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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沂蒙》荣膺金鹰奖获赞誉：

以小人物视角平视大历史
本报记者 倪自放

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
选结果近日揭晓，代表山东参
评的42集电视连续剧《沂蒙》
突破重围，与《潜伏》等优秀
电视剧一起赢得“优秀电视剧
奖”殊荣。《沂蒙》此前在央
视播出时不仅收获高收视率，
且获得业内广泛认可，以小人
物的视角平视抗战大历史，真
实再现那段宏大历史的真实底
色，被认为是《沂蒙》感动无
数观众的关键。

立意：

为普通老百姓立传

电视连续剧《沂蒙》以抗
日战争时期一个普通的沂蒙大
家庭为故事着眼点，将历史事
件与个人命运紧密结合，通过
一系列生动曲折的故事，精彩
地塑造了于宝珍、李忠厚、心
爱、心甜、李阳等个性鲜明、
生动真实的老区人民形象。
《沂蒙》的编剧赵冬苓告诉

记者，接手《沂蒙》的剧本创作之
前，她一度非常为难。说起“沂
蒙”，很多人会想到“沂蒙六姐
妹”、“熬鸡汤”，要从这些被历史
文献和文学作品表现了无数次
的内容中寻找新颖的看点，难度
不小。

赵冬苓说，写沂蒙，与写
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都不
同，写井冈山等，党的领袖是
表现重点，并且无法回避，而
写沂蒙，无疑要把普通老百姓
作为重点描写对象，《沂蒙》
是在为普通百姓立传，“比如
剧中的于宝珍，这个整天忙碌
絮叨的农村妇女，像极了我们
的母亲。她的革命与失落，也
许不需要太响亮的理由，要好
好活下去才是她的主题，她的
苦与泪，是那段宏大历史的底
色，也是宏大历史最基本的组
成部分。”

探求：

沂蒙精神至纯至真

作为一部描写革命老区沂
蒙的电视剧，《沂蒙》的故事
一点都不宏大，甚至有点琐
碎，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喜
怒哀乐，战争中老百姓的谨小
慎微、尴尬与悲怆。但这不妨
碍该剧很好地表现沂蒙精神。

何谓沂蒙精神？编剧赵冬
苓说：“它不是政治口号，不
是由外来者推销而派生出来
的。它产生于沂蒙的大山深
处，产生于沂蒙古老而久远的
文化，产生于外敌入侵民族危
难之时。历史和危难，这两种
东西交织在一起，就使这个民
族的这群人淳良和质朴的人性
中闪现出那样一种大仁、大
义、大恨、大爱。它属于沂蒙
人，更属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
的民族。他们做的许多事情，
在今天的商品社会里令人无法
理解，会让今人产生疑问：到
底值不值？这样问甚至这样想
都是对他们的亵渎。他们那样
做，源自他们至纯至真的人
性，源自他们内心的真实诉
求。今天看来高不可及，当时
的他们却认为那是做人的底
线。这就是沂蒙精神。”

42集电视剧《沂蒙》，在中央电视台
播出之初，并没有为观众所特别关注，但
随着对展现历史的展开深入，其收视率一
举飙升到央视全年黄金档第二名。这种现
象的出现，关键在于《沂蒙》不像有些主旋
律电视剧那样为了政治宣教，不惜牺牲艺
术形象自身的独特性，而一味地揖让于政
治宣教，而是在于它独辟蹊径，通过主旋
律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汇，完成了对历史
真实与规律的切近，使之成为近几年来主
旋律电视剧中难得的上乘之作。

电视剧《沂蒙》通过马牧池村的人民
从当初的自发抗日到最终团结到共产党
领导下有组织地抗日，展现了老百姓的
“民心”是怎样地认同了共产党，这在凸显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朴素真理的同时，也
实现了对历史真实与规律最大限度的还
原。

