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好改革开放故事 沪影视界展全景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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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夕拾 综合

新时代·新农村·新表达
———评电影《春天的马拉松》 饶曙光

长久以来，国产主旋律电影尤其是农
村题材影片囿于创作理念、艺术表达以及
工业体系、市场结构和传播路径多方面的
结构性问题，难以与观众群体尤其是年轻
观众形成有效互动。近期涌现出的部分农
村题材主旋律电影，作为价值表达与商业
策略成功结合的新示范，是国产电影创作
厚积薄发、产业市场调整转型及主流观众
培育引导等多种诉求，相互交汇、碰撞、融
合的必然产物。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
献礼力作，《春天的马拉松》集中展示了当
下农村基层治理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人
民当家做主的农村新貌，也塑造出一个敢
作敢为、有情有义、有纪律有担当的年轻
基层干部形象，是一部为时代立心、为民
族铸魂、 为人民抒情的现实主义英模片，

在谱写新时代农村风貌上有着新思路、新
探索、新表达和新呈现。

《春天的马拉松》的叙事模式遵循生活
逻辑，又极富戏剧性。影片的核心剧情取材
于浙江宁海推行《村级权力清单》（简称“36

条”）过程中的真实故事，讲述了热情为民
的村长方春天在筹备接待莅临本村的一场
国际山地马拉松分站赛过程中， 面临一系
列涉及村级公务、村民管理及氏族关系、家
庭关系等方面的棘手问题， 他代表集体和
个人所做的选择与坚守， 引出了中国东部
农村基层治理和发展振兴中的生动故事。

核心情节点是方春天因拆包工程违反了规
矩，虽其意愿出发点和结果是好的，还是受
到处罚，在反思问题认识错误之后，他依然
不改初心，为人民服务。这种戏剧情境的设
置，恰恰让“规矩”（即“36条”）的意义凸显
出来。“36条” 是浙江宁海从 2014年开始
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 是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之际基层治理的政策范本， 也是本片
的创作基础。《春天的马拉松》 通过影像化
的方式使之具备感召力和感染力。

影片尝试寻求一种注重艺术规律和

尊重当下观众接
受心理的表达方
式， 力图建构叙
事逻辑的合理性
与情感表达的准
确性， 为承载意
识形态功能的英
模片， 从人物行
为到语言层面与
观众之间建构有
效的沟通路径。

脱胎于“36条”核
心内容的表述，

即 “推行村级小
微权力清单制
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已被
正式写入中央文件，而本片正是以各具特色
的性格角色和高度电影化的手法，为这一响
亮的基层治理口号作了电影化的注解。

从类型角度而言，《春天的马拉松》是
继《钱学森》《杨善洲》《郭明义》等作品后，

国产英模电影的新探索和发展。影片在叙
事上有效调和了团体价值和个人利益。主
人公敬业爱岗， 从国家公义角度无私奉
献，秉公爱民。另一层面，影片没有陷入以
往英模形象的窠臼中，而是刻画出一个具
有高度家庭义务感和责任感的丈夫、父亲
形象。人物塑造既尊重了党性，也尊重了
爱情、亲情，突破了以往英模片往往重点
书写公义大爱， 却忽略了日常情感的弊
端， 主人公的形象也因此更具人格魅力，

更令人信服。中国电影一贯有着“家国同

构”的创作传统，

以往的创作往往
是由国及家，家
庭、 家庭生活被
推至后景甚至模
糊处理，《春天的
马拉松》 则尝试
创作转型、 顺应
当代观众的观赏
诉求， 这种由家
及国， 探索新的
“家国同构”叙事
模式， 或许能成
为国产英模电影
在社会效益和市

场观众之间实现通约的路径。

《春天的马拉松》是上海重点扶持、长
三角协作共拍的电影，体现出区域电影产
业联动的特征，也是沪浙两地加强深度文
化合作取得的可喜成绩。 新中国成立以
来，上海影坛曾于农村题材建树颇多，《李
双双》《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等都是上
海创作的农村喜剧代表作品，这些经典作
品反映了各时期国家政策带给农村的巨
大改变，同时也涌现出李双双、牛百岁这
样的经典喜剧形象，以及喜旺、田福等颇
具魅力的“中间人物”形象，为国产喜剧电
影的戏剧性表现提供了巨大空间。上海尚
世影业出品的《春天的马拉松》作为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的献礼作，延续了上海电影
在农村喜剧创作上的优良艺术传统和浓
烈海派艺术风格，庚续传统的同时也锐意

