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上海的《大江大河》《大浦东》等影视作品的热
播，让全国观众看到了上海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繁荣。 最
近，上海出品的两部电视剧《战地迷情》和《特赦 1959》正
在央视热播，取得了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 上海对于红色
文化宝库的挖掘展现了全新的方式，让故事生辉，让观众
鼓掌。

老题材用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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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以“双

马头”为标志的百年老字号———上
海“马利”画材在历史上创造了许多

个“第一”，是民族艺术的骄傲。本
月，这家上海的民族品牌翻开艺术

新篇———位于上海西郊的上海马利
美术馆正式开馆。中央美术学院附

中“大师从这里起步———中央美术

学院附中素描 100巡展上海站”和
“追逐梵高———儿童千人装置艺术

作品”这两大展览受邀到访办展。
该美术馆 2000平方米的展示

空间分为文史馆、美术馆和未来馆。

文史馆集中展示马利创牌 100年来

的珍贵史料，美术馆和未来馆集中
呈现多元化艺术展览及品牌合作，

力图打造“色彩地标”新概念。
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

校恰逢校庆 66周年，作为美术大师
的摇篮，走出了一批有时代影响力

的美术家：刘小东、喻红、向京⋯⋯

这些艺术工作者身体力行，投身于
美育事业。本次展览遴选历届留校

作品 100幅，时间跨度 50余年，让
参观者近距离感受名家年少时期的

珍贵画作，藉此温故知新，激发对当
下社会美育的思考和实践。

美术馆总负责人顾汀汀介绍，

马利美术馆在保留传统文化品牌的
同时也将更有包容强调多元。顺着

展线可以在常设馆里看到刘海粟、
郭沫若、黄胄、关良、程十发、陈家泠

等人的馆藏真迹，这批知名书画家
正是用马利颜料留下的经典。“作为

上海百年老字号，在保留传统文化

感的同时，也会关注和当下文化与
语境的链接，呈现多元化展览，打造

上海西区的艺术新地标。”
上海马利画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文富说，中国第一支水彩颜料、第
一支油画颜料、第一支蜡笔、第一支

软管国画颜料都是来自“马利出

品”，马利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的
发展历史。在他们的规划中，会为国

际艺术家开设驻留计划，开办艺术
学校，借助中国画材第一品牌这个

核心竞争点，打通整条艺术产业链。

沪上西区多了一抹“彩色”
百年老字号马利画材开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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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发行

量最大的故事刊
物是《故事会》，这

些“故事”的诞生
地就在上海，包罗

万象， 精彩纷呈。

从这个角度上说，

上海是全国最会

讲故事的地方。

当然，上海的

故事也多，丰富的
红色文化、海派文

化 、 江南文化资
源，犹如巨大的宝
库，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 上海人会讲身边的
故事， 用镜头记录下中国

社会变化的点点滴滴，《上
海的早晨》《婆婆媳妇小

姑》《那样芬芳》《平凡的世
界》都引发了观剧热潮。 上

海人也会讲红色的战争故

事：《南征北战》《红色娘子
军》《51号兵站》……

无论是红色主题影视
还是革命历史故事， 对创

作和制作及演员表现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尤其在

历史细节和具体事例上更
要小心求证精心演绎，而

不必刻意回避甚至洗白，

这是一种基本要求也是必

须态度， 是出精品佳作的

保证。

在新中国 70 年华诞
之际， 不断涌现的创作人

才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正
在进一步擦亮海派影视作

品这张金字名片， 更多上
海文化元素的影视作品也

将有助于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繁荣创作，吸引更多年

轻观众关注主旋律影视
剧。 上海的精彩故事，讲不

完，听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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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谍战剧一直是受观众喜爱的

题材，《潜伏》《风筝》《伪装者》⋯⋯
这些年各种故事都有所体现，如何

在谍战剧上寻找新的突破口，这对
影视创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今年，上海交了一份相当不错的答
卷。

