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许 莹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art2024@163.com 2024年12月25日 星期三影 视 3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发行部电话（同微信）：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作点评关 注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天下同心》近日于央

视一套播出。该剧生动反映了人民至上、天下同心，

土地还家、天下同心，风雨同舟、天下同心，协商建

国、天下同心的宏大主题。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亿万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

寐以求的理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国理想和政治抱

负，凝聚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梦”，体现了实现中国

人民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筚路蓝缕、创基

立制。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说：“我们现时的根本

大法即《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从一开始就承担了

为新中国创制根本、绘制蓝图的历史重任。毛泽东

同志成为这一项千古盛举的总指挥。“周公吐哺，天

下归心。”参与这一开国盛举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

为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做出卓著贡献。

电视剧《天下同心》为观众徐徐展开了那一段开

国盛举的历史画卷。全剧以宏大庄重的叙事风格，采

用点面结合、多线并行、逐层递进的叙事结构，为观

众呈现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的

艰难历程，见证了各民主党派、广大民主人士拥护中

国共产党核心领导、迎接全国解放、和平民主建立新

中国的心路历程，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印证了政治协

商制度的创新性、优越性与必然性。

新中国奠基之时，蓝图擘画，建章立制，题材重

大，但这毕竟是一部聚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作品，开会的场面显然不如枪林弹雨的战争场面令

人惊心动魄。主创团队别出心裁地在历史正剧中融

入谍战元素，剧情扑朔迷离、扣人心弦，为全剧增强

了可看性。如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人士发出北

上邀请，困居香港的李济深仍犹豫不决，而国民党保

密局特务则加紧监视，危机四伏。蒋经国派向北到香港说服李济深。随之《华商报》

被查封，中共地下电台险些被发现。疑难之际，向北突然找到潘汉年妻子董慧，通过

要五根金条的方式，暗示盛昌富贿赂黄翠微的信息，并留下一张带有记号的名片，

暗示向北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后来，向北英勇牺牲，剧情惊心动魄、反转不断。

中共中央安排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工作，也是隐蔽战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工

作，其间充满了地下工作者的斗智斗勇和不畏牺牲，情节紧张，结果令蒋介石震怒，

深感人心所失，大势已去，徒唤奈何。

在影视剧中，挥巨手、卷巨澜，发出翻天覆地、改天换地的号令，毛泽东的形象

已深入人心。《天下同心》甫一开场，佟瑞欣饰演的毛泽东向人们宣告：一是土地改

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推翻三座大山；三是联合各民主党派，打倒蒋介石，建立

新中国，刻不容缓。顶天立地、一定乾坤的伟人形象被树立起来。如果说，在另一部

湖南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中，毛泽东主要是“问苍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

当年万户侯；那么，在这一部电视连续剧中，毛泽东则主要是“数风流”“看今朝”，创

造“人间正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看当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如何排除万难、勠力同心，携手共建新中国，让天下同

心，让大道同行。剧中毛泽东说：“我们不是改朝换代，而是要改朝换制啊！”一语中

的，《天下同心》的主旨正是在变局中开新局。

电视剧是遗憾的艺术。由于主观客观因素的限制，全剧进行了若干删减与压

缩，使部分故事和场面未能达到酣畅淋漓的程度，观众有点到为止、浅尝辄止之感。

另外，个别情节、表演与场景，还有精益求精的空间。

（作者系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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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年尾，正是不同类型年度大剧上新之季。11

