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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小语挑灯小语

又快到了全民电视都卡壳只能看一
个节目的时候了，这个节目，就是春晚。
曾经，无论你怎样盼它念它欢喜它，怨它
厌它嫌弃它，都不改心中的那个位置，和
吃饺子、拜年、发红包、放鞭炮一样，是过
年的几件套，缺一不可。从 1983 年第一
届开始，到今年几近四十年，四十不惑，
春晚却疲态尽显，困惑不已。

曾经，春晚是我们一整年的期盼。
只有春晚，才能凑齐那么多的演员、

歌手、明星、笑星，那是人才济济的一堂，
那是欢歌笑语的一堂，那是引领流行乐
坛榜单的一堂，那是台词变成热词、热词
变成无数人口头禅的一堂。早期的春晚
是茶座式的，那种演出方式的现场很热
闹，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就是在观众席
上说的，杂技魔术的大开眼界，港台歌舞
的大饱眼福，马季姜昆的大笑捧腹，二子
老茂儿的即小见大，给老百姓带来快乐，
给老百姓带来的，还有犒劳自己的年终
享受。

春 晚 曾 经 是 歌 手 们 用 以 标 榜 的 名
帖，“上过春晚”，不仅仅是意味着被央视
认可，还意味着收获市场收获歌迷收获
身价。因为春晚而一夜成名，最具代表
性的就是港台歌星张明敏和费翔，他们
在参加春晚之前默默无闻，因为春节联
欢晚会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也有
一些歌手在歌坛已经崭露头角，在春晚
献歌后迅速走红，代表人物当数韦唯和
毛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观众，通过
春晚认识了张明敏、罗文、徐小凤、叶丽
仪、万沙浪、潘安邦等港台歌手，到了九
十年代，1990 年的文章；1991 年的潘美
辰、邝美云、姜育恒、谭咏麟；1992 年的庾

澄庆和小虎队……更多的歌手则是因为
在春晚表演的经历为全国观众所熟悉和
喜爱，很多 80 后都对于小虎队第一次在
春晚出现印象深刻，虽然在此之前，央视
的《潮·来自台湾的声音》已经介绍过这
三位“小鲜肉”，但春晚的影响力却是不
可比拟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因其时
间的特殊性、行业的权威性以及资源的
垄断性，在全国观众心目中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 位，缔造了一次次收视神话，因
此，春晚几乎成了歌手成名最好的舞台。

现在，年度大餐变成了快餐晚会，是
否要花上大半年时间进行春晚筹备虽然
见仁见智，但如果明星单纯是赶场捞钱，
节目组一味追求速效，造成节目同质化
严 重 ，出 精 品 的 概 率 更 低 却 是 不 争 事
实。没有新歌，没有好歌，只是公司包装
和公司公关来推动歌手来参演，重复的
面孔，重复的节目，观众对于春晚满意度
的逐年降低，实际正暴露出节目制作者
与观众之间不断拉大的认知差距。

当年的小品王退出了，就剩从相声
转行演小品的冯巩，带着二人转演员闫
学晶、相声演员高晓攀、影视演员刘涛、
韩雪、宋祖儿们在语言类节目里继续征
战。连开心麻花都有点审美疲劳的当
下，马东在爱奇艺上推出的“一年一度喜
剧大赛”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喜剧效果，但
是我想了想，那些节目，可能很难通过春
晚的审查。难以通过倒还不是主题是否
正能量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一年一
度喜剧大赛”上的很多节目其实还挺有
深度和正能量的，比如蒋龙他们的《剧本
杀》，难以通过最关键的点，是因为时长、
铺垫和视角，“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呈现

的，是当下年轻人职场和情感都时时面
对的现实，可偏偏是这个现实，是所谓

“十亿观众”里可能只占五分之一甚至更
少的那部分人的现实，面对一个正在进
入老龄社会的年夜饭式的大拼盘儿节
目，不喜庆，或者不知所云的时代代沟，
可能是影响节目效果最致命的杀手锏。

