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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心超越的地方心超越的地方““在远方在远方””
□□高小立高小立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电视剧《在远方》的主题、立意、艺术

特色，不妨说这是由申捷担任编剧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的

2.0版。一样的草根小人物励志创业故事，一样的改革开放大

时代下的中国梦，一样的情感、温度和接地气的表达。《鸡毛

飞上天》里的陈江河，从“鸡毛换糖”“进四出六”简单以物易

物的卖货郎，到逐渐认识到“陈家村外有义乌，义乌之外有中

国，中国之外有世界”，通过小人物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做大做

强的经历，书写了当代浙商的一段励志传奇。同样，电视剧

《在远方》中的姚远，作为一个东藏西躲的“黑快递”，其人物

经历与陈江河当年经历打击投机倒把的情节何其相似；姚远

身上草根英雄的狼性、勇气、韧劲与陈江河的性格又是多么

接近。他们的成功既出自个人努力，又离不开改革开放大潮

的助推和国家政策对个体、民营经济的惠泽。但如果只是情

节铺陈、人物塑造的简单复制，就违背了艺术创新的理念。好

编剧绝不会重复自己，看似都是小人物的励志创业，《在远

方》的格局更大，时代和人物命运粘合的更强，可能也因申捷

对这部剧激情灌注的更多。《在远方》在现实主义的坚守中多

了些许理想色彩，以更加深邃的时代观察和强烈的人文精神

实现了2.0升级版的《鸡毛飞上天》。

《在远方》在浓郁的小人物励志氛围中，植入了都市商战

剧的时尚元素与国际视野。姚远与刘云天从外在着装、语言、

面部表情，到内在性格、理想情怀和发展理念，都有着巨大反

差。姚远作为快递行业的草根代表，与刘云天代表的互联网

知识精英，在相爱相杀、恩怨情仇的剧情推动中，诠释了冷酷

资本与温情人性之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斗争与妥协。

电视剧《在远方》最大的艺术突破就是没有给剧中故事轻易

画上一个句号：关于改革开放是个人励志成功的终点，还是

领头雁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的起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原则