创新，充分调动现代艺术规律、艺术技巧，

从剧本、表演和视听各层面努力尝试突破
以往农村题材电影的模式，以强有力的戏
剧矛盾、充满现实感的人物塑造和与时俱
进的电影语言强化了叙事感染力，避免了
概念化、空洞化。

在人物刻画方面，张铎饰演的影片主
角方春天是新时代的村干部代表，对于养
育自己的乡村土地有着深深的爱，在城市
事业有成后义无反顾回到家乡， 不改初
心，为民服务，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勇有谋
的现代中国年轻基层干部形象。郑昊在片
中进行了颠覆性的出演，将反面角色的私
心演绎得入木三分，与马副镇长、包工头
一起形成了影片的群丑像。影片在视听调
度上也注重电影感的营造，尤其方春天宴
请马副镇长一场戏，将酒桌上的斗智斗勇
与舞台上的生死相搏交叉剪辑在一起，以
动喻静，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

《春天的马拉松》是一部全新的现实
主义风格农村题材电影。电影聚焦社会主
义新时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初心，

展现了南方农村物质富裕后的新型农民
对精神富裕和制度建设的追求。电影取景
于浙东地区， 展示出江南优美的生态环
境、深厚的特色文化、热情的待客之道，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风貌在影片中得到
充分展现，将我国新时代乡村的最新改革
成果展现给观众。影片不仅关心基层民生
疾苦，体现事理人情，也具备真情实感和
责任担当， 更有深度思考力和敏锐洞察
力，以深厚的现实主义品格展示了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来基层治理取得的有效成绩。

在以戏剧化的类型叙事提升观赏价值的
同时，影片也实现了时政宣传与商业平衡
的新思路，无疑为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主流
化路径作出了有益探索。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席、中国
电影家协会秘书长)

?大江大河》与“小溪流” 邱 唐

四十年，过来人看，弹指一挥间耳；然
而，立基于个人，却恐怕是一生中最精华
的时光。因此，当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改变
并注定会继续改变数代中国人人生轨迹
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政策提出四
十周年之际，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去纪
念、讨论和致敬。于是，在文艺领域，一大
批反映和讴歌改革开放历程的影视作品，

在今年应运而生。献礼片扎堆，固然是文
艺作品 “高台教化”、 引导群众的应有之
义，另一方面，谁又能否认这一系列作品
不是对于群众当下对改革开放深入思索
与热烈探讨的一种回应呢？

如何使改革大戏能为广大随着改革
开放日益见多识广的人民群众更加喜闻
乐见呢？讲什么立意的故事，即作品的主
题固然重要，而如何讲故事，也就是作品
的叙事方式与角度， 则更需要功夫与巧
思。近年所呈现的一系列献礼片，显然注
意到观众群体求新求变的心理期待，从
《你迟到的许多年》《正阳门下小女人》到
《外滩钟声》《大浦东》，面对改革开放这一
重大历史命题，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告
别传统的宏大叙事惯性，而将叙事视角下
移，不再只重点关注庙堂之高，而是深入
田间地头、工厂校园，讲述各阶层、地域、

行业最基层、最平凡的中国人不凡而巨变
的人生故事。这种变化固然可以视作我们
着意塑造平民英雄、向人民史观回归的有
益尝试，同时也在证明，改革开放不惟宏
观、抽象地改变了中国，更是让无论东西
南北中、 工农商学兵的每个具体的中国
人，都有自己的改革故事可以讲述。

在诸多同类型剧作之中，《大江大河》

是比较亮眼的一部。同样是讲述普通人经
历的改革历程， 它显示了更大的企图心。

首先，电视剧选择了难度较高的多主线叙
事方式，设置了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三
个不同出身、职业、性格的主角形象，通过
讲述他们各自独立又有交叉的人生故事，

反映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这种剧情设置显
然展示了主创团队对驾驭能力的极大自

信。其次，电视剧的人物设置极具时代敏
感性，宋运辉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通过自
身努力考进大学的“老三届”，又亲身参与
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雷东宝从军人岗位上
复员后成为大队书记，带领乡亲进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办企业的改革尝试；

