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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剧《老酒馆》甫一播出便获得了广大观众

的追剧、热议。该剧由编剧高滿堂、导演刘江、戏骨

陈宝国、秦海璐等强强联合创作，该剧在诸多方面

都达到了高水准。业内常讲，年代剧创作，一流作

品情怀加故事，二流作品只见传奇故事，三流作品

把重点放在男女八卦上。据此来看，电视剧《老酒

馆》无疑属于一流作品，整部剧看下来，犹如一坛烧

刀子酒下肚，既酣畅淋漓又醇厚绵长。这种老刀子

酒的强烈味觉记忆正是让观众追剧的理由。该剧以

坚实的民族精神与缜密细节构建中国故事，具有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仅是一部呈现出经典品相的

大男主剧，同时也是一部抗日剧。从上述几个方面

综合来看，《老酒馆》对当下电视剧创作尤其是年代

剧创作无疑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

年代剧要想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必

须准确把握历史真实同艺术真实的关系。任何文

学艺术都不可能达到历史真实的完全呈现。“逝者

如斯夫”，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谁也无法穿越漫长的

时光隧道回到过去，每一种历史言说实际上都只

能被一个视角所照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真实

性。虽然对历史真实的向往是个永无止境的追求

过程，但是对于年代剧来说，所有主创人员都要将

既好看又让观众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视为己任。

电视剧《老酒馆》中的故事始于1928年，这一时

期，东北实际上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电视剧对此

还原比较充分。观众看到日本占领下的大连的真

实生活，主人公陈怀海从“抬参”的山里，来到大连

好汉街开酒馆，就是这样一群殖民统治下的小人

物演绎了《老酒馆》的故事。

地标性是准确还原历史的重要支撑。好汉街、

山东老酒馆、烧刀子酒、干面盆等都是不可移除、

独一无二的地标，从这里走出了一群闯关东的血

性男人，这既是叙事策略，也是历史厚度，它们构

成人们对历史真实的一种认知，观众跟随故事走

进历史。《老酒馆》的文化底蕴有两点。一是江湖文

化。陈怀海是一个典型的闯关东的山东好汉。他的

山东小酒馆犹如江湖上的一叶孤舟。“来的都是

客，喝酒是缘分。”二是酒馆的烧刀子酒文化。烧刀

子酒是流行在东北的烈性酒，可以说没有喝过烧

刀子酒就不能算东北人。《老酒馆》里，来喝酒、会

喝酒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剧中老白头，他居然能

够通过喝酒喝出酒缸有裂缝，说这缸烧刀子去了

杀气，陈怀海检查过酒缸后对他刮目相看。不仅如

此，他还有他的酒哲学。所谓“只管品酒不扯家事，

妙处即无语”，这里能够喝出酒的最高境界的便是

老二两。他不破规矩，不赊账，一句口头禅是“今儿

又没白过”，虽然这句台词很平淡，但是听起来别

有一番味道，他每天都喝二两小酒就不算白过了，

他是整部剧中活得最明白的一位。通观全剧，酒文

化极大地提高了《老酒馆》的辨识度。

《老酒馆》的成功还有赖于大男主人物的塑

造。陈怀海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动荡中一

路拼杀而来，他有浑身本事不说，还能够为了谋

生，带着一帮弟兄来大连好汉街开酒馆。他是荧屏

上立起来的崭新的东北汉子形象。他重弟兄情谊，

对人坦诚仗义，嫉恶如仇，最后走向了抗日。剧中

精心设计的他三次背人是神来之笔：一次是在干

面盆背小晴天回好汉街，这是仗义；第二次是背他

的妻子小棉袄她娘回家，这是情义；第三次是背牺

牲的哑巴，这是正义。仗义、情义、正义，观众一步

步感受到陈怀海的人物品格，他的形象也随之变

得立体丰满。剧情最后，陈怀海在酒馆的酒缸前有

一场很长的戏，他一个个地历数这些酒缸主人的

历史，他们的人生和陈怀海的思念、感悟融为一

体，撼人心魄，感人泪下。演员陈宝国的表演也为

人物增色不少。

剧中除了大男主，其他人物也是性格鲜明、各

有特色，该剧再次印证了艺术假定性的最高形式

还是人物的道理。这里，不得不提该剧的台词设

计。人物语言是人物性格的有力支撑，也是故事发

展的根本环节，因为剧作阶段必须话赶话地往下

写。试举两处：陈怀海租房开酒馆遭遇了一场“死

人官司”，了结官司后，三爷要换地方去租，陈怀海

说：“一开门死人变活人，这不活脱脱一出好戏吗，

咱们在关东山看过这样的好戏吗？咱们老酒馆是

有戏的地方，这戏刚开始，不能挪地方。”再如，谷

三妹“色诱”老蘑菇时，老蘑菇说：“妹子，你心真

热。”谷三妹说：“对谁都热还不得把我烫死啊？”等

等，这些台词是睿智的，也是有深意的。

《老酒馆》还是一部抗日剧。该剧后半部分基

本上都在抗日。该剧没有像其他抗日剧一样表现

拉队伍等，但是始终昂扬着一种抗日情绪，这种情

绪既表现在陈怀海身上，也表现在说书人等其他

人身上。最后，地下党谷三妹包括马旅长直接参与

了武装抗击日寇的斗争。小棉袄、金小手、哑巴等

为抗日先后牺牲。当然，《老酒馆》也存在些许瑕

疵，有观众指出三个女人的戏有些过了，但是整体

而言，并不影响该剧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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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央视一套播出的电视剧

