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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 文艺百家

《风流一代》：
贾樟柯对电影生涯的一次小结

   版 · 影视

摆脱技术，
沉浸式艺术展应有更多可能

   版 · 艺术

从稍早一些出现的“汉服热”“国
风音乐热”，到传统戏曲的“出圈”，再
到《黑神话：悟空》之类国产IP的火
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
断增强，而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也越
来越多元。

关于传统文化所掀起的热潮，网络
文学无疑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载
体。正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
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所指出：“网络文学愈发成为传
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
文化成为网络文学的重要题材，为网络
文学注入传统意趣，同时网络文学助力
传统文化焕发新生。”而在与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过程中，网络文学理应发挥更
大作用，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底蕴丰厚，是网络文学创
作灵感、审美追求与写作资源的重要源
泉。以传统文化为题材，或引入传统文

化元素，始终是网络文学创作中一股不
可忽视的潮流。

例如，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碰
撞，催生出洪荒流、修真流、盗墓流、国
术流等诸多流派风格，使网络文学的
类型、题材愈显多样。《凡人修仙传》
《遮天》《择天记》等玄幻小说融入中华
传统文化的哲学、宗教、美学观念及神
话传说、民间信仰，构造出具有东方文
化气息的仙侠世界。《秦吏》《唐砖》
《大宋清欢》等历史类小说则以细腻、
生动的细节描绘古人的生活世界，呈
现了中国历史某一阶段富于质感的社
会文化风貌。而对“三国”“水浒”“红
楼”等文学经典IP的改写、续写，更是
网络文学创作的热门赛道，由这些经
典IP衍生而来的作品，至今仍在各大
文学网站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点击率、
订阅量。

由此看来，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吸
收、借鉴，网络文学勾勒了纵贯民族历

史、神话传说、风俗信仰、民间技艺等不
同维度的文化图景，其中蕴含着中国文
化对天地、自然、时空、生死等问题的独
特观念，以及中国文化传统所积淀下来
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趣味。

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与网络
文学的结合，不仅在题材、类型和表现
方式上为网络文学打开了更加广阔的
空间，而且构建了蕴含民族文化特性的
“中国故事”“中国话语”。当然，从另一
方面来说，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网络文
学作品及其影视、动漫、游戏改编，让受
众对传统文化有了多方位的认知，提升
了传统文化的显示度和传播力，使传统
文化与网络文学的结合成为一个双向
奔赴的过程。

然而，在传统文化热潮方兴未艾之
际，如何更好地与传统文化结合、推出
更高质量的作品，是我们审视网络文学
创作的重要出发点，这就涉及到与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网络文学究竟应该“写什

么”和“怎么写”。
就前者而言，中华传统文化历经数

千年积淀，难免出现泥沙俱下、玉石杂
糅的情况，以传统文化为书写对象，就
必然要面对其中的精华与糟粕。而作
为一种快餐化、消费性的文学样态，网
络文学中不乏以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
元素作为噱头的现象，如对宿命轮回、
因果报应、男尊女卑等陈旧观念的津津
乐道，或是从旧习俗、旧文化中发掘某
种粗鄙、庸俗的趣味，以此来迎合读者
喜好与市场需求。所以，对传统文化的
书写、化用，绝不是将传统文化照单全
收，更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崇拜，迷
信“传统的就是好的”，而是要以当代人
的精神价值对其进行鉴别、过滤，以达
到去芜存菁的目的。

网络文学以传统文化作为表现对
象，并不只是给作品贴上一张“传统文
化”的标签，在写作中如何避免同质化、
模式化，充分利用好五千年文明留给我

们的巨大的文化财富，是一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

从网络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看，对
传统文化的书写，确实存在同质化、模
式化的弊病。比如，历史类小说常以三
国、初唐、明末、清初等特定历史阶段作
为故事背景，对时代的描摹及人物、情
节设定往往缺乏新意，不免让人产生千
篇一律之感；修真小说中的修炼体系只
是重复借用某些传统文化元素，形成了
一套僵化、封闭的模式；盗墓类小说中
的所谓“倒斗”“摸金校尉”“南派”“北
派”等设定陈陈相因，几乎已成为此类
小说的“标配”……当然，每位作者都有
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领域，我们不能求
全责备，但文学贵在推陈出新，守着如
此广饶的文化矿藏，如果能够挖掘得更
广更深，必然会有新的收获。

近年来，网络现实题材小说的创作
就出现了这样可贵的探索，许多作品尝
试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实生活、时代精

神相结合，如《首席医官》《棋魔前传》
《洞庭茶师》等围绕中医、围棋、茶道等
传统技艺展开对现实人生的书写，《我
为国家修文物》《敦煌：千年飞天舞》《非
遗传承从茶百戏开始》等则聚焦文化遗
产的当代命运，在充实情节构架的同时
增添了文化韵味、趣味，让这些作品读
起来别具生气，为网络文学开掘出新的
写作路径。