杨巡则是在改革春风中从 “投机倒把”的
小商贩成长起来的商业巨子。这三个人物
形象，分别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
经济三种经济模式改革发展的代表，可以
说是改革开放初期最典型的先锋形象。讲
好三个人物的人生故事，自然能够鲜活而
准确地展现改革开放的壮丽图景。这种试
图囊括农、工、商及知识分子、军人等不同
领域的改革先行者探索经历的大史诗式叙
事架构，其最大优势就在于“全”，可将触角
伸向社会各阶层、各区块进行描摹，弱点则
是容易失之“散”与“浅”。然而，在叙事的连
贯与深刻方面，《大江大河》 显然做得比较
理想。尽管叙事线出多头，但通过对亲情与
爱情内容的巧妙设计， 三位男主人公原本
隔离独立的生命轨迹产生交汇和碰撞，进
而彼此勾连，终使全剧叙事繁而不乱。

目前看到的部分剧集对于主题深度
的挖掘做得可圈可点，尤其是面对改革开
放这一宏大主题，不是一味地正面表列或
强势说教，而是着意挖掘和重现改革开放
初期国家与个人所经历的种种尝试、探
索、挫折，甚至是失误。从宋运辉的高考录
取被出身问题卡关，工作后力主自主定价
却为守旧势力所阻挠，到小雷家的脱贫之
路举步维艰，又备受红眼与刁难，再到杨
巡壮士断腕，禁绝假货，甚至是宋运萍与
东宝娘的婆媳问题……几乎所有经历过
那段时光的观众，大概都可以从剧中人物
的身上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全剧因此更
生动、更具说服力地展现出改革开放不仅
仅是一个理论上新旧体制的嬗变，不仅仅
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与飞跃，更是全中国人
民生活方式与观念迈向现代化的转型与
升级。这一切铁水奔流、山乡巨变，不可能
也不应该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中国
的一切改变、提升与成就，是全体人民在
党领导下一点点干出来的。 能够关注、揭
示和讴歌改革历程中的筚路蓝缕、创业维
艰，这是《大江大河》最打动人的地方。

在原著中，宋运辉们虽然领一时之风
骚，却未能一直勇立潮头，也有人不免在
改革的洪流中归于寂灭。但改革开放的巨
流却一刻不停向前奔腾。我们当然会循着
历史的巨流不断奋进，但也未必不能向每
一朵激扬起的浪花致敬。不论最终的成败
毁誉， 宋运辉们是改革开放第一批探索
者、实践者，甚至是先行者、启蒙者，正是
有了千千万万的他们，改革之流才成其为
大江大河，浩浩汤汤，势不可挡。

“戏骨”若钟，铮铮响亮 罗雪音

“父亲不在了， 我会扛起这个家。”大
哥杜心生面对寡母和弟妹们的誓言，让上
海“梧桐里”的风雨声，显得不那么凄寒。

在铺满近期屏幕的改革开放题材电
视剧里，《外滩钟声》无疑是最“儿女情长”

的一部。 它把从上世纪 60年代末起中国
社会半个世纪的变迁，几乎全都浓缩于一
条普通里弄、几户不起眼小人物之家的悲
欢离合之中，切入视角一个“低”字，剧情
结构一个“情”字，场景设置一个“实”字，

人物命运一个“长”字。我们常用“史诗”来
褒赞大跨度年代剧， 以此观察 《外滩钟
声》，它应该当得起荧屏“家史”二字。

大钟楼背景前凸现的，并不是高歌猛
进的厂矿企业或机构改革故事。摄像机像
被“粘”在弄堂口那条长凳上似的，观察记
录着每一个门洞里的亲情爱情、 生死命
运。故而，在相对固定的后景前，这部电视
剧最考量创制方的， 无疑是每一段戏的可
看性与一众演员的表演品质。 大跨度年代
戏，从舞台、银幕到荧屏，《茶馆》是群戏的
试金石，《雷雨》是深度开掘人性的展览馆，

《巴山夜雨》从张瑜、李志舆到欧阳儒秋，群
戏中正谐角色互搭、 演员气质契合，《儿女
情长》《咱爸咱妈》 则是显示煽情与收控力
度的典范之作。《外滩钟声》里，对情感、情
绪、性格、命运的精彩铺陈与细节拿捏，只
有通过一张张明晰可感的面孔和演员们动
静得宜的身体语汇来外化， 让观者感于心
而思于神， 方能达致对改革开放的国家策
略和历史进程最深刻的认知与体悟。

从这个层面来说，《外滩钟声》让人如
闻演技之“钟声”。演员的年资构成是丰富
的，俞灏明、吴谨言、代旭等新生代明星，

与陈谨、牛犇、张芝华、谢园、姚安濂等两
代“戏骨”级演员分别组成家庭或矛盾对
立方，频频地互相激发，互相“捧逗”“对
垒”“过招”。 由于剧本对于年代故事细部
的呈现具备了情感冲击力和矛盾张力，故
而这样的“混配”毫无违和感。

