》《大决战》《我们这十年》。

这一夜，现实题材精品绽放夺目

光彩，实力派演员大获全胜。意料之

外、情理之中的是，许多创作者的得奖

感言里都品得出“忐忑”与“敬畏”。

手握奖杯，雷佳音感谢了合作过

的导演和团队，感谢了他在上海戏剧

学院的老师，“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

演员能演那些好的角色，是因为我们

自己没有那么好，想通过角色的光芒

跟观众共情。能遇到周秉昆真的很

荣幸”。

吴越坦言，《县委大院》艾鲜枝一

角是自己演艺生涯挑战最大的一个角

色。刚拿到剧本时，体感是“发懵”的，

因为特殊的题材和剧本结构方式，让这

次表演超越了她以往的经验和阅读剧本

的方式，“刚开始时，我的脑袋都是空

的”。要演一个基层干部的日常，要演出

一种工作的氛围感，她忐忑于无法得其

要领。在她看来，“我此刻站在这里，不

一定代表最好的，但在今天这个晚上，我

一定是最幸运的。希望把我这份好运，

分享给心怀热爱的我的同行们。所有努

力都会得到回报”。

耐人寻味的是，本届白玉兰奖最佳

男女主角曾在2017年的大热剧《我的前

半生》里合作过。彼时，突如其来的热度

和因饰演“反派”带来的困扰，一直束缚

着吴越。在颁奖礼后的采访中，吴越坦

言，自己从那时起走出了中年女演员的

容貌焦虑，并感慨那段经历带给她不可

思议的成长，“开始体会到一段扔掉杂念

轻装上阵的表演是多么自由”。

“锅姨”刘丹为《开端》剧组赢得了

最佳女配角荣誉。她的戏份在剧中并

不多，但将一位绝望的母亲深深烙印在

观众心里，成为全剧的灵魂角色。回首

36年演艺生涯，绝大多数时间，她深耕

话剧舞台。登上聚光灯下的领奖台，刘

丹笑得格外舒畅。“好开心！从小时候

做演员梦的那天起，我就想，可以过好

多不一样的人生。直到长大了做专业

演员了，才明白你只能过自己的人生。”

说着说着，她有些哽咽了，“我是属老鼠

的，小时候胆子特别小，最怕的就是辜

负自己的工作，因为每个角色想演好很

难。让每个角色活得跟人一样，是很

难，很难的。”

现实题材绽放夺目光彩，“一剧之

本”是关键起点。王小枪回忆，两年前

着手创作，四个半月下生活后，下笔时

依然如履薄冰。王海鸰说，人们常会忽

视编剧在改编过程中的作用，她希望

《人世间》得到的奖项能勉励更多编剧

用心创作，“剧本是影视剧的基石，而最

终呈现的是基石之上的建筑。”《人世

间》出品方代表、阅文集团CEO侯晓楠

感慨万千：“《人世间》是一部“后劲”特

别大的作品，从去年1月播出以来，到

现在已经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能看到依

然有很多观众朋友在讨论、在观看，一

直在被剧里的点点滴滴和情节所感动，

我想这也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坚韧向上

的温暖力量的写照。白玉兰绽放，人世

间值得。”

“没那么好”“发懵”“忐忑”“怕辜

负”……精品的酿成来自每位创作者的

“不辜负”。对于创作，获奖者们无不怀

揣热爱与敬畏走到了领奖舞台。而昨夜

过后，《人世间》导演李路和周家“老父

亲”丁勇岱都说要重新出发了，李路要

“归零”，丁勇岱用那首深入人心的片尾

曲告白，“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我

会继续努力”。

这一段段真挚感言正是中国电视创

作新成就的生动注脚。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朱咏雷，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

嘉鸣，上海市副市长刘多，上海市政协副

主席金兴明出席颁奖典礼。

第二十八届白玉兰奖评选揭晓，现实题材成为最大赢家

精品的酿成来自每位创作者的“不辜负”

继大提琴家戈蒂耶 ·卡普松、钢琴家

大卫 ·弗雷之后，“鬼才钢琴家”伊沃 ·波

格莱里奇成为三年海外演出“空窗期”

