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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珠江人家》是近期一部要引起我们重视、具有
标志性意义、甚至对全国电视剧创作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重
要作品。

《珠江人家》是广东电视剧重新发出的强烈信号。我们不
能忘记，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广东出过《情满珠江》《光荣之
旅》《外来妹》等优秀作品，也毋庸讳言，广东电视剧创作曾经
沉寂过一段时间，近年来又在酝酿着新的崛起，《珠江人家》就
让我们信服地看到了广东电视剧的重新崛起之力。

这个“崛起”告诉了我们一件事——编剧的重要性。编剧
在支撑着一个台的创作。没有一流的编剧，就不会有这样好的
作品。

前不久，90岁高龄的著名川剧剧作家徐棻荣获2023年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戏剧）。徐棻最近出了一本书叫《自在飞
花》，这一“自在”是从成都很有名的文殊院里的一副对子上得
来，那是镇寺之宝。上联叫作：“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
何不了”；下联叫作：“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

“自在”，是佛家哲学的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中华哲学的一种人
生境界。

优秀中华文化基因支撑着我们的剧作家，我们应当用中
国道理来阐释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我们当
然要借鉴学习西方的人文成果，但我们不赞成动不动就拿西
方文化来误读中国人的审美。《珠江人家》的成功证明了，只有
编剧的创作进入一种自在的人生境界，才能游刃有余、左右逢
源地创作出高质量的剧作。作家高满堂，也是多年创作积累起
来的经验让他走向成熟，进入一种自在、自由的创作境界，这
是最宝贵的。

今天，要把这种经验、智慧传授给年轻一代，这是对电视
剧事业的贡献。用高满堂的话来说，是“去广东尝味道”了，可
他不仅是尝美食的味道，更是尝珠江人、岭南人文化人格的味
道、尝文化基因的味道。他走了一条创作的正路，证明了编剧
是一剧之本，编剧在支撑着我们的创作。

我呼吁要高度重视编剧、培养编剧。这次高满堂带着编剧
创作出的剧本，在对历史的书写、人性的深挖、人物形象的塑
造上，更娴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枪法”，运用了唯物史观
的“枪法”。

高满堂创作的《闯关东》，无疑让我们看到了一段陌生的东
北生活，给了我们很多新鲜知识、新的人生体验，受到大家的高
度评价。《闯关东》里，他着力塑造朱开山的形象，朱开山淘了
金、有了钱、置了地、开了馆，他是资本家，是地主。但我们不能
把他写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写得一无是处，而是要发现这是一
个含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人，在丰富的人生阅历里同时具有
家国情怀，这是很好的突破。但是，全剧的真善美都聚焦在了朱
开山身上，对于他身边的人，比如他雇的店员、雇的工人，均以
较多笔墨在写他们的愚昧、自私、贪小便宜。当然，我们反对像
过去那样一写农民就全是高大全，没有一点缺点。但我们也要
注意到，在面对丰富的人生、复杂的历史时，我们要努力摆脱长
期以来阶级斗争为纲所形成的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非黑
即白、不好就坏的单向思维，而力求要用一种辩证的、全面的观

点，用唯物史观去塑造人物，能够写出他的主流、他的本质，同时写出他的复杂性、人性的
深度，写出他的转变，或堕落，或升华，这是艺术家神圣的使命。今天的《珠江人家》在这方
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我非常敬佩。

在《珠江人家》中，我更敬佩编剧对于“度”的把握。三个孩子都是革命烈士之后，三
个人从事三个行当是其高明之处：一个人当厨师，这是物质文化；一个人演粤剧，这是精
神文化；还有一个人在治人、治病、治心，这三方面融为一体，是创意中的有意而为之。

广东广播电视台台长蔡伏青的这句话给我启发很大——“粤文化淬炼出来的广东
人格”。既然这部剧要反映粤文化，相对来说，具体的一种文化就不如多种文化更浑厚、
更厚实、更适合长篇连续剧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要唤起电视剧界、特别是管理部门对
编剧的高度重视与培养意识。没有一流的编剧不可能有最好的剧本，尤其要珍视半个世
纪以来在党的教育、人民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已经娴熟地把握了科学的历史观和美学观
的、像高满堂这样的优秀编剧。