网络文学诞生至今已有20多年，
从最初阶段的“野蛮生长”，到当下网络
文学自觉寻求与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
这一轨迹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强大向心力。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契机，我相信，网络文学会迎来更
大的发展机遇，也会为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传播注入新的活力，让中国文学、中
国文化焕发出更璀璨的光彩。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
教授）

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书写不能只是贴标签
刘畅

近年来，重大革命题材（以纪实为

主、表现老一代革命领袖）和革命历史

题材（以虚构为主、表现普通人的革命

斗争与命运轨迹）影视剧佳作连连，在

观众中形成了上佳反响，其创作盛况、

艺术经验也得到了学界业界的高度肯

定，成为学术研究与论坛研讨的热议话

题。无论是近期热播的电视剧《西北岁

月》，还是近年来《海棠依旧》《伟大的转

折》《古田军号》《觉醒年代》《1921》《啊

摇篮》《邓小平小道》《大道薪火》《追风

者》《革命者》《望道》等一批此类题材影

视剧，其创新经验为未来的创作发展提

供了思考与展望。

开掘深度：
对党史革命史的

探寻钩沉

党史、革命史承载着中华民族追求

独立解放的不屈斗争精神，也凝聚着血

与火的国族记忆，蕴含着宝贵的革命文

化，始终是重大革命题材与革命历史题

材影视剧创作的富矿。前文所述的一

批优秀影视剧深度开掘这一创作富矿

的细部深处，钩沉、探寻新的“历史发

现”与“历史细节”，使作品对老一辈革

命领袖、将领与英雄的历史功勋、革命

生涯、人生轨迹的把握增添了更丰富的

审美发现。

正在热播的《西北岁月》书写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西北大地的峥嵘岁

月。剧中，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成长

奋斗历程，刘志丹、谢子长等陕北革命

根据地领导人的斗争生涯，连同西北大

地革命战士的前赴后继、普通百姓的悲

苦“歌哭”这些此前不为观众所熟悉的

故事，在剧中得到了丰富感人的呈现。

作品始终葆有庄重而强烈的艺术张力

与感染力，成为一部史诗性佳作。

该剧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 · 一

二”反革命政变、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

革命陷入低潮的严酷背景开篇，起笔便

展现了少年习仲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

坚定选择、敢作敢为的坚毅个性，以及

他在狱中入党、坚定跟党走、为革命奋

斗到底的坚强意志，人物眼中炙热的

光、朴素平实的人物语言，无不生气蓬

勃、新鲜有力。

再如电影《邓小平小道》，讲述伟人

邓小平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期间

在江西南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作

生活这段此前人们不太熟悉的经历。影

片生动展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日常、

照顾鼓励残疾儿子的浓浓亲情，以及一

代伟人在小道上无数次往返时对中国国

家前途命运的深沉思考；小道，也正是总

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通向改革开放这一康

庄大道思想的宝贵诞生地。在此，大小

结合暗合艺术规律的辩证法，以小见大，

以小喻大，将邓小平同志的人格魅力丝

丝入扣、感人至深地揭示出来。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历史发

现”与“历史细节”，可能是一个之前未

曾得到呈现的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

或一段历史材料……在作品中都转变

为党史革命史的新鲜审美发现。习仲

勋同志加入革命很早，13岁入团、15岁

入党，不足19岁领导“两当兵变”，曾被

称为“娃娃主席”。在《西北岁月》中，习

仲勋最初的少年气被表现得充分饱满，

他和父亲关于“天塌下来，让大个儿先

顶着”的一段对话饶有趣味：父亲舐犊

情深、担忧孩子的安危，而少年习仲勋

则是勇毅坚定、敢作敢当。

同时，这种“历史细节”常常伴随着

创作者精神灼照的神来之笔，从而超越

既有的创作思维。如新近获奖影片《志

愿军：雄兵出击》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

战争，片中作为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特

派代表的伍修权在联合国义正辞严的

抗议掷地有声，代表团成员唐笙高超的

英文翻译水平和修养风采令观众眼前

一亮，而片中运输车司机爱国华侨赵安

南又是神枪手等情节细节，则将揭秘的

纪实感与强烈的戏剧性紧密结合在一

起，让观众心灵受到精神洗礼的同时，

又深深沉醉于影片的吸引力。

另外，这种“历史发现”决不是对历

史的猎奇，或是对伟人生平身世的传奇

化书写与私密化编造，这方面新世纪之

初个别红色经典的改编一度走过弯路。

近年来该类创作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与

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来把握领袖英雄的人

生沉浮与命运轨迹，并不总是表现伟人

的辉煌时刻，也实事求是地表现老一辈

革命领袖的人生低谷，如《古田军号》中

毛泽东主席一度病苦交加，《伟大的转

