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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力量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抗美援朝》：》：

走入光影背后的故事走入光影背后的故事
□□乔鲁京

影视剧汇编特别节目《记忆的力量·抗美援
朝》以20集、总时长超过10小时的体量，全景
式地表现了70年前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危难中
奋发向上、取得胜利的历史全貌。面对抗美援朝
这一重大主题，如何制作出既忠于历史、有据可
考，同时兼具可看性、并符合当前融媒体传播特
性的新型节目，是对电视工作者的挑战。作为
《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总导演，我与主创团队
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探索。

不囿于概念，在影视剧和纪录
片间“破壁”

在尊重史实前提下进行适度的艺术虚构，
是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特质与魅力所在。纪录片
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
以真实为本质属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
借鉴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叙事优势，以情景再现
的手法增强自身艺术性。但限于制作资金、专业
手法等因素，情景再现往往止步于流光碎影。有
鉴于此，在国家广电总局的指导下，《记忆的力
量·抗美援朝》在创作理念上不囿于既有概念的
束缚，兼取影视剧、纪录片所长，努力尝试打破
二者之间的壁垒。我们直接从历史题材影视剧
的口碑之作中披沙沥金，筛选叙事素材。制作团
队一方面秉持历史文献学、考据学态度，爬梳
40余部影视剧作品，最终在11部电视剧、6部
电影中撷取若干片段；另一方面，秉持纪录片严
谨的创作态度，先后采访包括志愿军老战士、名
将亲属、专家学者等在内的16位嘉宾，辅之以
必要的静物拍摄、情景再现等纪录片创作手段。

以表现志愿军长津湖战役的第六集《长眠》
为例，我们选取电视剧《三八线》中“冰雕连”壮
烈牺牲的段落后，又加入对志愿军老战士的独
家采访。当九旬老翁作为历史见证人，回忆70
年前在零下30多度的极寒中，如何身着单衣浴
血奋战时，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极大增强了节目
感染力，也使对应的影视剧段落得到新的艺术
升华。

学史以明智，融会宏大叙事和
微观叙事

显微镜下看历史的微观史学一度甚嚣尘
上，影视创作中也曾出现戏说成风、泛娱乐化的
现象，导致崇高的主题、严肃的表达往往被消
解。与此同时，小情怀、小角度切入的微观叙事
似乎更为当代人所喜爱。通过梳理抗美援朝70
年来涌现的众多影视剧作品，我们也发现围绕
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同样存在着
由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的转变，也就是既通过
细腻的微观叙事让重大主题丰满起来，从而让
抗美援朝群英谱走进今人心中，又不沉湎于细
枝末节，而是牢牢抓住历史发展的主干、凸显这
段历史所凝结的伟大精神。

《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在节目立意之初
就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要想更好地做到致敬
历史、缅怀英雄，就需要把“鉴古知今、学史明
智”作为基本的创作态度。我们为此研读了《抗
美援朝战争史》等多部经典专著，尽可能详实地
做好案头工作后，才确立节目基本逻辑框架，最
大限度确保叙事的精准、立意的严肃与高远。以

坚实的历史筋骨为基础，再去遴选相应的影视
剧片段，使那些再现的历史人物、虚构的平凡且
伟大的小人物，以及艺术创造出的诸多生动细
节，在节目中得到踏实的落脚点和恰切的历史
坐标。

以节目第一集《抉择》开篇为例，我们选取
1950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作为静物拍
摄对象，引用其中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
会议闭幕式上的致辞——“战争一关，已经基本
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过得很好，全国人民
是满意的”，从而充分展示出次日朝鲜战争爆发
的突然性。节目随后选取电视剧《换了人间》中
的对应情节，虽然出于艺术虚构，但和这一还原
历史真实的静物拍摄遥相呼应，故而在纪实与
虚构之间，形成了富有艺术张力的平衡。

全媒体思维，制作多样态“破
圈”产品

当前，移动互联网已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
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在进一步加强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同时，也构建出多元的文化圈层。在这
一全新的传播格局下，如何让《记忆的力量·抗
美援朝》这一重大主题节目“破圈”，抵达尽可能
多的受众？这首先需要我们更新理念，采用全媒
体思维，实践媒体融合。

在产品投放上，我们不仅将长视频节目在
传统电视端和新媒体视频端同步推出，更进一
步落实移动优先策略，明确长视频节目不是制
作的唯一产品，在内容上同步制作包括短视频、
音频、图文等在内的多种形态的产品，在渠道上
努力占据尽可能多的各种移动新媒体分发平
台，并根据不同平台的特点和用户属性，有针对
性地生产相应产品，进行精准投送。最终形成资
源集约、差异分发、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让
充满正能量的节目尽可能做到网上网下、大屏
小屏多渠道传播、全媒体覆盖，让更多的人通过
《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了解这段可歌可泣的
历史。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记忆的力量·抗美援
朝》用锐意创新的创作向“最可爱的人”致敬，以
鉴古知今的态度缅怀英雄、深入思考历史。我们
由衷期望通过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激昂人心、催
人奋进，引领观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在回忆里
获得力量，更坚定地走向未来。

