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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央视、北京卫

视、东方卫视和腾讯视频

联合播出的电视剧《扫黑

风 暴》受 到 关 注 与 热 议 。

观众为黑恶势力及其“保

护伞”被一网打尽大感畅

快，也为“黑恶不除，决不

收兵”的决心和“只要涉及

人民的利益，案子再小也

必须一查到底”的行动拍

手称快。

“ 正 义 永 远 不 会 缺

席”，这样的题材也不该缺

席。《扫黑风暴》以全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背景，

艺术地还原了中央督导组

下沉地方后的工作，真实

反映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艰巨与复杂，以生动故

事彰显依法严惩黑恶势力

的坚定决心。该剧的热播

热议，再次证明了现实题

材和现实主义的力量，也

为现实题材剧的选题方向

与创作思路提供了启示。

现 实 题 材 创 作 当 从

“ 国 之 大 计 ”中 找 选 题 。

《扫 黑 风 暴》的 诞 生 离 不

开 全 国 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的 雷 霆 行 动 、非 凡 历

程 。 创 作 者 将 多 个 真 实

典型案例熔于一炉，不仅

让 作 品 成 为 现 实 中 扫 黑

除 恶 行 动 过 程 和 成 果 的

生 动 缩 影 ，而 且 从 社 会 、

经济、文化等不同维度深

思沉疴的成因，以及对黑

恶 势 力“ 零 容 忍 ”的 必 要

性 和 迫 切 性 。 剧 作 还 站

在普通百姓的视角，描写

了 黑 恶 势 力 对 于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的 重 大

威胁，诠释出扫黑除恶增

强 人 民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

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 和 国 家 长 治 久 安 的 重

大意义。

现实题材作品在我国

电视剧生产和播出中一直

占有着相当大的比重，近

年来，口碑与收视双赢的

精品力作也不断涌现。《山海情》等佳作证明，现实题材

剧要想赢得观众认可，势必要走出一己悲欢。而创作

者只有把握住时代脉动，描绘出广阔的社会图景与火

热的百姓生活，着力建构时代精神和民心所向的内在

联系，作品才可能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

现实主义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勇敢地直面现实

问题、揭示问题本质，进而探索解决路径，这彰显的便是

创作者的社会担当与文化自信。

特别是现实题材中的涉案剧天然具有情节张力

强、戏剧浓度高等叙事优势，运用环环相扣、层层剥离、

步步深入的剧情来吸引观众，似乎并非难事。但难在

通过最大限度真实的情境、人设和表演来营造戏剧冲

突，而非以夸张的戏剧化来哗众取宠；难在对正反两面

角色的刻画保持基本均衡，而非过度描摹人性之恶甚

至喧宾夺主；难在从人格层面塑造真正立体丰满的人

物形象，而非让表面化、刻意化、小品化的“尬喜感”“反

差萌”破坏作品应有的严肃氛围和冷峻格调。《扫黑风

暴》这部剧，无论是人物设定、剧情演绎还是影像风格、

场景营造，始终强调“照进黑暗、越来越强的一束光”的

艺术风格，这束光是正义之光、信念之光。

现实题材创作的源头在现实，力量在真实。聚焦

“国计民生”、聚焦时代变化，现实题材剧总能找到好故

事。而好故事不但要吸引人，更要启迪人、鼓舞人、引

领人。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

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应是现实题材创

作的宗旨。现实题材剧创作面临挑战，突破难点必成

亮点。如何更准地把脉大众关切并厘清问题实质，如

何更稳地寻求破解难题的可行路径，是现实题材剧创

作应当探索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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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中，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大概是教

