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文娱 12
2023年4月13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王捷 / 美编 冯潇楠 / 校对张鑫 / E-mail：ycwbwy@126.com

□赵玥

随着电视剧《人生之路》在央视收
官，观众也跟着男主角高加林的饰演者
陈晓一起回望来时路，汲取前行的勇气。
在陈晓看来，“高加林就和我们身边的普
通青年一样，在人生不同阶段会历经困
难与挫折，但依然充满顽强生机拼命生
长”。这股和无常命运较量的劲头打动了
包括陈晓在内的无数人。

◆无常成为共通命题

“收视很满意。”陈晓聊起《人生之
路》，表示拍摄时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多共
鸣，他的父母、亲友甚至圈内的前辈都在
和他一起追剧。高考落榜、意外失去教师
职位、县城通讯员职位被举报……高加
林对未来的愿景一次次被残酷现实打

压。高加林面临命运的无常，其实是每代
人的共通问题。

推着自行车去县城卖馍时，高加林
遇到黄亚萍和张克南，“这场戏是我最难
过的。”陈晓说。读书人的清高和生活的
窘境交织在一起，整个脸都烧得发红，却
只能尴尬地摸着自行车把强颜欢笑，这
段让观众觉得很精准的表演，来自陈晓
下意识的反应，而非刻意设计。

在片场，导演阎建钢每个镜头基本
只给演员两次机会，很少拍到第三遍。

“导演喜欢刚开始碰撞出来的火花，所以
我周围会有很多机位随时捕捉，摸自行
车把那个镜头就是抓拍到的。”陈晓说。

◆无言往往打动人心

《人生之路》的拍摄对陈晓而言，是幸
福伴随着煎熬。他的表演，用尽可能克制

的方式，在观众的心上留下了累累伤痕。
高加林和巧珍分手的重头戏，陈晓

只说了两句台词，“对不起巧珍”“对不
起”。紧锁的眉头和张不开的嘴巴，眼泪
倏地落下，虽无言，却表现出高加林自己
也不知道何去何从，和巧珍分手这一步
也不知道走得对不对。满心愧疚，满心挣
扎，两句话包含了千言万语。

随着故事发展，高加林对写作的坚
持逐渐得到回报，他终于拿到自己第一
个文学奖，得奖之后，高加林跪在砖上，
无声地哭泣着。这段动人的表演来源于
陈晓自己的设计，他将高加林一路以来
的心酸、挣扎与喜悦，内化为自己的真实
感受，用当下最直接、自然的肢体动作，
向观众传达人物情绪。

◆无缺并非真实人生

见多了电视剧中完美无缺的男主
角，因而当陈晓遇见高加林时，立马产生
了想要演绎他的冲动。陈晓坦言：“很少看
到一个戏的主角拥有这样立体的一面。”

高加林的缺点，成了陈晓抓住这个
人物的抓手。当他了解了高加林的每一
面，好像才和他成了熟悉的朋友。高加林
在情感中的踌躇，也是他对未来人生的
犹疑。不光是高加林，其实所有的年轻人
的内心都带着那样一种渴望和迷茫。有
着伟大的梦想，却面临残酷的现实，这样
的人做出每个决定都得小心谨慎，生怕
一步踏错，自己所有的努力就烟消云散
了。高加林对感情的迷茫，更深层的原因
其实是一个青年人对自己未来人生道路
的迷茫。 （《新民晚报》）

□王彦

“虽然‘人生路遥’，但年轻人始终心
怀热望。”总制片人魏巍说，与电视剧《人
生之路》暂别，不舍与感恩的情绪交织，
但更多的是振奋、为观众给予的正向反
馈深深触动，“看到许多网友说，剧中以
高加林为代表的群像让他们感悟到了面
对命运曲折拒绝躺平、要用奋斗回击挫
折时，我们觉得青年观众读懂了《人生》，
也读懂了我们创作这部剧的初心。”

4月11日晚，电视剧《人生之路》在央
视一套收官。这部从路遥小说《人生》脱胎
而来的电视剧自3月20日开播后，热度与
口碑一路上扬。电视端，中国视听大数据
显示，该剧收视率多次超过2.5，创央视一
套近一年来的最高纪录；网络视频端，爱
奇艺站内热度榜上《人生之路》多次夺冠。
18至24岁、25至34岁、35至44岁的观众
占比依次为 20.06%、34.41%和 29.18%。
换言之，18至44岁的观众占比超83%。

超八成观众看《人生之路》时都在看
什么？微博、抖音、知乎、虎扑及爱奇艺站
内弹幕里，相似的话语可以回答——“越
难越上”“道路艰难，会有小抱怨、有小颓
废，但永不言败”……如果说文学经典能
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引发关注，是源于
路遥将他对社会、对时代的感知倾注笔
端，敏锐提出了关于理想与现实落差、爱
情与前途矛盾的“高加林难题”，那么作
家在1981年以一个亲历者视角尚无法回
答的命运之问，能在今天被当代青年读
解，则是电视剧创作者在时代之变、中国
之进的现实里，替时代“回答”了路遥，也
与路遥“共同回答”着新时代的青年。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路遥传》作
者梁向阳评价《人生之路》：“它在把中国
改革开放40多年的背景放大的同时，还
把陕北年轻人的青春朝气凸显出来——
青年的命运变化折射社会变化，强化了幸

福就是奋斗出来的主题。”如其所
言，从经典焕新而来，这

部剧不单富有
年代剧

特征，更注入了时代精神，以时代之剧的
面貌激扬起当代青年的奋斗之志。

是“奋斗”的精神内涵让经典
爆发新的生命力

1982 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首
发于《收获》杂志，又以《文汇报》的探讨
为起点引发青年大讨论，轰动全国。关于
乡村的梦想、城市的现代化，关于爱情，
也关于抉择，高加林成长中的磨难、苦
痛、挣扎与期待使得他成为20世纪80年
代最重要的文学形象之一，也是改革开
放40多年来始终“活”着的虚构人物。

