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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现实军事题材“悬浮剧”？

悬浮剧是指创作中出现的一种悬在

空中不接地气、浮于表面不着边际的现实

题材电视剧，其特点是严重脱离现实生活、

全凭创作者的主观臆想，其本质是打着现

实题材旗号的伪现实主义。近年来，现实

军事题材电视剧在题材开拓、审美叙事、人

物塑造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也出现了

一些严重脱离部队现实生活的“悬浮”苗头

和倾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

表现

脱离生活，胡编乱造。一些军旅剧

的情节内容有违基本军事常识，没有丝

毫的生活基础和叙事逻辑，漏洞百出，自

相矛盾，不仅影响制约作品的思想艺术

质量，而且严重误导观众。如，某剧的情

节内容与我军实际担负的维和任务严重

不符，反复强调和展现“维和作战”“海外

作战”“维和特战化”等实际生活中不存

在且有违维和基本原则的概念内容，维

和部队不仅不排雷，还在维和责任区内

布雷，并将反坦克地雷布在树杈上，多次

出现用烟头、石块、打火机、火把点燃地

雷的画面；某剧中主人公因对配发的武

器装备不满意，率领部队明抢配发给其

他部队的装备，当事人不仅不受处理，只

是通过简单的辩解，上级就同意将抢来

的装备划拨其使用，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大有将违法乱纪合理化之嫌。

过度娱乐，追求刺激。一些剧目为

吸引眼球、引发关注，在粗制滥造的基础

上，无所不用其极，胡乱嫁接故事桥段，

追求血腥暴力刺激，不仅作品越拍越神、

越拍越雷，而且严重损害军人形象和军

事题材的严肃性。如，某剧在表现工兵

训练的桥段中多处出现“九宫八卦阵”

