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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就就像像那那一一把把火火，，
熊熊熊熊火火焰焰温温暖暖了了我我
1987年，大众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本报记者 张宇
实习生 霍子齐

《冬天里的一把火》

费翔成为

中国第一代偶像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
焰温暖了我……”1987年的央
视春晚上，来自台湾的歌手费
翔打破了年龄、代沟的界限，凭
借《冬天里的一把火》和《故乡
的云》迅速圈粉无数，并成为中
国最红的第一代优质偶像。

其实，1987年的春晚上，费
翔演唱的《故乡的云》无论从立
意还是其美籍华裔的身份，都
应该更有意义，但《冬天里的一
把火》更火。今天回头来看，当
年之所以如此，大约是它制造
了一种新的流行，除了演唱者
费翔高大帅气、迷人的笑容、深
邃的五官，打破了观众的审美
代际差异外，还在于这首歌的
呈现方式，它以劲歌热舞这一
新颖又让人热血沸腾的表演形
式，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视听
享受，费翔style迅速征服了还
没有偶像概念的大陆观众的
心，烧起了流行文化的“第一把
火”。

那时没有网络，电视都不
算太普及，更没有所谓包装、炒
作，费翔的走红速度可以用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形容，此后
其劲歌劲舞的演唱方式成为众
多歌手效仿的样板。据称,春晚
后费翔收到的全国粉丝来信足
足装了好几个房间。1986年他
录制的专辑在大陆少有人问
津，但春晚后歌曲盒带狂销160
万盘。后来在接受鲁豫采访，谈
到春晚后他“火”成啥样时，费
翔是这样说的：“第二天上街就
知道了，太恐怖了。”

也就是这一年，春晚不仅
在中国人心里扎下了根，也开

启了“造星”与引领时代文化的
征程。春晚搭建起了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流行舞台”，成为很
多歌手、演员走红的“福地”，这
场合家欢式的除夕盛宴拥有巨
大的关注度，并逐渐成为国人
心中的新民俗。改革开放，为大
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与丰厚的土壤。

《老井》
直面人生的
现实主义力作

1987年上映的《老井》，是
一部直面人生、歌颂中国农民
勤劳奋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
这部中国第四代导演吴天明拍
摄的电影，不仅在国内获得了
金鸡、百花奖双料最佳影片、最
佳男演员，吴天明获金鸡奖最
佳导演等，还走向国际，获得了
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主
演张艺谋获最佳男演员奖，成
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影帝”。

《老井》讲述的是在黄土高
原干旱贫瘠的老井村，打井成
为一切。虽然孙旺泉与巧英相
爱，但为了给弟弟换娶亲的钱，
不得不给寡妇倒插门。他们抗
争过，但旺泉最终明白了自己
到世上的使命就是让村民喝上
井水。为了打井，村里有人牺
牲，有人捐出棺木……影片一
反以往反映贫瘠、落后农村风
貌的冷灰调，特别是红色、黑色
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音
乐质朴、苍凉。尤其是片中的孙
旺泉、喜凤、万水爷等人的动人
故事，细腻、真实的生活环境和
生活细节，有着扑面而来的泥
土气息，让观众形成了一种与
老井村人同呼吸、共命运的自
觉。影片结尾处的石碑铭刻着
一代代人的牺牲和努力，给人
以深深的心灵震撼与感悟。

老井村的孙旺泉们虽然贫
穷，却远比我们富有、高贵，他

们有着不屈从于恶劣环境、敢
于挑战命运不公且永不言败的
灵魂，这是改革开放后农村为
摆脱困境而奋斗的一个缩影。
影片以古朴、深邃的调子，唱了
一曲中国农民生生不息的生命
赞歌，也折射出了拼搏、进取的
民族精神。1987年该片上映时，
引起了巨大反响。

今天看来，也许有人会觉
得影片并没有什么曲折动人的
情节和扣人心弦的戏剧矛盾，
但它围绕几代农民打井的故
事，捕捉到了一种最深刻的矛
盾冲突：关于爱情、关于人与自
然、关于传统与现代、关于个人
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取舍等等。
在中国电影史上，《老井》是一
部纪实性与哲理性相融合、深
沉丰富、雄浑大气的现实主义
影片。

《红楼梦》
不负光阴
匠心造就经典之作

1987年5月2日，历经2年研
讨、2年筹备、3年拍摄的36集电
视连续剧《红楼梦》在央视首
播，给当时的观众带来了深刻
的思想震撼和人文洗礼，成为
当年的重大文化事件。30多年
来，《红楼梦》被反复播出，至今
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20世纪80年代，名著改编
电视剧并无蓝本参照。《红楼
梦》投资仅680万元，在建组、改
编、选角、资金与人才捉襟见肘
时，所有主创都秉持匠心、精雕
细琢了整整3年，才使其经受住
了30多年的大浪淘沙，跨越了
几代人的审美维度，至今仍占
据着最经典的位置。