对历史真实的还原，主要体现在《沂蒙》
成功地塑造了马牧池村普通村民的群体英
雄谱系。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时刻，马牧
池村的人民，不管是泼辣能干的于宝珍还是
忠厚老实的李忠厚，不管是共产党人李继长
还是国民党人李继周，不管是侠肝义胆的村
长还是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李忠奉，都在抗
日救亡的民族解放中，表现了一个中国人所
具有的民族气节，特别是过去被当作反面人
物予以影像表现的地主以及国民党军官，也
一改过去简单的表现手法，通过对历史真实
的还原，表现了蕴含在民间的那种一往无前
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使得那段已经
被尘封的历史真实获得了真切的还原，凸显
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
民间力量。

对历史规律的切近，还体现在共产党
对生命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和改变上。如
果没有共产党进入，马牧池村的村民尽管
会有抗日的义举，但支配人们思想的还是
既有的传统道德规范，而《沂蒙》则深刻地
反映出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命个体觉
醒的艰难路程，这相比于既往电视剧或者
文学作品里所反映的农民政治上的翻身，
要深刻得多。

电视连续剧《沂蒙》，是近年来热播的
一部成功的主旋律剧。《沂蒙》在社会效益
和收视率上的巨大成功，说明中国文化市
场不仅需要利用大众娱乐实现经济效益，
也要负载一些宏大叙事意识形态任务，以
软文化形式实现一定的政治诉求和文化
诉求。

于是，实现对主旋律电视剧宏大叙事的
突破，就成为该剧的一大特色。要实现主旋
律剧的成功，就要更好地实现观众和电视剧
叙事之间的互动。沂蒙精神，是红色革命时
代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在新形势下，如何
认识革命精神所蕴含的伟大的人性闪光点，
重新审视革命英雄们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
现实合理性，是摆在目前影视工作者面前的
重要任务之一。该剧的一大特点即在于所谓
的平民性与国家民族叙事的结合，而这种结
合，是在客观化的原生态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以往的主旋律电视剧中，都是国家民族叙
事对所谓的平民性形成包容和融合，但这部
电视剧的特点，在于将二者在历史情境中的
结合真实地表现出来。应该看到，平民性与
国家民族叙事，既有相互冲突、消解的地方，
也有相互融合的地方，该剧既真实再现了沂
蒙人民对革命的贡献和国家民族叙事超越
意识形态的地方，也真实反映了有些平民的
个性弱点(如面对鬼子时的软弱)，反映了国
家民族叙事在革命的大故事中对平民生活
的影响。比如，“恩不是一种债”，剧中的于大
娘，以朴实的言语表达了对民族大义的理
解，无疑加深了“牺牲精神”的悲壮意味，具
有了别样的深度。

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
评选结果于近日揭晓，山东省
42集电视连续剧《沂蒙》荣获
“优秀电视剧奖”。作为一部全
景展现和讴歌沂蒙人民参军参
战、拥军支前，无私奉献精神的
平民英雄史诗，电视连续剧《沂
蒙》在宏大的家国叙事结构中，
采用朴素低调的平民视角，将
民族危亡关头沂蒙人民大节大
义的忠贞信念和操守与农民个
人生活经历中的悲欢离合、爱
恨情仇以及纠结在家长里短、
杯水波澜里复杂微妙的人性细
节，纵横交错地缝合在一起，用
影像成功描绘出齐鲁大地沂蒙
山区普通农民大仁大爱、大忠
大勇的伟大灵魂，是重新审视、
重新建构影视表现与历史叙事
关系的一次成功探索与尝试。

《沂蒙》所建构的新影像历
史叙事模式，是以战争中普通
家庭、普通人为叙事主线的平
民史诗模式。剧作从为普通老
百姓立传的叙事立场出发，紧
紧扣住马牧池村李忠厚一家这
条主线，以多条副线的纵横交
织，全方位真实再现了沂蒙老
区千万个普通农民家庭为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做出的巨大
贡献和牺牲，生动诠释了伟大
的沂蒙精神。

