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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剧部分取材于路遥中篇小
说 《人生》。”电视剧 《人生之路》
开场即如此标注。在路遥原著中，
青年们经历漫长的摸索和困境后，
迭代出更成熟的自我，原本的困境
在自身努力与时代进步中不断破
局，他们强劲的生命力也得以在时
代浪潮赋予的广阔天地里迸发。这
部小说曾激励几代人追求远大理
想、思索命运无常。

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人生
之路》 充分承继了原著的思想内
核，秉承再现文学精彩与升级思想
内涵的双重使命，将人物的命运从
上世纪 80 年代延展到更长远的时
空，从而谱写出一部在时代浪潮中
涌动的“青春之歌”，这是这部电
视剧最值得关注的特色。

围绕“人生”这个关键主题，《人
生之路》将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
高双星、马栓等一代青年在人生关
键岔路口几番与命运交手的故事进
行影像化呈现。与此同时，电视剧
还依据小说人物性格进行创造性想
象，对路遥“并非结局”的“结局”进
行突破，续写了路遥“未完成”的故
事，让这些青年继续面临人生的挫
折、磨难、机遇和考验，在抉择中
突破困境、找寻自我、实现价值，
抒写人生志、家国事、年代情。

时间线的延续——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

中篇小说 《人生》 是陕西作
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创作的
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 《收
获》 1982 年第 3 期，获得 1981—
1982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
生》的发表标志着路遥的文学之路
开始步入巅峰，成了当代文学史中
的一顶“桂冠”之作。2018 年，
这部作品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作家陈忠
实曾赞誉《人生》写出了大家心灵
中最焦灼的部分。小说将理想童话
和现实悲剧的矛盾结合在一起，让
人产生强烈的心灵震动，主角高加
林当时所面对的城乡隔阂、发展空
间受限等人生困境，也一直促使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现实社会进行深
度思考。

《人生之路》并不是《人生》第一
次被影视化改编。从 1982 年小说

《人生》发表，到1984年吴天明执导
的电影《人生》，再到2014年杨阳执
导的电视剧《人生》，再到本次的《人
生之路》，历次影视改编绵延了数十
年时光，见证了从改革开放伊始到
步入新世纪的时代历程。

小说故事里的时间，仅仅停留
在路遥创作的那个年代，也就是上
世纪80年代。《人生之路》巧妙地
把故事往后延展到了新世纪。在把
握住人物的血脉和灵魂的基础上，
把人物抛洒到新世纪，让观众体味
和观察那一代青年在今天会活出怎
样的人生。

以一个关键情节设计“高考顶
替”为例，原作中有着“民办教师被
顶替”的情节。主创们在 《人生之
路》里反映了这个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真实存在的现象——高明楼的
儿子高双星顶替了高加林的大学名
额。这与原作中的情节既做到了遥
相呼应，戏剧逻辑上和民办教师被
顶替也一脉相承，但 《人生之路》
的戏剧冲突更强烈，被顶替造成的
后果，给主人公的打击更巨大、更
持久。这个设计将高加林遇到的挫
折一步步强化乃至极致，在这样强
烈的情节设定里观察年轻人在受挫
时会迸发出怎样的生命力，就具有
了更鲜明的意味。而高双星作为高
加林的镜像人物，也能够让观众体
会到一个意外获得并不属于自己的
未来的人，会经历怎样的内心挣扎

才能重寻自我。
原著的故事线始于高加林失

去 了 民 办 教 师 的 工 作 而 回 到 土
地，收束于他离开乡土后经历一
番辗转、失去后的二次回归。在
小说结尾，高加林遭遇了最大一
次人生挫折，消沉地回到村里，
路遥给读者留下的实际上是一个
问号：才 23 岁的高加林的人生还
会往何处发展，他究竟如何延续
自己的人生？电视剧《人生之路》
则为路遥的问题给出了答案。主
创们从高加林的高中时光拍到本
世纪，通过故事时间线上的延续
和扩容，来拓展对“人生”这个根
本哲学命题的认知。

