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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品”电视剧《人生之路》日前在央视

一套首播，续写路遥小说《人生》之中，高加林、刘

巧珍、黄亚萍等青年在上海改革发展浪潮中的起

起伏伏……很少有城市像上海这样，有着如此鲜

明而丰富的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和红色文化，既

有讲不完的传奇历史，也闪耀着现代的光芒。这

片土地一直蕴藏着层出不穷的故事，也是这些年

来影视创作热衷的发生地之一，每一年都有大量

以上海为题材的影视剧播出，此前的《破晓东方》

全景式铺开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接管城市的宏

伟篇章；即将播出的《风雨宝兴里》以“宝兴里”城

市旧改为叙事背景，将是一部充满上海市井风情

的现实主义力作；还有像深受观

众喜爱的情景喜剧《家有姐妹》、

网络短剧《吃饭才是正经事》以

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上海普通市

民的日常生活……

上海印象丰富立体

上海这座城市，可以书写鸿篇

巨制，也能描绘平凡的烟火人生，

无论是年代剧，还是现实主义题

材，不同的影视类型恰好聚焦了上

海的不同方面，为观众塑造了一个

更为丰富立体的上海印象。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600多处红色资源在这座城市里星罗棋布，红色

血脉代代相传，向人们诉说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开端、百年征程和辉煌业绩。这些红色资源也自

然成了影视创作的丰富宝矿，成就了一代又一代

的红色经典影视作品，在《永不消逝的电波》《建

国大业》《建党伟业》《1921》《觉醒年代》中都可以

看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今年，一部《破晓东

方》取材于已故军史专家刘统所撰纪实文学《战

上海》，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回溯历史，以磅礴的气

象、诗意的风格激励我们以勇气、胆略和智慧闯

过现实的激流险滩。

藏龙卧虎的上海也一直蕴藏着很多传说故

事，所以，上海也一直是很多年代剧喜爱的创作

背景。《上海滩》《情深深雨濛濛》《鼠胆英

雄》……上海能孕育出各种各样的传说。上海也

正在制作一部全新的谍战剧《隐匿之战》，讲述的

是共产党员阿喜和吕绣秀为了完成组织发布的

任务而假扮夫妻，分别化名为章永兴和程惠芬，

住进了鱼龙混杂的弄堂里，这里居住着共产党、

国民党还有暗探，每一位邻居都深不可测，两人

默契地彼此配合，在与邻居们的交锋中，一次次

全身而退。这里能看到英雄的故事，也能看到弄

堂里的生活气息。

上海不仅有辉煌的历史故事可以拍，今天城

市里的幸福生活不仅全国观众爱看，

甚至全世界观众也渴望通过上海了

解中国人生活的变化。所以，现实主

义题材的影视剧也一直喜欢以上海作为背景进行

创作。通过影视剧，人们看到了街上最时髦的姑

娘也许像《孽债》里浓妆艳抹、穿露脐装的马玉敏；

透过《上海一家人》，人们了解到了曾经上海人的

住房条件；在《十六岁的花季》中，人们看到了上

海朝气蓬勃的少年；《儿女情长》则是把一个家庭

三代人的问题来了个集中式处理，比如子女赡养

老人、暮年爱情、三角恋、争拆迁房等等；《婆婆媳

妇小姑》《情洒浦江》则是弄堂里饭桌上的谈资，

剧里的角色总能和现实对得上……

创作呈现井喷之势

这些年，以上海为背景的现实主义题材影视

剧创作更是呈现井喷之势，郑晓龙和王丽萍合作

《两个人的上海》以小人物视角讲述了上海从浦

东开发到今天这几十年的变化；火到了海外的

《大江大河》展现了三个不同身份的人在改革开

放潮流中的各自奋斗，最后一齐汇入上海这片改

革开放前沿热土的故事；在上海拍摄的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展现了上海的时尚与繁华，更是

