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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军事力量“走出去”执行

维和护航等任务的坚定步伐，近年来反

映我军海外行动的影视作品应运而生，

产生了国际题材军旅影视剧这一全新的

创作题材类型。从2014年反映海军护

航的电视剧《舰在亚丁湾》开始，到《战狼

2》《反恐特战队之猎影》《空天猎》《维和

步兵营》，再到今年春节档热映的电影

《红海行动》，这些作品着眼军队发展、弘

扬主流价值、展现大国担当，深受观众喜

爱，屡创票房神话和收视奇迹，不仅丰富

拓展了现实军事题材作品的叙事空间和

题材领域，更使国际题材军旅影视剧成

为当前创作的焦点和热点。

国际题材军旅影视剧，从本质上讲，

是我军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利益行动实

践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必然体现，是新时

代文艺创作肩负的新使命新担当新作

为。我军执行国际维和、海外护航、人道

救援、护侨撤侨、联演联训等海外行动，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保护我国

海外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且多以

和平的方式进行，这是国际题材军旅影

视剧创作应当遵循的根本和源头，是选

题策划应当把控的核心要义。作为全新

的题材类型和价值蓝海，既要鼓励千帆

竞渡百舸争流，也要在起航之初定准航

向，以免驶入浅滩沼泽。仅就维和与海

外军事行动两个创作热点，谈一些思考。

关于维和。2016年，韩剧《太阳的

后裔》风靡亚洲，也在这一年，申亮亮烈

士血洒马里感动国人，使得维和题材创

作顿时变得炙手可热，仅从选题数量上

看，约占国际题材军旅影视剧的半壁江

山。然而在创作实践中发现，有的选题

较为盲目，对维和行动一知半解，对维

和原则认识模糊，对维和任务把握不

准；有的选题架空生活，把“维和作战”

“维和特战化”作为故事主线和叙事重

点，在悬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的选

题移花接木，新瓶装旧酒，把风靡已久

的特种兵故事换个国际背景，带上蓝色

贝雷帽，找几位非洲人士群演，就堂而

皇之地贴上维和标签……维和题材具

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政治性，创作伊始就

应正本清源，以免混淆视听。首先，维

和行动不承担作战任务,“无战胜之敌、

无战斗之地，武器用于自卫，效果取决

于合作”。联合国维和部队均不承担作

战任务，没有打击目标和打击对象。第

二，联合国维和行动授权中没有反恐怖

和反海盗任务，一切行动不能与联合国

安理会授权相悖。第三，维和行动必须

遵循哈马舍尔德三原则，即中立的原

则、同意的原则和自卫的原则，这是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基本准则。我国自

1990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累计

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3.7万余人次，先后

参加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执行新建修

复道路、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炸物、医

疗救助、运送物资等各类任务，成为联

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

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被国际社会誉为

“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

维和题材是文艺创作中展现大国形象

和责任担当的最佳表现载体，具有走向

国际荧屏银幕、讲好中国故事的潜质空

间，需要创作者深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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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简单处理