虽然延长了时间轴，但变化中
也自有不变。无论时代如何发展，
社会如何进步，中国青年身上那种
奋发昂扬、积极进取的精神气质是
一以贯之的。在路遥没能经历的新
千年，高加林则有了亲身经历。主
创们利用影像艺术，让中国青年身
上昂扬的生命力得到更多释放和张
扬。比如，电视剧一开篇并没有像
原著一样，在乌云密布的坏天气里
让郁郁寡欢的陕北青年登场。主创
们特别设计的开场里，高加林和高
双星骑着“二八大杠”一路飞驰，从
高家沟到县城，20 多里山路起起
伏伏，混剪的画面里经过昼夜轮
回、山川流转，年轻人迎着朝阳出
发，又在夕阳下的苍茫壮阔里归
来，镜头调度的节奏极快，画面的
视觉冲击力极强，把青年人的朝气
和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得恰到好处。

空间中的迁移——
从陕北高原到大上海

《人生之路》 除了对时间线的
续写之外，还拓展了主角高加林的
奋斗空间，书写了陕北青年在人生
谷底重振士气，通过自身奋斗走进
大都市上海的人生故事。如果说

《人生》某种程度上是《平凡的世界》
的前传，那么可以说电视剧《人生之
路》则是《人生》的“全传”。

《人生之路》 着力展现高加
林、刘巧珍、高双星等一代农村青
年在陕北的黄土地上经历命运起
伏、逐渐完成脚踏实地的转变，又
在改革开放时代洪流感召下，从西
北黄土地奔赴东南沿海城市上海，
寻求改变命运、创造新生活的奋斗
历程，力求给今天的年轻观众以不
断直面困难的精神力量。在人物塑
造上，上海部分是基于青年们在黄
土高坡上摸爬滚打、锤炼自我之后
打开的新的叙事空间。上海赋予青
年人以广阔的机会，也带来全新的
考验。高加林在决定脚踏实地扎
根黄土之后，一直坚持的写作事
业给了他前往上海施展才华的机
会。对女主角巧珍而言，上海的
包容让她的善良勤劳与坚韧都有
回报，她活出了更开阔的人生。
而上海对于高双星则是一场命中
的意外、艰难的考验。如何在别
人 的 名 字 之 下 寻 找 到 原 本 的 自
我，这是他在上海要面临的人生
课题。上海的存在，既打开了人
物性格延展、故事推进的空间，
也进一步丰富了原作。

中国的当代大都市有很多，为
什么是“上海”？百年来，红色文
化的引领、海派文化的赋能、江南
文化的滋养，使上海这座光荣之
城、人民之城、人文之城的独特气
质和神采得以不断彰显。面向未
来，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
展先行者，上海更要加快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从而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
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海纳百
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
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

包容”的城市品格，是上海之所
以是上海的本质属性，也是上海
未 来 不 断 创 造 新 奇 迹 的 内 在 动
力，更是经历漫长的困顿和挣扎
后，青年们循着时代潮流落脚上
海的根本原因。

以高加林的人生之路走到上
海为例，上海实际成为那一代青
年人接受人生挫折的拷打与磨砺
后，通过自我奋斗和不懈努力逐
渐实现理想的起航地。高加林出
生在陕北高家村一个贫苦家庭，
从 小 渴 望 通 过 知 识 文 化 改 变 命
运，他之所以想要走出陕北，是
不想重复父辈的生活，是对自我
突破的渴望，去争取过一种不设
限的、具有想象力的人生，这也
是高加林这个角色的魅力所在。
可以说，高加林是一个在颠簸命
运中依然充满生机、勇往直前、
顽强生长的人，他面临的命运反
复无常，是每代人的共同课题。

他在陕北经历的三次打击，也
是逐渐从莽撞走向成熟和脚踏实地
的过程。高考落榜、意外失去教师
职位、县城通讯员职位被举报……
高加林对未来的愿景一次次被残酷
现实打破，多次努力带来的却是绝
望。但他善于从绝境中找出希望的
影子，这种和无常命运较量的劲头
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经历过这些
的高加林学会了务实，他孜孜不倦
地坚持投稿，也正视黄土地上的现
实，明确了从现实走向理想应该走
切实的道路。随着时代变迁，地域
阻隔逐渐消失，社会风气更加开
放，高加林创作的文学作品获奖，
在无形之手的推动下，他得到了去
上海的机会，他抓住新机遇从此打
开了人生的新场域，时代潮流与他
的文学理想不谋而合，在时代的风
口下，高加林成功实现了个人价值，
从黄土高原远赴上海领奖，人生就
此转折，时代和上海共同改写了他
的命运。《人生之路》中，高加林最
终成为大上海的作家、《文化青年》
杂志主编，刘巧珍成为女企业家，
开了一家中央厨房供应公司。