吸引了无数观众来到上海发展与奋斗……

当然，还有像情景喜剧《家有姐妹》、网络短

剧《吃饭才是正经事》这样温暖的小剧，也用上海

人生活的各个幸福片段告诉观众，上海不仅可以

成就你的理想，也能为你

搭建一个幸福的家。这

些作品也在关注普通人

在时代中的遭遇，讴歌小人物的正义与赤诚，为

人间送去善意与力量。

其实，这些作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是

在讴歌伟大的祖国，赞美上海这座美丽家乡，讴

歌勤劳勇敢善良的你我他。

上海的故事，总拍不够，也让人看不够。

当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越来越快，乃至

“农民”已经从“身份”转化为“职业”之际，眼下的

青年观众如何看待路遥1982年发表的小说《人

生》以及近日据此改编的上海出品电视剧《人生

之路》？

无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21世纪的新

时代，人生之路的紧要处，依然还是这三点——择

校、择业、择偶。有关人生的选择命题，无论时代

背景如何更迭、身处环境是城市还是乡村、面对异

性暗生何种情愫……选择时的纠结，感性与理性

的抗争、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还想得的情感，终究是

人性千百年来的命运共通——何况《人生之路》绵

延至上海之后的故事此时播映，距离《人生》发表

也不过40来年。

电视剧《人生之路》当中，有不少当下与当年

情感共通、逻辑贯穿的画面。

当下粉丝成团追星，当年，高加林和刘巧珍坐

在黄土高坡上翻看《大众电影》——这可算是当时

最风靡全国的时尚流行资讯汇集了。此时高加林

无意中说巧珍是“村妞”。这两个字烙印在她脑海

里，隔天就去镇上烫了个大波浪，坐着拖拉机回

村，仍不免以“亮相”的姿态，把拖拉机当成了舞

台。她以模特儿的姿态，托了托大波浪，瞥一眼在

人群中一起“看热闹”的高加林。这个场面，与当

下武康路、安福路“武安古镇”一带，穿着时髦期待

路人拍摄的年轻人，并无二致。安福路、武康路

口，已经被网民冠之以“咱们村口的热闹大集”。

高加林的人生之路，就是由择校、择业、择偶三

个关键点决定。古往今来，历来如此。如果说刘巧

珍代表着高加林未进入上海的审美，那么黄亚萍就

代表高加林进入上海的审美。有人会问，高加林为

什么会到上海呀？看当年——小说里，高加林说过

一句：“连联合国我都想去呢！”一个略带清高、傲气

的文学青年，向往中国大都市，顺理成章。看如今，

有多少文艺青年向往到上海呢？小红书上随便一

翻：“上海，真是一个到处都可以出片的城市。”出

片，就是指拍好看的照片。对国际大都市的向往，

是每一个文学青年——如今是文艺青年的心结。

刘巧珍有着质朴纯粹的美；舞蹈演员出身的黄亚

萍，则带着大都市文艺气质的美。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是当下所有人的热望。高加林的鱼和熊掌，也

是当代文艺青年的鱼和熊掌。

通过高考前往大都市，是凭借个人努力有望

达成的目标。这也是如今妈妈“鸡娃”的根本原

因。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早就成为所有人的

“DNA”，不少如今为人父母者，就是当年的高加

林。有当年的高加林，就有当年的刘巧珍。陈世

美的故事不过是另一个可能相对恶劣些的版

本。刘巧珍也通过自身努力，在大上海站稳了脚

跟——虽然，第一步是从背着已故的、与马栓一

起生的女儿，到上海一幢洋房里为孤身一人的付

家阿婆做保姆开始。上海，确实也是一座由外来

建设者共同携手建造的城市，上海人与建设者彼

此依存。有着金子一般心的刘巧珍，从付家阿婆

身上学到了上海女性的精致、优雅、独立、个性，

最终自己创业，从一家面店开始，做成了中央厨

房连锁女企业家。改革开放的浪潮，让她和高加

林，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前提下，成就自身。

刘巧珍与黄亚萍，也是高加林的“红玫瑰与

白玫瑰”。因而，路遥的《人生》有着跨时代的隐

喻，在电视剧《人生之路》里，有着符合这个隐喻

的延续。黄亚萍有个性，在舞蹈团里仗义执言，

导致被贬到道具组去烫衣服。其父激发了她的

柔软处，到乡间支教遇到高加林；其母激发了她

的好胜心，到国外继续舞蹈生涯……出国后是否

还要异地恋，不是绵延至今的选择困境吗？当下

年轻人，因为机遇多、选择多，在各个城市乃至各

个国家之间流动。甚而，可以在谈恋爱之前就明

确我们就是短期玩玩还是长期固定——这是让

爱情更容易还是更难？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比

当年的选择要多。因而，“双向奔赴”显得弥足珍

贵，何谓“奔赴”——因为，远距离。但是，这也好

过——当年，要么合，要么分。同样的情感煎熬，

在电视剧《人生之路》里依然品味得到。

固然，服装、化妆、道具会让观众更容易有代

入感，但是切实打动人心的依然是人的欲望产生

与障碍重重之间，激发出的真情实感。并不是所

有人都生活在乡村，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城

市，但是，所有人面对择校、择业、择偶时的反复

思索、细细掂量甚而彻夜难眠、欣喜若狂乃至哀

莫大于心死等等的情绪，统统一致。这样的情

绪，在小说《人生》里，也在电视剧《人生之路》

里。哪有不奋斗，就成功的人生？

借用一句台词：“这个世界没有废物，只有愿

意当废物的人。”所有的“择”，其实都是“奋斗”。

这应该是对当下年轻人最大的启示了。

哪有不奋斗就成功的人生
◆ 朱光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现实主义题材的年代剧为何钟情于拍上海
◆ 吴翔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吸引着无数的创