不得不说，姜是老的辣。对于“文革”

中经历丧夫、 丧女之痛的母亲饰演者陈
瑾，剧本安排的台词不多。然而，恰恰是这

个其貌平常的上海姆妈，奉献了最质朴与
不落俗套的表演。她善于用眼神来递送关
切和心疼，在因失父悲痛欲绝的儿女面前
捂嘴控制号陶。应对痛彻心扉的命运打击、

操不完的儿女家事，她的一个尴尬、嗔怪、

劳累或理解的笑， 其中所折射的历经沧桑
母亲身上那种对亲人最深的温情， 每每具
有“演员不哭，观众哭了”的神奇催泪效应。

83岁老演员牛犇饰演的老虎灶爷爷，因领
养来的孙子遇难，在“文革”中失去最后的
依靠，却从来笑对邻里，他的表演看得人既
辛酸又温暖。 姚安濂饰演的杜家爸爸只亮
相一集就因意外离世，但他在一场晚饭戏、

一场打屁股戏、一场埋大提琴戏里所呈现
出的爆发力和气场，让人过目难忘。

作为大量关键剧情、人物矛盾的展开
地，《外滩钟声》里的“灶披间”是充满烟火
气的。剃头师傅张芝华的正义感和风风火
火脾气，里弄“文革”小组长唐雅平标志性
的扭头姿态与对邻居上纲上线时的蛮横
与狡黠，“戏迷”谢园看似糊里糊涂实则外
圆内方、心存仁善，“周阿姨”马睿永远穿
得“山青水绿”却在“八卦心”里包藏了一
颗同情心， 这些形象都令人过目难忘。就
连弄堂口、老虎灶前那一个披头散发的失
智“老者”，也起用 91 岁高龄的管宗祥来
演，几句疯言疯语或“前言不搭后语”，在
身经百战的老艺术家口中化为神奇……

正是这些中老年演员积淀深厚的表演，为
个别牵涉年代真实感和人物言行的剧情
设计的“尬点”，挽回了一些可信度，也将
年轻演员驾驭年代戏时仍不免会有的分
寸失当与情绪失控给拉回、 冲淡不少。在
大悲大喜的感情戏中， 陈瑾的牵引与控
制， 带动演多了公子哥与贼臣的俞灏明，

在表演大哥时呈现出一个成熟演员的收
放火候，他眼神里的“戏”开始多样起来。

而“二女儿”吴谨言、“大姐”何晶等在与
“戏骨”的对手戏中也表现得可圈可点。年
轻演员是幸运的，他们碰上的不再是此前
一些剧组里随便安插的“绿叶”，而是一个
个阅历丰富、演技了得，在心目中将演戏
视作神圣的老演员，是一个个能够经得起
生活逻辑考验，把改革开放前后的性格与
行为变化表现得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

面对近年“鲜肉”占剧、唯“流量明星”

是举的影视选角倾向，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戏骨死在沙滩上”的怪论。这种看法不无
偏颇，也绝不应该成为中国影视表演界的
主流。老戏骨在哪里？老戏骨应该和正实
实在在地活在不少具有生活和历史质感
的好剧中。碰到一部好戏，他们的表演便
能发散金子般的成色。他们一丝不苟的塑
造，帮助小人物和平民英雄立起在中国影
视人物长廊里。用表演考量《外滩钟声》，

可以说，“戏骨”若钟，铮铮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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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众向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的电视
剧中，“上海制造”并在央视一套播出的《大浦
东》，有着宏大叙事的构架与线索，又不失细腻
的工笔。它以金融业视角与从业者独特的命运
跌宕，展现了浦东于改革潮中的大变迁，以此
见证上海逐步成长为全国经济中心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艰难而伟大的征程。

金融行业视角下的历史风云

选用金融业视角，高度契合上海城市发
展的特点，又极具艺术表现的挑战性。《大浦
东》的故事跨度从 1986 年到 2017 年，还原
了其间诸多特殊节点的历史事件，围绕它们
展开剧情。开篇第一幕正是中国金融史上的
重大里程碑———1986 年邓小平赠送给纽约
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一张中国飞
乐公司的股票。 个体命运在此历史背景前打
开———金融专业学生赵海鹰目睹范尔霖在仅
14平方米的静安证券营业部办理股权变更，