隔着40多年，一代青年的心灵史、成
长史，能否继续演变为今天青年的“人生
答案之书”？从一开始，包括“60后”闫爱
华、“70后”魏巍在内，曾深受《人生》影响
的主创团队就投出了信任票，这一票是
基于对原著精神内涵的充分体察。

原著中，高加林的难题是农村与城
市、下地务农与成为知识分子之间的抉
择。时代在发展，像高加林那样在黄土高
原上被命运暴击、挥着锄头刨地弄得满
手血泡的经历，今天的城市青年可能不

会有了，但有些东西是不会被时间抹
去的。比如高加林面对命运无

常、生活委屈的无力感，
自己人生向上

阶梯

被人抽走后的痛感，当下青年人不乏共
鸣。尤其是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落差时，
高加林如何直面现实、走向未来，也是广
大青年始终关切的问题。“发展的社会
中，高加林想要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理想，
这不仅是他个体的奋斗，是40年前一代
青年的处境与思辨，同样是今天带给青
年人启迪的情感入口。”魏巍说，是奋斗
的精神内涵让经典爆发出新的生命力。

小说里，高加林遇到的第一个人生
挫折，是他民办教师的资格被大队书记
的儿子顶替，失业后只能去市集卖馍。

《人生之路》将这段情节改编为“高考冒
名顶替”。改编之后，命运更深重的打击，
让人物弧光在延展的困境中充分舒展；
而高加林、高双星意外“交换人生”后，他
们一个在困境泥沼里不辍希望、始终找
寻光亮，一个在漫长岁月里重寻自己、重
回人生正轨，同样承续了“人与命运风浪
搏击抗衡”的原著精髓。

一位网友的观后感记录着今天青年
人的心路。剧中，一场交通意外夺走了高
加林优秀民办教师的评选资格，连带着，
他的转正梦断，人生再一次被打落谷底。
万念俱灰时，老师景若虹将他引到一片
玉米地。“阳光刺眼，但更耀眼的是那个
身体残障却依然‘汗滴禾下土’的身影。”
观众在日志里写道，“故事里的高加林被
那个苦难又强悍的身影戳中了，屏幕前
的我也是。大山里的人，普通又滚烫，他
用他身上或者说我们民族血液里的自强

不息照亮了高加林；而我也在期
待着，高加林写出‘我命

由我不由天’的
那一笔”。

是时代本身在“续写”《人生》
里众人的命运

小说里，高加林并没走出人生的困
顿。“在那个改革开放刚起步、城乡二元
结构尚未被打破的年代，作家写出了万
千高加林面对发展受限时的不甘和不
屈，但他回答不了笔下人物的迷惘，没法
给出一个真正面向未来的能够获得精神
满足的出路。”魏巍说，“现在，当我们站
在今天的视角回望过去时空，见证路遥
未能见到的时代发展、现代化进程、乡村
振兴等，这40年恰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农
业社会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型最为波澜壮
阔的40年。当年满怀人生冀望的‘高加林
们’，如今已经有了太多空间来选择不一
样的人生道路。”所以，从某种角度看，其
实是时代本身在“续写”《人生》里众人的
命运，而非电视剧创作者自己凭空生造
了脱离现实的艺术乌托邦。电视剧所拓
展的内容，是在新的时代环境、社会变迁
中，人物性格和命运发展的必然归宿。

拥有“金子般内心”的刘巧珍是个最
佳例证。《人生》里，婚姻和大山都是姑娘
解不开的人生枷锁。《人生之路》里，“自己
的路要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从巧
珍嘴里说到了观众心坎里。时代局限下，
巧珍没念过高中，但她并不自卑怯懦，而
是在自省中自强，拥抱了无限和煦的阳
光。观众相信巧珍会在电视剧塑造的平行
时空里拥有更多选择，是因为现实世界这
40年间，“时代楷模”张桂梅帮助2000多
名大山里的女孩走进大学校园，“苔花如
米小，也学牡丹开”的故事触到了亿万人
心头最柔软的地带，更带给那些渴望知识
与远方的女孩无限希望。而高加林和高双
星能先后在人生最低落时爬出泥沼，在知
识的支撑和鼓舞中重新直面生活，这又何
尝不是时代真实的回音？这些年，诗词大
会上夺冠的外卖小哥，清华园里读到硕士
文凭的学校保安，读书学习成就了他们精
神世界的远方。正因为这些现实中最普通
大众的辞典里不存在“孔乙己文学”，观众
会相信，剧中的高加林甚至高双星在人生
最苦楚时能凭读书“直挂云帆济沧海”。

现在，电视剧《人生之路》走到了终
章。但在各大图书销售网站上，小说《人
生》悄然登上了畅销榜前三。经典文学作
品再度进入年轻人视野，这是影视作为
大众文艺从严肃文学中汲取能量又给予
馈赠的相辅相成。而当今天的网友发出

“你我皆是高加林”的感慨，其实我们已
和文学世界的高加林一样，不愿躺平，哪
怕一手“烂牌”，也要在奋斗中打出自己
的好牌。文艺与时代互鉴互证，是创作最

好的模样。 （《文汇报》）

《人生之路》收官，创央视一套近一年电视剧最高收视，18至44岁观众超83%

一部时代之剧一部时代之剧，，激扬青年奋斗之志激扬青年奋斗之志

主演陈晓主演陈晓：：
敢于直面无常敢于直面无常，，

才能找到人生之路才能找到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