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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故事里，观众知道结局

的故事是最难拍的，《万里归途》就

是这种。从片名你就能知道这段

归途虽然遥远艰辛，但终能到达，

因此创作者的难题便在于如何在

这个过程中让你忘记结局。《万里

归途》做到了，诀窍就在张译饰演

的宗大伟身上。

故事一开始便是努米亚的战

乱场景。很快，电影给出任务：需

要一名有经验的外交官带领撤

侨。此时的宗大伟选择了后退。

理由一，他是临时来努米亚出差

的；理由二，身处国内的老婆快生

了。但负责撤侨的外交官章宁在

出发前牺牲，这导致宗大伟不得不

改变自己原先的选择。理由同样

有二：他跟章宁是多年好友；剩余

外交官里，他是最有能力完成这个

任务的。

从故事的起点便能看出《万里

归途》突破一般主旋律电影之处：

它给了主人公更多展现人性“弱

点”的空间。宗大伟并没有一开始

就坚定地“舍小家为大家”，而这一

设置为影片补上了它原本缺乏的

悬念：一个看起来有点犹豫和文弱

的外交官，到底是怎么带领大家走

出战火的？

在之后的故事里，任务难度一

再升级：跟大使馆失联，被边境官

刁难，遭遇凶残的反叛军；队伍本

身也很难带，新人外交官成朗跟宗

大伟理念不和，部分失去信心的同

胞离队出走……内外两方面的激

烈冲突，让宗大伟彻底成为“孤家

寡人”，而原先的悬念也因此升级：

在如此孤立无援的境况下，他如何

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如果仅限于这样一个“孤胆英

雄”式的故事，《万里归途》算不上

特别。作为一部长达137分钟的

电影，它并未让人觉得困倦，一个

很大的原因在于塑造出生动的人

物群像。譬如殷桃饰演的章宁之

妻白婳，便突破了类似题材中女性

角色常以柔弱受害者形象出现的

桎梏。她在得知丈夫死讯后，第一

时间便决定隐瞒此事，因为作为企

业高管，她很清楚这个消息一旦公

开，会让本就惶惶不安的员工产生

更大的心理压力。直到影片末尾，

她坐上回国的飞机后，才允许自己

释放所有情感——伤心、后怕以及

绝处逢生的喜悦。

王俊凯饰演的外交官成朗同

样颇具复杂度。一方面，他因为缺

乏经验而有着新人特有的天真；另

一方面，他擅长与人沟通的性格则

恰好弥补了宗大伟的短处。在很

多故事里，这类新人角色通常被用

来衬托“老人”的成熟，但成朗在

《万里归途》中的作用却更重要。

他实际上是宗大伟的一面镜子

——后者从他身上反观到自身被

磨损的勇气和纯粹。

《万里归途》的最大创新，也是

其真正突破过往主旋律电影之处，

则体现在对几个努米亚当地人的塑

造。一是白婳公司的司机，他拒绝

撤离努米亚，选择留在战火纷飞的

家乡；一是曾经为难宗大伟的边境

官，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最终选择

帮助宗大伟。两个人物极其不同，

但结局都是死亡，而且死得极其突

然。这种打破观众预期的人物结

局，愈发令人感受到战争的无常与

残酷。

但第三个当地人角色——章宁

和白婳收养的当地孤女，则代表了即

使最残酷的战争也无法摧毁的和平

希望。为了保护这个小女孩，主人公

宗大伟最终也得以克服内心的弱点，

完成了从普通人到英雄的成长。

因为这三个努米亚人的塑造，

《万里归途》不再是一部仅仅着力

于表现中国外交官英勇与智慧的

影片，而升格为一部拥有更广泛意

义的反战之作。

作为主旋律电影和类型片相

结合的成功示范，《万里归途》在视

听效果上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其中战争场面固然震撼，但更巧妙

的却是漫漫撤侨路与《一千零一

夜》中“辛巴达航海历险记”的结

合。撤侨的风霜与故事里辛巴达

经历的危险、挫折、希望相呼应，小

女孩念故事的童音声声撞击在观

众的心里。 据羊城晚报

所谓对立面人物，主要是指故

事中的主要角色在实现自己意志

和欲望过程中所遇到的具有阻碍

力量的人物形象。剧作家麦基曾

反复强调，主人公及其故事的智慧

魅力和情感魄力，必须与对抗力量

相适应。

考察当下的国产剧，对立面人

物的薄弱成为较为明显的短板，尤

其反映在都市职场剧和家庭情节

剧中。这也使得这两类剧集难以

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可。职场剧原