业者、开拓者、奋斗者，有着说不尽的精彩故事……

日前，由上海出品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在央视

一套播出，该剧传承了原作精神，对原作故事作了

符合时代发展逻辑的延伸与拓展。

《人生》是路遥的成名作，最早发表在《收获》

1982年第三期。小说发表后即风靡全国，被读者誉为

“人生答案之书”，在那个文学具有轰动效应的年代影

响了一代人。 2018年9月，《人生》又被选入“中国改

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经典

之一。由上海出品、央视正在播映的电视剧《人生之

路》传承原作精神，对原作故事作了符合时代发展逻

辑的延伸与拓展，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以更新的

观念、更广阔的视野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物命运，并以

精品意识悉心打磨，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达到

了完美统一，其成功经验值得总结。

其一，改编者拓展故事维度，聚焦人
物的奋斗史，为该剧赋予了改革开放深入
开展以后新的时代内涵

贾樟柯曾评价路遥的《人生》说：“它让我开始对

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人生。”当年，很多

读者被高加林与刘巧珍的故事打动并受到启迪：人生

的好坏不是天生注定，而是由自己的选择决定。至

今，《人生》出版已有40年，路遥去世也有31年，当年

看《人生》的年轻人已不知不觉进入中年，但他们在经

历了岁月的沧桑与人生的风雨之后，再回想起《人

生》，仍然会有共鸣；而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身

处社会急剧变化并因此带来个体焦虑的当下，看看这

个曾经让父辈深深感动的故事，感悟其中的人生哲

理，也仍然很有意义。不过，隔了40年的时空，中国已

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要改编成电视剧，只有

与今天的时代建立起联结，才更有可能与观众产生共

鸣，为此需要对原作进行新的诠释、新的拓展与延伸。

路遥曾说：《人生》的最后一章不是结局。原著结

局是高加林回到农村，但这并不表明他从此失去了改

变命运的机会，只是那个时代的路遥只能把他的故事

写到这里。而在《人生之路》中，不仅高加林到了上

海，就连刘巧珍也来上海闯荡。

导演阎建钢曾说：改编之后的《人生之路》已经远

远超越原本时空的界定，一直把故事空间延展到了今

天，我觉得这是富有创造性的一个改变。从目前拍摄

完成的这部37集的电视连续剧来看，该剧深入挖掘与

传承原作精神，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在时代变迁

的语境中，开启“人生答案之书”的新篇章，以真实细

腻的笔触，将黄土地与柏油路交汇，让剧中人物面临

更多选择。与此同时，着力展现高加林、刘巧珍、高双

星等新一代农村青年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从西北黄

土地奔赴东南沿海城市，寻求改变命运的机会、创造

新生活的奋斗历程。从中折射出中国人始终秉持的

坚韧、勤奋、勇敢和善良的品德，以及自改革开放深入

开展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与人的观念的变化，既传承

了原作精神，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如此的焕新呈

现，进一步增加了作品的深度与广度。

如果说路遥的小说《人生》比较侧重于社会的不

公与主人公的坎坷经历的话，那么，电视剧《人生之路》则侧重写新一

代农村青年对命运的挑战、坚持不懈的奋斗以及最终的突围，给人启

迪，催人奋进，力求给今天的年轻观众带来直面困难、自强不息的精

神力量，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该剧还融入了海派文化精神。为保证该剧的“上海质感”，剧组

特邀上海编剧洪靖惠参与创作。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番影

视化改编，是在尊重原著小说文脉基础上进行续写，上海的城市精神

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这就决定了主人公们

来到上海后，会谱写美好的人生。可以说，海派文化精神的融入，对

该剧弘扬与树立勇于挑战、进取向上的价值观与开明、包容的人生态

度，丰富思想内涵，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其二，立足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在艺术表现上
精益求精，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与观赏性

《人生之路》的焕新呈现并达到“三性”统一，除了该剧的立意以

外，还得力于艺术表现的有力支撑。剧组在创作过程中树立精品意

识，从剧本、导演、表演、制作等多个环节入手，对该剧悉心打造，从而

使该剧达到了令人可喜的美学高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据制片方透露，筹拍耗时6年，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剧本打磨。