性与传统中国讲究的人情味该如何取舍；企业做大做强后的

独立性与资本逐利性之间的矛盾孰是孰非……如果说，《鸡

毛飞上天》是一部现实主义草根逆袭的励志电视剧，那么，

《在远方》中小人物永不言弃的励志则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

和浪漫主义人文情怀。

编剧申捷总是能写出人性的深度。资本是冷酷的、嗜血

的，但人性是有情感、有温度的。路晓鸥在华尔街见证了2008

年金融危机下资本的冷酷无情，无论公司职员付出多少年心

血，无论职员一家老小如何嗷嗷待哺，资本永远选择以一张冰

冷的辞退协议书来确保自己的平安。事实上，这场危机致使资

本主义经济学专家都在抨击华尔街的自私贪婪，甚至一向以

不干涉资本市场为圭臬的美国政府、美联储都在事后作出强

烈的政策干预。所以说，《在远方》所体现的对姚远个人英雄主

义和理想主义的深层次解读，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终目

的，那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在社会阶层板结凝固下

使富者恒富、贫者恒贫。这一次，《在远方》在现实主义电视剧

创作上扎得更深、走得更彻底。

无论是面对非典还是金融危机，尽管路晓鸥一再劝说姚

远通过裁员来躲过灾难，但他依然选择通过走钢丝的逆势扩

张来保住基层快递员兄弟们的饭碗。刘云天通过资本运作收

购远方快递后，一夜间成为亿万富翁的姚远却没有感到一丝

快乐。在现实中，创业成功、风投介入、资本收购、股权变现，

实现人身自由和财务自由，这是多少创业者梦想的终点。但

是，倔强的姚远却破冰前行，二度创业，又竖起了自己的“新

远方”风帆，再度启航。他选择去美国读商学院，花1000万巨

资请国外专家搞市场调查，目的就是使快递行业所代表的实

体经济在壮大后不再成为资本血盆大口下的猎物，而是成为

那些和他当年一样的草根兄弟的依靠。其中有真实的艺术再

现，更有主创带有强烈理想主义的艺术加工。这种理想主义

还体现在剧中快递物流行业最终与互联网行业携手，击败了

以刘云天叔叔为代表的国外资本的恶意收购。资本没有国

界，但企业家却是有国家、民族立场的，大是大非面前，在改

革开放中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不管他们之间如何竞争，

当国家民族利益面临威胁时，他们总是以血浓于水的情怀共

同应敌，这在中美贸易战的当下有着强烈的现实观照意义。

创业题材剧能把事业线和情感线同时写好而不失衡很

难得。作为一部大男主题材电视剧，《在远方》在女性塑造和

情感戏上也力求突破。马伊琍饰演的路晓鸥、梅婷饰演的刘

爱莲与刘烨饰演的姚远貌似是“三角恋”的老套路，三人分分

合合，但分合皆有逻辑支撑，没有落入俗套，更不狗血。姚远

忍痛离开路晓鸥后接纳了处于危难中的

中学同学刘爱莲，尽管刘爱莲知道姚远对

自己呵护有加，对她与前夫的女儿视同己

出，可爱莲始终无法走进姚远内心，于是

她毅然割舍了这份情感，成全晓鸥与姚

远，但她对晓鸥没有仇恨，自己也没有自

艾自怜，反而自强自立，接手老家的纺织

厂，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也找到了真爱。路

晓鸥身为上海在地女孩，一个心理学硕

士，却爱上了喜欢坐在高处吹着口琴、唱

着《海阔天空》、望着远方的快递小伙儿姚

远，除了姚远那双深邃的大眼睛令其怦然

心动外，更多的是姚远身上那股永不服输

的狼性、那种有棱有角的男子汉性格，这

是其周围男人身上缺乏的，所以她不顾一

切地爱了。但是，当她发现彼此在事业理

念上的冲突后，在无法说服自己做一个天

天等着丈夫回家的太太时，她又毅然放飞

自我，离开姚远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在

远方》中以刘爱莲、路晓鸥为代表的女性，

不再是传统大男主电视剧情感戏中的附庸和点缀，她们自尊

自爱自强，不再困守于小情小爱的樊笼，而是在更广阔的天

地中做自己，使一部大男主戏中的女性角色毫不示弱，情感

戏也直抵人心。

该剧人物塑造整体都好。除姚远、路晓鸥、刘爱莲外，配

角刘云天、霍梅、路中祥也是从内到外地丰满。语言也特别，

既出乎意料又合情理。仅举一例，晓鸥从塌陷的顶棚下被找

到后，姚远把她抱在了怀里。两人分别时，晓鸥问姚远说，你

刚才找我时是不是哭了，姚远说，是雨太大了，没哭！晓鸥回

了一句，我也没哭！实际上两人都哭了。这既是情感的一种表

达，也是对两人性格的准确刻画。还有剧中的一些道具如口

琴、手环的使用，场所地下室、非典小院的设计等，都恰到好

处地起到了烘托情感和勾连人物关系的作用。

剧中反复出现的《海阔天空》《流浪者之歌》两首歌曲有

着强烈感染力。《海阔天空》作为Beyond乐队一首耳熟能

详的粤语歌曲，已跨越地域、语言阻隔，成为华人世界整个

“70后”“80后”最喜爱的励志歌曲，“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

笑，从没放弃心中的理想”这句歌词，就是以姚远为代表的

创业者艰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之写照；而《流浪者之歌》作

为世界名曲，前三个部分充满压抑、忧郁、哀伤的旋律，一如

姚远因车祸失去父母而悲伤的童年、忧郁的青少年时期内

心深处的自卑，亦如其创业初期所历种种人生磨难时的心

境写照，但是，《流浪者之歌》进入第四部分却曲风突变，旋

律犹如草原奔驰的骏马、天空翱翔的雄鹰，快乐中透着无比

自信。这正是暗示路晓鸥运用心理学治愈了姚远童年的心

理阴影，让他找回了自信与自我，也寓意了姚远在事业上最

终的成功。该剧是一个开放的结尾，这首歌曲终将唤醒剧终

躺在病床上的路晓鸥。

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

穆朗玛峰艰苦卓绝的过程，谱写了共和国几代人

的壮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电影《攀

登者》选取这一题材进行创作，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很有识见，同时，影片在立意与美学呈现

上也达到了相当高度，因此，很值得对该片的创作

实践加以分析与总结。

首先，影片真实反映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

勇于挑战拼搏、永不言输的精神，突显了主流电影

的风格与调性，其创作追求与价值取向值得肯定。

中国登山队的珠峰登顶之举是一场没有硝烟

的领土保卫战。1953年，英国登山队曾多次尝试

从珠峰靠中国的北坡一侧登山，均告失败，此后，

全球的登山队就皆选择了从南坡攀登珠峰。

1953年，由一位尼泊尔籍的英国向导与另一位新

西兰探险家组队登顶珠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

支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队。1960年前后，国际社

会因中国人还没有登顶过珠峰而时常质疑中国对

珠峰的主权。于是1960年3月，中国组织登山队

计划从珠峰北坡攀登以赢得谈判主权的时间。5

月25日，中国登山队终于成为了世界第一支从北

坡成功登顶的队伍，遗憾的是，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却未留下任何影像记录。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