后，第三位来访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的

海外艺术名家——时隔七年再度莅临音

乐厅，今晚的这场演出开票一小时内就

售罄，加座也是秒空。为了回馈上海乐

迷的十足热情，成名于肖邦比赛的伊沃 ·

波格莱里奇这次上演全套肖邦作品，而

他更是把此次中国巡演唯一一次对外接

受媒体采访的机会留给了上海。“我很喜

欢修旧如旧、风格典雅又现代的上海音

乐厅，它能激发我的更多演奏灵感！”

26年前，波格莱里奇第一次造访中

国，他还记得当时住在上海一栋宾馆的

高层，从高处俯瞰目之所及皆是建设中

的工地。“城市在不断发展，这次我回到

上海，看到这里建起了很多新的现代化

剧场和音乐厅。”不止是城市“硬件”更新

让他印象深刻，钢琴家也格外期待演出

结束后的签售环节，“中国有很多家长带

着孩子来听音乐会，哪怕曲目演奏时间

很长他们也会安静聆听，让我很感动”。

今年2月，波格莱里奇在索尼新发

行的唱片中，用指尖展示了他对肖邦人

生最后阶段创作作品的全新理解，这也

是钢琴家20年来首次录制的肖邦作品

专辑。此次沪上音乐会，波格莱里奇将

呈现这张专辑中的多首作品。

肖邦《降A大调幻想波兰舞曲》《B

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F小调幻想曲》

《降D大调摇篮曲》《升F大调船歌》涉及

不同的钢琴音乐体裁，用波格莱里奇的

话说，他不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希望尽可

能靠近肖邦本人的意图。“这些作品大多

创作于他病重时期，我在演奏时的触键

会很柔和，速度也会放得非常慢，让听众们

感受到一种很私人化的氛围，就像是肖邦

在即兴触摸琴键的感觉，帮助大家更好地

体会晚期肖邦作品的风格。”

这次想让上海乐迷感受到哪些独特的

现场聆听体验？波格莱里奇的回答妙语连

珠。“就像我在北京参观博物馆里的花瓶，

从远处看可以感受到它的美感，而近看品

味其细节也会为之赞叹。我希望自己呈现

的音符也能兼具整体和细节之美，更希望

通过不断练习，让听众感受到琴键之下暗

涌的深刻美感。”

波格莱里奇对于音乐会的准备十分认

真。自21号抵沪，他的每日日程基本上只有

“练琴”和“休息”。而为了确保最佳音响效

果，他的练琴时间甚至会持续到听众入场阶

段，乐迷们可以在音乐会开始前看到波格莱

里奇在台上练琴的画面。

为何要练到开演前最后一刻？波格莱

里奇这样回答，“钢琴家除了自己，也希望

钢琴能有好的状态，而如果没有人演奏钢

琴，那它就只是个死寂的家具。”用波格莱

里奇的话说，不断练习是为了把钢琴“热

身”到最完美的状态。

巡演时的行程，几乎也复刻了波格莱里

奇在家里的日常——“练琴”“休息”之余，在

家里可以稍加一项“看电视”。“我的兴趣爱

好受制于钢琴家身份，骑自行车怕摔倒，游

泳超过20分钟又怕伤害到肌肉……不仅仅

是锻炼，从吃什么到何时睡觉、睡多久我都

非常自律，对身体秉持着堪称军事化的管

理。”在波格莱里奇看来，成为优秀的钢琴

家需要了解很多生理学知识，帮助自己在

数十年的演奏生涯中维持好的状态。他

至今在专业上不敢有任何懈怠，“我最享

受的状态，其实还是设立了音乐上的目标

并且一点点靠近的过程——为了实现目

标，其他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弃的”。

时隔七年今晚再度登台上海音乐厅演绎全套肖邦曲目

钢琴家波格莱里奇重返上海诚意满满

■本报记者 王彦

在新时代，沪产电视的高质量发

展已经成为新常态，涌现了一大批以

人民为主角，展现时代风采，讴歌光辉

岁月的优秀作品。在昨天召开的优秀

沪产电视剧研评会上，专家和业内人

士齐聚一堂，从“以高质量赢得大流

量，以大流量澎湃正能量”的优秀沪产

电视剧中，继往开来地探寻创作的规

律，不断擦亮“上海出品”电视剧这块

金字招牌。

■ 著名文艺评论家 郦国义——

时代风云文学沃土催生
了荧屏力作

新时代沪产电视剧创作的成功，
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充分重视对文
学名著的改编，是时代风云、文学沃
土，催生了荧屏力作。