《特赦1959》，生动再现了中国

共产党对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

民党战犯教育改造的真实历

程。该剧通过对曲折复杂的教

育改造过程的展示，充分表现

了共产党人宽大为怀、人道主

义、平等尊重、挽救重生的对待

战犯的政策，彰显了我党信仰

坚定、一心为民、公而忘私、无

畏牺牲的伟大初心。

对于战犯的教育改造，在

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共产

党人高瞻远瞩，从民族大义出

发，从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

角度着眼，以无比宽广的胸怀，

以不计前嫌的大度，确定了“学

习劳动、教育改造”的方针。该

剧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展示了

教育管理人员与在押人员思想

与初心的较量，最终实现了对

战犯的救赎。较量集中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待战争胜负的态

度。刚刚战败的战犯，大多数

都很不服气，表面

垂头丧气但内心依

然趾高气扬，甚至

有叫嚣“拉开架势

重打一次”的可笑

又可悲的想法。能

不能正确对待战争

的胜负，是政治修

为的展示。二是对

战争胜负原因的分

析。这些战犯对战

争胜负的认识局限

于单纯的军事观

点，主观自负，习惯于推脱责任。三是对

于人员素质养成的认识不同。他们对于

共产党人的忠诚勇敢的光辉品质、勇猛

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不惧牺牲的献身精神

无法理解，这是“初心”的巨大差异。四

是对于人民态度的巨大不同。他们无法

理解为什么民众都“帮”着共产党，更无

法理解为什么解放军作战那样得民心、

得民助。在他们的内心里没有人民的概

念，没有平等的概念，更没有一心为民的

初心。五是等级观念的巨大差异。他们

等级森严，政治上禁锢，生活上漠不关

心。六是对享乐理解的根本区别。他们

认为享乐和等级对等匹配，认为升官发

财得以享乐是天经地义，而对于共产党

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乃至官兵平等、同

甘共苦等优良传统是无法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针锋相对的交

锋、正确理论的教育、循循善诱的引导、

开诚布公的说服、坦诚相待的感化，教

育改造收到了良好效应。一是用丰富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思想教化。对

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让他们真正

了解马克思主义，让先进的人类发展理

论与他们落后乃至反动的思想交锋，从

而让他们主动比对并进行思考。二是

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功德

林的管理人员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政策，

把个人恩怨压在心底，对这些战犯在人

格上平等相待，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

界，从政治观念、思想观点等方面对他

们进行循循善诱的正面引导，从而促使

他们真正从灵魂深处进行反思和悔

悟。三是秉持人道主义和平等观念对

他们予以生活关怀。精心的照料和医

疗救治，使一些战犯羸弱的体质得以增

强，生活得到照料。但这些举动一度竟

为他们所不解，甚至认为这不过是一种

表演的姿态，或者说是要利用他们做宣

传以欺世盗名。但实实在在的关心和人

格上的平等对待，最终使他们改变了错

误看法。四是从人性关怀的角度给予深

度关切。主动搜寻战犯家人的下落，接

受家属到关押地探视等，使得这些战犯

从内心感受到共产党人的人情味。这种

关切与国民党反动派心胸狭

窄、漠不关心、甚至虐待这些

战犯家属的举动形成鲜明对

比。五是凛然、有力地用胜

利回击蒙昧的“初心”。该剧

对于战犯的教育改造不是一

味进行理论教育和人文关

怀，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要

