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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央视八套、北京卫视以及爱奇
艺热播 24集电视剧《狗剩快跑》，商丘观众非
常喜欢观看，因为讲的是商丘故事。《狗剩快
跑》的编剧李海江是商丘人，现在居住北京。
他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家协会会
员、第五届中国电视好演员评委、首届澳门国
际儿童电影节推荐评委、硕士生导师，电影代
表作有《我不是王毛》《信仰者》《我来自北京
之福从天降》，电视剧代表作有《血战睢阳》
《没有硝烟的战场》《狗剩快跑》，戏剧代表作
有《睢阳忠烈》《影戏传奇》。他个人和作品获
奖诸多：“金三角”艺术节最佳编剧、第二届
浙江电影节金麒麟最佳编剧、第 30届金鸡奖
（提名）、第十五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上
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中央军委国防军事
题材优秀电影奖、第十八届华表奖、河南省

“五个一工程”奖、河南省第六届戏剧节大赛
银牌、第六届英国万象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
罗马尼亚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

春节期间，我与李海江通过电话互相拜年
之后，不由自主地谈起电视剧《狗剩快跑》的
创作情况。

——电视剧《狗剩快跑》是否由您创作的
电影《我不是王毛》改编而来？剧版与影版相
比调整了哪些地方？又保留了哪些地方？

李海江：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在商丘工作十年间，我一直坚持业余创
作，独著或合著的电视剧《血战睢阳》《没有
硝烟的战场》等，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河南电
视台播放，还有古装戏《睢阳忠烈》拍成戏曲
电影，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到了
2005 年，我毫不犹豫地辞掉工作，到北京做

“专业”编剧，这是我自封的。我根据掌握的
商丘地区抗战资料，2012年创作了电影《我不
是王毛》。当时，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
黄宏先生看过剧本说“写得太好了”，八一电
影制片厂立即投入拍摄。电影《我不是王毛》
在全国院线上映后好评如潮，各大媒体纷纷撰
文赞扬这部电影，此片以及主创屡屡斩获国内
外大奖。在得到大家一致好评下，我萌生了把
这个故事写成电视剧的想法，更好地诠释商丘
故事。从 2014年到 2016年，历时两年多的时
间，我把《狗剩快跑》的剧本初稿完成，后
经多次修改，剧本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于是，爱奇艺投重金打造，王新军导演，拍摄
成24集电视剧，今年春节前与观众见面了。我
仔细做了统计，电影剧本两万字，有 12个人
物，而电视剧剧本 45万字，有 42个人物，不
存在保留哪些调整了哪些。所以，我不认为电
视剧《狗剩快跑》是由电影《我不是王毛》改
编而来。

——在创作《狗剩快跑》过程中，您遇见
哪些困难或者瓶颈？是怎么化解的？

李海江：提起这部剧，真的是酸辣苦甜
咸。我经常说，这部剧是我的最爱，付出的心
血最多。在创作中，的确遇到许多困难和瓶
颈。创作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陆陆续续写
了九年十稿。最难的就是想和别人不一样。
这么多年抗战剧很多，有很多经典的好剧。
那么怎么才能和别的剧不一样，人物不一
样，故事不一样，情节不一样。这就需要琢
磨，琢磨人、琢磨戏，我最多的一次一晚上起
床四次，想起来一个经典的桥段就赶紧爬起来
打开电脑修改，我怕天明就忘了。剧中每一个
人物都显得活灵活现，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
刻，每一句台词都细细品味，反复斟酌。再说
电影和电视剧的写法也不一样，电影是哲学，
通过故事人物告诉你哲理，文学进哲学出。比
如《高地战》《西线无战事》，告诉你战争打不
得，一定要反对战争。电视剧主要是塑造人
物，比如《亮剑》，你记不住他的哪一仗是怎

么打的，但是你记住了李云龙这个有血有肉的
人物。我希望这部电视剧能够超过电影《我不
是王毛》，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对得起
自己，也对得起观众！