高满堂创作《珠江人家》已经进入了自在的境地。我认为这部剧中，邝庆奎的形象塑
造是一大贡献，这个对立面多么复杂，他也牵着队伍上山打游击，但他不是为了保家卫
国，而是认为“广州是我的地盘，总有一天还要回来，我得保存实力”等等。他什么时候支
持手下要灭陈家的后根？什么情况下又不这样做？这些都写得非常熨帖，符合人物的情
感逻辑、行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
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
上的独立自主。”这段话意蕴深沉，它昭示了一种正确的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向。广东电视
剧该走什么路？我认为，该走从《情满珠江》到《珠江人家》这样的路，至少主导方向应如
此。当然并不排斥做其他题材，但基本经验证明，各个地方台必须高扬地方的文化旗帜，
自觉深挖和配置好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实现创作生产力、编导演、服化道、摄录美的优
化组合，以自觉的美学追求去完成创作，这就是一条中国电视剧创作自己的路。

我愿意重申一次，不是某些人说的中国电视剧要走类型化和类型片杂糅之路，那不
符合中国国情。因为类型片是西方的理论，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借鉴，但我们绝不能照此
规划我们的创作。《珠江人家》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正路是各地高扬地
方文化旗帜、配置地方文化资源，以鲜明的海派、京派、苏派、陕派等风格的电视剧走向
全国，才迎来全国电视剧的百花齐放。自从鼓噪类型片，就造成了一部谍战剧火了就全
国跟风拍谍战剧，一部言情剧火了就八方创作“三角恋”“四角恋”“五角恋”。此中教训，
极为深刻。

《珠江人家》从编剧到导演到所有演员，都把生活当成整体，不像西方理论倡导的把
生活拆割成某种类型。正因为生活是一个整体，其中有独到的思想发现和美学发现，一
道菜细到哪个地步、陈皮怎么晒，都是把生活当整体。类型片的办法不是把生活当成整
体，西方是把生活拆割成不同的部分，分别加以把握。那是不行的，因为中国人的哲学基
础就是天人合一，就是整体观，而不是西方的主客二分，拆割开来，条分缕析。

《珠江人家》带来的启示远超一部戏本身。我们站在外面看，有时候就要发现“功夫
在诗外”，发现这部作品对电视剧整体创作的借鉴意义和推动价值。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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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绝地重生》的面世，为人们走近毛泽东、认
识毛泽东提供了一段历史切面，让观众走进那个决
定红军命运的至暗时刻。山重水复、重兵围堵，一步
走错就可能万劫不复，红军又是怎么走出绝地而柳
暗花明的？《绝地重生》带观众重温历史，看谁在生死
关头带领红军突出重围。

《绝地重生》的重要价值是用镜头语言讲述了这
段真实历史。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向哪里
去，仍然是个无解的问题。红军的首要任务是如何
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走出被围困于川、黔、
滇三省交界的死地，寻求生路。蒋介石亲临重庆督
战，又飞往贵阳指挥作战，企图一步步缩小包围圈，
一举歼灭红军于此。蒋介石知道，红军所处境地就
是当年石达开部队的覆灭之地，所以他调集重兵，严
密布阵，空陆夹击，志在必得。从一月到五月，红军
在这片狭窄地带来回调动敌军，声东击西，再占遵
义，神出鬼没，四渡赤水，一系列战术迂回，终于将敌

人的包围圈撕开了一道口子，巧渡金沙江，绝尘而
去。每一步看起来都是险棋，但每一步都是唯一正确
的选择。这一段传奇性的历史，被后人称为“毛主席
用兵真如神”。实际上，这神奇背后的每一步都充满
着激烈斗争。《绝地重生》好就好在如实地再现了红
军内部的这种分歧与冲突。扎西会议、苟坝会议，是
遵义会议的继续，正确军事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
依然激烈，会场气氛严肃凝重，意见交锋各不相让，
最终不得不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作战方案，毛泽
东的意见依然被孤立。这些历史细节，被影片呈现
得淋漓尽致，逼真生动，观众如身临其境，体验那种
真实氛围，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只是毛泽东毅然决
然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为了避免进军打鼓新场的
错误决定，他夜不能寐，连夜找周恩来再次磋商。战
场形势变化和最新情报证明了他意见的正确，最终
改组了军事指挥机构和规则，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
中的领导地位。从此，红军的命运才发生了根本性

