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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情令》改编自网
文《魔道祖师》。这部连
载于晋江文学城的小说，
点击量突破10亿次，微博
上的相关话题也有超过
70 亿次的阅读量。虽然

《陈情令》的剧情中也出
现了“起死回生”“驭剑飞
行”等玄幻因子，但它的
母题却是传统文化中崇
尚的“侠”之风骨，它的结
构中依然充满着对中华
文化和传统元素的亲近。

电视剧的故事脉络
将主人公的成长与家国
天下系在一起。剧中，面
对温氏一族欲望膨胀，企
图吞并天下，几位少年担
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
他们的少年侠气最终化
为家国天下的担当。正
是如此，电视剧实现了从
审美到价值的国风传承。

事实上，《陈情令》并
不孤单，凭借传统国风审
美和价值传递而带动流
量的电视剧，《琅琊榜》已
经做出成功尝试。《琅琊
榜》虽然是架空历史的作
品，但是在制作上十分注
重传统文化和传统礼仪，
从剧中人物的束发结髻，
到床榻、席、几、屏风摆放
方式，通过这些细节对国
风审美的还原，以及通过
梅长苏透出的传统“士”人
的道德品格与政治理想，
都体现出传统文化的道德
观照和修齐治平的理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
系教授罗岗认为，互联网
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
年群体，是当下网络影视
作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应
当重视流行文化对他们
产生的影响。他表示，国
风之美最终需要审美和
价值统一，“匡扶正义，充
满了少年的热血与侠气，
更展现出一种担当精神
和责任意识，这样的胸怀
和气度，正是优秀的传统
文化的价值导向”。

当然，《陈情令》仍有
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弄明
白其国风元素为何能收获
流量，对当下影视剧的创
作具有可资参考的价值。

据《文汇报》

封面新闻：据说班底成员
大部分是90后？

杨夏：不是所有人都是
90 后，制片团队和主演团队
是 90 后偏多的年轻团队，而
主创团队当中，我们有很多经
验丰富的老师。

封面新闻：这样的团队，
优劣势一般有哪些方面？

杨夏：团队年轻化会在一
定程度上有其益处，更容易与
年轻观众产生共情。我觉得
这可能是很好的优势。虽然
会有经验不足的问题存在，但
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做到了
最好，希望观众再给他们一点
成长的时间。

封面新闻：《陈情令》的制
作有留下一些创新和思考吗？

杨夏：《陈情令》的制作前
后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如果说
带给我们一些经验的话，那么
可能就是前期我们在世界观
和概念上花了大量的时间精
力去修正、调整，才能保证后
期工作的顺利开展。

封面新闻：观众对于作品
质量和题材的期待日益高涨，
对制片人来说选择更难了吗？

杨夏：一部剧最重要的还
是内容本身的故事和人物是
否吸引人、打动人，是否能与
观众产生共情感和同理心，这
和题材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
也不会依据某一个题材去选
择内容。

封面新闻记者陈颖
实习生张雨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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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意气为君饮，系
马高楼垂柳边。”网剧《陈情
令》讲述了云梦江氏少年魏
无羡，与其挚友蓝忘机一同
锄奸扶弱匡扶正义故事。
从目前播出的剧集来看，虽
然该剧在编剧、剪辑和武术
设计方面仍有不足，但无论
是场景设计、配乐，还是服
装道具美工方面均展现了
中国古典美学的风范，有令
人耳目一新之感。

剧中虚构的五大修仙
家族各有独特的家训和家
族纹饰，其中，九瓣莲花纹
代表云梦江氏，卷云纹属于
姑苏蓝氏，牡丹纹则是兰陵
金氏……这些都是真实存
在的古代的传统纹饰。在
介绍姑苏蓝氏时曾提到：

“蓝氏崇教，开宗明义，明
本，辨问，极言，勤求，此四
则，为诸子戒。”蓝氏倡导的
品格出自《抱朴子》。江氏
家训“明知不可而为之”则
取自孔子《论语》“知其不可
而为之”。从这些元素中不
难看出该剧想要表达的对
做学问、为人处世所持有的
态度。

在作为主人公的魏无
羡和蓝忘机身上，更是赋予
了某种寄托。蓝忘机的名
字取自道家语“鸥鹭忘机”，
寓意忘却计较、巧诈之心。
魏无羡本名魏婴，而“婴”字
也有返璞归真、纯真天然之
意。两人一个行为端正守
礼，一个顽劣跳脱，但最终
在价值取向上一“忘”一

