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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新时代英模剧破题：
向现实扎根，向艺术生长

《山花烂漫时》圆满收官，平均收视率、到达率、忠实度均在同期热播的所有剧目中位列第一，并拿下今年国产剧最高分

戴清 石天悦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

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国庆前夕，

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为原型的电

视剧《山花烂漫时》在央视圆满收官，平均

收视率、到达率、忠实度三项指标均在同

期热播的所有剧目中位列第一；豆瓣评分

9.0，为2024年国产电视剧评分最高。

传统英模剧往往难以与年轻化审美

趣味相契。然而，《山花烂漫时》却能够收

获不同年龄段观众的一致赞许，实现市场

与口碑双赢，得益于创作者从人物塑造、

叙事手法和主题蕴涵等方面都展开了创

新性探索，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找

到了平衡点，为张桂梅校长谱写了一首情

真意切的当代“咏梅”词。故事文本由此

及彼地观照到眼下更加宏阔的社会现实，

兼顾了时代锐度、现实厚度与思想深度。

新时代英模剧创作“向现实扎根，向艺术

生长”的破题之道可由此剧窥见一二。

形象破题：
将取材于生活的

“这一个”血肉丰满地
还给生活

电视剧中的英模人物往往肩负着树

立榜样、引领精神、凝聚力量等重要使

命，但耀眼光环的叠加使其容易陷入“伟

光正”的创作窠臼，丧失来自平凡生活的

真实与动人。张桂梅从传奇中走来，《山

花烂漫时》却并未因此对其进行“奇观

化”塑造。她不同于《追光的日子》《鸣龙

少年》等剧集中不走寻常路的“麻辣教

师”，而是始终保持着老一辈教育工作者

简单朴素的风貌。饰演者宋佳完全颠覆

了以往留给大众的荧屏印象，从造型到

神态举止一比一还原了张桂梅饱经岁月

风霜、倔强而笃定的真实形象，与华坪这

片大山里的热土完美融合。

该剧也没有受困于教师形象的模式

化创作，而是伴随着张桂梅多重身份立

场的展开，在琐碎扎实的教学耕耘中彰

显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作为女高的领头

人和主心骨，她督促学生分秒必争，提前

设定远大目标来开阔视野、激励人心；当

建校遭遇资金短缺之困，她亦能放下知

识分子的骄傲倔强，“厚着脸皮”与马副

县长、周局长、昆明企业家们灵活周旋，

四处化缘，无不体现“曲线救国”的谋略

胆识以及背水一战、志在必得的决心；而

作为“张妈妈”，面对女孩们青春期遭遇

的种种问题，她则表现出润物细无声的