本应该重点展现职场较量，风格比

较理性和硬核一些，但实际给人的

观感则是披着职场外衣谈恋爱，过

于柔软和滥情；家庭情节剧本来应

该聚焦情感问题，但却是过度制造

矛盾和贩卖焦虑，情感反而稀薄。

只有故事的负面才能使主人

公变成一个完全充分展现与发展

的、多层面的，并具有高度移情作

用的人物。而且反对主人公的对

抗力量越强大和复杂，人物和故事

必定会发展得越充分。相反，如果

一个故事中的对抗力量过于软弱

无力，最后造成的就是主人公和故

事都会陷入虚弱之中。而对立面

人物的虚弱化，正是造成目前职场

剧软弱和滥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不久前热播的《玫瑰之战》

中，李大为算是顾念在律所最大的

“敌人”了，但他除了当面布置点小

任务为难一下顾念，就是背后耍点

小心机暗算一下她，结果最终只是

用自己的无能和褊狭衬托出顾念

的出色才干和良好品质。还有那

个油腻的对手律师周逍遥，竟然第

一次见面就对顾念百般调戏，此人

不仅品质低下，而且能力也堪忧，

总是很轻易地就被丰盛和顾念打

得毫无还手之力。还有顾念的

“情敌”、丰盛的前女友许倩妮，丰

盛和她多年未见，明显也对她毫

无感觉，但她却一见面就对丰盛

百般勾引。实际上，这三个人物

都是职业律师，至少应该有基本的

职业素养，但这些对立面角色不是

弱智就是油腻，几乎被完全地丑角

化处理。

随着对立面人物都被整齐划

一地塑造成丑角之后，实际上不仅

没能让主角顾念和丰盛等的形象

更加出色，反而缩小了他们职业技

能的发挥空间，也压抑了其性格复

杂性和深度的展开可能，并且更进

一步连累了整个故事走向的简单

化和闹剧化。本来应该悬念迭起、

千回百转的法庭较量，却变得如小

儿科般不战而胜。所以网友才会

评论说这个剧中的案件给人“稀里

糊涂就赢了，稀里糊涂就找到真相

了”的感觉。

由此可见，目前对以女性为主

人公的职场剧来说，需要加强塑造

更强有力的职场对立面形象，将女

性直接放置在同男性在社会职业

空间的竞争和合作表达上。只有

这样，真正有力的女性职场剧才可

能出现。

如果说职场剧中对立面人物

塑造的最大问题是虚弱化，家庭情

节剧中对立面人物塑造的最大问

题则是非人性化。所谓非人性化，

就是不是把对立面人物当作具体

的人来塑造，而是把他们只作为对

立的概念来表达。

《加油！妈妈》中，为了突出苏

青和晓涵的职场困境和家庭困境，

苏青的丈夫和晓涵的婆婆都被塑

造为完全黑化的恶人形象。李修

平和苏青一起白手起家，共同奋

斗。如果李是完全的恶人，苏青如

此有主见的女性怎么会忍受和他

生活如此长的时间，还生养两个孩

子？晓涵的婆婆能够培养出两个

博士，但在剧中的表现却连个普通

村妇都不如。《我们的婚姻》中，为

了衬托丈夫李宇文形象的完美，他

的妻子董思佳变成一个完全扁平

的负面形象——在工作中对员工

非常苛刻，靠逼迫员工加班来完成

业绩；在家庭生活中不仅无限压榨

丈夫，把所有的家庭责任都推到丈

夫身上，同时又瞧不起丈夫，按自

己的意愿任意安排丈夫的工作。

正是以上这些对立面人物的

非人性化塑造，使得最近几年的家

庭情节剧都是过于张扬矛盾和冲

突，不断制造焦虑，从而让情感反

而在剧中变得稀薄，甚至消失了。

而实际上，家庭情节剧最大的类型

乐趣恰恰是展现情感。因为无论

社会如何变迁，家庭矛盾多么尖

锐，但最终承担拯救性力量和让观

众感动的一定是爱，这才是家庭情

节剧永恒魅力之所在。

对立面人物塑造这样的小问

题其实并不小，而且只有认真研究

这些小问题，国产剧的质量提升才

不是一句空话。

据文汇报

2020年皖徽省金和县的两所高中里，高三学生

即将迎来高考，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和一场意外的洪

水，又让他们所在的城市乃至整个社会一起卷入这场

特殊的“考试”中——最近，电视剧《大考》正在总台央

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不仅获得收视破1的好成绩，

还因真实质感、宏阔视角和丰满人物引发观众的高频

次互动。

在开篇学校的高考誓师大会上，校长激情演讲，

弹幕留言“太真实了，听得我激情澎湃”；演到老师严

厉批评违反纪律的学生时，观众评论“这句话和当年

我老师的话一模一样”;当片尾曲《骄傲的少年》响起，

网友们再次破防，“这是我们当年的班歌”……剧作以

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让百姓站在舞台中央，展现在这

