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3 日在央视收官的
现代谍战剧《对手》是跨年档
当之无愧的“黑马”。悄然开
播，凭借“自来水”传播高口
碑落幕，且讨论度至今还在
持续发酵。

《对手》打破谍战剧的审
美疲劳，反套路出招。它颠覆
了人们对谍战题材的固有印
象，这里的间谍没有高科技、
高消费和高级感，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话痨出租车司机丈夫
李唐（郭京飞饰）与一个得了
甲亢情绪不稳定的妻子丁美
兮（谭卓饰）。为生活精打细
算，为孩子争吵，为钱抱怨，烟
火气成为危险身份的保护
罩。同样，剧中的国安干警也
不是符号化的神秘、特殊、英
雄主义，他们也会因为孩子不
写作业发脾气，看见曾经的爱
人有新生活会落寞，因为有了
烟火气而更加可亲、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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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套路《对手》成开年档“黑马”
编剧：“最穷间谍”灵感来自央视报道

一部好戏的诞生，精良的
剧本是地基，演员的用心和重
视最终垒起坚实的高台。

一开始看到剧里略显臃
肿的李唐，有观众质疑郭京飞
没有做好身材管理。事实上
这是郭京飞有意为之，为的是
让出租车司机这一伪装身份
更加真实可信。剧中有一场
戏，段迎九设宴邀请李唐、丁
美兮和丁晓禾，想试探这一对
身上有嫌疑的夫妻。丁美兮
害怕饭吃得越久，马脚露得越
多，借着酒意开始和李唐吵
架，让这场“鸿门宴”在闹剧中
收场。镜头在四个人之间来
回切换，饰演丁美兮的谭卓反
复地为大家搭戏，一句不漏。
即便是没有台词的其他演员
的脸部特写镜头，谭卓依然保
持入戏状态。

颜丙燕饰演的国安侦查

员段迎九，尽管中年遭遇婚姻
危机，与儿子水火不容，她却
有着坚定的信仰和执着的目
标。剧中，段迎九可以通过嫌
疑人点外卖的习惯确定其住
所，通过他人的记忆力和包扎
技能来判断对方是否接受过
特殊训练。这位老侦查员不
放过每一个细节，以及避免国
家重要情报外泄，人物的一言
一行都代表着专业与责任。

王小枪感慨，“好演员真
正走进一个人物、变成这个人
物的时候，现场并不需要太多
的讨论和商量。因为他们已
经变成‘他们’了。并不是只
在导演喊‘开始’时，他们才成
为‘他们’。当他们四个演员
坐在那里时，他们就是李唐、
丁美兮、段迎九、林彧，这种感
觉非常美妙。”

据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

一则社会新闻
促成一部反套路谍战剧

该剧编剧及同名小说作
者王小枪创作《对手》的本
心，是不想写一个似曾相识
的故事。2018 年，央视《焦
点访谈》栏目播出专题节目
《危情谍影》，披露了国家安
全部门“2018-雷霆”专项行
动中破获的百余起台湾间谍
案件的部分细节。王小枪对
其中两个细节大为吃惊：“一
是数量竟然这么多，遍布各
个城市；二是经费这么少，我
核算了其中一个间谍三年的
经费，平均一个月才2300元。”
这构成了王小枪最初的灵
感。于是在这部谍战剧中，
一半以上的戏份，是李唐、丁
美兮这对夫妻的生活日常：
丈夫李唐，开出租又累又不
赚钱，洗澡也得讨价还价，执
行任务被打掉了牙齿，补牙
会问能不能上医保；妻子丁
美兮，容易焦虑，操心女儿的
叛逆，担心物价又涨了……

一下子抓住观众眼球的
除了这对“最穷间谍”，还有
就是以间谍为主角的反套
路。大胆的创作视角最终
给观众带来惊喜，但对创作
者来说却是一种冒险。王
小枪说，最初并非为了剑走
偏锋而刻意为之，“正是因
为看了那些报道，我才开始
觉得，这个事情或许可以做，
让大家看到真实的间谍生存
环境，没准现实中会有人自
首，同时让观众提高反间谍的
警惕性。这些都是正向的意
义。”