温柔与宽容，呵护着学生们的敏感情绪：

说服宁华正确认识并接纳自己的身体变

化；不唯升学率论，充分尊重蔡桂芝对人

生方向的选择；对家庭破碎、性格孤僻的

高材生辛欣以平常心视之……不同身份

和立场的腾挪展现了张桂英多个性格侧

面，多棱镜般折射出英模人物丰富的人

性光彩，展现其作为“人”的趣味。

英模形象的典型化归根结底，是要

将取材于生活的“这一个”血肉丰满地还

给生活。《山花烂漫时》不仅着力刻画张

桂梅其人，还溯源其身后的生活环境与

社会关系，用丰富的现实语料夯实人物

的现实质感。张桂梅之所以办免费女

高，一方面源于在华坪民族中学执教期

间看到了这里的女孩们求学的现实困难

与热望，另一方面，在她因亲人离世积郁

成疾，几近自我放弃的时候，以阿丽为代

表的华坪妇女捐款捐药，恳求她活下去

教娃娃们知识，让她重新找到了活着的

意义，再次坚定了人生的目标——华坪

女性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她就立志永远

做华坪女孩们的希望。

在华坪女高起步阶段，资金短缺、教师

辞职、教学陷入停滞，酒鬼父亲频频闹事倒

逼女高001号谷雨做了第一个逃兵……这

些理想与面包之间的激烈碰撞，一次次成为

让张桂梅束手无策的难关。她对富养学生、

穷养老师的管理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在谷

雨退学事件中吸取教训，身体力行地领悟到

教育在于传道、更在于育心的真谛。高尚的

品行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现实荆棘的羁

绊与拷问之下锻造出来的。由此，我们不

仅看到鲜活立体的当代教育英雄，更能从

具体事迹中看到其何以为英雄，体会其精

神成长的律动。从人物塑造上来看，该剧

侧重于描摹女性富足饱满的精神世界，为

现下国产剧“女强人”形象的构建提供了新

的思路。

叙事破题：
在丰富的现实素

材中挖掘戏剧性

英模剧一般以真人真事为创作基

础，具有鲜明的纪实特征，但不意味着一

五一十地复制现实。《山花烂漫时》最令人

惊喜的是，既没有为了所谓“好看”强行制

造冲突、编造悬浮的情节，厚重严肃的题

材也没有变成创作枷锁。创作者致力于

在丰富的现实素材中挖掘戏剧性，以轻快

风趣的笔触书写女高人改变命运的不易。

比如，升旗、宣誓等是最难生动表现

的戏剧部分，女高首次升旗的静态情节

在播音设备接触不良、学生认字不全等

小插曲的打断下变得一波三折，以恰到

好处的喜剧色彩淡化了说教意味。更重

要的是，剧中描写宣誓，也致力于阐释为

何宣誓：或为了留下辞职的老师，或为自

己和同学加油鼓劲。女高建设的捉襟见

肘呼之欲出，更进一步说明了大山的女

孩需要接受文化教育、开拓眼界的必要

性。誓词在剧中已经不再是空泛的口

号，而是女孩们对命运和封建思想字字

铿锵的宣战，实实在在达到了“热血漫”