美学上的突破——
从无到有建造一个上世

纪80年代的“人生”空间

《人生之路》 的故事背景设置
在陕北农村，却呈现出一种不同于
寻常印象的美感。

对于观众而言，距离今天越
远，假定性的生活越容易被接受；
而越是切近今天、与时代同步，一
丁点儿不真实都会被观众勘破。

《人生之路》 采取的实景拍摄方
法，既是剧组为了向路遥的现实主
义创作致敬，也是为观众的欣赏美
学负责。主创团队为了保留小说

《人生》 中原汁原味的黄土地灵
魂，几百人在路遥的老家陕西省清
涧县，耗时将近一年置景筹备。剧
中刘巧珍家开的粉店，用的是清涧
特产淀粉粉条，自古以来就是清涧
县家家户户的主要食物，是非常真
实的陕北特色。

数十年过去，黄土高原的实景
或许无法百分百还原书中描绘的苍
凉荒芜，但呈现出来的画面却是真
实可感的。上世纪 80 年代的县
城，主创团队没有选择棚拍，而是
在清涧县的帮助下，花大力气从无
到有建造了一个“宽州县城”。剧
组在陕北拍摄时遇到暴雨山洪、泥
石流、滑坡，仍坚持在当地拍摄，
为的就是保留路遥小说中的乡土
魂。同时，参与过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造型设计的陈敏正为演员还原了
上世纪 80 年代人物的造型体系，
手握金鹰奖等重要奖项的美术指导
刘勇奇实景再造了路遥所处的陕北
的风貌，清涧县城、马店小学、高
家沟的家家户户，小到茶杯、农
具，大到风雨痕迹、各家院落不同
的窑洞数量，都在逼近数十年前的
景观。摄影团队在路遥故乡深扎，
拍到极其壮阔的黄河，也拍了旁人
镜头未及的奇绝之景……剧本、服
化道、表演都在各自维度塑造着真
实，逻辑真实、历史真实、艺术真
实，共同再现了陕北高原的浑厚和
苍凉。

《人生之路》的方言设计也十分
为人称道。在陕北，老一辈没有想
过走出去，终生都在土地里刨挖，因
此操着地道的陕北方言。巧珍内心
向往文化知识，但读书有限，她为了
贴近高加林，努力说陕北普通话。
黄亚萍是从大上海空降黄土高坡的

“理想之花”，又是学校的播音员，说
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标准普通话……
这些是基于人物性格的语言设定。

诚如导演阎建钢在谈到创作初
衷时所说：“如果说当年高加林的
故事之所以影响中国，源自作家极
其真实、诚实地直面了青春课题，
深受他小说影响的那代人有许多已
成国家栋梁，这些人的血液里都有
路遥《人生》的文化基因；那么如
今我们再度求解人生之路，则因为
对青春话题的探讨是个永恒热点，
每个人的青春决定着一个民族、国
家的明天，我们需要与今天的年轻
人建立起新的关于青春、挫折、奋
斗的共鸣。”在踏上新时代新征程
的今天，电视剧《人生之路》备受
瞩目，除了拓宽小说历史价值外，
还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焕
新
﹃
人
生
﹄
记
忆

续
写
《
人
生
》
辉
煌

—
—
电
视
连
续
剧
《
人
生
之
路
》
及
其
启
示

李

舫

1982 年，作家路遥的
中篇小说 《人生》 一经面
世，便引发读者强烈共鸣，
一时间，洛阳纸贵。在这部
小说的最后一章，路遥留下
了这样的标注：“并非结
局。”这个开放式的结尾，
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
间：在经历了痛苦与选择之
后，回到故乡的高加林会过
怎样的一生？41 年之后，
由知名导演阎建钢执导，陈
晓、李沁领衔主演，正在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
金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

