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竞武：“如果把我变成您，偷天换日……如

果为国而死，我死而无憾……您必须要去北平！”

电视剧《破晓东方》正在热播，剧中，5个儿

子里长得最像父亲的黄竞武（字敬和）为了让

被特务盯梢已久的父亲到北平与毛泽东见面，

决定以自己为诱饵扮成父亲的模样，声东击

西。告别之际，黄炎培夫人姚维钧心中不舍但

心怀大义道：“当心……”黄炎培淡淡一句千钧

重：“晓得了。”

一句“晓得了”，我们就都懂了。弹幕里飞

出：“黄竞武1949年牺牲……”大家心里明白，

在上海解放前8天，黄竞武被活埋。弹幕里还

飞出“黄炎培是我会创始人……”大家也懂，黄

炎培1905年参加同盟会，后与张澜等人发起组

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

首席代表，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一句“晓得了”，也让上海观众

感到与自身也紧密相连的家国情怀——就是

这位上海川沙人黄炎培，与毛泽东有了关于历

史周期率的“窑洞对”。

“晓得了”饱含着千言万语，正如《破晓东

方》寥寥几个镜头，就让我们把这些年学过的

历史课都在脑海里融会贯通。全剧开场，同时

铺陈出三条战线——1948年12月底，为取得全

面胜利，刘伯承、陈毅等前往西柏坡参加中央

政治局会议，开始筹划新中国未来、谋划经济

战线；同年12月30日，又名“静安”的地下党员

李白沉着冷静地发出“永别了，亲爱的同志

们！”之后，静待被捕的隐蔽战线；以及本文开

头，中国共产党如何千方百计保护民主进步人

士，最终形成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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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安

《县委大院》院内外的格局和视野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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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战线，都突破了以往“革命战争片”

里正面表现敌我战争场面的视角——因为，这

是一部立足上海，立体全景展现中国共产党何

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之后着手建设上海的大智

慧、大格局的大剧。上海的作用，仅仅以片中蒋

介石与汤恩伯的对话就可见一斑：“把所有家底

押在长江防线上得不偿失……为何不把防御重点放

在上海？我将与你和上海共存亡……”

时至今日，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稳步推进，上

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持

续打响。上海，是“经济长子”，始终是中国的经济中

心。这与新中国首任市长陈毅，以及“共和国掌柜”

也是上海人的陈云打下的家底，密不可分。渡江战

役的过程中如何尽可能保存像上海这样的工业发达

城市？《破晓东方》的剧情，又不时让这三股线交织起

来。当黄炎培在北平遇到毛泽东时，他提出了在战

事中如何保护上海、保存上海实力的问题。毛泽东

回答得透明：“争取和平渡江……能在上海站稳脚

跟，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让饱受战乱的人民休养生

息，这才是大问题啊！”镜头一转，日出破晓。随后，

在中央银行担任稽核员的黄竞武，拒绝移交黄金，又

为上海经济保住了家底……

这三条战线上的主要人物都与上海这座城市

密切相关。已有大篇幅镜头画面的陈毅市长自不

待言，台词中提及的宋庆龄与黄炎培，同样都出生

在上海川沙内史第，还有严刑拷打革命志士的原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也就是现在的龙华烈士

陵园……

在看《破晓东方》的同时，平时上的历史课内容

会与荧屏上的镜头叠化起来。当中央政治局会议在

西柏坡举行的时候，想必参观过西柏坡的同志一定

也走入过那个长条形会堂，在木质长椅上感受历史

的风拂过面庞。当李白把密码纸吞咽下去时，观看

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及同名舞剧的观众，会

在脑海里出现孙道临的银幕风采和王佳俊的舞台表

现。他们虽然只是与李白一样戴着眼镜，但我们就

是觉得他们是同一个伟大的人。同样，刚看过沪剧

《陈毅在上海》的观众，虽然也知道在沪剧里扮演陈

毅市长的孙徐春，与在《破晓东方》里扮演陈毅的张

嘉益，明明是两个人——但是他们又都在“陈毅市

长”这个形象之下，叠化、清晰、高大起来……

像，除了化妆、演技高超，也因为艺术家为这些

历史人物保留了一点点乡音。《破晓东方》里的黄炎

培在强化情感时不仅仅会说上海人表达“知道”的

“晓得了”，还会愤而表达：“毛人凤是啥宁？”“不可

以，绝对不可以！”陈毅、邓小平是四川人，他俩对话

就会流露出川音，既不影响对于正剧的理解，也让人

物的情感色彩更鲜明、可信。

就像是黄炎培一句淡淡的“晓得了”，我们对于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行，

也就全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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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集的《县委大院》形成了一个收视小高