师。自 1958 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提前毕业留校

后，先教文学，再教戏剧，后来转型影视，又从

事文化传播事业，从未离开讲坛，算来已当了

60 多年的教书匠。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成为

教师之前，我曾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我

16 岁参军，继而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如果

说讲台是归处，那么战场便是起点。在前线的

种种体验——亲身经历大小战役、亲眼看见战

士牺牲，奠定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也永远地成为我性格的底色、信仰的基石。若

用一部电影作为那段经历的写照，我会选择诞

生于 1964 年的红色经典影片《英雄儿女》。

作家巴金两赴朝鲜的抗美援朝战场，完成

中篇小说《团圆》，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

述一对失散多年的父女在朝鲜战场重逢的动

人故事，引起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注意。

夏衍请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拍成电影，长影

又将任务交给了导演武兆堤和编剧毛烽，两人

都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亲历者。他们在大量真

实经历和真实事迹的基础上，完成了《英雄儿

女》的故事改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

王成伤愈出院，很快投身于新的战役，为了阻

止美军攻势，他顽强坚守在无名高地，最终壮

烈捐躯。他的妹妹王芳怀着悲痛之情，以一曲

《英雄赞歌》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将士，并继承哥

哥遗志，在前线英勇战斗。政委王文清认出王

芳是多年前失散的女儿，但抑制着自己的感

情，并未与之相认。最终王芳从养父口中得知

身世，与王文清团圆。

《英雄儿女》公映 50 余年了，家喻户晓，历

久弥新。崇高的英雄美学，诗化的精神气质，

热烈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以及那首重章迭

咏、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使它成为一部经

典艺术作品。其高妙之处已有太多论述，我仅

作为一名志愿军老兵，简单谈一谈电影《英雄

儿女》最打动我的一点：真实。

这部影片是真实可信、真挚可感的。一

方面，故事、人物虽是虚构，却融入了大量真

实发生的素材。单为塑造“向我开炮”的主人

公王成，编剧就翻阅了上千篇战士手记，搜集

了无数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牺牲壮举。从拉

响爆破筒，到引爆手雷，再到抱起大石冲入敌

阵 ，甚 至 有 一 个 团 ，在 一 场 战 斗 中 就 出 现 了

25 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烈士，可见战况之激

烈、残酷，战士之血性、胆气！最终，影片融合

于树昌、杨根思、滕桂桥等多人事迹，熔铸出

“王成”这一气贯长虹的战斗英雄形象。武兆

堤导演还特意从候选演员中选择了外表质朴

的刘世龙饰演王成，而非其他高大英俊的演

员。武兆堤曾说：“我们要塑造的是一个普通

的战士形象。”外形的普通，才更令观众感受

到英雄的真实、朴实和一种伟大的普泛性，正

如影片台词所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

千千万万个王成。”