月20日，优酷“白夜剧场”推出《白夜追凶》续集《白夜

破晓》。何谓“白夜”？提到这两个字，剧迷们会立刻想

起国产网剧牛犊初生的勃兴阶段，脑洞大开兼具人性

灰度的黑白双生子探案故事《白夜追凶》成为无数推

理剧爱好者心中的白月光，自那时起，“白夜”二字便

在剧迷心中打下深刻烙印。

在《白夜破晓》播出之前，大家对于“白夜”的记忆

都停留在七年前弟弟角色关宏宇代兄入监的紧张时

刻，情意深重又心有千结的兄弟二人命运未卜，隐没

在黑暗之中的反派势力依然逍遥法外，这一令人牵肠

挂肚的时刻延宕竟过七载，背后是创作者坚持等待原

班人马的执着初心。有观众戏称观第一季时还是莘莘

学子，续上第二季时已为人父母，岁月流转中，不变的

是对“白夜”中故事与人物的钟爱，当初的念想已化作

一种情结。

但这样的剧迷情结常常是双刃剑，观众胃口被高

高吊起七年，此七年间，悬疑剧赛道已成为剧集行业

最熙熙攘攘的赛道之一，观众们见多识广，体验悬念

和惊险的阈值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面对观众画像的

微妙变迁，“白夜”系列的创作者选择了就地添柴、原

地重启。

《白夜破晓》开篇的时间背景正是关宏宇被羁押

的次日。故事时间与七年前紧密衔接，且坚守本格推

理风格。近年来，强调生活流和年代感的社会派推理

盛行，相对淡化“案不惊人死不休”的烧脑解谜过程。

“社会派”偏写实严肃的风格固然能促使观众反思社

会人生，但对于硬核推理迷来说，少了一些传奇性和

“头脑体操”的乐趣，此时就让人格外怀念当年《白夜

追凶》“奇人+奇案”带来的强烈震撼。

《白夜破晓》信任原IP的核心魅力并加以保留：兄

弟二人互换身份、昼夜交替现身的强设定是该剧悬疑

感、紧张感和羁绊感的来源，一个又一个离奇的单元案

件既凸显兄弟俩各具特色的人格魅力，又引领二人步

步接近主情节线灭门大案的真相，适合渴望看到匪夷

所思谜题和短时间内多重反转的本格推理爱好者。

保持原味风貌并不意味《白夜破晓》躺在功劳簿

上放弃创新，创作者在独树一帜的“白夜”原调中，巧

妙地实现了新弦变奏，新叙事要素的加入不至于喧宾

夺主稀释前作风格，也避免游离于主调之外显得画蛇

添足，恰到好处地构成了对“白夜”系列核心叙事的捍

卫与烘托。

首先，新作融入了双生子中弟弟角色关宏宇的个

人成长线。在前作中，关宏宇更多展现的是与哥哥迥

异的性格特色，与冷静到近乎“寡情”的刑侦队长关宏

峰相比，关宏宇是性情中人，个性潇洒恣肆甚至带一

些匪气，用流行的人格划分法来说，哥哥是i人，弟弟

是e人，哥哥是“淡人”，弟弟是“浓人”。《白夜破晓》在

延续上述人设反差的同时，补充了前作中未多刻画的

人物弧线，关宏宇在前作中的戏剧行动主要是守护辅

助兄长，在一些假扮身份的关窍时刻贡献小聪明和紧

张感，新作中他更加深入地学习办案技巧，在个人能

力和心智方面有更明显的提升，他的脱胎换骨令人眼

前一亮。

其二，虽然“白夜”系列本非“社会派”，但剧中的

谜题并非缺乏社会性的孤例个案，创作者与时俱进加

入了近年来广大公众关注的普泛议题，如儿童拐卖、

虐待动物等，将社会性与高概念的传奇性有机结合，

引人关注并反思现实。

其三，在人物关系方面，更多公安同侪觉察出了

关家兄弟俩互换身份的蛛丝马迹，而每个重要配角的

表现既凸显了他们的个性和价值观，也体现了超越世

俗功利与计较的同袍之谊。从完全了解内情的副队长

周巡到坚定信任“师父”的新人女警舒桐，从智商超

群、默默观察的新角色法医郜君然到性格泼辣、直揭

明牌的巾帼队长曲弦……兄弟俩身份的秘密始终作

为剧中的定时炸弹，令观众为之悬心；而众人心照不

宣的态度，意外呈现出喜感与温情，中和了故事的肃

杀底色。人物群像为更高的目标耐心绸缪、事险从权

不拘泥于缛节的勇气带来了新的紧张感——帮助兄

弟二人隐瞒秘密的伙伴们被戏称为“一条绳上的一群

蚂蚱”。

最后，本剧结尾十分大胆，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

未囿于现实常规，采用符合情感逻辑的方式解决了孪

生子共用身份的终极难题。兄弟俩将身份互换坚持到

了最后，弟弟替代牺牲的哥哥活下去，扛起了属于两

人的正义责任——“从此世间再无我”。这结局貌似

“出格”，实有正气，且兼顾了人情。许多喜爱关宏峰的

观众为此意难平甚至抱怨，但悲伤之余，兄弟二人灵

魂共融、合二为一的处理，成功为故事的主题添上了

一抹苍凉和厚重。

“白夜”系列时隔七年的续写注定伴随着争鸣与

情绪宣泄，这样的创作好比逆水行舟，多年累积的期

待值让人很难保持观看新剧时的平常心，无论案件的

复杂度与严密性，还是结局的悲壮感与反团圆，都必

然被置于“老白夜”剧粉们的放大镜之下。而无论剧粉

们如何争论，是昔日梦回还是怅然若失，创作者七年

磨一剑的身体力行提供了一种打造精品的路径，此夜

破晓之后，白夜剧场中的故事仍将不断上演。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看《白夜破晓》如何新弦变奏
□陆嘉宁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新影集团出品，浙江新影华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新影