用战争胜利和建设成就回击

他们，用事实教育他们。六

是尊重历史、秉持客观的功

过思想深深触动了在押人

员。对于这些战犯在抗日战

争时期的战功，共产党尊重

历史，给予充分认可，不因有

罪在后而抹煞；对于他们在

内战中犯下的罪行，坚决认

定，不因有功在前而姑息。

“功是功、过是过”，体现了

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光明磊

落、高风亮节的崇高姿态和

伟大初心。在此番教育改

造之下，这些曾经顽固地坚

持反动思想的战争罪犯，真

正得到灵魂的洗礼，在不打

骂、不虐待、不逼供、不歧视、不侮辱的

教育管理下，他们的初心也或多或少、

或慢或快地发生着转变，几乎在剧集进

展的每一步，都能得到印证。

电视剧《特赦 1959》场景真实生

动。该剧力求真实再现当时的环境，无

论建筑、家具、车辆乃至微小的物品道

具，都与年代相吻合。与此同时，该剧精

心塑造了两大类鲜活人物。第一类是教

育管理人员。对于教育改造战犯这一工

作，具体实施者的人选必须有很高的政

治思想觉悟、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很

强的语言表述能力以及丰富的战斗经

验，剧中选择的管理所所长王英光，正是

符合上述条件的不二人选。剧中王英光

的扮演者，把一个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又具备相当个人

道德素养的军人形象塑造得完整丰满。

另一个形象是管理所护士梁冬芳，她对

待接受教育改造的战犯能从人人平等的

角度出发，使战犯们感受到亲切和温

暖。第二类是接受教育改造的战犯。这

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一群职

业军人，大多数接受过一定水平的正统

教育，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和特定三

观。如何表现这样的人物，把他们的心

路历程真实而艺术地呈现出来，是一个

需要认真对待、仔细拿捏的问题。如果

把他们脸谱化、简单化、程式化，不但是

对人物的曲解，更会淡化教育改造的困

难与曲折。所幸，《特赦1959》为这些人

物接受教育、发生变化作出完整设计，通

过时间的推移与内因外因的共同作用，

真实地表现了他们思想的转变过程，人

物客观可信。

该剧拥有准确的政治定位、丰富的

故事情节、上乘的艺术水准。剧中一群

像机器一样精密、钟表一样准确、钻石一

样刚硬、石头狮子一样坚守的共产党员

群像高大生动，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

共产党一心为民的伟大初心。剧中为人

民谋幸福的伟大初心对偏离人民初心的

救赎，发人深省、催人深思。有比较才有

鉴别，有对比始见高低。由此，我们必会

进一步增强自信，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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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由张蠡执导，

贾乃亮、邢佳栋、李纯等主演的

新时代军旅大剧《空降利刃》登

陆江苏卫视。作为献礼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的军旅题材电视

剧，该剧讲述了在实战化训练

的大背景下，空降兵某特战旅

组建蓝军分队，主动研究对手，

砥砺特战尖兵，最终实现战斗

力跃升、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的

故事，有力彰显了我国军人的

血性和胆魄。

该剧开拍之前，来自八一

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张蠡带领主

创团队一起深入部队生活，花

了近3年时间打磨创作剧本。

对于空降兵这一特殊兵种，张

蠡表示：“伞兵天生就是被包围

的。空降特种部队都是远程投放，远离保障与后方基

地，每个空降兵在执行任务时都是做好‘有去无回’

的心理准备。说到底，是抱着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质朴的军人情感的驱动下，《空降利刃》剧组主创