峰，究其规律，不外乎本子、导演和演员。

编剧王小枪一语道出其创作思想：“既要

写大院内，也要写大院外。”所以这部剧从县

官、乡官到村官，都有很重的家庭生活戏，也

正是因为这些家庭生活戏，使得全剧更具有

社会面的深度和广度。

导演孔笙，对于所有细节、全剧节奏和人

物基调的把握，一直令人折服。当然，本子和

导演的意图，最终还是要靠演员来呈现。这

部戏集中了一批当红实力派演员。

一般认为，人物之间谈话的戏好写不好

拍。但是这部剧里的人物谈话，拍得耐看而

有味。

黄磊演即将卸任的吕青山书记，呈现的

是一个“愁”字，拆迁、治污和发展，愁云密

布。为了在卸任前把拆迁的雷排掉，吕书记

亲自出面动员光明县老周书记同意拆除他住

了十多年的违章建筑，把盏谈心，既表达出行

政的压力，又推心置腹表示出对老领导的期

盼。最后老周书记说：“是应该拆掉，到时候

把阵仗搞得大一点，让电视台也来。”此言一

出，吕书记顿时眼眶泛红。以至于钉子户老

邱在电视上看到老周书记的房子拆了时，立

马对老伴说“搬吧，搬吧”。

梅晓歌上任后第一次干部大会讲话前，夜

间到吕书记住处汇报对于讲话稿的想法，这场

谈话戏，既有书记和县长人物身份的把握，又

有人物之间坦诚的沟通。看了梅县长修改的

讲话稿，吕书记既有对讲话稿的高度认同，也

不乏有一丝酸楚的流露，但只是一闪而过。

梅晓歌从县长到县委书记，呈现的是一

个“韧”字，胡歌经典的忧郁眼神，在这部戏里

却赋予了阳光的神采，有对于拆迁、环保、医改

的大力推进，有对于现代农业发展愿景的热切

展望。他在工作关系上有章有法，在婆媳关系

上大智若愚，在夫妻关系上委曲求全，在政商

关系上守住底线，在干群关系上真情相待。当

然，梅书记也有被乡官蒙住的时候，但是他立

即纠正了所谓“围炉夜话”的形式主义弊病。

吴越演的艾鲜枝，这位女县长呈现的是

一个“练”字，眼神、语气，举手投足都是一身

的干练和自信，但是她也有对于环保和经济

发展关系的犹豫和彷徨。艾县长和梅书记最

后就环保和经济发展问题的人物谈话，充满

了坦诚和务实的氛围。最后组织部考察的时

候，梅书记仍然力挺艾

县长，这一幕令人感

动。张新成演的新入

职公务员林志为，呈现

的是一个“思”字，若有

所思。职场吃亏的时

候，若有所思；发现问

题的时候，若有所思；遇到困难的时候，若有

所思。之前到市里汇报工作后走出会场，艾

县长问小林：“什么事这么高兴？”小林：“您刚

才念的是我写的稿子。”艾县长：“写得不错，

以后稿子这块就归你了。”以上对话，只有不

谙世事的小林才会对县长这么说话，也只有

艾县长才会这样豁达。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年

轻公务员，认知水平应该不会达到县长的高

度，但是经过认真思考，用心钻研，就能够写

出让县长满意的讲话稿。

李光洁演的九原县县长到县委书记的曹

立新，呈现的是一个“精”字，精明强干，善用

策略。曹书记和梅书记最后两人围绕环保问

题的谈话，是全局人物谈话的收官，展开的是

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更说明，县委大院，大

的不是院子，大的是格局和视野。

全剧没有说一句“中国式现代化”，但是

通篇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价值。

今天光明县梅晓歌书记所面临的困难和

当年焦裕禄书记所面临的自然大灾、风沙肆

虐和群体逃荒相比，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但是其精神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就如剧中

多次出现的“郡县治，天下安”的古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