折》中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前处于被排挤

被边缘化的艰难境地，但越是艰难，也越

表现出毛主席坚定的革命意志以及他对

中国革命前途的高瞻远瞩的预见力。

情感厚度：
对革命史上伟人

英雄人生情感的亲切
触摸

“青春化表达”作为建党百年影视剧

创作的重要特征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认

同，但同时更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则是该

类创作对伟人英雄丰富人生情感的真切

描摹，这是拉近革命史上伟人英雄和当

下受众的距离、激发普遍审美共情的一

把钥匙。

如《西北岁月》中习仲勋对齐心的一

见钟情、一往情深被表现得自然美好，毫

不拖泥带水，与他果敢坦诚的个性一脉

相承，为人物增添了可爱率真的人格魅

力。他对百姓牵挂、关心，点点滴滴，无

不寄托着深情厚意，贯穿作品始终；一句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朴

实亲切，道出的正是他作为人民公仆的

肺腑心声。剧中刘志丹的人物形象塑造

得也十分成功，为革命全心付出，让他无

暇顾及家人而充满歉疚。面对忽然来到

眼前的家人，这位铁骨铮铮的革命家内

心情感汹涌、泪水长流，也令观众禁不住

动容。

再如《啊摇篮》讲述烽火年代中延安

保育院的难忘历史，是对建党一百周年

真挚清新的别样献礼，剧中丑子冈院长

竭尽全力保护红色血脉，她的个性既坚

定坚韧又温柔美好，是女性、母性与党性

的结合。作品以女人和孩子为表现对

象，格局风格却开阔厚重，丑子冈这位半

个多世纪前的革命女性就像是人们身边

的知心大姐，亲切感人，充满力量。

时代热度：
革命史与时代命

题跨时空回响，叩击大
众心灵

近年来此类影视剧在题材内容上不

断寻求拓展，2024年有多部作品涉及金

融题材，如《追风者》表现上海金融的股市

风云，以及国民党中央银行以改革始、以

腐败终的闹剧悲剧，并通过年轻人魏若来

的命运沉浮与人生道路抉择，表现了

1930年代初中央苏区突破国民党金融围

剿和钨矿贸易封锁的曲折故事。而2023

年的重大革命题材剧《大道薪火》和《破晓

东方》即已不约而同地涉及了金融题材内

容，显示出该类创作追求创新的前瞻性。

《大道薪火》将中央红军反围剿与苏

区的金融初创相结合，武戏、文戏彼此交

织穿插，将故事讲述得起伏动人。剧中

毛泽民任银行行长，从一穷二白做起，救

助会设计纸钞的黄亚光，历经闽西商会

筹款、苏区钨矿贸易无法顺利开展等难

题，也表现了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的

清廉作风与为民初心，对当下观众而言

充满新鲜感；同时，经济、金融、贸易正是

当下观众所关注和熟悉的时代热点，也

让人们产生了强烈共情。这部剧相对

2010年播出的《红色摇篮》来说，更是一

种新鲜的切入角度，《红色摇篮》主要从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等

着笔，毛泽东作为革命者、军事家与诗人

才情被表现得感人而传神。《大道薪火》

则为当下观众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深广

的中央苏区的全景图。

时代热度，还体现在此类题材影视

剧的表现内容触发当代话题，引起跨时空

的回响。近年来无论是《觉醒年代》《大浪

淘沙》《1921》还是《问苍茫》《鲲鹏击浪》

《追风者》，都将革命者、年轻人的生存境

遇、对人生道路的抉择融会于他们对国家

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之中，作品中无论是

伟人、英雄还是虚构的普通年轻人，如青

年毛泽东、李达、陈延年陈乔年兄弟、魏若

来……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善良正直的

人性底色以及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追求，

都是人物得以跨越时空、叩击当下年轻人

与广大观众心灵的情感基础。该类创作

也因此能够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赋

能，借由荧屏艺术搭建、打通当代年轻人

学习党史革命史的通道。

当然，叙事手法如悬念技巧、影像风

格、新技术赋能以及宣传推广手段等，无

疑都将助力革命叙事成功走进观众心灵，

而革命史的深度开掘、情感表达的真挚深

厚以及表现内容紧密连接时代，或许可以

为创作提供更多动力源泉与内容根基。

（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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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专委会秘书长）

开掘深度、情感厚度与时代热度
建构起革命史叙事新高度

戴清

——近年来重大革命题材与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新探索

近年来无论是《觉醒年代》《大浪淘沙》《1921》还是《问苍茫》《鲲鹏击浪》《追风者》，

都将革命者、年轻人的生存境遇、对人生道路的抉择融会于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

思考之中，作品中无论是伟人、英雄还是虚构的普通年轻人，如青年毛泽东、李达、陈延

年陈乔年兄弟、魏若来……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善良正直的人性底色以及忧国忧民的

理想主义追求，则是人物得以跨越时空、叩击当下年轻人与广大观众心灵的情感基础。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张颂文饰

演伍修权

 《西北岁月》中靳东饰演习仲勋

青年演员能否
接过北京人艺的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