克服重重困难力求精彩呈现。从刚刚播出的前几集

中，观众们看到的是贾乃亮驾驶歼10战机逼退非法

越境战机的激越与酣畅，看不见的是全剧组在封闭

高温环境中拍摄战斗场面、几乎全员中暑的艰辛。该

剧努力传递出军人苦练基本功，使命必达，做祖国最

信赖的人的时代精神。相信不少观众可以从中领略

到中国“强起来”的风范，并为之而深感自豪。

（许 莹）

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重庆

市黔江区人民政府、潇湘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中国影协民族电影工作

委员会、中共重庆市黔江区委宣传部、

重庆市黔江区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承办的电影《西兰姑娘》首映盛典暨研

讨会9月6日在重庆黔江区举行。该片

根据作家叶梅的中篇小说《五月飞蛾》

改编，由韩万峰担任导演，讲述了中国

城市化进程中，一名叫西兰的土家族

姑娘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大都市

打拼，并依靠土家族女性善良、包容、

率真的个性，逐渐融入大都市的故事。

影片总策划、中国文联电影艺术

中心主任饶曙光表示，随着中国电影

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以电影的方式

推动社会进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是电影人不变的初心。其

中，少数民族电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希望电影人多关注少数民族地区，

通过深刻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一步增

强文化自信，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重庆故

事、黔江故事。业内专家认为，该片聚焦农民

工、新移民群体，突出理想奋斗、创业主题，反

映了新时代乡村女性敢于逐梦的心路历程和

奋斗精神，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田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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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庆祝新中国70华诞特选作品
英雄和他背后的英雄——“钢铁战士”麦贤得

的人生之路（报告文学）………… 杨黎光
海棠峪（短篇小说）…………………… 王克臣
大姑的乡愁（散文）…………………… 刘晓川
我们姐弟的名字（散文）……………… 林万华
“我和我的祖国”诗歌征文选登
王单单 马志广等
作家人气榜
灰鸽子（中篇小说）…………………… 尹学芸
告别非黑即白的现实观（评论）……… 牛玉秋
好看小说
你在通话我未接（短篇小说）………… 范小青
丰收之歌（中篇小说）………………… 宋小词
了了先生（短篇小说）………………… 冯俊科
刘国芳小小说三篇…………………… 刘国芳
天下中文
汨罗江畔，屈原与杜甫的相会（散文）… 徐 可
探望田横（散文）……………………… 马陈兵
做好人生的“延迟满足”（外一篇）…… 苗笑阳

历史的真实与完整（散文）…………… 王大智
真情写作
大年三十在火车的硬座上回忆二姨（散文）

…………………………………… 野 莽
寄居者（散文）………………………… 刘云芳
万物扎根于我（组诗）………………… 刘 浪
假如我必须爱（组诗）………………… 金铃子
文化观察
【“新媒体时代，我们该怎样阅读”征文选登】
让数字阅读实现质的飞跃…………… 董 渤
用好科技读好书……………………… 许 震
细嚼慢咽，不可丢弃的纸质书阅读 … 吴 强
心静好读书…………………………… 陈 朴

对 话 战争叙事的“超验主义”审美新向度
——关于长篇小说《牵风记》的对话 ……………… 徐怀中 傅逸尘

文坛纵横 “新中国文学70年”的几个文学史问题 ………………………… 吴 俊
理想是不同类型文学的公约数 …………………………………… 张 柠
审视或体贴——再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郜元宝

小说家档案 梁晓声专辑 主持人的话 ……………………………………… 於可训
有严霜，就有傲骨——梁晓声访谈录 ………………… 朴 婕 梁晓声
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 ………………………………………… 梁晓声
论梁晓声的小说创作 ……………………………………………… 朴 婕

路遥研究 路遥与普通读者同感共谋的艺术探索 …………………………… 段建军
论路遥时代书写的文学意义 ……………………………………… 冯 涛
路遥生平的细节考证和史料辨析——从几本路遥传记谈起 …… 孙萍萍

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 阎连科作品在法国的多重阐释 …………… 黄可以 高 方
《红瓦》走红的奥秘：曹文轩作品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 张乃禹

小说作家作品研究 “语言”的批判与“批判”的语言
——韩少功创作的新批判现实主义倾向 ………… 杨经建

历史重建的难度——从《骚动的香巴拉》到《尘埃落定》………… 顾广梅
文化记忆与阿来作品的全息性叙事 ……………………………… 顾军霞
如此“风流”，如此沉重——读叶弥长篇小说《风流图卷》… 张学昕 徐 可

西部文学研究 新时期新疆文化对外省来疆作家的影响 ………… 谢中山 陈 露
论刘亮程小说的荒诞叙事及其价值内涵

——对刘亮程长篇小说的另一种解读 ……………………… 冯万红
“狂欢化”诗学与现代家族小说的同构——评马步升的“江湖三部曲”

……………………………………………………… 韩 伟 刘丽莎
海外华人文学研究 大时代的卑微人生——论新世纪华文文学的知识分子书写… 颜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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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刊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小说
评论》杂志。

2.本刊唯一办公地为西安市建国路83号，联系电话为029—87428615。
3.本刊唯一投稿邮箱为xspl1985@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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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利刃》彰显军人血性和胆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