华安（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团结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

联合摄制的电影《春风梦》在京举行观摩研讨会。影片以浙江温州乐清市柳市镇的

民营经济发展为背景，讲述了木工周志龙、周志远兄弟为追求美好生活，敢想、敢

干、敢为天下先，最终创业成功的故事。

专家认为，春风镇人的春风梦反映了中国梦，小题材反映了大主题，小人物反

映了大时代，小制作取得了大效果。电影《春风梦》承载了对改革开放史的记录，改

革开放给了每一个人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平台。该片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

一，启示观众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专家研讨电影《春风梦》

本报讯 12月22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广联合会纪

录片委员会协办的纪录片《珍爱之地》（Cherished Land）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出品，通过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手法，深入展现了新

疆伊宁六星街社区内汉族、维吾尔族、回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等13个不同民

族、不同文化背景居民的生活状态与情感纽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副主任、《珍爱之地》监制王跃华谈到，创

作团队真正沉淀下来，去观察和讲述新疆的风土人情与人文风貌。大家发现，生活

在那里的人民最有发言权，人们的平凡生活和真实感受最有说服力。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阿语部副主任，该片总制片人、策划欧小兰现场分享了片

名《珍爱之地》的由来，摄制团队经过近一年时间拍摄，通过积累的素材画面感受到

当地群众对这片土地生活的热爱与珍视，由此得出片名。

与会专家认为，该片主创通过直接电影的方式，捕捉了六星街居民们日常生活

中的美好点滴，呈现出真实、平和、令人感动的诗意效果，展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深

厚情谊与和谐共处的生动图景。该片有助于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强大合力，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