《人生之路》 给出了答案，
也提供了经典小说影视化改
编的新思路。

朦胧中，满头白发的陈望道
仿佛重新回到了故乡——浙江义
乌分水塘的老屋。1920年春，29
岁的他在这里将 《共产党宣言》
的全文翻译成中文。屋舍桌凳和
油灯依旧，他感慨万千……这是
正在上映的影片《望道》片尾的
一组镜头。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自
1848 年问世以来，全球先后出
版约150种文字、近3000种不同
版本。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
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
言》 在上海一个印刷所正式问
世，《共产党宣言》 成为中国共
产党人信仰的起点，影响了一大
批仁人志士和革命先驱。陈望道
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传播
者之一，也是思想家、语言学
家、教育家。电影《望道》以陈
望道生平为核心，将其与挚友陈
独秀、妻子蔡慕晖以及众多亲
友、学生的事迹娓娓道来，讲述
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群有
志者坚守真理与信仰的故事。

导演侯咏介绍，主创团队在
开拍前做了许多功课，他本人寻
找、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光是
相关文献和书籍就有两大箱，网
上下载的文章有近百篇。他还和
主创们一起上党史课，去上海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复旦大学
资料馆等地走访。这些工作使主
创感知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和影片
中人物的气质，“为电影创作找到
了支点”。

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
时废寝忘食，误把墨汁当糖蘸，
留下“真理的味道是甜的”的佳
话。这场戏是影片的重中之重。
起初摄制组没有用真墨汁，而是
用蜂蜜、食用色素等调制了道具
墨汁，但实拍时发现效果不好。
刘烨主动提出用真墨汁，墨汁有
刺激性味道，但他强忍不适，在
现场做了多次尝试，断断续续吃
了23个粽子，最后终于找到了合
适的表现方法。虽然好几天嘴里
都有墨汁味儿，舌头发黑，但他
觉得很值得。

刘烨说，陈望道有两点非常
吸引自己，一是对共产主义信仰
的毕生坚持，二是爱憎分明。陈
望道后来长期担任大学校长，表
情、仪态常常很严肃庄重，但跟
学生在一起，他总是笑得很开
心，刘烨觉得“这是因为爱”。影
片也表现了陈望道的“憎”：面对
反动派，他多次不顾自身安危去
保护学生们，那时他的愤怒“仿
佛一点就炸”。刘烨非常喜爱和
敬佩陈望道：“他的才能丰富多
面，他不但是革命者、学者，还
能 文 能 武 ， 擅 长 演 奏 多 种 乐
器。”影片中有一场陈望道打拳
的戏引人瞩目：翻译《共产党宣
言》 时遇到难点，他就去练拳。
苍翠山坡的大岩石上，白衣飘飘
的陈望道把一套拳打得行云流水
又刚健有力，最后是一个稳稳的

“金鸡独立”。这时他脑海中忽然
灵光闪现，马上往家跑，提笔写
下了自己满意的译法。

摄制组特意招募了多所大学
的学生饰演片中的学生，这样的
群演让影片中的青春群像格外具
有跨越时空的动人力量。同学们
一起唱《送别》送别被迫辞职的
校长经亨颐和陈望道等老师的那
场戏感人至深。现场拍摄时，同
学们的歌声一起，侯咏感到自己
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热流。“电影
里这些年轻人对革命理想的追求
深深打动了我。影片渗透了我们
对革命者和先贤的崇敬，希望观
众们能感受到。”

《望道》公映

信仰不灭 真情动人
本报记者 苗 春

▲剧中，刘巧珍（左，李沁饰）鼓励高加林（陈晓饰）坚持写作。 出品方供图

▲剧中，黄亚萍（左，张嘉倪饰）与张克南（刘润南饰）渐行渐远。
出品方供图

▲刘烨在电影《望道》中饰演
陈望道。 出品方供图

▲剧中，陈秀礼（左，郭晓婷饰）和高双星（王天辰饰）相爱了。
出品方供图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的小说《人生》单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