之后， 范尔霖听说财大课堂用实际案例进行
情景操作，便派代表前来观摩，在中国学生身
上看到中国金融业的希望。赵海鹰、陈梦蕾、

谢天阳、 杜黎等毕业生， 面临着去美国华尔
街寻梦还是留在上海发展的抉择……

1990年中央决定浦东开发开放，从此改
变浦江两岸之巨大落差。剧中，上海外经委
领导赵国平也即海鹰的父亲获悉邓小平即
将视察浦东后， 在烂泥渡路上听众人关于
“宁要浦西一张床， 不要浦东一间房” 的议
论，也是对当时市况的真实回溯。电视剧前
几集中出现不少改革开放真实案例，真实人
物如设计杨浦大桥的林元培、《开发浦东—

建设现代化大上海》大报告的作者林同炎等
或直接亮相，或将一些相关史料轶闻呈现在
人物对话中，加强了时代背景的厚重感。

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第三集中，一场征求关于国
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方案意见座谈会上，持保守立场的经济
学教授、 现身说法的上海首家股份制试点企业总经理、解
读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处代表等争论不断，触及
当时人们对于新生事物的真实反应。 随着剧情进一步展
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上海自贸区的建
设，都一一再现历史的风云激荡。而金融危机对于上海的
影响也成为一大看点。以金融业视角贯穿全剧，可见《大浦
东》宏大的叙事格局和精准的叙事策略，作为一个横切面，

它也恰当地表现出浦东改革开放过程中城市基础建设和
景观面貌的巨大变化，用镜头语言带观众深情回望杨浦大
桥、东方明珠、浦东机场等城市建筑。

人物欲望选择下的命运沉浮

《大浦东》聚焦一代金融人的成长，围绕亲情、友情、爱
情展开叙述， 更深刻探讨了金融人的欲望选择与职业操
守，通过不同的选择呈现了他们命运的沉浮。

赵海鹰、陈梦蕾、谢天阳、杜黎都脱胎于财经大学金融
行业，其父辈也多为参与改革开放的国家干部和高级知识
分子，而赵海鹰奶妈孙妈妈一家则代表洋泾老街的普通市
民阶层。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出场，全景式展现改革开放
带给上海市民的生活巨变。在优越家庭背景和优秀成绩加
持下的赵海鹰，其命运轨迹却脱出众人的期待。一心出国
得不到父母同意的他， 拜托孙妈妈儿子私下违法兑换美
元，春生被抓入狱，海鹰被学校处分后冲动选择了退学。而
事件的另一参与者谢天阳则明哲保身， 最后顺利出国。与
海鹰相爱的梦蕾拒绝来自世交家庭的追求者，留在上海静
安证券部工作，海鹰辗转来此打杂……

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在开播后的几集中已逐渐丰满立
体起来。闯祸后懊悔不已的海鹰茫然若失，退学前在教室
外偷偷观望。徐教授给他上了最后一堂课，也是金融专业
人最重要的一堂人生课： 学金融的人将来都要和钱打交
道，会面临种种金钱的诱惑、压力、困境，甚至事关生死抉
择，首先要学会坚守做人的原则和底线。这段话奠定了本
剧探讨人性与价值观的基调。剧中台词“上海是投资者的
天堂，而不是投机者的天堂”，掷地有声。当然，该剧除了表
现主人公事业上的磨砺，还聚焦了他们情感上的成长。

日常生活里的脉脉温情

《大浦东》除了呈现重大历史场景，对于日常生活场景
的营造也下了一番功夫。 尤其是孙妈妈一家所在的洋泾
街，星光理发店、永春杂货店、公用电话、煤炉上烧煮的美
味等的出现，让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市井烟火气扑
面而来。从主人公学生时代用的二八自行车、旧式收音机、

绿色挎包和飞跃球鞋，到工作后静安证券部的柜台、黑板、

台灯，带着岁月滤镜的道具让观众不时回望那个时代的城
与人。无论是孙妈妈留给海鹰的一碗糖醋小排，还是海鹰
为兄弟们亲手“摊”的除夕蛋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羁绊仍
旧是触动人心的关键。

《大浦东》的宏大叙事触
及了都市和时代的命脉，营
造了时空的纵深感和历史的
厚重感， 而芸芸众生贴肤可
感的日常生活， 又让我们感
受到了那一股脉脉温情。

《春天的马拉松》剧照

《大浦东》中的金融才俊们

王凯在《大江大河》中扮演宋运辉
管宗祥(左)、牛 在《外滩钟声》中出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