般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再如为了抢在南中学生之前吃上饱

饭，女高开启“衡中”模式，将时间规划到

分秒以内，激昂的音乐节奏与快速的蒙太

奇剪辑使女高姑娘们的行动更加紧锣密

鼓。抢饭、抢厕所更像一场攻下战略高地

的战役胜利，也是山村里女性生存境况的

缩影——连温饱都需要拼尽全力捍卫。正

因如此，女高柳暗花明的步伐随之加快。

该剧没有刻意渲染悲苦，也没有因

苦中作乐使女高人治学、升学的千难万

难表现得过分轻巧，一派“乐景”仍难掩

嶙峋残酷的现实。张桂梅用工地谋生的

艰辛让柳细莺的男友知难而退，巧妙化

解早恋危机；姚小山上门招生被村民们

当作人贩子追打，最后说服宁华入学的

原因不是免费学习，而是能赚生活费。

如张桂梅所说：“我们在和扎根千百年的

宗法观念对抗。”看似轻松诙谐的细微情

节实则点染出华坪农村物质生活与思想

观念的双重贫困，隐晦地揭示了女性试

图通过学习知识走出大山的重重阻碍。

由女高建设延伸到基层工作，副县长马

永强与县教育局局长周善群是剧中的喜

剧角色担当，无论一顿滑肉就点头立项，

还是信心满满地求助90年代的“老同

学”申请办学资金却屡吃闭门羹，幽默而

犀利地刻画了基层工作者展开教育扶持

的两难处境。马、周二人不擅左右逢源

的体制内生存法则的另一面，恰恰是与

张桂梅如出一辙的赤子之心，一边摆困

难讲实际，另一边用笨拙却无比真诚的

方式表达对女高的关切。

《山花烂漫时》通过举重若轻的讲述

方式，在还原现实冷峻面貌的同时赋予

其乐观积极的情感底色。“以乐衬哀”的

反向叙述极具趣味性地全面开掘女高建

校的现实本质，精准捕捉微末细节的暖

意与诗意，向观众输出正向的情绪价值，

让纪实故事更加“好看”也更为“耐看”，

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的用心与匠心。

思想破题：
两段誓词体现精

神力量的传承与感召

看过该剧的观众都不会忘记剧集中

的两段誓词。

当女高陷入困境，张桂梅召集教师

中的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以红

军当年长征的决绝与英勇来激励大家面

对如今教学中一个又一个难关。张桂梅

在新闻访谈中讲述的这一幕被复刻在屏

幕上，成为全剧的泪点与燃点。党旗、入

党誓词和张桂梅时刻佩戴在胸前的党

徽，共同凝结成一代代共产党人血脉中

红色精神的象征。

如果说，张桂梅言传身教是革命精

神在新时代转译的媒介，老师们集体创作

的“我是高山”则是这种精神力量的时代

注脚，具有与时俱进、活水般奔腾涌动的

自我革新意识。“我是高山”的宣誓在剧中

多次出现，凝结着华坪女高人强大的精神

内核。剧中每次宣誓的境况都有所不同，

从连字面意义都不明白，到成为撑不下去

时候的精神支柱，“我是高山”与第一代女高

人的命运紧密缠绕，如同一根系于女高人之

间的纽带，传递的既是在生活夹缝中奋力

绽放的生命力，更是以张桂梅为代表的教

育工作者炽热的初心与神圣的使命感。

剧集结尾处，考上师范大学的谷雨放

弃大城市的广阔天地，毅然回到女高接力

教学，接过了张桂梅的大喇叭，带着新一

代女高人吟诵相同的誓词，意义却有所变

化：以往女高精神象征着绝处逢生的转

机，如今则是女高涤尘心灵、澡雪精神的

“定海神针”。从受教的学生变为育人的

老师，显然是对传承这份初心与使命感的

积极回应。

女高事迹与女高精神诞生于华坪农

村闭塞封建的极端环境中，在新时代语

境下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典型性与非凡

的感召力。面对利益至上、个人主义、

“躺平主义”等价值观的异化和消极情

绪，女高人“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决无

畏以及“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的乐观主义精神如同一剂强心针。革命

精神力量的传递不仅发生在剧中的女高

校园，跨越代际隔阂，还能跨越时空，与

屏幕前的青年群体产生共鸣，体现当代

思想启蒙的重大意义。这也是该剧作为

一部严肃的主题性创作能够跨越受众圈

层，获得市场高度认可的重要原因。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
视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
专委会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
学院博士生）

蒋奇明：他脸上有时代的欢乐与悲歌
崔辰

演员蒋奇明的职业生涯中有过两

个标杆性的角色：《漫长的季节》中的小

哑巴傅卫军和《边水往事》中的“条狗”

