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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宣部宣教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等单位创作摄制的家风主题电视系列剧

《家道颖颖》，主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注重家教家风、弘扬中华传统家庭美德，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

展开。该系列剧第一部《回家》在央视综合

频道首播后，又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和若干

地方卫视重播，收视率多次在全国同时段

电视节目中名列前茅，受到观众广泛好

评，取得良好口碑。

作为《家道颖颖》第二部的《等着我》，

4集体量的故事并不复杂。剧集据真实事

件创作，讲述一位84岁的老人张成人（原

名王成人）历时74年“寻母”的故事。抗战

胜利前夕，张成人的父亲——一位八路军

交通员在递送情报时不幸牺牲，母亲冒着

生命危险接替父亲完成了任务，却再没归

来。母亲临行前将儿子以学戏拜师为名实

则“过继”给戏班里的地下交通员，因分别时母亲那句“等着

我”的约定，才有了张成人74年的苦苦追寻。在漫长的人生

岁月里，张成人牢记父亲“好男儿自食其力站着生，大丈夫

以身许国不畏死”的遗训，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荣立战

功，复员后隐瞒战斗英雄身份，放弃国家安排的工作成为一

名矿工。为收养3名矿难遇难工友的孩子他终身未娶。3个

儿子及孙子辈在良好家风的沐浴下成长，“自食其力站着

生，以身许国不畏死。”大儿子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为掩

护战友牺牲，老二工作在高风险的珠海抢险工程队，老三是

一名勤恳朴实的矿工，与父亲同住，视养父张成人为重生父

母，报本反始，精心伺候。孙子们有的成为消防队员，有的作

为医生奔赴抗击新冠疫情的前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是时代的宏大主题。对于表现这一主

题的创作来说，首要的是寻找到好的故事，将“初心”诉求化

为观众感动。这是一个艰苦的创作过程。《等着我》好就好在

故事形态好。剧集故事取自真人真事，但不同于单纯纪实的

是，剧集以真实历史细节为基础，采取了纪录片和剧情片相

融合的表现形式。《等着我》以“寻母”为主线串起几个历史

时代，展现了多样化的生活场景，通过讲述张成人坚守父亲

留下的家训，将普通人的命运与历史时间节点紧密联系起

来，生动地表现了家风与个人、与社会、与国家命运之间的

互动关系，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剧中人

物无私的大爱真情，以及接地气的浓郁生活气息，镜头推摇

之间催人泪下、引人向上。剧集之魂是一个清晰地、有张力

的贯穿全剧的主线索，就是84岁的主人公寻找失散74年

的母亲。谁都以为不可能，而又都想了解悬念的结局，形成

欲罢不能的观剧期待，让观众分享着故事的魅力、张力、泪

点、看点。古往今来“寻母”的故事不计其数，《等着我》却是

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寻母故事。主人公张成人的父母是为民

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前辈。他们或为革命壮烈

捐躯，或因革命忍痛别子。张成人作为烈士遗孤，无论是以

后参加抗美援朝，隐去战斗英雄身份去当矿工，以及一生收

养3位矿难工友的孩子，都源于他的“初心”：不忘父亲的话

“好男儿自食其力站着生，大丈夫以身许国不畏死”，剧集成

功塑造了既为烈士遗孤也是革命前辈的张成人的人物形

象，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一个普通家庭里生动地诠释了“不

忘初心”的主题。

尤为可贵的是，剧集故事单纯却并不单一，呈现出的内

容十分厚重。70多年中，张成人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建设时

期，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抗美援朝战场上的

“风烟滚滚唱英雄”，困难时期矿工为国家分忧以及新时代

中张成人的孙辈们的理想、择业选择与互联网时代的生活

方式……无论是朝鲜战场的激战场景、五六十年代西北煤

矿的简陋，还是当代都市生活的繁华，都具有强烈的画面冲

击力。剧集以一条“寻母”线索串起多个历史节点，从而达到

了由简到繁，由单纯到丰富的统一。这就把一部短剧做成了

一部年代剧，因此可以说，剧集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下。

剧中另一主人公张成人的孙子孙星是一个成长型形

象。他在陪伴爷爷寻找太奶的经历中，逐渐了解了前辈的历

史，理解了爷爷。他从在商场、健身房打零工到最终选择入

伍成为城市消防队员，是一代青年在习习家风下的成长，很

容易与当代人产生共鸣共识。老戏骨罗京民、任天野，青年

演员李德龙的表演都可圈可点。剧终，张成人如愿以偿地找

到了百岁母亲，见到慈母时的百年一跪感人泣下。母亲把保

存了70多年的父亲的遗物交给他，写在发黄变脆纸上的遗

言……这些都带有现实关怀的象征意味。《等着我》剧情是

现实的也是浪漫的，这是一部以浪漫主义精神观照现实的

优秀剧集。

《等着我》的“小中见大，短中见长”似乎在当下电视剧

创作中成为一泓清流。不仅有家国情怀的硬核故事，还有生

动感人的剧情，而这部电视短剧只有4集，4集能够讲清楚

一个生动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极为难得。它使人想到改革开放初期经典电视剧《蹉跎岁