创作谈

新作点评

由李少飞执导，马晓勇编剧，张嘉益、闫妮
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大剧《装台》正在央视一套
播出。该剧改编自陈彦的同名小说，围绕古城
西安“装台人”这一特殊群体和“城中村”这一特
殊空间，以人民为中心讲述了普通民众悲欢离
合、酸甜苦辣、用诚实劳动开创美好生活的故
事。《装台》在叙事上跌宕起伏、张弛有度，既有
感人的生活细节，又有深沉的思想意蕴；既有真
诚的社会讽喻，更有温暖的人性关怀。在人物
塑造上则是将五行八作、各色人等刻画得入木
三分，在世态万象、世情冷暖中尽显“小人物”们
的心存良知和满怀希望，在苦难与奋进中彰显
人物喷薄而出的强劲生命力。该剧扎根现实、
书写人民、以小见大、不落俗套，为我国新时代
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新经验。

“装台”就是装搭舞台的活儿，一般由进城
农民工组成的队伍来做。一场演出，做饭的给
下苦工的装台，下苦工的给上场演出的装台，演
员给投资人装台，而投资人说到底还是给观众
和老百姓装台，循环往复，最终“人不管做什么，
都是在给别人装台，你服务我，我服务你”，由此
结成一张细细密密的社会大网。可见，剧名《装
台》本身就是寓意深刻的意象——现代化建设
的大舞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舞台，
是靠用诚实劳动和聪明才智创造美好生活的亿
万人民群众来搭建并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的。
《装台》的叙事主线有两条，一是以装台职业为
轴线延展开来，并迁徙至城市乡村各个角落、各
类演出的装台故事；二是以刁大顺及其弟兄们
的家庭生活为轴线发散开来，并延伸至城中村
各家各户乃至整个社会情状，这决定了《装台》
有着极丰富的生活细节和极广大的社会视域。
在叙事语言上，该剧保留了原作特色，采用了大
量口语化、方言俚语化的台词，秦腔作为体现西
安文化和人物情绪的核心意象，更是在剧中多
处抒发人物苍凉而又倔强、义气而又血性的激

越呐喊，如翟团因经费困难一个人在接待室唱
“无银钱，把英雄困倒”，顺子在蔡素芬出走后躺
在床上听“莫非她讨厌这深山密林,又莫非她嫌
我家道清贫”等。在叙事空间上，该剧特别选择
了城中村这一特殊的城市空间，它既有农村的
习俗、生态、文化和管理方式，又有城市新文化
的交流、交融与整合，住在这里的人既是市民，
又是村民。这真实而又典型地再现了新时代

“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独特的社会情状。《装台》
没有将西安塑造为现代化的欲望都市，也没有
将城中村作为简单的落后之地，而是以客观的
审美态度呈现了历史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交
汇、融合，真实地刻画、展现了这个充满烟火气
息、人间味道的“小世界”。

在叙事内容上，该剧不避粗俗而又不低俗、
不尚唯美而又很接地气。其中，有对社会现实
的真诚针砭，如剧团编制的铁主任对农民工进
行人格侮辱、克扣工钱，困境中的秦腔团为接待
领导抓人看戏，造成“台上演戏，台下也演戏”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窘况；有对日常生活琐碎的描
绘，如剧中多处展现“吃”的情景，民以食为天，
装台队每次拿了工钱便一起去二代的餐馆里吃