转变，跳出重围，获得生机。历史是一种力量，只要
艺术呈现出历史的真实，就获得了历史的力量，就能
够令观众信服。《绝地重生》获得了这样一种力量。

此外，《绝地重生》对毛泽东性格做出较好把
握。他坚定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他作为党员
的组织纪律性，服从中央决策，哪怕决策是错误的，
他持保留意见，但绝不违背中央决策，他的忍耐，他
的责任心等都历历在目。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他
发火了，他拍了桌子，一个人愤而离开会议室，眉头
紧锁、忧心如焚，在雨中踱步。我以为，这一笔是神
来之笔，可谓浓墨重彩，写出了压抑太久后的爆发，
这才是性格的表达，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也把毛泽
东的孤独推向极致。毛泽东的形象一下子就鲜活起
来了，他的性格也更加鲜明，极大地感染了观众。历
史是艺术的一种力量，性格也是艺术的一种力量。
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讲好重大历史故事，难的不是
铺陈事件，而是把历史性格化，从当事人的性格看对
历史发生着何种影响。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互为造就。可以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为什么是毛
泽东，这就是由他的精神、品质、胸怀、意志、才能、性
格所决定的。

《绝地重生》的影调非常凝重，迷雾重重，雨雪泥
泞，时值寒冬，饥寒交迫，既是当时天气的自然气候，
也是雾迷路津、重重围困的军事形势的隐喻，也可以
说是当时将士们的一种心情，确实比较低沉，“马蹄
声碎，喇叭声咽”。所以，该片很好地传达了一种历
史情境，这就是“绝地”氛围。红军每走一步，都是艰
难求生，都是险中求胜。《绝地重生》回答了绝地为什
么能重生，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由败转胜、由弱
转强都有着内在规律。走进历史，意在启今。

当然，《绝地重生》还有遗憾，视野似乎被大山遮
住了，大多是近景镜头，而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宏
观视野还不够。另外，将士们长途跋涉、日夜行军的
疲惫之色、消瘦之形还应当更充分一些，以与当时的
艰难时势达成统一，以获得更强烈的、更有冲击力的
真实感。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评电影《绝地重生》

□张德祥

动画电影《天降大任》由导演宇宙之铁（笔名）编
剧并执导，历经长达十年打磨。影片饱含了导演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蒸汽赛博文化与现代科学
技术融会贯通的探索。该片以极具东方传奇色彩的
中国神话为底色背景，从中国神话传说“龙生九子”
其一的四子蒲牢视角出发，讲述了本无交集的蒲牢、
空、努瓦在机缘巧合下相遇相识后的蜕变之路，以一
龙、一猴、一女孩的奇迹成长故事映射着大时代下小
人物对梦想的追逐与反思。该片无论从故事叙事架
构、创意表现角度及人物的场景设定，还是文化意蕴
里美学体系的呈现及中国哲学观来讲，都是一部极
具中华美学价值又兼具国际流行艺术色彩、创新性
极强的动画电影。

场景设计中体现的中西美学融合。从动画电影
《天降大任》视觉表现来看，不难感受到主创团队对
影片整体视觉风格的精雕细琢。片中，大量新鲜奇
特的场景设计支撑起整部影片新颖独特的东方气
度。不同以往国产动画电影中单一的东方传统场
景，《天降大任》中的场景设计囊括了中国奇幻、蒸
汽赛博、工业废土。其中多次出现的天人学院、地
球，以及各式各样的平行时空有着不同视觉风格的
场景在影片中穿插出现，基于动画艺术的表现特

征，这些原本有着较大差异的场景被巧妙链接在一
起，多种多样极具想象力的创新性动画设计让人眼
前一亮，使观众沉浸在情节发展的同时不断地体验
着视觉惊喜。

另一方面，《天降大任》宏大的场景设计并不单
单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美学盛宴，在美学表
现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更深层次的内涵与社会反
思。《天降大任》中出现的各类奇幻色彩场景尽管横
亘了不同时间与空间，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
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这种发展伴随着文化融
合、科技进步与思想提升，而片中对于多时空场景的
描绘与架构则进一步突出了世界之大、时代之大，主
角们作为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代表，正是在这样纷
繁各异的世界中不断突破自我迎难而上，他们的韧
劲与坚持，恰恰是万千坚韧不拔地走在追寻梦想之
路上普通人的缩影。

造型与道具的创新与探索。在奇幻绚丽的浩大
场景之外，《天降大任》中人物的造型设计以及各式
各样的道具设计同样十分出彩。由于影片中主角团
的奇幻旅程涉及许多差异性极大的情景，片中不仅
描绘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道观仙山，更大量描绘了
西方工业化的楼群，并在空间差异性与中西文化差