月》，该剧由长篇小说改编而来，只有4集却影响了好几代

电视人。当下一些电视剧靠“掺水”拉长篇幅引发观众吐槽。

这一点上要为《等着我》点赞，它为创作精品电视剧作了一

次示范，及时满足了重建家庭伦理的观众需求。

评 点

在不鼓励出门和不聚会的情况下，抗疫期间类型多

样、风格多元的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为人们的精神生活

带来满足与慰藉，不少百姓更是开启了“宅家追剧”的日

常模式。这其中，一些经典电视剧，诸如《闯关东》《大宅

门》《西游记》《父母爱情》等的线上线下热播，成为非常时

期里的一种别样现象，这也再次促发我们对于经典作品

的奥妙进行深度解码。何谓“经典”？在我看来，“经典”是

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其突出特质就

在于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使不同代际的受众

都能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心灵契合、精神互动、灵魂通连。

那么，经典电视剧的艺术共性和创作命门又在哪里？对

此，笔者尝试浅析一二。

精神意蕴：不着痕迹而又跨越时空

“文以意为主，意尤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做文

章如果不立主脑，其必然落得一盘散沙、失魂落魄。电视

剧创作亦然。然而，精神内核的植入和表达，绝不是浅白

的、说教的，也绝不是和内容“两张皮”的，而是要将其不

着痕迹地贯注在情节铺陈和人物命运之中，润物无声地

渗透于作品各要素中间，并抵达观众内心。正如王骥德在

《曲律》中所言，只有深谙“撮盐水中”之妙，才能成就“用

在句中令人不觉”的“一等事”。

纵观那些被人们所公认的经典电视剧，莫不是把精

神立意潜移默化地流韵在具有吸引力的“人”和“事”之

中，让观众不知不觉地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品格的光芒和

人生的顿悟。多年前的《士兵突击》就是典型一例。当时几

乎没有人能够料到，一部没有爱情、没有明星甚至没有女

演员的“纯男人戏”，能够红遍大江南北，今天仍被奉为经

典之作。更没有料到的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不抛弃、不

放弃”竟然成为影响至今的社会流行语。许三多简单的人

生信条，正是通过附着于其立体化、接地气的鲜明形象，

使观众在真心接纳人物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领略到其精

神世界和人格特质，进而使充满正能量的价值观不只作

用于军旅范围内，而是为全社会进行了精神补钙。可以

说，作品的思想主题有如此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离不开

与其人物依附体的无间融合。

与此同时，经典作品的养成还需要其精神价值的时空超越

性，即以具有普泛意义的价值内蕴作用于人性层面，令不同时

代的观众均可从中找到契合、寻到镜鉴。例如，距离首播已经

10多年之久的谍战剧《潜伏》，之所以仍然令很多观众记忆犹

新，除了紧张刺激的强情节之外，更重要的是隐蔽战线的极端

化环境，把人性的种种侧面进行了照亮和放大，而作为“人”的

这些共性特质又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因而，余则成、

翠平等植根于各自人性底色的信仰之光，使当代的各类观众都

多多少少从中看到了现实中或理想中的自己。只有在人类共通

的精神和情感上做足文章，作品才会具备经典的潜质。

生命况味：故事是生活的隐喻

从古至今，经典故事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其中的情节建构暗合着某种深层的社会结构与逻辑、人物