“记录式”创作
反映时代精神

《外来媳妇本地郎》是由
广东广播电视台摄制出品、以
粤语为主要语言的当代家庭
生活题材电视系列短剧，讲述
了广州老城区一个有着四个
儿子的大家庭，娶了天南海北
的四个外地媳妇，由于生活习
惯和文化背景差异而产生的
一系列故事。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
剧司副司长周继红表示，该剧
的生命力源于其取材自普通
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小见大呈
现社会变迁、时代大潮，真实
接地气。

“通过剧情内容来演绎时
代的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的喜
怒哀乐，这部作品本身也成为
一种现象、一个品牌。”广东广
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蔡伏
青说，在3000集到4000集播出
的近5年时间里，该剧题材不
断拓展，与时俱进，以讲故事的
方式将国家发展和社会民生融
入剧情，体现出社会责任担
当。这成为该剧经久不衰、广
受欢迎的重要经验启示。

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
副主任赵彤认为，该剧是记录
社会发展、体现家国情怀的

“平民史诗”，通过持续不间断
地关注生活、描摹现实，成为
时代的影像记录，用生动故事
阐释宏大主题，用鲜明人物反
映时代精神，于烟火气中彰显
时代的向心力。

岭南文化风情
成“圈粉”关键

21年来，《外来媳妇本地
郎》始终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
事，观众与剧中人物处于相同的
生活频段，同频共振引发共鸣。

专家指出，从语言到音
乐，从服装到器物，从家长里

短到文化风尚，该剧流露出地
道的岭南文化风情，成为“圈
粉”的关键因素。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
呈祥认为，这部电视短剧在粤
语地区受到观众欢迎，培养了
大批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为
我国电视艺术的多样化、电视
剧品种的百花齐放守住了一
个阵地。

“我更愿意称之为‘生活
伴随剧’”，在赵彤看来，4000
集短剧写尽生活苦辣酸甜、邻
里意绵情长，把中国人浓重的
乡愁情结、守望相助的民族气
质，展示得淋漓尽致又趣味盎
然。该剧完成了一种新样式
的社会记录，具有鲜明的文化
地域特征，在传播岭南文化、
讲述广东故事等方面发挥了
独特作用，同时也抓住了中国
文化中的共性，体现出开放包
容的人文胸怀。

电视剧如何“长青”
该剧提供有益启发
我国是电视剧第一生产

大国、第一播出大国，电视剧
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也是文化领域最具活力的
中坚产业。如何推动新时代
电视剧高质量发展，走好长青
之路？专家认为，该剧提供了
有益启发。

“好内容是生存发展之
本。只要用心用情，与时代同
行，关注社会热点，关注老百
姓的生活，就一定会有讲不完
的好故事。”中国广播电视社
会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周然
毅说，这部剧坚持用百姓视
角、人民情怀来创作，21年来
初心不改、守正创新，坚持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真正做到
了通俗而不低俗、不庸俗、不
媚俗，因而赢得了观众、赢得
了市场。 据新华社

精良剧本是地基
好演员用心垒起高台

21年播出4000集！
国内最“长寿”电视剧如何炼成？

连续21年无间断创作播出，累计播出4000集——《外来媳妇
本地郎》被称为国内最“长寿”栏目剧，创造了中国电视史上播出
时间最久、播出集数最多，且收视率、影响力、经济效益俱佳的家
庭情景系列电视短剧的奇迹。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在京举办该剧研讨
会，揭秘这部“长寿”电视文艺作品是如何炼成的。

《外来媳妇本地郎》剧照。

《对手》海报。

谭卓饰丁美兮。 郭京飞饰李唐。 颜丙燕饰段迎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