面对文学的富矿，上海的电视剧创
作者首先注重在选题的策划和开掘上，
努力紧跟时代的步伐，以时代精神为标
尺，以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创作主旨，
努力让荧屏闪亮时代的精神灯火。在
改编中尊重名著的精神内核，尊重主要
人物形象的性格塑造，延续原著文脉，
承袭文化基因。同时，又充分发挥电视
剧作为改编主体自身的艺术特长，以满
足受众与时俱进的审美追求。

文学经典和文学名著是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何在中华民族五
千年文明史的积累中，汲取营养和智
慧，从中遴选题材、酝酿改编创作，萃取
传播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正是在建设新
时代新文化的征程中，我们电视剧改编
名著所面临和肩负的时代使命。

■ 著名导演 傅东育——

发乎情动己心，真实面
对内心及作品

我理解的“沪派”影视创作是讲体
系、讲创作规律、讲工业流程的。早在
20世纪初，上海就已经是中国影视行
业的摇篮和先驱，多年积累出丰富的经
验形成了严格的规矩和细致的流程。

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刚入职上

影厂时，要发一个“小蓝本”：各部门的
工艺流程、创作要求都有章可循。这
是浸入骨脉的工艺精神，是工业化体
系的最浅显外化的体现。我在这样的
体系里，经历了道具、服装、洗印、剪辑
四个车间以及现场场记的训练，当成
为一名导演时，以往所养成的规矩已
成为习惯。按部就班、仔细讲究、精益
求精、不将就不对付的“工匠精神”自
然而然地呈现在我的作品中。

上影太多前辈作品，无论在什么
境况下，都秉持着必须“发乎情，动己
心”后，遵从“从善念出发，用美好的方
式表达，以求真实呈现后真诚的感动”
创作路径。谢晋导演说过：“作为导
演，你没感动，怎么动人？”这种自觉实
事求是的自我要求，是上海制作的传
统与风格，说风骨也行。作为后续传
承者，我在创作中秉持着前辈言传身
教的传统，努力要求自己“不妄言，不
违心，不迎合”，真实面对内心及作品。

■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编剧 王丽萍——

表现时代抓住时代，应
该是编剧的立场

1999年6月，我作为人才引进到
上海，怀揣热情，拥抱上海。24年过
去，我在这里创作了《错爱一生》《保
姆》《生活启示录》《媳妇的美好时代》
《岁月如金》《双城生活》等20多部电
视剧作品，先后获得国内外大奖，作品
也被传播到非洲、美洲、欧洲，受到海
外观众的喜爱。

上海的城市精神，上海的前世今
生，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
文化在这里激荡交融，也给了创作者
滔滔不绝的创作源泉和源源不断的创
作灵感。

记得当年我写了部电视剧《女子
公寓》，导演是郑大圣，剧本写的是来
上海打拼的外来妹的故事。起初总觉
得差一口气，那时，黄蜀芹导演作为艺
术总监跟我聊剧本。黄导说：“一个故
事，特别是现实题材需要紧扣时代。
为什么不把故事发生的时机，跟上海

当时的‘蓝印户口’相结合呢？”她的话给
了我很大的启发——表现时代特征、抓
住时代的特点与独特性，应该是编剧的
立场。到今天，我都受益匪浅。

上海每一天都日新月异，创作者如
何从丰富世界里找到独特视角，特别是
沪产电视剧的新视角，是值得探寻的。
前不久，我在普陀区采风，那里的半马与
苏州河两岸的变迁让人心动，借一部电
影名“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我说上海半
马是“一直跑到天荒地老”。上海题材、
上海故事精彩纷呈，需要我们探寻用独
特视角去表现和抒写。

■ 著名演员 吴越——

再没有什么比得到成长
更重要的事了

演员的工作是创造美。所以我经常
为自己是一名演员而感到满意，所以每
次开机前的焦虑，总会随着一场戏一场
戏的拍摄释放，尤其拍完那些大的情绪
上的戏，晚上总是会睡得尤其的好，放松
和深度。就像跋山涉水回到家园之后的
安全、治愈和踏实。这种心满意足带来
的“充实”是那些制造焦虑的数据们无法
打扰到的。