首先是它的改编深得原
著精髓。该剧由周汝昌、吴世
昌、吴祖光、王蒙、曹禺、沈从
文等多位红学家和文学大家
参与制作，他们与历史学家、

民俗专家、建筑学家等组成了
强大的顾问委员会，保证了电
视剧在大局和微观上远离错
讹。

二是从拍摄、表演到制作
都凝聚着匠人精神。导演王扶
林历时一年从全国海选演员，
开拍前举办演员学习班，红学
家亲自上课，帮助演员理解原
著、揣摩角色。同时还培训演员
琴棋书画，礼仪身段。所以这一
版的剧中人一颦一笑都栩栩如
生，颇有韵味，给人的感觉就像
从书中走出来的。

该剧的化妆和服装设计杨
树云、史延芹，都把自己研究成
了“红学家”，他们针对每个角
色的性格特点量身打造妆容、
发型和服装。如气质高冷又兼
具诗人仙气的林妹妹，其发型
特点是“纤巧、灵动”，服装元素
多为梅、兰、竹、菊；性格单纯、
待人和蔼的宝玉，服装以暖色
为主。整部电视剧两千多套衣
服，设计手稿现在看都称得上
是艺术品。

《红楼梦》的音乐更是被大
家认为是无法超越的部分。著
名词曲作家王立平历时四年，
耗尽心力完成了剧中《枉凝眉》

《葬花吟》《好了歌》等13首歌
曲，其中仅一首《葬花吟》就创
作打磨了一年九个月。

《红楼梦》从创作改编、表
演到服化道、音乐等等，都回答
了同一个问题：经典无须争辩，
经典历久弥新。它被誉为“中国
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和“不可
逾越的经典”，自然有其道理。
去年《红楼梦》30周年活动，更
是引发了观众和业内的大讨
论，这是文艺作品中不常有的
现象。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影视
剧创作匠心、情怀的一种饥渴
与怀念。有理想才有追求，有敬
畏才有标准，精品、经典是用时
间、拼搏、才华和心血打磨出来
的。

《顽主》
“王朔热”
成为大众文化现象

1987年，王朔的小说《顽
主》发表，作为“痞子文学”的代
表性作品，《顽主》在语言、人物
形象、反映的社会心理上都颇
具先锋性，在社会上引起了巨
大反响。

《顽主》虚构了一个“三T”
公司，主人公以“替人解难、替
人解闷、替人受过”为宗旨，很
正经地去干最荒唐无聊的事
情，甚至包括替别人谈恋爱！王
朔用调侃的方式给大众塑造了
一群按正统思维无法归类的迷
茫困顿的顽主形象，他们的生
活方式、精神状态与社会、时代
的变迁密不可分，展现了改革
开放初期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
景象及人们的各种心态，表现
了文化转型期普通百姓，特别
是有些青年人焦虑、迷茫的情
绪，准确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
的精神状态。

在中国当代文坛，王朔可
称得上一个特殊的存在：上世
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统的文
学界认为他的作品玩世不恭，
登不上纯文学的大雅之堂。但
另一方面，王朔的小说却以特
有的幽默效果及与当代青年思
想意识的契合，在市场上大获
成功，他的很多小说都被改编
成影视剧，社会上出现了持续
升温的“王朔热”，甚至于有人
把他的“痞子文学”和金庸的

“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
说”，并称为“中国文坛三大现
象”。

以《顽主》为代表的王朔的
小说，展现了新时期以来作家
文学观念的变革与突破。“王朔
热”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
他也因此成为“大众文化”中最
有代表性的作家。

1987年，作为商品经济
时代特有产物的大众文化产
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一
年《武松》《包公》以及刚播出
的《红楼梦》《西游记》等古装
剧都被海外买走版权；涌现
出了《老井》《孙中山》等一批
优秀影片；港台歌曲和霹雳
舞流行开来……《冬天里的
一把火》一炮打响，费翔成为
中国第一批偶像明星。吴天
明拍摄的富有哲理的电影

《老井》引发关注，并在此后
获得了一系列大奖。被观众
视为经典的87版电视剧《红
楼梦》横空出世，其所表现出
的“工匠精神”至今仍为人们
津津乐道。王朔的所谓“痞子
文学”创作逐渐达到了顶峰，
成为文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
存在。

⑩

87版《红楼梦》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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