异性之外，还展现了平行时空带来的时间差异性，这
也就为场景中对应出现的人物及道具造型的时空一
致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虽然引入蒸汽赛博与工
业废土风格，丰富了人物和道具在种类与样貌上的
多样性，但并没有厚此薄彼地削弱东方元素与中国
传统美学特点在造型设计中的占比，二者深度交织
并落实在人物性格与道具功能之上，体现了导演对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以及“阴阳五行”内在美感的挖掘
与探索，并在与西方科学技术甚至当下最热门的AI
技术的创新性碰撞下，提供给观众全新的审美体验，
在美的共性与个性、传承与创新中找到了最契合当
代审美语境的平衡点。

《天降大任》这部极具东方奇幻色彩却也与世界
文化科技紧密融合的动画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为未
来国产动画电影创作带来了全新可能。动画的创新
性表达已成为传递、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
精神的重要途径，这也让市场与观众对国产动画电
影美学的未来充满期待。

（作者张杰系北京电影学院美术学院教授，武烔
旭系北京电影学院美术学院视觉艺术与理论专业硕
士研究生）

动画电影《天降大任》：

龙年跟随小“蒲牢”进入梦想追逐之旅
□张 杰 武烔旭

1月10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编辑部承办的芒果TV纪录片《中
国》（第三季）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
委会副主任宋向伟代表主办方致辞。与会专家围绕
纪录片《中国》（第三季）进行讨论。会议由《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主持。

文明“中国”：在神话与历史连续中探询。宋向伟
表示，《中国》（第三季）以艺术形式再现中华文明起
源、发展的浩瀚历史图景，绘就了上古文明的斑斓画
卷，为观众呈现泱泱中华千年古国的精神文化图谱。
第三季创新性改变了此前的实拍风格，以新的影像
呈现方式，讲述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和厚重博大的
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艺术表达经验。

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认为，
该片站在新时代的全新视角，回溯早期神话与先民
历史，对中华文化进行叩问和释疑，以富于启发性、
代入感、审美艺术性的画面，有力彰显中国精神、中
国智慧、中国力量，增强了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同
时，作品创新性地运用手绘与计算机生成图像的最
新技术，配以荡气回肠的解说，是落实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秦艳华认为，全片以礼制的
孕育和发展为主线展开叙述，讲述了中华文明中农
耕文化的由来、秩序礼法的演变、对祖先的崇敬、对
血脉的认同、社会治理方式的演化等等，叙述层次清
晰，整体结构圆满。

《中国作家》副主编付秀莹认为，《中国》（第三
季）对中华文明根脉进行追溯和发掘，在想象力超

拔、丰沛而又有强烈情感渲染的追问中探寻我们从
哪里来、何以中国，凸显出作品的大历史观、大时代
观。《中国》第一季至第三季，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做出精彩阐释，展现
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与气派神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说，《中国》在既
有的三季节目中，对于历史材料进行了取舍剪裁，构
筑了关于身份与认同的认知。第三季着重呈现了早
期奠定的人文理念与精神范型，让中国理念作为一
种结构性的框架，来容纳不同时期、族群的文化，这
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直观显现。

“诗意”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艺术创新。鲁迅
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认为，《中国》（第三季）对于
历史烟尘中的古典文化重新解读，以新媒体的视听
效果、青年创作者的想象对接传统，从而完成对于经
典的还原性阅读与理解。

“该片以‘中国’为题，体现了探寻本源的叙事冲
动，是对中华文明源头的一次影像化、审美化的追
溯”。《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王国平认为，该片
放弃真人扮演、情景再现、文物展示、专家访谈等同
题材纪录片常规模式，通过手绘中国画融合技术的

方式，来呈现这个重大主题，画面、解说、字幕等共同
构成了气韵生动的传统美学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刚谈到，《中国》（第
三季）打破了纪录片所谓“真实的”美学，以绘画
作品加CG动画，再加讲解的方式展开，实现了

“艺术的真实”。人工动画技术力量对历史场景的
虚拟化重建具有突出的中国美学特征，而解说文
本也在准确性、优美性、思辨性和抒情性之间达到
了完美平衡。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李九如认为，纪录片以新
时代精神重构了“中国”，从源头上回答了中华先民
如何理解自身、如何理解他人/人际关系、如何理解
世间万物，以特有的艺术方式，实现情景再现和意境
化、诗意化、动态化的中国气韵。这种视觉画面本身
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生动实践，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源远流长、大气磅礴
的中国，是国产历史文化纪录片的重要收获。

《中国》（第三季）是由湖南卫视、芒果TV、北京
伯璟文化联合出品的人文历史纪录片，该片凭借恢
宏的视野、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精良的制作和颇富
中国气韵的审美，获得广泛关注。

绘就上古文明的斑斓画卷
——专家研讨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侧记

□钟 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