每个时代都会诞生自己的艺术，就
像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电视剧一
样。它的好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那
么此刻的网络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不清楚！但我很清楚一件事，作为一
名中年女演员如果一不留神踩进“颜值
论”的世界，是一定很尴尬的。

很幸运，2016年冬天，在上海，我
拍了《我的前半生》。现在回头看这部
戏，它给我带来的成长是不可思议的。
《我的前半生》，46岁的我，第一次演所
谓的“反派”，第一次了解什么是“热搜”。

再后来，我开始体会到一段扔掉杂
念轻装上阵的表演，是多么自由而让人
快乐。真没想到，年轻时不停出发寻找
的，居然在停下脚步的时候，回头看到
了。而那个起初除了热血热爱之外一张
白纸的年轻人，居然成了此刻我最向往
和最心生羡慕的！再没有什么，比得到
成长更重要的事了，表演如此，艺术如

此，做人如此，生命如此。
祝福我自己和所有同行们，在艺术

之路上走得坚持坚定，走得自由洒脱。

■ 上海柠萌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苏晓——

写出上海城市精神，努力
走向世界舞台

这么多年了，上海变化翻天覆地，但
是对人的认知是改变最慢的。对人的认
知其实就是对文化的认知，作为文化工
作者我们有责任。上海题材电视剧大家
印象最深的还停留在电视剧《孽债》的年
代。我们在上海取景拍了很多剧：《三十
而已》《小舍得》等等，把上海拍得很美、
很国际化，但是镜头不敢直接塑造上海
人，剧中人物的地域特性都是淡化、虚化
的，怕全国观众不喜欢。淡化了上海人
其实就是淡化了上海的文化，这也是创
作者文化上的不自信。

很荣幸这次总结沪产电视剧十年50

部剧的片单中，柠萌影视入选了12部，而
且全部是现实题材作品。有人说，柠萌的
剧有一种鲜明的味道：制作都很精致，聚
焦都市中人的故事，切中百姓日常生活的
话题，呈现温暖真实的调性。的确，这种
创作风格是城市文化鲜明的烙印，是创作
的优势，是品牌，但也有局限性。

扎根上海，柠萌做剧不能躺在既有
风格的舒适圈，必须寻求创新突破。我
想提出两个方向，也是心愿。其一，塑造
当代的上海人，写出上海的城市精神。
这次创作《风雨宝兴里》，我们反复咀嚼
上海城市精神16个字，把它放在历史
的、当下的、甚至未来的视角下去感知、
去读解，希望在上海狭小逼仄的弄堂里
能走出一个个大写的“人”。

其二，努力让沪产电视剧加快走出
去，走向世界舞台。沪产电视剧有潜力在
国际主流平台上与欧美剧、韩剧、墨西哥
剧争夺流量和用户，让全球观众通过我们
的古装剧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通过我们的都市剧感受上海国际化生活
方式的前沿思考；通过我们的科幻剧感受
中国人独特包容的想象力和文化主张。