“奇门遁甲”、《周易》、罗盘、“生门”“死

门”等内容，主人公叩拜灵位开启古墓机

关、地雷中掺杂致幻粉末等内容，都过于

玄幻和离奇，将其放在当今社会，特别是

当代军人身上十分不妥；某剧以“真实再

现战争残酷惨烈”为卖点，将血腥暴力贯

穿全篇，阵阵惨叫不绝于耳，用极致的视

听语言渲染生理折磨与肉体痛苦，追寻

感官刺激以博得眼球，不仅有违大众审

美，不合国家影视法规，更是对军事题材

的片面解读和畸形消费。

情节雷同，模仿严重。悬浮剧往

往有着固定的叙事模式。剧中人物性

格、情节走向、甚至故事细节，千篇一

律、如出一辙，模仿痕迹过重，不仅丝

毫谈不上艺术创新，反而有“画虎不成

反类犬”之感。如，前些年某部军旅剧

大获成功，该题材跟风者如过江之鲫，

各类资源迅速涌入，导致一批项目匆

匆启动，摄制周期越来越短。如此“高

效率”省去的是电视剧打磨剧本人物

的时间、导演演员了解生活原型的时

间，其作品质量可想而知，导致严重的

“库存积压”现象；能够播出的若干现

实军事题材电视剧，好像在看一部剧，

毫无记忆点和影响力，形成奇特的“视

而不见”现象；其中一些作品收视率较

高，但吐槽之声四起，存在发人深省的

“美誉度低”现象。

军旅为幌，偶像套路。有的剧目名

为军旅剧，实为穿着军装的偶像剧，满屏

的“整容脸”“脂粉气”。时而着军装化浓

妆，枪林弹雨中妆容不乱，上演制服诱

惑；时而走出军营打扮夸张、出入高档场

所，住豪宅开跑车，情爱很纠葛。此类剧

目的人物感情、故事情节都是套路化、桥

段化、脸谱化的呈现，一写生活就富甲一

方，一写背景就裙带翩翩，一写感情就三

角恋爱，一写矛盾冲突就拼命洒狗血……

伪命题多、真思考少，写一己悲欢多、写

大情大爱少，嘻哈不过脑的多、追求真情

实感的少，不接地气、不食烟火，与真实

的军人生活距离甚远。

成因

现实军事题材“悬浮剧”严重损害了

新时代军人的良好形象，败坏了现实题材

文艺作品的声誉，搅乱了电视剧的市场秩

序，挤掉了花费时间精力感悟生活沉淀出

来的好作品，势必将宝贵的军事题材做

滥、做臭、做死，导致军旅剧在低水平、高

消耗中恶性循环发展。现实军事题材电

视剧产生“悬浮”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当前一些热播的现实军事题

材电视剧本身尚有一些“悬浮”苗头，但

受到市场追捧，并在艺术创作上形成固

定的结构模式，从而出现了一批仓促上

马的跟风模仿剧，只能在强情节和重口

味中寻找新的卖点，一味标新立异、追

求怪诞，由此也造成了“悬浮”现象的渐

渐蔓延。二是有些创作人员缺乏军旅

生活经历，又不深入生活，只是凭借文

字技巧，参照经典名著和高收视作品，

凭空想象，急功近利，随意嫁接，缺乏生

活“写实”内功，以致悬浮“虚火”上升，

编写的故事不符中国国情，不合部队实

际，笔下的人物往往是令狐冲、古惑仔、

杨子荣、擎天柱的杂糅体，不土不中不

洋，没有丝毫人民子弟兵的影子。三是

少数出品方利用国家扶持现实军事题

材作品的政策导向，将项目披上“现实

军事题材”外衣，打着主旋律的旗号，不

仅容易进入卫视黄金档顺利播出，而且

在各类评奖、政府文化资金扶植等方面

“一路绿灯”，有名又有利，在名利双收

的驱动下胆大妄为。

诊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管多么高的

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

要开阔视野，转益多师，摒弃闭门造车、

“宾馆创作”，真正从生活中挖掘素材、寻

找灵感、汲取营养，才能精准提炼生活、

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冲破悬浮

的羁绊窠臼，实现现实军事题材电视剧

高质量发展。

现实军事题材电视剧创作首先要解

决好“为了谁”的问题，只有对人民军队

真心热爱，只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情怀，

才能由“身入”到“心入”，真心投入到创

作的具体实践，用生动的艺术笔触，书写

出新时代大国军队的英雄图谱。

改革强军的大幕已经拉开，备战打

仗的活剧正在上演，这是当今最生动最

真实最值得书写的部队生活。军旅剧

的创作者要真实地反映部队生活，就要

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深入到

基层官兵之中，体悟真情实感，摸透本

质底蕴，用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

力、形式的创造力，演绎感人故事，塑造

生动形象。

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

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塑

造典型人物，需要创作者在深入生活

的基础上，发掘平凡伟大，通过艺术

形象还原生活真实、呈现官兵情感，

用典型人物的力量打动人心、鼓舞斗

志，引领时代艺术新高度，使现实军

事题材电视剧的思想艺术质量进一

步提升。

题图制作：方 汉

现实军事题材电视剧—

要警惕“悬浮”的苗头
■赵卫国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

厂有限公司出品的史诗电影《古田军号》

近日在福建古田会议旧址开机拍摄。影

片讲述了1929年红四军到达闽西特别

是古田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

革命家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后发生的一系

列感人至深的故事。

《古田军号》实景拍摄地

该片由导演陈力执导。影片从

2011年酝酿，到2018年正式开机，期间

经历了七年时间的用心创作和不断开

掘。陈力导演说：“在新时代如何表现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手法上，我们一

直在力求创新和突破，力求宏大叙事和

个性表达。”在开拍前的七年间，她陆陆

续续采访了很多人，甚至采访了101岁

的老人，从这些人的讲述中提炼出很多

特别打动她的、生动的细节来提升影片

可看性。她说：“这七年以来我拍了不少

电影电视剧，但我始终牵挂着古田会议，

这段最有魅力、最能展现伟人情怀和胸

怀的精彩历史。”