次准备登顶珠峰。选择这一时间登峰还有一个特

殊背景，即1975年日本登山协会宣布田部井淳子将于5月登

峰，向“世界上第一个登顶珠峰的女性”的殊荣发起挑战。这种

情势下，中国登山队毅然上阵，挺身而出。5月27日，中国登山

队9名成员克服千难万险，终于从北坡登顶成功，这次成功不

仅再次证明了中国人可以登上珠峰，更重要的是为捍卫国家主

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同时，征服珠峰

的背后也有着特殊时期中国向世界展示国家面貌、彰显国家力

量的强烈心理驱动，这对新中国与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

巨大鼓舞，那种为国家利益甘愿奉献、牺牲的家国情怀在此片

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此次登顶成功为中国登山队找到了1960年即成功登顶的

证据，使“中国人最早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被世界公认，此

外，此次登顶还为中国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如女性

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中国人首次以渤海为海拔零

度，用更专业的设备给珠峰测定了新高度等。此外，

在珠峰还开展了多项极具价值的科学考察活动。另

一方面，当时的现实背景是国家的经济状况、综合国

力与世界发达国家比相距甚远，就连登山队员补充

热量的巧克力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国登山队的装备

及后勤保障、组织协调等工作均未达到专业水准。

也正因如此，中国登山队的胜利又一次激励了千千

万万的中国人，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词句广为传颂。《攀登者》的监制

徐克曾表示，攀登者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要让“攀登精神”继

续传承下去，就像那架留在“第二台阶”处的中国梯一样。影片

通过人物设置、故事编排、大量资料镜头的再现，较真实完整地

还原了中国登山队第二次登上珠峰的过程，弘扬了攀登者的英

雄气概，这对砥砺奋进中的中国人来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攀登精神、拼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

宝贵精神遗产，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将其发扬广大，传承

后人。

然而，要在规定时间内驾驭好这样一个题材挑战极大，主

创团队以攀登者的精神怀着高度的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创作，使

影片完成度较高。全片125分钟，气势恢弘、场面惊爆，几无松

懈点。片中有两场戏我认为十分精彩。一

场是吴京饰演的方五洲带领队员冲顶珠峰

时遭遇了大雪暴，刚扎下的帐篷被掀翻，队

员们连人带物被吹出几米远，有的队员还

差点被帐篷形成的风伞带走。危难之际，

全体登山队员拼成一道铁梯，同心协力抗

击狂风暴雪。该场戏剪辑流畅、险象环生、

极具张力。另一场戏是井柏然饰演的李国

梁带队进行二次冲顶，在成功到达第二台

阶时，前方队员却失足跌落，飞出的氧气瓶

直接砸在了李国梁脸上……李国梁晕倒后

顺着雪山下滑，由于滑速过快，人力无法制

动，李国梁飞出悬崖，接着又被回力撞向了

巨岩……最终李国梁为了不影响整个行动

计划，断然割绳自坠。整个过程节奏紧张，

十分揪心感人。

由于主题与题材的巨大感召力，该片

演员阵容强大，演员们相对圆满地演绎出了这些登山英雄的心

路历程与独特性格。为塑造好角色，章子怡在现场体验生活时

迎着暴风雪练习眨眼，在高寒天气中反复练习台词；吴京在

2019年年初就到达岗什卡雪峰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专门训

练，学习怎样使用冰镐，怎样刨冰壁、爬雪坡等，中间经历了缺

氧、生病等困难，却并没有退缩；演员张译在赤脚拍摄搭人梯的

那场戏时，因鞋上有冰太滑，情急下干脆就赤脚攀登……此外，

在拍摄过程中每位演员还需身背行囊与氧气瓶等装备登山，这

些设备约17公斤重，在高原感觉比平常还要重几倍，若无信念

与毅力的支撑是很难坚持的。正因演员们勠力齐心，才使得该

片的众多群戏中每个人物的形象都被塑造得丰满生动，而未被

淹没在惊险的场面与动作戏中。

略显不足的是，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过程充满了爱国

情、兄弟情、战友情、民族情等，可渲染之处很多，但影片却将过

多笔墨花费在了男女爱情上，“撒味精”式的商业片处理方式没

能在更高层面深化影片主题、丰富影片内涵。由此，笔者不禁

想到了由高仓健主演的日本电影《南极物语》，这部影片对严酷

环境中人与动物的生存状态采用了近乎纪录片的表现手法，没

有刻意煽情的商业噱头，却以25亿日元的成本创下了59亿日

元的票房纪录并保持了15年之久。这是值得中国影人学习与

思考的。尽管如此，《攀登者》仍然在近年来的国产同类型影片

中达到了新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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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纪录片《田野上的大学》：

