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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评论

    朝着太阳迈进，我们正在最好的时

代。70后、80后，甚至 90后，越来越多地参

与中国故事的讲述。
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觉醒年代》将

历史向前推进一百年，那个时代的 70后、
80后、90后、00后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

怎样面对当年世界之大变局？《觉醒年代》

生动呈现了百年前的这样一群人。70后的
陈独秀，80后的李大钊，90后的毛泽东、邓

中夏、陈延年，00后的赵世炎、陈乔年等一
大批人物，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代际构成

从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走来，展现时代之激
荡，描绘觉醒之年代。

如同一朝分娩必经十月怀胎一样，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有其极为艰难而漫长的
孕育期，对于一个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

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的新型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为如此。《觉醒
年代》便从思想启蒙、思想准备、思想动员

的角度，展现了这段孕育历程的壮阔、壮
丽与壮美。

《觉醒年代》，如何表现“觉醒”？
它建立在广阔而深邃的历史场景中，

将“觉醒”与“寻路”这两大时代主题紧密

融合在一起。电视剧的叙述始于中国共产
党成立前的六年，即 1915年北洋政府时

期。当时，欧洲一战战事正酣，日本则趁机
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举国为之震

惊。此刻正在东瀛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亦怀满腔悲愤。“南陈北李”都是创建中国

共产党的先驱，他们并不是先知先觉者，
只是勇于比他人承受更为艰辛、更为痛

苦、更为彻底的精神磨难。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当所有的旧路都被证明行不通

时，就必须去寻求一条新的道路，这便是
那一代人的历史担当。剧中的李大钊曾告

诉青年毛泽东，他虽然还没有寻找到“药
方”，但他相信已经“在路上”。探路者们以

“在路上”的决绝精神不断实现着自我觉
醒，唤起了民众觉醒，并将思想觉醒的效

能转化为中华民族开新路、谋复兴的伟
大实践。中国共产党鲜活的思想基因和

鲜明的理论品格在此剧中得到充分彰
显，“觉醒”展现了寻路的先导，丰富了寻

路的内涵。
它以新文化运动的历程为主线，贯穿

诸多精彩的瞬间，将“觉醒”在艰苦的探
索，在激烈的碰撞，在面向世界的鉴别比

较中逐步实现的历程娓娓道来而令人信

服。在这条主线上，又生发出叙事的两翼：
一个是如何办《新青年》这块新文化的阵

地；另一个是如何办北大这座新文化的大
本营。围绕于此，关于思想、文化、政治的

论争一一登场，精彩场面此起彼伏。论争
不仅在“新学”和“旧学”、“问题”和“主义”

之间展开，还逐渐拓展到马克思主义与无
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最早

的觉醒者之一陈独秀在其中塑造得最为鲜

明。从早年参与推翻清廷的暴力活动到致
力于思想文化启蒙却决心“二十年不谈政

治”，再到同李大钊相约建党，凸显了中国
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灵史，

这个历程是通过学习、思考、比较、辨别，
特别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自我否定方能完

成的，唯有如此才会不断坚定自己的信仰

选择。
它建构了众多历史人物出演的大舞

台，将“觉醒”变得格外富有质感。观此剧犹
如看当年思想文化的“天团”，剧中不仅出

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以及早期的英烈
和骨干，还从新文化运动的广博出发，浓墨

重彩地描绘了章士钊、蔡元培、鲁迅、胡适、
辜鸿铭、钱玄同等人的形象。他们之间无论

是惺惺相惜、相互扶持还是激烈论战，都既
有大时代之气象又有日常生活之风貌。在

他们的交织碰撞中，觉醒者们奔涌而出，而
其他人也构成了历史合力中的完整组成部

分。在屏幕上回望那段历史，人们不禁为其
深沉厚重、大开大合、肆意豪放而心生触动

与感动。
围绕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觉

醒年代》精心刻画的几个“高光时刻”值得
特别品味，而它们均来自《新青年》历史上

发表过的文章。
一是 1916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

早稻田大学除名的李大钊，在日本写下
《青春》一文，作为其人生的宣言：“以青春

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
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

宇宙！”

二是 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
为名，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

神，野蛮其体魄”之主张。
三是 1918年，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

完成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写
作，《新青年》编委争相传阅、欣喜若狂。

一个个高光时刻让历史发出了亮光，
而这群人最终点亮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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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电视剧《觉醒年代》