“真”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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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的传统
纹饰，取自《论语》
的家训，列入非遗
名 录 的 七 弦 琴
……从服装、道具
到对白，新近在网
络开播的《陈情
令》凭借剧中的国
风之美，上线仅一
周点击量已突破
2.8 亿次，再次见
证了传统文化的
强大魅力。

眼下，越来越
多的影视剧通过
呈现中国元素中
国味道，形成“国
风”审美，这不仅
拓宽了古装影视
剧的表现方式，
让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荧屏和网络
得以呈现，而且
令许多年轻观众
在娱乐中被“国风
之美”感染，自然
成了“粉丝”。

说起古装仙侠剧《陈情令》，或许你还不够熟
悉它的故事；但提及肖战、王一博两位演员，已然
不会陌生。该剧根据网络IP小说改编，以五大
家族为背景，讲述魏无羡（肖战饰）和蓝忘机（王
一博饰）相遇，携手探寻真相，守护百姓的故事。

“前期购买这个IP时，我们注意到它和传统
仙侠剧不同。它不以爱情线为主，而是引申出了
一个更具群像式的江湖纷争故事。”随着剧集热
播，《陈情令》口碑和收视直线上涨，同时关于演员
及古风的讨论，也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陈情令》
总制片人、总编剧兼艺术总监杨夏接受封面新闻
专访时坦言，“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

封面新闻：目前这部剧的
播出反馈在预料中吗？会有
遗憾吗？

杨夏：整体是否能达到预
期，还要看接下来的播放情
况。《陈情令》制作量很大，但
给团队的制作周期相对还是
短的。不管是具体的制作，还
是剧情的安排，都留有了一些
遗憾。

封面新闻：有粉丝表示，
看完更新需用花絮“续命”，所
以有预案么？

杨夏：在《陈情令》的拍摄
过程中，确实准备了很多花
絮。随着播出，我们会陆续地
放出花絮，包括主创的特辑。

封面新闻：肖战表现获得
不少认可，但王一博似乎有些
争议，您怎么看？

杨夏：播出第一周的时
候，可能对王一博有争议。但
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粉丝
和观众，对王一博有了较高的
评价和认可，实际上，蓝忘机
本身是个很难去诠释的角

色。一方面，他的内心戏很
多，另一方面，他的外观很清
冷，甚至有点面瘫。加上前期
戏中，蓝忘机台词偏少，所以
王一博演绎时，只能依靠微表
情和小细节，比如用眼神去诠
释角色的内心活动。这种角
色对几乎所有年轻演员而言，
都是巨大的挑战。

封面新闻：《陈情令》的创
新点，你觉得有哪些方面？

杨夏：它并非和传统仙侠
剧一样，主要以爱情线为主，
而是更像我们曾经看到的金
庸、古龙武侠剧的质感，从一
两个人引申出的一个更具全
景式、群像式的江湖纷争的仙
侠故事。当中不仅讨论爱情，
还包含了亲情、友情等等。虽
然我们达不到像金庸老师作
品那样的高度，但是它会有点
像《天龙八部》这种作品，着意
在讲述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
和不同主角的人物命运，更多
的是在展现一种众生皆苦、能
直达人心的这样的情感。

关键词：质感
群像式江湖纷争大戏

封面新闻：人民网评价
《陈情令》书写了国风之美，所
以从创作一开始就有这方面
考量吗？

杨夏：是的。原著本身就
是很具有传统东方美学的作
品，比如原著里对姑苏蓝氏的
描述，从“云深不知处”这个地
名中就能感觉到作者意图。
在拍摄中我们也尽可能地还
原原著，把中国传统文化里

“美”的元素提炼出来。
封面新闻：现在有些观众

将《陈情令》和《长安十二时
辰》拿来做比较，您怎么看？

杨夏：《长安十二时辰》题
材偏历史，《陈情令》偏传奇
仙侠，两边主创努力的方向
可能本身就是不一样的，《长
安十二时辰》在历史还原方

面下了很多功夫，而我们的
团队则因为题材的原因更多
地是致力于去展现东方美学
的质感。两个剧展现的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很难放在同
一个体系里评价。我本人也
很喜欢《长安十二时辰》，作
为一个年轻团队来讲，我们
有很多方面要向《长安十二
时辰》学习。

封面新闻：您觉得原创剧
式微和IP改编大热有关联吗？

杨夏：可能近几年因为很
多热剧都来自于 IP 改编，然
后大众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
看法。实际上对于创作者来
讲，不管是小说改编，还是做
原创，都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真正好的内容创作肯定是两
个方面兼得的。

关键词：国风
提炼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关键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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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美的陈设。

道具细节考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