文学名著如何以影视化的方式呈现，后续的“上海故事”又如何从当

代文学经典中延伸，并引起当下观众的共鸣，需要创作者认真思考，

付出很大心力。就剧本而言，为了适应观众审美心理的变化，编剧洪

靖惠对原小说的情节与故事架构进行了调整。比如，原作中是高加

林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当上民办小学教师，不久就被村干部高明楼的

儿子顶替，于是只能重返土地。而在电视剧中，则是

他上大学的名额被高明楼的儿子调包。高加林当通

讯干事这件事原是由公社分管教育的干部马占胜操

作的，而在电视剧中，高加林是靠自己的一支笔去了

上海。再者，剧本在故事主线外，又增设一条副线，就

是高双星顶替高加林上大学，继而又受到良心谴责向高

加林坦白，最后考取教师资格证，决定回到家乡重新寻

找人生价值。这条副线贯彻始终，增强了剧情的丰富性

与吸引力。此外，在该剧拍摄期间，因疫情停拍两个月，

但是，虽然摄像机的镜头停了，剧组的创作并没有停。

在这两个月中，主创团队又对剧本进行了梳理和完善，

从而使剧本质量进一步得到提升。

阎建钢是一位以现实题材见长，创作风格厚重大

气、充满人文关怀的导演，曾获飞天奖、金鹰奖，在中国

电视50年盛典上获得中国电视剧优秀导演奖。他是

《人生》的铁粉，曾经说过自己的生活经历有着高加林的

影子。在《人生之路》制作特辑里他还表示，已经为拍摄

《人生》作了40年的准备，从第一次看到《人生》这本书

起就开始起意了。在该剧的创作过程中，他倾情投入，

精益求精。为了精准把控原著与剧本的立意，完美呈现

人物与故事，他在剧本基础上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导演台

本，并根据剧情场景做了大量配图，对剧本进行细致入

微的再创作。在他手上，绝不允许路遥的经典被改编拍

摄成打着年代剧幌子的偶像剧。

该剧主演是陈晓、李沁，主要配角是张嘉倪、王天

辰、林永健等，还有刘威、何赛飞、周野芒、黄梅莹、岳红

等出演。从主角到配角，从老戏骨到青年演员，都属于

实力派，这就为演好《人生之路》这部属于群像戏的年代

剧提供了基本保证。其中最关键的演员是饰演高加林

的陈晓与刘巧珍的李沁。阎建钢对陈晓的评价就一句

话：陈晓就是高加林。李沁2008年凭薛宝钗一角出圈，

直到2017年《白鹿原》的田小娥一角才真正走红。她气

质脱俗，但很有可塑性。刘巧珍作为那个年代的农村女

性，经历过感情的背叛，生活的挫折，人生遭际令人辛

酸，但她真诚、善良、坚韧、充满生命力。在《人生之路》

中，她不但保留了这些性格特征，还完成了精神蜕变，从

土气的乡村姑娘变成了干练的城市女性。李沁的扮相

也很到位，她手握锄把，扎着小辫，脸上明显的日照色让

人感觉是脸没有洗干净，活脱脱就是一个村姑的形象，

一出场就立住了。

其三，作为一部年代剧的大制作，该剧
在场景与氛围的营造上也十分精心

2022年，剧组克服疫情等不利因素，辗转上海、陕西

等地，进行了长达194天的拍摄。该剧的主要取景地清

涧县正是路遥的家乡。剧组还从农户家租了窑洞，专门

收了旧衣服、旧家具，修建了一个影视拍摄基地，从而逼

真地还原了当年陕北县城与农村的场景。与此同时，剧

组深入弄堂交错的上海街头取景，细致地展现了上海这

座城市的市井气息，这都使得故事发生的环境更具年代

感。不仅是上海街头与陕北村落的大环境，剧组在服化

道上也下足功夫，剧中的小道具、小细节极尽考究。高

加林从读书时的深蓝工装到落榜后不得不回归农村时

的粗布麻衣；刘巧珍从两条麻花辫到新潮卷发，再到利

落马尾的发型等，都带出了人物遭际的变化与鲜明的时

代特征。

路遥的文学经典《人生》出版40余年后终于有了故事新编。时代

赋予《人生》新的表达，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上海能够拍出这样一部电

视剧精品，反映了上海的视野与实力。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

海吸引着无数的创业者、开拓者、奋斗者，有着说不尽的精彩故事。

期待今后的影视创作者更加真诚、热烈地拥抱生活，拍出更多弘

扬时代精神、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富有上海质感的精品力作；同

时，也希望有关部门今后能像扶持《人生之路》的创作一样，继续对上

海的影视创作予以大力支持。

当代年轻人与  年前的高加林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