王安全，虽都是配角，但演得流光溢彩，

和主角相比毫不逊色。

蒋奇明五官很有特征：棱角分明的

脸型，下颌角线条特别清晰，眼睛不大

但富有神采，虽不属“流量”类的长相，

但充满灵气，令人过目难忘。他扮演过

的最突出的几个角色也和他善用面部

特征塑造角色有很大关系：一是轮廓分

明带来的沉着冷静，二是擅长以表情呈

现内在力量，尤其是通过眼神的瞬间变

化和嘴角的牵引动作带来的力度。前

者如山，稳定疏离；后者似水，变幻多

元。这两种相反的力量，成就了他在表

演中亦动亦静的状态。

短短两年，从无人知晓、剧场低迷

期打广告找工作的小演员一跃成为无

论文艺电影、还是类型影视剧都能出

演，越来越受观众欢迎的年轻实力派男

演员；他出演的影视剧，从《宇宙探索编

辑部》《漫长的季节》，到《第二十条》《我

的阿勒泰》《边水往事》《负负得正》，以

及不久将上线的新剧《风中的火焰》，蒋

奇明迎来了他的好时光。

从舞台演员到为
人所知：放弃就是拥有

1990年代初，蒋奇明出生在广西南

宁的一个艺术之家，父亲是当地颇有名

气的彩调演员，母亲在乐队中演奏高

胡。蒋奇明在少年时代爱上了表演，并

顺利在2011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

系。虽为科班出身，但他不属于一入行

就因出镜扮演了某个角色即被人熟知

的幸运儿，从考上中戏到在《漫长的季

节》中扮演傅卫军为更多人所知，中间

经历了在剧场使劲打磨的12年。

和任素汐、陈明昊等从剧场迈入银幕

的演技派相似的是，蒋奇明从中戏毕业后

将大量的工作时间投入在音乐剧和话剧

的表演上。比如在音乐剧《IDo!IDo!》

《幸福不等待》《谋杀歌谣》《拉赫玛尼诺

夫》《面试》，以及话剧《我是月亮》《杂拌、

折罗和沙拉》《杏仁豆腐心》等中，他用形

体和声音塑造了包括边弹钢琴边引颈高

歌的著名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等多个舞

台形象，还拿下了第五届华语戏剧盛典的

最佳男配角。

2023年是蒋奇明又一次出道之年，

这一年他从舞台演员走向大小屏幕并为

观众熟知。他在孔大山的《宇宙探索编辑

部》中出演那日苏一角，那日苏是子承父

业的气象站人员，因为在荒郊野岭生活越

发疏离人群，甚至产生语言障碍，蒋奇明

的气质和那日苏契合，演出了他如同海边

搁浅的孤独的鲸的状态。同年他还出演

了《漫长的季节》中的傅卫军和《天启异闻

录》中的贺子礁。

蒋奇明有独特的嗓音，可以大段对白

流畅地演唱音乐剧，也擅长唱别具一格的

爵士歌曲。悖论的是，长期声色俱全扮演

各类音乐剧角色的蒋奇明，第一个真正被

观众记住的角色，是《漫长的季节》中的哑

巴傅卫军，而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的

那日苏则是个结巴。放下自身语言方面

的优势，仅靠肢体语言表达，反被更多人

认同。

哑巴傅卫军和世界的交集全部来

自肢体语言。为让角色的状态更加真

实，蒋奇明先是认真地学习了手语，并

快速学习和掌握了聋哑人的身体节奏

感，这种通过身体语言能够达成神经一

致的状态，和用嗓音作为主要交流方式

的普通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蒋奇明

还给傅卫军设计了在打架前摘下助听

器的动作，看似无所谓的往两边一拧之

后充满狠劲的眼神，这些富有标志性的

动作使得人物状态鲜明深刻，那甚至是

久远的、被人遗忘的默片时代的一种表

演方式：尽量用身体和表情去表达一

切，用一闪而过的激情创造长久的深

情。傅卫军的爱情短暂但令人感伤，蒋

奇明在表演中传达出很强的“伤感渲染

力”，像是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电影《大

路》中小人物的深情和感伤。这种表演

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每一个人人生

中对所有不可及事物的无奈之情。

当演员能够用他独特的表现力创

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宇宙时，观众也会