成“特种兵在国外反恐”，以免闹出国际

笑话。

关于海外军事行动。虚构海外军事

行动似乎是国际题材军旅影视剧创作的

思维定势和叙事套路，仿佛不打不足以

壮国威军威，不打不足以形成叙事高

潮。文艺创作允许虚构，但不等同于空

穴来风、凭空想象，沉浸于自嗨的快感，

陷入悬浮的窠臼。有的选题初衷是好

的，但将我军塑造得无所不能，独步天

下，一言不合就开打，不仅救世人于水

火，更拯救地球，拯救全人类，实则是在

喧嚣热闹之余，麻醉自己；有的选题崇尚

暴力美学，打着“再现战争残酷惨烈”的

旗号，将血腥暴力贯穿始终，惨叫呻吟不

绝于耳，极度渲染生理折磨与肉体痛苦，

暴力有余而美学不足，殊不知血腥与血

性、暴力与实力的差别，一字之差，谬以

千里；有的选题对国际大势、国家形象拿

捏不准，杜撰各种势力处处针对中国，主

动向解放军挑衅开火，敌人满世界而不

是朋友遍天下，容易唤起狭隘的民族主

义和民族情绪，同时在外交和外宣上陷

入被动；有的选题想方设法让主人公脱

掉军装，加入国外雇佣军集团，为钱而

战，为情而战，继续在国际舞台大展身

手、所向披靡，往往再加上“根据真实事

件改编”的噱头，敢问如此情节和人物设

定，是根据哪次事件改编？

影视是大众艺术，不仅具有娱乐属

性，更具有思想引领、价值导向、以文化

人的功能；同时，影视是世界语言，特别

是现实题材作品，不仅展现国家自身形

象，也是世界了解新时代中国的重要窗

口。国际题材军旅影视作品要拥有国

际视野，站在国家高度，饱含中国精神，

在火热生活中发掘提炼我军维护世界

和平、保护国家利益的动人故事，在艺

术创作中鲜活呈现威武阳刚、责任担当

的新时代军人风貌，在国际传播中向世

界展现大国形象、大国军队形象，大力

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

和凝聚力。

改革强军、大国崛起、民族复兴，赋

予了国际题材军旅影视剧创作的崇高使

命和广阔空间。在具体实践中，既可以

走一条类似于《父母爱情》那样的虚拟模

糊背景、重在展现情感的创作道路，也可

以瞄准海外行动本身，讲好我军官兵在

护航撤侨、维和维权、国际救援、联合军

演、医疗援外中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国际题材军旅影视剧是新生事物，探索

永无止境，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反响，而

要走向世界，在寻求世界人民情感共鸣、

提升国际影响力上下功夫，努力打造国

家形象、军队形象的亮丽名片，实现军旅

影视作品高质量发展。

题图制作:孙自晓

国际题材军旅影视剧—

起航之初，应定准航向
■赵卫国

“制胜，才是兵的标准！”近日，由南
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炮兵营一连自编自
导自演的微电影《标准》在部队大礼堂上
映后，赢得官兵的好评。影片采用倒叙
的手法，讲述了列兵王祥瑞从一名“六十
分万岁”的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追求卓
越的海防尖兵的历程，用曲折的情节和
生动的故事诠释了军人的标准。
“我不在乎输赢，能赢最好，赢不了

也无所谓。”影片一开始，准备迈入军营
的王祥瑞就表现出了自己“看淡一切”
的特质。从小养尊处优的生活使王祥
瑞形成了“差不多就好”的性格，并将这
种习惯带到了部队，对于各项考核课目
训练只求及格，不争突破。影片围绕班
长米双朕和列兵王祥瑞在思想观念上
的冲突展开，米双朕所追求的，是不断
突破自己，而列兵王祥瑞则对班长的指
导教育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地执行着
“六十分万岁”原则。

剧情的转折出现在一次全旅组织的
检验性考核，为检验新《大纲》落实情况，
此次考核取全连最后一名的成绩作为连
队最终成绩。可想而知，王祥瑞的“及
格”成绩，成为了连队的最终考核成绩。
这让王祥瑞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中……

影片总策划程文雄介绍说：“我们
一直在强调标准问题，到底什么是军
人的标准？有的同志认为，《大纲》里

的及格就是标准，这种想法是危险
的。军人生来为打仗，战争没有及格
和不及格，只有胜利和失败。通过影
片，我们想给全体官兵树立一个正确
的导向，对于军人来说，‘差不多’就
是差很多，‘过得去’就是过不去，只
有不断地挑战极限，超越对手，才能在
未来战争中拉得出、打得赢。”

王祥瑞的自我“救赎”由此展开，可训
练水平由量变到质变，是一个漫长而曲折
的过程。随后的剧情一波三折，王祥瑞一
开始信心满满想要改变，到训练中因为自
身底子差、多次遇到重难点课目想要放
弃，再到最后在战友们的帮助下逆袭成长
达到高潮。主演米双朕介绍说，影片没有
刻意设置场景，没有矫揉造作的剧情，而
是用战士们自己的演绎原汁原味地展现
官兵真实的训练生活场景。一连指导员
王培源看完后感慨道：“影片题材新颖，对
话风趣幽默，让官兵在欢笑声中接受教
育，达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是对基层经
常性思想教育很好的补充。”