从影像表达层面来看，《沂
蒙》用真实甚至可以说是超真实
的视听语言，带给我们一种既熟
悉又陌生的审美感受，标示出一
种难能可贵的艺术创新。

《沂蒙》排斥大牌，排斥光
鲜，排斥花活，排斥高调，把对
质感、质朴、真实、切实的艺术
追求推进到极致，这在几个层
面上都体现出来。一是在演员

的选择上，剧作坚持不用大腕
明星坐镇，没有俊男美女闪亮
登场。全剧自始至终没有出现
任何光鲜靓丽的影视明星，而
是启用了一批刚刚走出艺术院
校的演艺新人，因为他们陌生
的面孔混在群众中毫不起眼。
同时以“扮丑”代替“饰美”，经
过扮丑后的演员，邋遢的服装、
脸上的泥土和皱纹、头发上的
尘屑、黄垢的牙齿、说方言土
语，与当时普通的贫苦农民在
外表上完全相同，真正是“放在
农民堆里也认不出来”。这样就
成功转换了审美的维度，引导
观众由习惯关注演员的漂亮容
貌转变为开始关注并接受影片
本身所蕴藉的人文核心价值，
有效修正了一般大众“第一眼
看美女”的观看习惯；二是在景
别处理上较少运用大远景和大
全景，基本没有宏大的战争奇
观和刀光剑影热血沸腾的战斗
场景，而是大量运用小景别如
近景和特写，来淋漓尽致地表
现人性的、贫瘠的、凌乱的、真
实的乡土体验和日常生活的琐
事细故。男女主角从面容到举
止到话语各种土里土气的细微
末节，在特写镜头中处处得以
清晰的表现。对战争场面也没
有进行革命浪漫主义或英雄主
义的升华，当普通农民拿起农具
冲向敌人时，不协调的动作真实
显现在近景中，使真实而鲜活的
纪实风格得到有力强化和凸显；
三是全剧基本近似于黑白片的
色彩运用，以青灰、灰黑色调为
主，包括人物的服装色彩、环境
色彩以及房屋建筑等，这种暗
色调基本贯穿全剧始终。曾有
人针对《沂蒙》整体色调的灰暗

提出过疑虑，认为它太过沉重
压抑，没有表现出沂蒙人民朝
气蓬勃、乐观明朗的精神面貌。
但笔者认为，这种色调恰恰是
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历史
风貌的真实写照。从处处透着
贫寒之气的家庭场景，到萧瑟
荒芜的山区自然景色，再到“灰
头土脸”演员构成，剧作选择使
用了大面积的暗色，以乡土化
的村落风格彻底还原了当时当
地原生态的地理景观。尤其在
光源的选择与使用上，刻意的
曝光不足与谨慎的室内补光，
营造出一个人心惶惶战乱年代
的暗淡氛围，战争中人民生存
境遇的极度悲惨和心理的惴惴
不安与画面中摇曳明灭的微弱
灯光，真实得让人震撼，甚至在
某种程度上已达“超真实”之
境。这一切，无论从心理感知还
是切实体验上，都高度契合着
影片整体叙事风格的绵延与沉
重。与多数战争影视剧习惯性采
用明亮的色调来表现“解放区的
天是晴朗的天”不同，《沂蒙》没有
出现对战争胜利的图解化表达，
抗战胜利和解放之后色调的运
用并无明显的变化。暗色调非
常吻合普通人在战争岁月中的
苦难命运和主题意蕴的深厚悲
剧性以及编导悲悯大地的人文
情怀。虽然这种“乡土化”和“真实
再现”的暗色调在剧中一再被放
大，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人”的地
位，反而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朴素
还原以及对大地荒芜贫瘠的悲
悯，有效地强化了对人性的思
辨与人文的关怀。这正是影像
表达的核心价值。同时，这种独
特的影像风格也真正实现了叙
事的解放。

对历史真实
与规律的切近
——— 电视剧《沂蒙》之我见

李宗刚

对主旋律电视剧
宏大叙事的新探索
——— 评电视剧《沂蒙》

房伟

《沂蒙》：

一部优秀的平民英雄史诗
李掖平

《沂蒙》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