电影《古田军号》全程取景拍摄都将

在福建闽西当年红军所在的各个旧址进

行，陈力导演带着主要演员和主创几乎是

走访了所有的红军驻地，希望借由艺术手

段来丰富实景，拍出电影的质感和美感。

最终从里面选定了古田会议旧址、红四军

司令部旧址“中兴堂”、红四军前委机关旧

址“望云草堂”、闽西特委机关旧址苏家坡

“树槐堂”等五处作为主场景。

导演给演员讲戏

尽管原址还保留了当年的样子，但

随着多次修缮、改建、维护，多数都存在

木柱子、窗棂和门板漆比较亮、墙比较

白、个别细节比较现代的情况。置景师

和道具师比照老照片，对场景和道具进

行更加精细的“修旧如旧”处理，当地政

府对改造也提供了大力支持。其中“望

云草堂”改造比较大，进门处本来有一堵

近些年建的很现代的白墙，和当年的场

景已经相去甚远，置景师把墙拆掉堆上

了土，种上了一些灌木和竹子，整个院落

立刻古朴了很多。改造前原本是想拍摄

完毕后恢复原样，但“望云草堂”馆长看

到之后十分感慨，他说“这真是望云草堂

原有的样子”，希望能将其保留下来。置

身于这样的场景中，演员王志飞说：“我

想任何人来到这样真实的环境下都会有

不一样的感觉，甚至能够体会到当年这

些叱咤风云人物的声音、呼吸和气场。

前几天在当年的古田会议原址拍摄的结

尾戏，天空是人工造雪，天井下燃着火

堆，大家围坐在一起满怀希望憧憬革命

前途、畅想中国的未来，那一刻真的很感

动，似乎回到战火纷飞的岁月，感觉自己

就在伟人身边。”

电影《古田军号》

细节生动 实景拍摄
■贾秀琰

讲述热血军人故事，弘扬家国情怀，
芒果TV、湖南都市频道从 4月 28日起连
续 7天联合推出新时代季播主旋律大片
《我爱你，中国》第一季“热血军人篇”。截
至 5月 7日，芒果 TV节目点击量已突破
3000万次。此外，人民网、新华网、中国军
网和《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日报》公众
号、《求是》杂志官方微博、央视新闻官方
微博、央视新闻公众号、《光明日报》客户
端等国内 50多家网站、客户端对《我爱
你，中国》节目进行推荐，视频累计点击量
达亿次以上，湖南卫视从 5月 2日开始在
纪录片节目对《我爱你，中国》七集节目进
行了二次播映。可以说，《我爱你，中国》
在芒果TV不俗的播出表现和大众认可
度，让我们看到在媒体融合时代，主旋律
作品更能获得广泛的影响力。

站在节目传播的角度，《我爱你，中
国》的叫好与叫座是“高品质”与“高口
碑”的一次默契。站在国家进步的高度，
《我爱你，中国》所获得的掌声，更是生活
在“强起来”时代的人们，对国家和军人
一种自然而然的崇敬。

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
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我爱你，中国》立足
于时代，着眼于当下，以有灵魂、有本事、有
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为载体，以
“中国梦”和“强军梦”为主题，生动阐明了
当代中国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

主流文化的传播不是强行植入，而
是“润物无声”。任何艺术都要表达情
感，追求极致的情感，以情写人、以情动
人是《我爱你，中国》传递赤诚家国情怀
的重要表现方式。比如剧集中，“不爱红
装爱武装”的女兵袁远，舍弃令人羡慕的
大学和专业，剪掉心爱的长发，当上了一
名女兵；62岁的导弹专家谭清泉,身患肺

癌，收到了命运给他下达的一份“停止战
斗的通知书”，他却在手术后四个月再次
出现在导弹的身旁，他告诉妻子，“活就
活在导弹旁，倒也倒在阵地上”；驻守中
俄边境的黑河好八连连长张书辉，呼出
的热气凝结成霜，染白了他的帽檐、冻住
了他的睫毛，零下二十五摄氏度的阳光，
都让张书辉觉得特别温暖，他说，“乐在
江中守卡子，喜看人民好日子”……一个
个故事娓娓道来，触动观众柔软的内心，
释放出强烈的正能量。在这里，“我爱
你，中国”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由许多
与我们有着共同信仰的人们彼此确认的
情感联结。