这部微电影坚持专业性和群众性相
结合，发动官兵参与到影片的拍摄中，既
力求提升影片的艺术水平，又致力于调
动官兵参与的热情。与其说这是王祥瑞
一个人的故事，不如说这是一个群体的
写照，记录了官兵向打赢制胜的合格军
人的转变。列兵倪浩填说：“片中主人公
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从不
愿吃苦到勇于超越的心理转变。微电影
里的主人公就是我的榜样，激励着我向
更高的标准迈进。”
“讲述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感觉特

别真实，这样的微电影最能打动我们
的内心。”看完微电影后，下士韦宗顺
深有感触。《标准》这部微电影运用写
实的手法传达了“军人生来为打仗”这
一理念，主人公的转变历程激发了官
兵内心强烈的共鸣，让官兵重新审视
自己，在追求卓越，矢志打赢的道路上
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新《大纲》实施之际，用大家乐于

接受的方式帮助官兵树立敢于拼搏、敢
当先进的价值追求，这就是我们这部微
电影的意义所在。”主创人员在拍摄之初
就把“为推动新《大纲》在基层落地生根
服务”作为这部微电影的创作方向。作
为该旅“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的一个缩
影，微电影《标准》为该旅官兵提供了丰
富的精神食粮，激发了官兵练兵备战、精
武强能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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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是
19 世纪中叶产生的。一战以后，现代
主义兴起。现代主义不再注重情节、人
物，不再强调故事，而是表现幻觉、梦
境、意识流。

电视剧是通俗文本，世界各国都
是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电影的情
况则复杂一点。我们的电影，现在传
统叙事是不行了，但是新的叙事有
吗？没有。这就造成传统叙事不熟
练、编剧们也不屑于这样去写，但是
新的叙事风格完全没有产生。同样
是现实题材，有些影片票房很好，故
事不错，但叙事上没有创新，结构上
没 有 创 新 。 所 以 ，新 现 实 主 义 的
“新”，希望体现在表达形式上。

即便在现实题材中，“架空”也是
可以的。“架空”只是形式，戏是否吸
引人，要看扎实的现实主义功底。我
们看美剧《纸牌屋》，它其实是一部
纯虚构的作品，是现实的平行时空的
故事，故事就发生在现代，它的虚构
与现实是重叠的。这对创作者的挑
战非常大，如何处理虚构和现实的关
系，把握假定性与真实性的关系，这
个是很难的。对于创作者来说，现实
主义修养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的创作，要么“架空”，要么
就是现实的镜像。美术史上有照相
现实主义，艺术来源于生活，然而在
一些现实主义题材剧中，我们动不动
就等于生活，有时还低于生活。有创
造性地表达现实，才是我们编剧要做
的。

像作家苏童等人在题材内容上并
不先锋，他们带来的是叙事的革命，我
们看他们的作品在拍摄成影视作品

后，都不能令人满意。比如苏童的作
品，就电影而言也还不错；比如张艺谋
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若要拿影片
去跟文本比，就会觉得始终存在一定
距离。

他们这波先锋作家的新现实主
义，特点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
那就是小说本体的叙事学的革命。
而新现实主义的影视剧不仅要表现
文本的内容，更应该在叙事上有影视
范畴的叙事革命，也就是视听语言的
革命。这点很难，但值得去尝试、去
突破。

作家马原有句话：“没有一种生活
是可惜或不值得的，看你会不会开采。”

现在有个危机，我们年轻编剧的现
实主义叙事能力有点不足。

首先是意识上，中国电影文学学
会会长王兴东老师总提“深入生活、扎
根生活”，对年轻人来说，听上去很陈
旧了。我原来也很反感一句话——
“体验生活”，难道我们每天在书斋里
就不是体验生活吗？难道不是生活的
一部分吗？但现在，我的感受是，现实
主义创作需要对生活有了解、有触碰，
需要观察，去打开耳目，要注视这个世
界，而不是无视这个世界。