被感染，被带入那个小宇宙。傅卫军被

观众牢牢记住，这个角色也影响了蒋奇

明后续的创作。

《边水往事》王安
全：小人物的魔力

蒋奇明在他演绎的角色身上，体现出

一种鲜明的二元对立：如山和海，温柔和凶

狠，温情和决绝，贪婪和良善，油滑和怜悯。

傅卫军如是，《边水往事》中的王安全也是。

在“鸽血红”故事中，蒋奇明扮演的

王安全出现了。这是一个为各种人提

供信息和情报的“街溜子”，见缝插针，

逢场作戏，合适时双边牟利，当地称为

“条狗”。“我不是条狗，我是，条狗。”“我

是王安全，找我最安全。”出场即戏，平

静中自带疯感，蓄势待发中暗流涌动。

有趣的是，在《边水往事》中，王安

全不是一直存在的配角，但如果开着弹

幕看的话，中间有几集王安全没有出场

的时刻，大量弹幕打出的都是“王安全

去哪里了？”蒋奇明的表演活灵活现，使

得王安全成为被观众牢牢惦记的配

角。当王安全又出现在赌场做“叠码

仔”时，他又一次“控场”了。蒋奇明演

出了“王安全”的生命力，他仿佛一条在

浅水里被人按住但使劲挣扎的鱼，想借

力游向更开阔的地方。

王安全的角色是富含喜剧设定的，

既有三边坡混出来的油滑劲儿，但又有

暖心的良善。他的状态一面让人觉得

好笑，但嬉笑中仿佛有人突然拔出利

器，轻轻刺了你一下。王安全押注的是

自己的人生，他在赌一个可能更好一点

的未来。但在曲线求生存的过程中，也

没丧失良善。王安全希望荣姐能帮到

小郭，但发现荣姐只是好奇，他脸上的

表情是悲哀的，也是不声不响的绝望；

王安全被沈星质问时，他瞬间出现了那

种突然碎掉的神情，眼睛里也溢出泪

花，但只是一瞬间，就很快消失了。蒋

奇明表现了一个罪恶丛生之地的小人物

的挣扎，他希望在扭曲的世界找到一个

平衡的状态，虽然这自我依然扭曲。“我

觉得值。”“机票，护照全部拿到手里边

了。”“再烂还会怎么烂，不会的。”台词一

句句都砸在观众的心坎上。蒋奇明用广

西方言、身体语言、极接地气的状态呈现

出王安全这个带有魔力的角色。

山海之间：好演员
的未来总能胜过往

和蒋奇明一起出演《我的阿勒泰》

的马伊琍这样评价他：“我觉得他是把

自己彻底扔到戏里，扔到角色的那种

演员。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蒋奇

明扮演《我的阿勒泰》中的高晓亮时，

为了使角色状态更加到位，曾经在摔

倒在地的时候，往自己眼睛里揉了一

把沙子。

有一类演员有着焰火般的特质，他

们的表情能浓缩角色经历的一切，包括

某个时代、地域的痛，将不同的风味、气

质、地域特征，合成在一个人身上，并在

瞬间点燃，释放出一大朵如梦如幻又极

为真切的焰火。从他们脸上可以洞悉

某个时代的欢乐与悲歌，不管是过去或

未来。蒋奇明显然属于这一类演员。

他适合过去，也适合未来。

蒋奇明近年的受欢迎也反映了当

下观众审美观念的迭代变化。长期以

来，对演员的审美比较单一固化，扮演

主角的男性演员绝大多数是不偏不倚

的标准长相，而蒋奇明这样外型颇具个

性化的演员，常不易“上场”，直到通过

过人的演技来证明自己。但即使如此，

是否在未来的影视剧中，有适合他扮演

的更多的主角角色呢？这还涉及到一

个关键问题，即未来中国影视剧剧本中

角色设定的丰富和多元化，是否能够跟

得上演员越来越丰富的表达力。

对比出生于爱尔兰的演员基里安 ·

墨菲，同样是长相颇有个人风格，他出

演的电影则较为多元化，尤其是科幻、

惊悚、悬疑类电影的出演让他出类拔

萃，并在诺兰导演的传记电影《奥本海

默》中出演主角奥本海默获得诸多奖

项。蒋奇明的演技决定了他的戏路会

越走越宽，如果和基里安 · 墨菲一样，

能够选准适合他的故事类型和角色，

作为年轻一代男演员中的演技翘楚，

蒋奇明将在一个又一个新的角色中创

造传奇。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
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

表演谈

宋佳在《山花烂漫时》中饰演张桂梅。

在《边水往事》中，蒋奇明饰演的“条狗”王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