我也有幸与一位“王成”式的战士并肩战

斗过，他的名字叫刘兴沛，在我们高炮部队测

高班担任班长，是一位开朗亲切的战士。平日

里，他与我们一起擦炮弹，整弹药，啃干粮，唱

军歌，谈笑风生。而战斗一打响，他就会操纵

测高机，侦察敌机的高度、方位、方向，成为我

军炮火的“眼睛”。在一次大战役中，他孤身面

对敌机的轰炸，用身躯护住了宝贵的测高机，

自己却壮烈牺牲了。20 多岁的鲜活生命，永

远定格在烽火硝烟之中。我们也像《英雄儿

女》中的王芳那样，在部队传唱他的事迹。刘

兴沛班长的名字鲜为人知，但他的音容笑貌永

存我心，久久难忘。他与王成，以及王成的众

多原型一样，是千千万万个在战场上壮烈捐躯

的战士缩影。

《英雄儿女》处处流露出自然、真实的情

感。其叙事继承了巴金原著小说的团圆主题

和伦理内核，在激烈的战斗外，也细腻地抒写

了兄妹之情、父女之情、战友之情，以及中朝人

民之间的真挚情谊，热血与柔情交织，崇高与

质朴辉映。譬如，贯穿全片的主要情节是王芳

与生父王文清的重逢，处理得一波三折，细腻

生动。当王芳沉浸在失去兄长的悲伤中时，王

文清却经历了女儿“失而复得”的喜悦，但他按

捺住了认亲的冲动，鼓励她振作起来的是不负

兄长的嘱托。为成就“大我”而压抑“小我”，也

为成全他人而牺牲自己，朴素、生动的人情人

性与高尚、纯粹的道德理想融于一体。结尾

处，父女终于在战场上相认，团圆场景成为全

片高潮，英雄的形象不仅有了高度、深度，也有

了情感温度。正如白居易所言，“感人心者，莫

先乎情”，文艺作品只有让观众先与具体的人、

事共情，才能进一步与宏大的理念、信仰共鸣。

观看《英雄儿女》时，我的眼前经常浮现

战友们的面孔，有太多可爱可敬、平凡而又伟

大的战士了。跨过鸭绿江之后，不要说上床

睡觉了，很多人连鞋都没有脱过。到宿营地

休息，战士们就把背包卸下来靠着入睡，有了

敌情，一声令下，一跃而起，就冲进阵地，迎接

枪林弹雨。

我也会在王芳身上看到年轻的自己：头

上扎两条辫子，脸上还留着稚气，在战斗间歇

时教战士们识字、唱歌，为他们演出，战斗打

响则送炮弹，抬伤员，四枚一箱上百斤的弹药

扛起来就跑，敌机俯冲扫射的弹片打在我的

钢盔上当当直响，重型轰炸机的炸弹在身畔

隆隆轰鸣。有一两回，炸弹掀起的泥土石块

几乎将人掩埋，我想，这下可要牺牲了，最终

是活了下来。

王芳活着，王成牺牲了；我活着，我的许

多战友牺牲了。英雄儿女，埋骨他乡，很多人

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带着志愿军功臣称号回

到祖国后，一直到今天，我都常常想起那些牺

牲在战场上的年轻战友们，想到自己作为幸

存者，必须好好报效祖国。这既是自己的使

命，也是他们的嘱托，因而在工作和治学中，

我不敢有丝毫懈怠、片刻衰颓，勤奋努力，步

履不停。战争可以毁灭人，也可以塑造人，我

便是一个为战争所塑造、所炼就的幸运儿。

枪 林 弹 雨 已 经 远 去 ，英 雄 儿 女 光 辉 永

存。希望享受着和平阳光、甜蜜生活的人们，

永远铭记那段壮烈的过去，永远铭记那些“最

可爱的人”。

图①：电影《英雄儿女》剧照。

图②：纪录片《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海报

（局部）。 制图：赵偲汝

永远铭记永远铭记““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
黄会林黄会林

今年暑期，电视荧屏可谓异彩纷呈。电视

剧《理想之城》是一部不容错过的作品，为职场

剧的创新表达做出有益探索。

《理 想 之 城》呈 现 了 职 场 剧 的 样 式 和 魅

力。一是叙事主线始终沿着职场轨道，让观众

通过一部剧得以管窥一个行业的基本样貌。

《理想之城》紧紧围绕主人公苏筱建筑造价师

的职业身份展开，主线故事集中于建筑行业，

较为真实地描摹了建筑行业的职场生态。二

是始终以主人公的专业进阶为叙事动力。主

人公苏筱在每个段落的最大挑战都来自职场，

正是靠着对职业的专注度和专业能力，完成了

事业的逆袭和人设的确立。三是爱情、友情、

家庭等副线虽然贯穿全剧，但一直都是主线的

陪衬。尤其是主人公苏筱的爱情线，在全剧中

所占篇幅有限，叙事较为克制。并且，她在爱

情方面的得与失，都与职业发展紧密关联，为

主线叙事服务。把职场作为主场景而不仅仅

是大背景，让职场冲突成为叙事发动机而不仅

仅是助燃剂，《理想之城》找到了职场剧创作的

密钥。

《理想之城》之所以能吸引观众，还因为其

对艺术品质和审美价值的追求。现实题材作

品要求创作者具备对生活和艺术的双重把控

能力。《理想之城》的剧作比较扎实，结构严谨、

叙事清晰、节奏适当，重点讲述了女主人公的

职场进阶和心灵成长，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大

体契合，让观众进入故事时几无障碍，并能勾

连起生活的某种记忆，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

产生共情与共鸣。

《理想之城》中的人物无论主次，在塑造时

都追求立体、多面。不少人物是采撷诸多人物

特性进行艺术加工的典型形象。苏筱汇集了

很多职场中人的不同侧面，不少观众从她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若干配角也让人过目难

忘，他们无法简单以好坏区分，各有各的立场，

各有各的信条，也各有各的艺术魅力。《理想之

城》再次证明，作品与演员之间是相互成就的

关系。那些原本籍籍无名的配角演员，也有望

因参演这部剧而走进更多观众的视野，从而开

启个人演艺生涯的新篇章。

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部职场剧，《理想之

城》正 如 剧 名 一 样 ，更 多 呈 现 了 理 想 中 的 职

场。剧中的赢海集团有一定的典型性，也颇具

理想色彩。这里虽有部门之间的利益交织和

同事之间的合作竞争，但也塑造了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集团董事长赵显坤的艺术形象。苏筱

在挫折中不断成长上升的职场之路，折射了许

多青年人的向往。不足之处是叙事目的过于

明显，剧中个别段落的剧情设计显得较为刻

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剧情的张力。电视剧结

尾部分略显仓促，有些必要的情节交代不够，

劳资矛盾的解决也有简单化之嫌。整部剧在

40 集长剧的结构把握上还需进一步精进。

职场是社会一角，也是人生舞台。该剧通

过登场的各色人物和曲折的故事情节，旨在告

诉人们一个道理，世界本身就是多维的，社会

本身就是复杂的，人生之路大多不是平川坦

途，难免遭遇狂风骤雨，但在哪儿摔倒就从哪

儿站起来，终会抵达理想的彼岸。

职场剧创新表达的有益探索
田水泉

①①

②②



图为电视剧《理想之城》剧照。 图为电视剧《扫黑风暴》剧照。

现实题材创作的源头在现实，力
量在真实。聚焦“国计民生”、聚焦时
代变化，现实题材剧总能找到好故
事。而好故事不但要吸引人，更要启
迪人、鼓舞人、引领人

我 16 岁参军，继而
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
如果说讲台是归处，那么
战场便是起点。在前线
的种种体验——亲身经
历大小战役、亲眼看见战
士牺牲，奠定了我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永
远地成为我性格的底色、
信仰的基石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