命运照应着某种普遍的人生图式与密码。编剧罗伯特·麦基在

其享誉世界的《故事》中讲道：“故事大师对事件的选择和安排

即是其对社会现实中各个层面（个人的、政治的、环境的、精神

的）之间的互相关联所做的精妙譬喻。”作为荧屏故事的电视剧

也是如此，好作品应当能让观众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映照出真

实的生活情状和人生体验。

具体来讲，优秀电视剧中常常散发出的生命况味便是“生

活之隐喻”的集中体现。比如，被誉为我国“农村剧三部曲”之一

的《篱笆·女人和狗》中，有一个面容沧桑、不苟言笑的典型中国

农民形象——茂源老汉。面对儿女们“家家那本难念的经”，他

费尽心机也难“摆平”；遇到自己晚年生活的情感寄托，他在世

俗眼光中考虑再三也不敢“任性”；虽然那只狗儿“花妞”与他形

影不离，却更反衬出他的落寞和苦闷。从某种程度上，这一角色

所表现出的人生况味已经超越了农民群体，而是所有老年人都

会或多或少体验到的一种困顿和孤独。再如，至今仍被反复重

播甚至“翻红”于春晚舞台的《父母爱情》，江德福和安杰在爱情

和婚姻中的甘与苦、喜与怒、亲与疏，其实也是几乎所有家庭相

处模式和情感轨迹的形象写照，这种具有共通性的烟火味让作

品跨越了时空限制。

人生况味，说到底是人们对于生命所共有的某些微妙体

验，常常表现为“人人心中有，却个个口中无”。电视剧如果能把

这种难以名状的心理感受，真实而生动地外化于故事，那么作

品便有了魂魄、有了神韵，进而可以反复撞击观众心灵，并与之

共振共鸣。

人性真实：在典型性和立体性中设置两难结构

众所周知，“人”永远是电视剧的最核心元素。有魅力的人

物形象，是剧作成为经典的必备条件。若想把剧中人特别是主

要角色塑造好，不可避免地要描摹到纵深的人性层面。如何到

位且传神地表现人性？笔者以为有3个关键词不容忽视——典

型性、立体性和“两难结构”。

从某种角度而言，典型性也

就是代表性，即剧中的某位主要

人物，虽然看似一个人，其实应能

够代表一类人，应成为某个职业、

某个群体、某个圈层的“浓缩体”

或“代言人”。作为经典情景喜剧

的《我爱我家》，之所以至今仍无

可超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

人物的典型性塑造上几乎做到了

极致。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个三代

六口之家中，每个家庭成员与各

自身份高度相符的性格和气质，

使这家人成为千千万万中国普通

都市家庭的形象缩影，让观众会

心地在剧中看到自己、想到亲情、

感到温暖、品到人生。

说到立体性，实际上不少人

还对其有些歪曲的认识，误以为

给高大全的正面人物随意植入一

些小缺点、小瑕疵，便有了立体

性。其实不然。真正的立体性人物，其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

应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对立统一于人格之中，并且其缺点

是从根本上阻碍其达成目标的人格深因。同样，真正的人物成

长，也是指在不断正视、压制、修正自身缺点的过程中实现的人

格完善与提升。例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就是这样，其优点和缺

点尽管都很明显，但却是在人格深处互相依存、彼此对应的，不

论立战功还是犯错误，都是由于同一种性情元素在起作用，因

而，这一人物才显得真实可感、神完气足。

倘若表现人性的真实，就必须用“放大镜”看清人性的本来

面目，在此基础上对受众进行善的引导、恶的警示，才能更好地

发挥电视剧的社会功能。然而日常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戴着

厚厚的“面具”示人，真正面目很难被看清楚；只有在面对巨大

压力之下做出选择和取舍之时，我们才能发现一个人的人性本

真。因此，电视剧若要在人物塑造上彰显深刻与精彩，就要着力

为人物在符合情理的前提下设置一些“两难结构”，如在情与

法、情与理、亲情与爱情等貌似均有合理性的两者之间进行抉

择。整个作品的精神深度，往往就体现在对多侧面人性的客观

展现中所揭示出的崇高与伟大。

戏剧魅力：浓郁度和持续度兼备

好故事万万离不开戏剧魅力。一部优质电视剧中的故事，

则需要兼具浓郁度和持续度的戏剧性。前者用来保证在娱乐方

式日趋多元化的当下，将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有效驻留在电视

机前；后者用来保证观众对于一部动辄几十集甚至上百集的剧

作，能够保持长久的追看兴趣。

观察一部好剧可以发现，其从每个场景到每个序列，从每

个段落到整个故事，既环环相扣又无繁枝缛节，通过每场戏所

传达的正负势能之间的相互转化，循序渐进、由小至大地建构

出“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叙述逻辑，用经得起推敲的因果

联系对善恶美丑做出理性评判；也可以发现剧中人物塑造经常

在表面与内里的反差张力中，在重重压力下的纠结取舍中，在

立体深刻的多面揭示中，既展现出其情理之内、意料之外的行

为方式、命运走向，又令人信服地彰显出其品质、德行、境界的

是非高下。创作者只有在情节和人物的戏剧性营造上精耕细

作，力求其有浓度而不狗血、有奇崛而合情理，如此便具备了

“众口难调调众口，人心难得得人心”的经典之作的品质。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电视剧创作者对于戏剧性的建构，最

忌虎头蛇尾般地“瞻前不顾后”，致使很多开头别开生面的作品

最终夭折于观众口碑与收视表现，更遑论成为经典。因此，一部

电视剧的戏剧性，贵在播出过程中能够持之以恒、保持浓度不

减。纵观不同年代的优秀作品，无论是以《雍正王朝》为代表的

历史剧，还是以《大宅门》为代表的年代剧；无论是以《大江大

河》为代表的现实剧，还是以《琅琊榜》为代表的传奇剧，均将戏

剧魅力贯穿于作品始终，让观众在欲罢不能的追剧中纵享“好

戏”带来的心理满足和精神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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