油泼扯面，窦老师盼着顺子一块去吃辣子蒜羊
血，蔡素芬为辛苦做活的顺子做一碗手擀面，还
有肉夹馍、老鸹撒、荞面饸络、馒头夹辣子等，食
物体现着浓浓的地域风情和人物的情感记忆；
也有对人生种种困难与不如意的真实展现，如
顺子前两任妻子的离去，大女儿刁菊花的暴躁
不懂事，秦腔团永远发不下的补助、装不上的暖
气，二代捐了100万也没能实现的主角梦，还有
窦老师、大雀儿、刁大军的猝然长逝……所有这
些，都直面人生，开拓未来，促人奋进。该剧的
绝妙之处，正在于并未因对苦难的深刻描写而
落入苦情戏的俗套之中，而是通过对叙事节奏
的巧妙把握，在一张一弛、跌宕起伏间让观众感
受沉重现实中那些温情而美好的生活亮色，给
人以克难奋进的精神力量。在遭遇“家庭大战”
后，顺子骑着三轮载着蔡素芬徜徉在田间街头，
生活中的鸡飞狗跳被眼前的舒心与惬意所冲
淡；秦腔团进京汇演，车队路遇碰瓷被人讹钱，
但进城后又遇上好心的警察，一路护送他们到
演出地点；哥哥刁大军风光一时却败光钱财因
病去世，但他最后的时光有亲朋照顾陪伴，侄女
刁菊花也与二代成婚，诞下了新的生命。生活
磨难与琐碎里蕴含着暖暖的人间诗意，低劣压
不倒崇高，葬礼伴随着婚礼，死亡迎来了新生，
虽是家长里短的小故事、日常打工的小情节，却
呈现出一种拨云见日的大开大合的气势。总的
来说，《装台》叙事语言生动，叙事空间独特，叙
事内容以小见大，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其由细微
处入手营造出一种新时代人间百态的社会大气
象，在世情悲欢中尽显平凡生活的温暖亮色。

《装台》还精细入微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
动的“小人物”。这些人物分布在顺子工作与生
活的周围，他们既有着鲜明的个性，又透露出某
一群体的普遍特征，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与
顺子一起装台的农民工中，大雀儿力气最大、干
活最卖力、吃得最节约，他如陀螺般一刻不敢停
歇，只为能赚够医疗费给女儿丽丽植皮。墩墩憨
厚耿直，装台就是为了能娶媳妇、生孩子，可惜村

里的聘金一年年长，墩墩买着彩票，想象着自己
能有朝一日解决所有问题。还有一心追着蔡老
师来装台队的三皮，以及油饼、麻刀、猴子、转转
等，他们既有自身鲜明特色，又共同映射出装台
农民工吃苦耐劳、善良敦厚、乐观感恩、勤俭节约
的质朴品质与善良人性。《装台》一方面讲述了小
人物自身的苦难、生活的不易，强调他们在艰难
中前行的生存状态；一方面又将他们放置于复杂
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折射出小人物人性的
责任担当和平实品格。剧中的装台人虽然渺小、
平凡、困苦，但他们从不放弃自身生存的韧性与
耐力，以及对其他生命的托举与责任。剧中反复
出现装台人为演员推布景的情节，他们站在舞台
上那些万众瞩目的人的背面，是光鲜亮丽、滚滚
向前的世界中的一颗小小螺丝钉，他们作为永远
不被看到的幕后英雄，坚守着自己做人做事的原
则，体现着社会的正能量。

在装台工作之外，顺子的家庭生活则展现
出更为丰富的人生百态，鱼龙混杂的城中村有
最早实现富裕的黑总、收租子的八叔、开小超市
的八婶、开诊所的医生，还有因家庭变故来到这
里的蔡素芬、缺乏母爱的刁菊花，以及偶尔从外
面回来的暴发户刁大军、大学生韩梅等。剧中
不仅表现出这些人物尚存自私、懦弱、嫉妒等缺
点，也描写了他们精神世界深处人性的真善美，
挖掘了每个人最有价值的一面。如八叔年轻时
与女房客不清不楚导致离婚，他原本开着麻将
馆、一身江湖气，到老却看破人生去秦岭修行，
最终与八婶和好如初。该剧还在原作基础上对
刁菊花这一人物做了较大改动，设置了二代和
谭老板两位追求者来柔化与丰富这一角色，刁
菊花在孕育一个新生命的过程中逐渐懂得如何
去接受爱、表达爱，逐渐从暴躁歹毒转变为平和
善良。《装台》中没有十足的恶人，也没有十足的
完人，每个人都要与自己的痛苦烦恼和解，在人
生成长的过程中不断修炼，摒弃假恶丑、追求真
善美，这也是该剧人物真实丰满、鲜活深刻的奥
妙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文艺创作要“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
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
反对和否定的”。《装台》的核心人物刁大顺具有
极其丰富的人性特征，他是新时代市民与农民
两相结合的一个缩影，是贫困、疾病、懦弱、善
良、仁爱、正义、坚韧的综合体，每个人都能在顺
子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顺子姓刁，但他从不
刁横狡猾，面对无理取闹的大女儿，他只会气急
了吼一句“啥东西！”面对心计满满的铁主任，他
也只能点头哈腰，为的是给装台弟兄们揽上活、
讨到工钱。他富有怜悯之心，收养小黑狗、照顾
独居的老师、为遇到困难的亲朋想办法，他不仅
从不贪图、剥削他人钱财，还常常解囊相助，使
自己陷入困顿。顺子的人生从来与“顺”无关，
但他在面对苦难时却又表现出超强的韧性与善
良，家庭的贫困、女儿的任性、妻子的出走、大哥
的疾病都没能让他一蹶不振。顺子总是一次次
迎着困难调整方向、继续前进，久而久之，仿佛
再大的磨难、再多的挫折也阻碍不了他顽强地
生存，奔向美好的未来。千千万万的“顺子们”
正是在诸多困境中坚持不懈地奔向美好生活，
他们历经磨难却又坚忍不拔，这不正隐喻着中
华民族在苦难中复兴的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精
神吗？顺子的反面则是冷漠、恶毒、自私的铁主
任，他看不上这帮农民工，动辄调侃、辱骂，却又
要靠着装台人做活来完成演出、赚取回扣。同
样是给农名工揽活，铁主任为碎银几两堕向了
人性之恶，顺子却始终秉持内心的仁义与大
爱。在铁主任“趋利生存”的映射下，顺子“坚守
道义”的生活方式更能体现其灿烂的光辉。