    打开电视，总能看到一个个

故事，在上海铺陈开来，比如之
前的《安家》《三十而已》……未

来，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一定还
会层出不穷。荧屏上，导演总是

不约而同地用航拍技术，展现上海
的华美，剧集的主角们在林立高楼

和霓虹艳影中展开他们的故事。
上海，欣欣向荣。但上海的美，

在鲜亮的大处，也在市井的小处。
不妨拉低镜头，不妨接上地气，无

论是充满上海味道的弄堂，还是具

有红色记忆的建筑，都可以成为摩
登上海之外，人们的关注。

要听久违的乡音
近来，一部操着方言的《山海

情》大火，给影视从业者上了一课。

如今，在视频网?上看这部剧的时
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

本，一个是方言版本。很多观众表
示，还是方言版的更入戏，当看到

这些演员灰头土脸地用满口方言

吵架、骂人时，观众似乎瞬间就能
感觉到，这些夹着大烟袋、裹着花

头巾的人天生就是生长在这里的。
乡音本来就是一个地方特色，

是最能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
而只有真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表演时才能更真实，情感更加充沛。
上海话也曾经在影视作品中风靡一

时，上世纪 90年代的一部《孽债》就
采用了沪语同期录音，剧中的“上海

家庭”的成员全部选用了上海演员：
赵有亮、严晓频、王华英、吴竞、金鑫、

吴冕、李国梁、屠茹英、李家耀、李颖
……“方言看似是面上的东西，其实

变成了核心式的动力。”导演梁山说，
“清一色的上海演员，他们对上海的

风土人情更加理解，用自己的方言
来演，也演得更准确了。”

还有上海话版

的电影《股疯》，至

今仍在年轻人最爱
的 B ?中传播，足

见无论是老观众还
是年轻观众，都爱

听故乡的声音。反
观一些创作者，在

创作之前，就已经

畏首畏尾，要么担
心观众听不懂，要

么担心会不会影响
上海高大上的气质
……其实多虑，上海的发展势不可当，乡音的

发扬也势在必行。

要闻弄堂的油烟
故事，既然要扎根在上海，光会说几句上

海话显然还是不够的。有人觉得，现在很多电

视剧故事虽然发生在上海，但其实，上海不过
是一个 PS的背景板，这些故事放在北京、广

州、深圳……任何一个大都市都成立。只是发
生在上海，更“凡尔赛”一点。有的人说，以前的

《孽债》拍得好，可以看到人们在弄堂里倒马

桶，用公用电话，公交车又挤又堵，马路上不乏
有赤膊骑脚踏车的路人……时过境迁，那些上

世纪 90年代的上海，用到现在的作品上，显然
也不真实。但可以借鉴的是，走进生活的拍摄

方法，若只是航拍远观，怎么能

看到这些。楼再高，路再宽，人间
也逃不过柴米油盐、衣食住行。

弄堂里的马桶不见了，但早起
的勤劳还在；公共电话不用了，

但情感的牵挂不会断；公交车越来

越高级，为人们的生活奔忙；骑自
行车的赤膊老兄，如今也已化身公

园里晨练的老爷叔……车水马龙、
钢筋水泥之间，阿娘烧菜的袅袅油

烟，可以从弄堂里搬到楼房里，不灭
的依然是那一盏盼归的灯火。

现在，当我们要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的上海是什么样时，很可能要
到《孽债》《股疯》里去找。把镜头拉

低一点，让 30年后的人们回忆起今
天的上海，在一个个文化地标的背

后，也有故乡的人，故乡的情。

要尝生活的甘苦
90年代的《新民晚报》上登过

一篇报道，那时人们围在商场里为

了看《孽债》，都忘记了购物，可见好
的作品的确让人牵肠挂肚。那会儿，

小孩看不懂《孽债》，但一定听过李春
波的歌：“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

曾经流着泪舍不得；曾经拥有过，曾

经失去过，曾经艰难的选择……
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二十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当
他们彷徨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这

首歌也难免再次萦绕在心头。那时
候，大人看《孽债》，小孩就看《十六

岁的花季》，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
想，心里初恋的童年。去年，《十六岁

的花季》被高清修复后，从电视到网
络，依然和当年一样火爆。导演张

弘、富敏夫妇说，“戏里大家关心的
教育改革问题、家庭教育问题等等，

我们感觉没有过时。”而这些故事，
当然不是凭空杜撰的，他们俩花了

将近 9 个月的时
间，采访了专家、教

师和 100多位中学
生，甚至邀请女儿

的同学住到家里来
聊。富敏说，“剧里

欧阳一家三代，也
有我们家的影子。”

他们也把自己的生
活变成了戏，怎么

能不真实？

其实，上海不
乏优秀的创作者，

这些年不断涌现“上海出品”的作品，足见上海

创作人才济济，人们通过影视作品看到了上海
的“华丽蜕变”。诚然，上海是美的，但现实哪有

什么完美无瑕，就像《孽债》主演赵有亮曾说：
“后来看过有些本子拍的也是上海人，上海生

活，但就是不真实，打动不了人。连住的房子都
假———好像上海人家家户户都住别墅似的。”

导演黄蜀芹也表示，“其实，

相当多上海人的生活还是

平平凡凡的。”
上海之光，是其改革开

放后的滔天巨变，上海之
光，也是一路走来这座城市

始终不变的努力，豁达，真
诚。镜头下，我们同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