自 8月 15日上海出品的电视

剧《战地迷情》在央视八套开播后，
收视表现开局破 1，此后一路上

扬。该剧由海毅执导，讲述了以何
文清（于波饰）为首的年轻革命党

人与国民党以及日本人围绕经济
战而展开的生死较量。鹭岛商人何

文清肩负特殊使命,伪装身份八面
玲珑与各方敌对势力周旋,既要承

受家人和爱人的误解,又须化解一
次次迫在眉睫的危机，这次郝泽嘉

在《战地迷情》中挑战了一个非常
有看点的“狠角色”。

与一般虚构的谍战剧不同，此
剧那些险象环生的谍战情节，基本

上取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真实
历史事件，还原了福建地下党、侨

界、商界的风情，并在一定程度上
以小见大，反映了毛泽东率军攻打

漳州，19 路军兵变等重要历史事
件，比较真实再现了当年的情景。

“《战地迷情》的主题非常清

晰，就是立足于塑造一个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人形象。主
人公何文清明知自己力量有限，

却从不放弃，更不后退，以共产党
人特有的毅力和智慧去破解难

题，一次次出色完成了那些看似
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这样去

描述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使我

们的镜头语言一下子变得有血有
肉，无比丰富。”海毅说，“沿着真

实的红色文化之路去发掘，完全
可以为影视剧创作提供用之不竭

的素材，让我们创作出更多更高
品质的优秀作品。”

此外，《战地迷情》虽然是红
色题材，但该剧具有一些轻喜剧

元素，尤其是男女主角的感情线，
从欢喜冤家到并肩作战的伴侣，

二人的爱情故事交织在紧张的谍
战线中，起到了缓和气氛和改变

节奏的作用。尤其何文清与范凤
瑾这对“冤家”，开始因为丈夫的

神秘色彩造成妻子的猜疑和误
会，继而愤然离家。而妻子当上天

狼山大当家后，却在党代表引导

下暗中接受“船长”（丈夫）的指
令。夫妻二人矛盾不断，实为殊途

同归。这种爱情构架，显得特别新
颖有趣。

    除了用新的方式展示那些已经

成熟的影视题材之外，不久前，上海
出品的《特赦 1959》还填补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影视创作题材中的一项
空白。《特赦 1959》讲述了新中国成

立后，对战犯进行改造和特赦的历
史事件，同时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

期伟大的建设成就。该剧编剧赵琪
表示，电视剧以历史事件为基础，同

时把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
系，提升了观赏性。

据介绍，《特赦 1959》的剧本创
作时间不算很长，背后的积累却长

达 30多年。赵琪从上世纪 80年代

便开始收集“特赦”相关的回忆录、
报道文章等资料。30多年来，看过的

资料已达几百万字，不少档案袋里
收集的老报纸已经泛黄。

特赦题材“前无古人”的首次电
视剧尝试，对演员也提出了高要求。

男一号张铎饰演的王英光作为负责
改造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待战犯既

不能过于强硬，又不可过于亲切，10
年间，还要经历从敌人到朋友的几

层情感递进。为了找对“感觉”，张铎
将剧中人物的照片挂满了房间，边

看剧本，边与人物“熟络”起来。
除了题材优势之外，《特赦 1959》

的播出佳绩也与追求真实质感的制
作理念有关，很多人为剧中角色真实

自然的妆容“点赞”，没有美妆、滤镜，
在北方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脸颊因长

期日晒与干冷的天气而泛着红晕。在
屏幕上的管理所内部塔楼、走廊、监

舍等，都与历史上的功德林管理所十
分相似。这些细节虽小，却能让观众

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也有专家指出，全剧在一些具体
历史细节上小有瑕疵：如国民党将领

黄维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企图突围
时，曾下令施放毒气弹，但在剧中却

被改说成燃烧弹；在改造时期，黄维
早期也是最为顽固的战犯之一，因此

他是在 1975 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

的，剧中对他的人物描写有美化之
嫌，可能是基于对他获特赦后人生最

后期积极表现的肯定，但历史毕竟还
是要尊重的。
当然，瑕不掩瑜，《特赦 1959》全

剧总体制作水平颇高，是一部近年
来少有的佳作。

本报记者 吴翔

新题材讲老故事

■ 《战地迷情》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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