要让主旋律作品在“融媒体时代”火
起来，离不开节目创作到播出各个环节
的融合打磨。《我爱你，中国》由芒果 TV
和湖南都市频道联合出品，不仅实现了
双平台同步播出，更在新闻采编、节目策
划、渠道终端真正实现双平台互动。节
目承制方湖南都市频道《寻情记》栏目组
精心打造宣传片以及“短视频速览版”，
从选题策划、拍摄人物遴选及表现手法
力求创新，主动对接芒果 TV年轻人居
多的平台用户属性。

互联网时代，不论是媒体格局、舆论
生态、受众对象还是传播技术，都在发生
着深刻的变化。《我爱你，中国》在内容上
聚焦那些把青春和忠诚献给国家的特定
群体，用情感书写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
默默坚守与崇高理想，展现了英雄式的
普通人身上的家国情怀。同时也注重网
络传播语境，叙事起承转合、扣人心弦，
在详实记录中刻画着一代人对于国家最
真挚的情感。又在媒体融合方式上作出
新的尝试与探索，让观众切实感受到爱
国的温度和力量，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
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必须打赢！”中国军人如此，主

旋律文化的创作与传播更是如此。只有
立足时代、赶上时代、引领时代，我们才
能不断发掘并讲述更多动人的中国故
事，凝聚起建设新时代的人民伟力。

图片制作：孙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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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位连战位，人人有担当。哨所
的战位上也有守山战士的诗和远方。”
这是微电影《守山排长》在陆军某工程
维护部队政工网展映后，获得官兵点
赞最多的一条留言。
“报告首长，我想到最艰苦的地方

去！”影片一开始，刚从军校毕业的优
秀学员郑志强便主动申请到最偏远的
哨所驻守。这个哨所远离机关和连
队，离最近的乡镇也有三十多公里，这
里四面环山，山多石多、树多草多、蛇
多虫多，生活条件艰苦。影片的故事
就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哨所里展开。

班长任福和列兵陈洋是哨所的
“老人”，他们熟悉山里每条路的走向、
每个标识的方位，守山巡逻的日子简
单而清苦。也正因为日复一日的单调
重复，使他们渐渐失去了初心、迷失了
自我。直到新排长郑志强的到来，打
破了原本的宁静。

影片围绕班长任福、列兵陈洋和
新排长郑志强之间，工作态度的矛盾
冲突展开，郑志强事事严格自我要求，
在这个环境里显得“格格不入”，任福
和陈洋对新排长的做法不以为然，并
打赌新排长坚持不了一个星期。

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
兵，其实，每名战士心中都有一颗上阵
杀敌、建功沙场的雄心。然而，现实总
是不尽如人意。就像列兵陈洋在巡山
途中和新排长郑志强的“吐槽”：我来
当兵是想成为许三多那样的兵王，练
就一身过硬本领，而不是每天在这大
山里头巡逻，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影片策划人黄家文介绍说：“在人迹罕
至的大山深处，考验官兵的不只是身
体上的疲惫与痛苦，更多的是心灵上
的孤独与寂寞。通过影片，我想让更
多人走进并了解工程维护兵，明白他
们在寂寞中坚守的意义，懂得他们在
孤独中承担的使命。”

俯首逐日月，韶华埋青山。“以前
都嫌时间少，现在就怕时间慢。待一
天两天还是享受，待一个星期两个星
期还可以当放松，但待一个月两个月、
半载一年，那滋味啊……”班长任福的
话语道出了广大守山官兵的心声。如
何把孤独的日子谱成一首歌？新排长
郑志强给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

这位本色出演的排长在影片开头
的豪情壮志，并没有随着平淡日子的
流逝而有丝毫磨灭，他认真学习、刻苦
训练，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梦想，在寂寞
的小天地过得充实而有意义。最终，
在团组织的军事技能大比武中，郑志
强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获得了第一
名，改变了哨所在官兵心目中的印象，
也重新唤起了任福、陈洋对生活的激
情、对军旅的初心。

军士长李平是从哨所走出的一名
老兵，看完微电影后他深有感触：“越
艰苦的地方越能磨练人，越孤寂的地
方越能考验人。使命在肩，初心如磐，
不论什么岗位，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一
名军人；不论身在何处，都不能忘了自
己为什么出发。只有不断前进，我们
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上图：微电影《守山排长》剧照

微电影《守山排长》——

大山深处的璀璨
■谷永敏 张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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