升国际传播效能贡献影像力量。

纪录片《珍爱之地》研讨会在京举办

纪录片纪录片《《巴金巴金》：》：以巨匠人生观今日时代以巨匠人生观今日时代
□李 蕾

巴金，是二十世纪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他在文

学上面的成就已经超越了时代，获得了某种永恒的价

值，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温暖和力量。在纪念巴金诞辰

120周年之际，聚焦这位文学巨匠人生故事的人物传

记纪录片《巴金》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以饱含

深情的笔触表现巴金的真诚与热情、信仰和理想、挣

扎和呼喊，用他一生的思考、探索、追求、奉献，为观众

带来“让生命开花”的勇气和希望。

传记纪录片一般遵循时间发展的纵向线索，梳理

历史人物人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和时间节点，以

展现其生命历程与情感体验。纪录片《巴金》也不例

外。作品分为“世纪长歌”“激流火焰”“孤独巴黎”“正

色青春”“风雨早春”“怀念萧珊”“收获桑榆”“时代随

想”八集内容。从勇敢走出封建大家庭到毅然投身文

学创作，再到助推文学事业蓬勃发展，作品用巴金的

随笔、序跋、通信、照片、影像等史料作为叙事基础，全

景式展现巴金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但这部作品没

有落入一般人物传记纪录片“从生拍到死”的固有窠

臼，在大体遵循时间发展顺序的同时，融入了对巴金

的社会关系、人地关系，所处时代背景、历史情境等内

容的表现，使作品呈现出既清晰又复杂的叙事结构。

该片主创深信，每个个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生

活在由亲人、爱人、朋友、同事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

中。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所以，传记纪录片在表现人物的生平故事时，

应将其放置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当中，展示其情感经

历、家庭环境、社会交际，呈现人物的更多侧面。纪录

片《巴金》采访了巴金的侄子、四川文联名誉主席李

致，养子马绍弥，朋友、著名作家杨苡等，讲述了巴金

的大哥李尧枚被封建家庭禁锢的悲剧人生，三哥李尧

林因时局动荡与杨苡天南地北、无法团聚而抱憾终身

的凄美爱情，妻子萧珊一边照顾家里、一边从事翻译

事业，有条不紊的生活故事等。这些亲近之人的经历

和故事成了巴金文学创作的素材宝库，也成为激发

巴金思索人生道路的力量源泉，编织出一个富有历史

厚度、时代质感的社会生活画卷，让观众从中解读出

文学史、思想史、生活史等层面的不同意味。

这部传记纪录片是对个体与历史关系的真实写

照。创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去把握巴金的气质、精

神。人物处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个体的经历既受到

历史变革的影响，又成为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

于巴金这个生于忧患之世、生命跨度百年的人来说尤

为如此。家国动荡、去国离乡，历史在巴金的身上留

下了深刻的烙印。在纪录片中，巴金几经沉浮，却始

终在思考，思考文学的走向，思考国家的出路，思考人

类的未来。正如片中解说词所说，“巴金实在太过丰

富，他的百年人生跨越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身边那

些生命的生离死别，乃至他观察到的中国与世界”。

从历史语境出发，通过表现巴金身边的人和事折射巴

金所处的时代风貌，这种创作手法不仅以社会关系

网、历史氛围凸显历史人物形象和性格，丰富其情感

层次，也为观众提供更为广阔的观赏视野，帮助他们

在历史观照中探究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进而更好地

把握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纪录片《巴金》还将人物放置在人地关系中塑造，

通过探访他不同时期在不同地点成长、生活、工作的

足迹，剖析他的精神世界。巴金一生辗转多地，该片

每集的讲述几乎都要围绕一个地点展开。无论是在

四川成都的迷茫还是在法国巴黎的孤独，抑或是在上

海的繁忙，不同地域环境及其文化底蕴，对巴金的思

想甚至人生选择产生一定影响。作品通过还原巴金

在这些地方曾经生活过的瞬间，展现人物与地域之间

的联系。而巴金在当地的各种努力和贡献，也反哺着

当地的社会发展，影响着这个地方其他人的人生轨

迹。比如，在巴金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现代文学馆在

北京建成。如今，每一个来参观的游客都会在进门

处，与门把手上的巴老手印相“握”，开启与这位文学

巨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心灵对话。

“走近他，再走近他，当我们的视线逐渐从模糊开

始清晰，眼前出现的并不是完美。走近他，再走近他，

当我们可以触摸到生命的温度，才可以真正感受到一

个躯壳内蕴藏的伟大灵魂，才知道拥有他是何等的荣

耀与幸福。”这诗一般的语言，道出了观众观看这部纪

录片时的感受。一开始，作品从生活细节入手，增加

真实感和趣味性。观众发现，虽然巴金的人格魅力和

艺术风范是一代楷模，但他在生活中也是普通人，有

着自己的个性、喜好，也有迷茫、无助、痛苦的时候。

随着创作者对巴金故事的讲述不断走向深入，通过上

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

会长陈思和、《收获》杂志社主编程永新、日本大学文

理学部教授山口守等研究巴金的专家学者的讲述，观

众逐渐发现巴金的伟大之处——他耗尽生命、历经苦

难、奋斗追求，用朴素平实的文字表达人间真实深刻

的情感和思想，让人灵魂震撼。从这个角度看，他又

是与常人不同的，他总是在痛苦地反思，呈现出超越

性。该片拍出了人物的这种复杂性，阐述出文化大师

的生成机制。

这部纪录片在表现巴金的伟大之处时，还着重阐

释了他的世界性。作为作家，他具有世界视野，善于

从域外汲取丰富的文学养料。他受克鲁泡特金写的

《告少年》启发，开始思考自己以后要过怎样的人生；

在剧本《夜未央》中，他从为了反抗沙皇统治而不惜舍

弃家庭、爱情和生命的青年革命者身上，看到了自己

梦想中的英雄。不仅如此，他的贡献也在世界不同国

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日本作家河村昌子看来，巴金

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自由，所有的人都平等，所有

的人都相互爱着。欧洲汉学协会理事罗捷奥捷夫则

指出，巴金的创作里充满人道主义的内涵，可以说是

全人类的财富。在这些外国学者眼中，巴金对岁月的

反思、生命的反思超越了时代、国界，成为世界的良

知、人类的良知。而这应该是这位文学家追求的更高

境界。

虽然巴金已然远去，却依然可以与当下现实相勾

连。在当下纪录片尤其是与历史相关的纪录片虚构

创作流行的背景下，纪录片《巴金》反其道而行之，没

有任何情景再现的演绎，全部采用人物采访、史料呈

现、实地走访等传统方式，将那些与巴金相关的历史

故事娓娓道来，看似平实质朴却掷地有声，足见主创

团队收集素材的用功之巨和组织史料的功力之深。

这种做法其实与巴金质朴的写作风格形成一种互文，

使作品多了一层独特的文学韵味，也表明了一种坚定

的创作立场。

（作者系光明日报影视评论版副主编、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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