《装台》以渺小见伟大，从细处诉真情，是一
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现实主义力
作。它直面人生的艰难困苦，却又在沉重的底
色中拨云见日地让观众看到小人物顽强的生命
力，以及他们身上人性真善美的光辉。一粒沙
可见世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舞台上，每
个人都应是如同顺子一般的“装台人”。

我们都是“装台人”
——评电视剧《装台》 □玉 箫 仲呈祥

12月9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
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
《石头开花》创作研评会在京召开。该剧由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江苏广播电视台牵头
制作，幸福蓝海等影视公司联合出品，张强任
总编剧，李少红、刘家成、滕华弢、高群书、余
淳、林柯、张多福、惠楷栋、徐宗政、刘洋等联
合执导。全剧共分为10个剧情单元，聚焦扶
贫工作的十大难题，塑造了脱贫攻坚战一线
广大基层扶贫干部群像，展现了他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不畏艰险、不惧牺牲，心系群
众、勇于担当的精神和情怀，生动反映了贫困
地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在战胜贫困过
程中迸发出的无穷智慧和力量。研评会上，
该剧主创团队、播出平台代表、专家学者、青
年观众代表围绕主题表达、创作过程、艺术价
值、传播效果以及时代报告剧的创作规律等
进行研讨。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
力出席研评会，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杨明品主持研评会。

高长力谈到，《石头开花》是2020年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主抓的两部时代报告剧之一，
推出这部剧是为了进一步拓展脱贫攻坚主题表
达空间，展示中国脱贫攻坚之难，体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用文艺作品阐释精准扶贫
的思想是怎样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的。他指
出，《石头开花》这部剧为主题创作提供了启示，
主流媒体应该担负起主题创作的使命和责任，广
播电视播出机构要积极投身主题创作，发挥主力
军和主阵地的作用。扶
贫题材的创作没有结束，
这场波澜壮阔、改写了中
国和人类历史的伟大事
件，永远值得文艺工作者
去回顾和讴歌。十九届
五中全会已经提出“十四
五”规划建议，未来五年
到十五年中国农村怎样
发展，这也是电视剧创作
应该关注的。下一步总
局要做未来五年电视剧
的选题规划，争取每年能
有20部优秀作品奉献给
人民，也希望大家都来想

这件事，都来做这件事。
该剧主创团队回顾了自身创作经历，认

为创作过程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
破：记录脱贫攻坚时代主题；聚焦典型事迹、
典型人物、典型精神；“单元剧+多元素模式”
的创新表达。

据出品方介绍，《石头开花》不仅是扶贫
故事的讲述者，也是脱贫攻坚的践行者。该
剧主创团队向剧中的10个拍摄原型地和青
海、西藏、新疆等地的乡村学校捐赠了100套
国家广电总局“空中课堂”学习系统。借助这
套系统，乡村、偏远地区的学生可以远程接收
中国教育电视台的相关节目，与身在北京的
孩子听“同一节课”。同时，出品方还在《青山
不负人》的拍摄地陕西安康开设了“安康大
集”，把剪纸、唢呐、皮影等当地的人情风物推
介给全国观众。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的成功之处主要表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创造了以剧情化、小
故事方式承载时代大主题的新样态；二是聚
点成面全景式书写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三是
为一线扶贫干部在电视荧屏上树起了丰碑；

四是贴近农村生活本色的现实主义创作进一步
凸显。有专家具体谈到，从文艺创作与历史蕴含
的关系来打量，《石头开花》有着鲜明的当代史色
彩，它以纪实性的访谈段落为开端，以正在进行
的脱贫攻坚时代任务为情节主体，将时事与故事
融为一体，是借助影像进行当代史故事化叙述的
重要创新。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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