三代科学工作者的农业梦
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

片中心拍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出品的纪录片《田

野上的大学》于国庆期间在央视首播。该片回顾了中

国农业大学老中青三代科学家响应中央号召走出书

斋，历经近半个世纪扎根河北省曲周县的“千年盐碱

地”进行土地治理试验，以解决中国粮食生产危机并最

终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全片分上下两集，共100分

钟，历时一年零两个月摄制完成。主创团队深入探访

了改土治碱时期的亲历者，以声情并茂的珍贵影像真

实还原了跨越46年的感人故事。

“这是一个漫长但很精彩的故事。”片中主人公之

一、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石元春院士表示，“纪录片很好

地体现了奉献为民的曲周精神”。1973年，为响应周

恩来总理作出的“合理开发利用北方干早半干旱地区

水利资源”的重要指示，中国农业大学派出以青年教师

石元春、辛德惠等人为首的治理小组进驻曲周县北部

盐碱问题最为严重的张庄村，建设治碱试验站，并通过

县校合作拉开了此后长达几十年的曲周乃至黄淮海平

原的盐碱地治理序幕，其治理成果不仅彻底改变了曲

周县的农业面貌，经验更被推广至全国1911个县，

1993年课题组还因此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

奖。2003年，农大的张福锁院士作为曲周实验区的第

二代领军学者，又带领王晓奕、杨燕玲等新一辈科研人

员以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新模式为探索目

标，再一次将农业科技送进了农村。

“46年来，曲周人民都是这所‘田野上的大学’的

受益者、见证者和支持者。”该片总导演张同道表示，片

中记录的这些“大写的学者”及他们的故事，在他的心

中“塑造了一座高山”，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意义不仅在

于再现了一所大学与一片土地的传奇，摄制团队更想

通过真实的记录，深刻地展现中国三代农业科学工作

者将“梦想种在大地上”，无私奉献、科学报国，谱写中

国农业未来的崇高精神。

（路斐斐）

广 告
叙 事
同情所有夜晚有光的人（中篇小说）…杨仕芳
复活（中篇小说） …………………… 王喜成
小说二题（短篇小说） ……………… 张 炜
关于小说的两个问题（创作谈） …… 张 炜
杀年猪（短篇小说） ………………… 周云和
霜华（短篇小说） …………………… 晓 秋
包袱（短篇小说） …………………… 梁 弓
品 相
我遥远的丹桂房（外一篇） ………… 海 飞
麦子和稗子(外一篇) ………………… 邓文静
夜访二贤庄 ………………………… 马步升
汉 章
阳光正好（诗七首） ………………… 青小衣
独自摇曳（组诗） …………………… 杨 通
短歌行 ………… 李欣蔓 任怀强 黎 阳

郭 静 陈宗华 牧 青 高亚斌
视 界 圆桌：川派文艺评论

……………… 李明泉（主持人）
精 品 傻瓜吉姆佩尔 ……………………… 艾萨克·辛格

相信的力量 ………………………………… 艾 伟
现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朝阳中的大上海 ……………………………………… 王 火
流水对账 ……………………………………………… 鄞 珊
房舍变迁记 …………………………………………… 江剑鸣
我是这样长大的 ……………………………………… 张景怡
劳动万岁 ——15名70后中国工匠的诗与远方 …… 凸 凹
征文·“我们的这一天”
国门哨所乃堆拉山 …………………………………… 罗 鸣
扶贫记 ………………………………………………… 钟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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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头 条 鹳草洲葬礼 ……………… 余静如

中 篇 困梦者 …………………… 谢青皮

短 篇 花球闪烁 ………………… 西 维

半场（外四篇） …………… 岑燮钧

诗 歌

首推 又是（组诗） ……………… 阿 华

精选 自然之歌（组诗） ………… 伊 甸

王的十二背后（组诗） …… 慕 白

往事（组诗） ……………… 沉 河

怀念与随想（组诗） ……… 虞素琴

上下与追索（组诗） ……… 张连文

春之声（组诗） …………… 崖丽娟

译诗 马伊诗选 ……………… 董继平译

散 文
在场 古诗小记（五则） ………… 杨献平

怀人三题 ………………… 赵 霞
风物散鉴 ………………… 阎受鹏
烟火人间 ………………… 南慕容
稼句先生印象记（外一题）… 童银舫
面食图腾 ………………… 刘云芳

甬城笔记专栏
为林逋卸妆 ……………… 柯 平

科幻叙事 失格 …………………… 廉 荆
评 论
名家刊评 听，生活和文学的秘响 … 李德南
甬上作家 破解华夏生命长河的密码

…………………… 鲍静静
宁波市文学期刊联盟优秀作品选

许春英 …………………… 李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