（本报记者 王彦整理）

——优秀沪产电视剧研评会发言摘登

抒写百姓生活小确幸 绘出奋楫时代大风貌

■本报记者 姜方

时隔七年，“鬼才钢琴家”伊沃 ·波格莱里奇今晚将再度莅临凯迪拉克 ·上海

音乐厅。图为资料图片。 （上海音乐厅供图）

（上接第一版）创作振奋人民精神力量的

作品，就是要以工匠精神秉承安静、沉着

的心态，摒弃浮躁、膨胀的作风。

上海演员吴越分享了表演背后的初

心与真诚，“一段表演是否动人首先取决

于它是否来自真诚，真诚是打开艺术之

门的钥匙。然后，带上尊重、善良和热

情，与包装无关，远离偏见傲慢，这样一

路下来，自始至终，便是美！”她回忆自己

在46岁那年接演《我的前半生》的经历，这

是她第一次演所谓“反派”，第一次承受着

家人生病与工作的“兵荒马乱”，也是第一

次在播出后感受到网友对反派形象铺天

盖地的愤怒，却也最终收获了更多的自

由，“我开始体会到，一段扔掉杂念轻装上

阵的表演是多么自由，让人快乐。”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艺评

论家仲呈祥说，沪产电视剧的优秀基因

植根于“上海文化”的底色中。三十多年

前的海派电视剧深深打动过观众的心，

也成为那个年代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主

流，“它们以成功的艺术实践证明：中国

特色的电视剧创作，植根于改革开放和

中国式现代化的沃土，是以高扬地方的

文化优势和审美特色等因素优化组合的

精品力作。而新时代的沪产剧，以高度

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坚守住那些经

过历史和人民检验过的优秀传统，并与

时俱进地发扬光大”。

立足文学沃土，在经典的
滋养中再上层楼

仲呈祥以《平凡的世界》与《人生之

路》为例，直言上海出品改编了“改编的

新鲜经验”。“《平凡的世界》是忠实于原

著精神价值取向和基本人物形象关系、

故事主要事件和时空的一种成功改编；

《人生之路》是根据小说《人生》部分情节

改编，拓展了时空，时间向后延伸，空间

由陕北扩展到上海。”

事实上，为改革开放凯歌前行的《大

江大河》、讲述上海解放第一年的《破晓

东方》都是立足文学沃土，在经典的滋养

中再上层楼。而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的

《庆余年》，“穿越”式叙事激发出古今价

值观碰撞的奇妙火花；《梦华录》的热播

顺应当代民间古代文化热潮以及学界

“宋文化”热。著名文艺评论家郦国义提

出，如何推动、加深文学与影视之间的

“双向奔赴”和“双向赋能”，已成为一个

热门的实践课题；“而经典名著传播的美

育引领，也应成为两个‘双向’的题中应

有之义，引起业界和媒体的充分重视”。

正在筹备中的《风雨宝兴里》和《千

里江山图》则是极为典型的上海IP、上

海故事、上海制作，后者改编自作家孙甘

露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同名小说，有

望最大程度再现历史景观，在传统的谍

战剧版图里点亮真正的上海坐标。

融汇城市精神，展现中华
民族的“大”风貌

今天，我们要如何创作沪产剧，在中

国故事里如何刻画在上海生活、奋斗的

人们？柠萌影业创始人苏晓说，奥义就

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

谦和”的城市精神，与“开放、创新、包容”

的城市品格中。

从近年来涌现的都市题材作品来看，

《小欢喜》《小别离》《小舍得》《小敏家》《心

居》《安家》等作品以家庭、职场、婚恋、教

育、住房等民生话题为切入点，写出当下

都市人的生存状态、情感需求、人生选

择。同时，《三十而已》《二十不惑》等女

性题材作品，也在叙事中融入了严肃的

思考，传递出新时代女性的新风貌。李

京盛认为，这些作品“让观众清晰地体察

到了在大都市万象纷繁的背景下，生活

的涓涓细流是怎样的日夜奔腾不息”。

沪产剧的“闯劲”这些年来有目共

睹。年初热播的科幻剧《三体》将科学与

艺术完美结合，为中国科幻电视剧扬起

了新的旗帜。而正在筹备的《赤子之心》

《理想的天空》《保险人生》《英雄联盟》等

一系列作品，大胆进入创作的“先行

区”。“在沪产剧的队伍中，一批敢作敢为

的创作者们，以一系列精品剧正面回应

着大众对现实主义佳作的盼望，为整个

行业树立了可供参考的标准。”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著名影视编剧梁振华说。

沪产剧在着眼烟火弄堂的“小”确幸

之外，也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大”风貌。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尖为新时代

十年沪产剧的全国视野与追求点赞。《大

江大河》《风吹半夏》《破晓东方》《光荣与

梦想》《特赦1959》《猎狐》《埃博拉前线》

《特战荣耀》《超越》等作品都在不同的经

纬度上，书写属于时代的故事。她说：

“这些沪产剧叙事丰富了、也改变了

‘MadeinShanghai’的摩登本质，真正

打开了‘大上海’的格局，也把‘大’变成

一种更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前缀。”

以“大上海”之气象万千锻造更多电视剧精品

最佳男主角雷佳音（左）、最佳导演李路（中）、最佳女主角吴越（右）。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