优秀的节目上不来，上来的节目太
老套不爱看，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

除夕的那一夜，饺子几十年都是一
个味可以，因为那是家的味道，春晚不
行，几十年跳不出自己的桎梏，就该考虑
换人换形式换频道了。号称影响了几代
人的《快乐大本营》都能说换就换，一个
卫视的王牌节目都能说换就换，春晚也
没什么不可以打破重塑的，真正记忆里
经典的春晚并不会因为打破重塑就散落
一地，玻璃心才会。

股市里不怕大起大落的巨幅震荡，
怕的是阴跌。震荡意味着还被关注，阴
跌，是分层撤离。所谓的“十亿观众”，一
旦有了新选择，失去会是一瞬间。

其实我还很爱看回顾三十多年前春
晚的那些片段和幕后故事的节目，不仅
仅是因为曾经带来的欢乐，还有彼时曾
经达到的巅峰和高度。每年临近过年，
总会有些矛盾，真的不看春晚，仿佛这一
夜总是少了点什么，但是如果熬了一夜，
就看了些这样寡淡的大烩菜，又真心不
满意。什么是经典？经典的特质之一，
就是不可复制，但又总想重演。这么矛
盾纠结的态度，就来源于我们基于久远
以前积攒下来的那些渴望，重现，不是为
了回放，只是为了再度心潮汹涌。

再度重相逢再度重相逢

观众对于《王牌部队》的评价之所以
褒贬不一，个人觉得完全是因为两位主演
的高人气和剧情设置的诸多问题带来了
各种评论上的冲突。

褒是褒在制作尚算精良，并且有老戏
骨的加持，再加之肖战与黄景瑜的粉丝热
情使得收视高涨，口碑也不错。而贬则是
出在剧情设置方面，存在诸多的逻辑漏洞
和不符合事实的情况。

流量演员加老戏骨的组合让该剧口
碑与人气双高

《王牌部队》因为有肖战和黄景瑜两
位顶流男演员的出演，一经播出就成了大
热门剧。另外，也是因为还有李幼斌和何
政军等多位老戏骨的参演，更是给这部剧
的人气和口碑带来了双重加持，使得该剧
的热度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然而，你不能否认的是流量能带来人
气的同时，也会产生负效应，它始终是一
把能杀人也能伤己的双刃剑。肖战和黄
景瑜的演技以及角色设置虽然存在问题，
但他们的演技尚可圈可点。但就是因为
是流量明星，所以这部《王牌部队》在收视
和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
负面评论。可谓成也流量败也流量。

狗血三角恋成为该剧被吐槽的重点

剧中黄景瑜饰演的高粱，肖战饰演的
顾一野，都是带着梦想应召入伍，为的就
是当好一个兵。当兵是他们最纯真的梦、
最伟大的理想，是全心所至而充满热情
的。然而一个女兵江南征的出现，却完全
打破了这种原本该有的剧情走向。

甚至高粱和顾一野还因此成为了情
敌，江南征喜欢顾一野，高粱却恰巧又痴
情于江南征，这一段狗血三角恋，属实看
得人心焦。本来一部好好的军旅题材剧，
偏要加入这种烂梗的偶像剧情节真的是
让人无力吐槽。怪不得有人拿《士兵突
击》与《王牌部队》相比，却感觉完全不在
一个档次。前者是切切实实的男人戏，真
正的军旅剧，而后者胡乱插一段三角恋的
感情戏就不对味了。

剧情设置儿戏，甚至出现逻辑问题

我们知道军旅题材的影视作品通常
都应该是比较遵照事实和逻辑的，这样才
能让观众有所共鸣。然而，在该剧中最初
的剧情设置却问题多多，比如男兵和女兵
同时入伍，还能在车站相见。甚至女兵还
可以拿着相机到处拍照，情节浮夸。

另外，剧中新兵还未入伍就开始参与
到了军事演习当中，并且还一路过关斩
将赢得了胜利，这在现实当中几乎是无
法 想 像 的 。 虽 然 结 果 是 两 人 差 一 点 退
伍，但是不说他们没有经历过任何训练，
缺乏作战经验，就是真的有此能力，也无
需为了突显两位主角的聪明才干而这么
急于表现吧。