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个编剧写人
被抓以后直接就进监狱了。我说应
该先进看守所啊。他说那不是一样
吗？这样一看，他写这些内容的时候
也不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司法制度，应
了解下我们的监狱是咋回事，看守所
是咋回事。这样的编剧如何能把现
实写出来？

有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
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我们编剧不要
沉浸于做“举人”，要了解社会，观察社
会。
（作者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

长）

编剧的现实“表达”
■汪海林

日前，电视连续剧《警官王快乐》

在北京开机拍摄。

这部电视剧改编自作家李迪的

同名小说，描写了转业军人王快乐退

伍不褪色、从警后服务百姓的暖人故

事。本报曾以《王快乐轶事》为题选

载这部小说，李迪为此荣获《解放军

报》第四届长征文艺奖。社区民警是

警营别具一格的靓丽风景，鲜有惊心

动魄，更无轰轰烈烈，多为鸡毛蒜皮，

尽是家长里短，然而却又最贴近生

活、最贴近基层、最接地气。小说中，

王快乐把部队亲民爱民的光荣传统

发扬光大，在一系列鸡毛蒜皮的“家

长里短”中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该剧由国家一级导演苏丹执导，

剧组演职人员在“小成本、大情怀、正

能量”创作方向的指引下，力求打造出

一部精品佳作。

电视剧《警官王快乐》

大情怀 正能量
■周国强

微 影

酷 评

央视纪录频道于6月8日起开播

的6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从冰雪

北国到南方水乡，从青藏高原到胶莱

平原，从秦岭山脉到黄河沿岸，带观

众走进了莫言的出生地高密大栏乡、

贾平凹的故乡商洛、阿来的灵感之源

嘉绒藏区、毕飞宇曾经生活过的兴化

等地，讲述了他们的故乡带给他们的

文学启示。回到他们出生成长的村

庄，回到他们文学创作的现场，与其

说是他们将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

的故乡，不如说是故乡把他们的乡愁

转化为创造文学的力量。我们在了

解这几位知名作家的经历同时，是不

是也能体会到成功背后那隐隐约约

的乡愁呢。

不知从何时起，像这样能唤起人

们那份浓郁乡愁的电视节目渐渐多了

起来,央视推出的另一档纪录片《记住

乡愁》已播出到第四季,不仅收视热度

不减,而且观众的参与度一直居高不

下。近期在腾讯、优酷、爱奇艺等视频

网站热播的互联网纪录片《了不起的

村落》目前已推出第二季,播出后让不

少人都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勾起了自

己那份独一无二的乡愁，引领了一波

“回乡潮”。就像《文学的故乡》总导演

张同道说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

有一片文学的故乡，这个故乡就是你

心灵的家园，精神的故乡。”

是啊，生活环境的急剧变迁伴随

着各种理念与风尚的交错与碰撞，人

们除了收获现代生活的便捷高效，也

承受了来自内心深处的告别与不安。

这时尤为需要几部体现这种感情的文

化作品来滋养和疗伤。走“乡愁路线”

的节目之所以能够成功大概就是因为

契合了现代人内心深处无法割舍的这

种情结吧。毕竟多少中国人的内心深

处还有那村口留存的牌楼、几世同堂

的老宅、古树下的那口古井,更伴着那

一代代人魂牵梦绕生于斯长于斯的童

年记忆和乡愁根系，成为了他们的一

种生活习惯，一种思考方式 ,成为了

他们内化于心的情感密码、文化密码。

艺术源于生活，电视栏目的生命

力归根结底还在于节目内容。“乡愁”

文化类节目受到欢迎就足以说明,电

视节目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唯有贴近

心灵、贴近生活、贴近大地,才能收获

更大的社会效益。希望创作者们多

将眼光瞄准现实，让作品包含着人们

共同的最为真诚朴实的情感因子，由

此与受众实现最广泛的情感共鸣。

而我们也应该给那些表现现实生活

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多些耐心和鼓

励。毕竟乡土元素是传统文化的底

色。挖掘乡愁里的文化，才能留住有

文化的乡愁。

荧屏里的乡愁
■周江川

微电影《标准》剧照 文楠楠摄

直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