场“大考”中普通人的成长，彰显全社会在特殊时期众

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时代精神，让观众在接地气的故

事中产生了共情和共鸣。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每个国家都带来严

峻考验。在我国，高考不仅是高三学生人生命运的转

折点，更是一代年轻人、教育工作者等向时代交出的

庄严答卷。电视剧《大考》立足于这一时代背景找寻

叙事切口，将高考这个常态的大事放在疫情的背景中

讲述。

高考不仅仅是学生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其背后还

牵扯到父母、亲朋、教师乃至社会各个群体。从某种

意义上说，电视剧《大考》中的“大考”，不只是学生的

大考、家长的大考、教师的大考，也是教育的大考、社

会治理水平的大考，更是国家和民族的大考。考生们

如何应对这个人生的艰难挑战？在遭遇疫情延迟复

课后，老师、家长、社会各界如何支持帮助他们？国家

又是如何强力出手，制定相关政策，为这次高考保驾

护航？创作者通过复调式的结构，对这些问题做出回

应。一方面，创作者通过因遭遇洪灾延期考试、启用

副题，积极疏导考生情绪等情节铺陈，深刻揭示了这

些考生之所以能够完成高考，得益于党领导下“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另一方面，在史爱华、王本

中等教育工作者就不同的教育理念进行交锋对话的

过程中，在几位考生与家长的日常交流中，创作者借

由人物之口对我国高考制度进行探讨，最终传达出理

性且辩证的认知，即任何制度都没有绝对的完美，但

现阶段的高考制度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内维护了社

会的公平正义。

一座城市、两所学校、数位老师学生、几户典型家

庭——该剧依循着从个体到家庭再到社会各界的故

事线索，用丰富的群像、典型化的人物、复杂的人物关

系，拼出一幅千家万户乃至整个社会备战“大考”的全

景图。创作者将镜头对准疫情之下的普通人，透过特

殊时期的重要社会事件描绘青年一代的梦想与奋斗，

透过社会力量的凝聚彰显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面对生活赋予的鲜活素材，《大考》没有刻意渲

染、过度铺陈，而是以一种“生活流”的方式，将日常化

的生活、情感融入叙事，于细微处见不凡、从烟火气里

见崇高。因而，该剧不仅较好地展示了中国式的亲

情、友情、师生情，又比较立体地刻画了医护工作者、

警察、基层干部等面对突发事件时同舟共济的大爱与

大义。这些情感脉络的交错与汇聚，让观众在静水流

深处感受到了人性的美与善。

对于时代感强的作品，观众往往以更为苛刻的标

准评判，因为这种饱含民族共同记忆的内容，既不容

轻慢，亦不容夸大。该剧以独具匠心的创意、生动流

畅的叙事、短小精悍的体量，真实展现了封校过年、居

家办公、上网课等一系列疫情时期的特殊印记，又将

安徽歙县洪灾导致高考延期的真实事件融入其中，极

易令观众尤其是近年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及其背后

的家庭产生共情与共鸣。“太真实了”“真心好看”等，

成了观众评论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

电视剧创作不仅是对现实的映照，更是来源于生

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审美创造和精神引领。《大考》中，

从金和县的市井百态、中学校园等多个场景，到鼓舞

人心的誓师大会、埋在书本堆的课桌、挂满墙壁的奖

状等诸多细节，都充满了纪实感和亲切感。此外，四

中校长史爱华与一中校长王本中翁婿关系的建构、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与“非典”时期的巧妙勾连等，又在某

种程度上营造出一种镜像和互文效果，赋予了剧作兼

具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审美特征。 据光明日报

对立面人物塑造：国产剧亟待补上的短板
□桂琳

生动书写人生答卷的
《大考》

□易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