当然，《王牌部队》此后一路开挂，说
明还有很多值得肯定之处，正所谓瑕不
掩瑜。 王文

主旋律电影的创新表达

《王牌部队》的褒贬

电影《铁道英雄》取材于隶属八路
军第 115 师的“鲁南铁道队”的抗战事
迹，讲述抗战时期临城枣庄一带英勇
的铁道大队队员们与敌人斗智斗勇，
殊死捍卫家园的故事。影片实现了红
色题材的创新表达，以高质量的特效
奇观与疑云密布的悬念叙事满足当下
观众对电影的极致视听需求。

影片刻画了人性化、接地气的英
雄群像，显示出极强的戏剧张力与情
绪感染力。在强叙事节奏、强剧情动
力和强视听风格下，《铁道英雄》选择
了“抵抗与牺牲”的传奇视角展现共产
党人保家卫国的革命意志，将革命先
烈不畏牺牲、果敢忠诚的高尚品质寄
予新故事之中，让观众理解革命历史，
赓续红色记忆。

《铁道英雄》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
点上回望历史，努力还原历史，让观众
感受铁道大队英雄群体为后代留下的
革命精神财富。电影中的角色在历史
上均可以找到真实原型。导演在挖掘

真实历史素材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
在电影中还原历史，让观众能够瞬间
带入历史情境中。

创作者打破以往同类影像的既定
公式，在大背景下注重以细节刻画人
物性格，以个人抗战事迹折射动荡历
史。电影中的诸多细节在动作和奇观
之外带给观众惊喜。如影片中的入党
场景，教导员在车窗上画出“党徽”，带
领 大 家 宣 誓 。 这 样 的 设 计 有 隐 喻 效
果，即革命的冬日即将过去，现在不过
是黎明前的黑暗。而这种隐喻设定又
和老王反复哼唱的“太阳出来……”形
成共鸣。影片的整体基调低沉悲怆，
但这些细节又体现强烈的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

影片通过两位主角视点的转换，
既塑造“鲁南铁道队”的英雄群像，又
彰显有代表性的英雄个体。这种“集
体+个人”的视角转向，成为当下主旋
律题材流行的表述方式。影片以纪录
片的历史表述展开，将传奇化剧情与
历史真实记忆嫁接，形成“客观化”历
史视点。在后续传奇故事展开的空间
中，导演以两个核心角色为中心，形成
互补的人设效果，通过强化群像人物
和兄弟情感作为传奇叙事的聚焦点，
在加强情节段落的起承转合同时，以
细节来取胜，进而强化影片叙事的传

奇性，让扣人心弦的传奇英雄叙事接
通抗战历史、唤醒革命精神、延续红色
文化，让更多当下的年轻观众在历史
与现实、现代与未来中间获得前行的
精神动力。

事实上，当前主旋律电影注重从
国家民族的宏观视角出发，以人的视
角为落点，是对战争记忆重新表述的
重要转向，也是当代中国战争电影向
人本体反思靠拢的创作趋势，能够在
人 道 主 义 精 神 层 面 开 掘 出 更 大 空
间 。 这 也 是 对 当 下 国 产 主 旋 律 影 片
和战争题材影片的一种启示，如何在
宏大历史中聚焦于人，如何以更为恰
切的方式演绎传奇避免“神剧化”，如
何 在 宏 大 叙 事 与 平 民 视 角 之 间 做 折
中处理，《铁道英雄》在传奇化和现实
主 义 的 层 面 作 出 了 艺 术 化 探 索 。 影
片 的 基 调 大 量 运 用 反 差 性 的 黑 白 和
低饱和色调，全片 80%以上采用雪地
实景，全方位还原了残酷漫长的抗战
历史现场，造型和美术强烈的视觉冲
击 力 和 震 撼 性 凸 显 了 影 片 中 共 产 党
员 的 绝 对 忠 诚 和 革 命 意 志 。 总 之 ，

《铁道英雄》是对中国抗战题材电影
的丰富和拓展，与近期涌现的革命战
争 题 材 影 片 一 起 使 主 流 大 片 逐 步 进
入了全类型成熟创作时期。

选自《学习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