——您把狗剩作为主角来写，他是否有生
活原型？剧中狗剩和桃子先是互相看不顺眼的
冤家，后又因狗剩的人格魅力让桃子率先意识
到自己的心意，您是如何理解和处理狗剩与桃
子的这段感情线的？

李海江：我熟悉商丘，热爱商丘，我的大
部分朋友都在商丘。这部剧里的所有人物几乎
都有原型。狗剩这个名字是我朋友的名字，他
发高烧几乎死了，被丢弃，邻居跑来告诉他爸
爸，你孩子活过来了，他爸爸又把他抱回来
了。狗都没有吃他，所以他的小名叫狗剩。观
众可以从剧中看到，狗剩和桃子是互相看不顺
眼的冤家，但是，这里面有一条暗线，狗剩是
被王大举捡来的孩子，桃子是被辫子爷捡来的
孩子，他们同命相连。狗剩为了娶杏儿拼命，
他是现在女孩子形容的护妻狂魔。桃子被他的
执着感动。狗剩看不上桃子，他嫌弃桃子太有
文化太闹，他满心里都是杏儿。杏儿死了以
后，他从心里过不来，他对桃子虽然不反感，
但还是排斥。最后是开放式结尾，他们能不能
走到一起让观众去想。狗剩不能太快接受桃子
的情感，那样观众会认为狗剩是个渣男。

——剧中狗剩跟杨三是对头是情敌也是朋
友，跟唐玉龙也是从不理解到理解这么一个亦
师亦友的关系，您是如何看待他们之间这种情
感关系上的转变的？

李海江：狗剩和谁都不是朋友，这和他的
成长经历有关。一个捡来的孩子，被人瞧不
起。这样的人他的内心很难敞得开。在狗剩娶
媳妇的道路上，所有人都是绊脚石，杨三是情
敌，桃子恨铁不成钢，唐玉龙想把他带到革命
的道路上，指导员想打开他的心扉给他做工
作，这些都没有用。他不想打仗，他就想挣钱
娶媳妇。他的转变是杏儿和王毛被杀，让他意
识到了一个人力量的单薄，侵略者不打跑，中
国人谁也没有好日子过，他娶媳妇过日子的梦
想泡破了，这是狗剩的转变，这种转变是被迫
的，也是必然的。于是他和杨三同仇敌忾成为
战友，在唐玉龙带领下，狗剩逐渐成为了一个

合格的战士、一个革命者。
——剧中每个人物的心路历程从前期到后

期都有了非常大的转变，聚焦小人物，展现那
个时代背景下的家国大爱，每个人物身上自己
有设计哪些小巧思，您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吗？

李海江：我不认为以狗剩、杨三为代表的
小人物有家国大爱，他们甚至分不清家与国的
关系。人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自己的追
求。狗剩就是想娶媳妇过日子，杨三比狗剩的
站位高，毕竟他是乡公所长，他不但想娶杏
儿，还想出人头地。这部剧好就好在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路，性格独特，都很出彩，而且每个
人都有大的反转。由于杏儿的死，所有人在这
里转变，狗剩变了，杨三变了，叶大羔变了，
孬孩变了。一群小人物开始思考自己人生。与
其说他们的家国大爱，还不如说，他们想活下
去，日本侵略者就在自己家门口，他们活不下
去，就得奋起反抗。

——我看过您创作的不少影视剧，写的都
是男人戏，唯独《狗剩快跑》增加了女性戏，
你可以谈下自己的感想吗？

李海江：的确，我原来写的影视作品，几
乎都是男人戏，如《血战睢阳》《没有硝烟的
战场》《楚汉风云》《我不是王毛》等等，写女
人一直是我的短板，每到写女人戏的时候，我
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不知道她们会说什么，
会做什么。自从和爱人杨媛媛结婚之后，对于
女性的认知我似乎开窍了很多。《狗剩快跑》
里面的诸多女性角色，如外向知性的桃子、内
敛细腻的杏儿、刚烈任性的小翠、善良柔弱的
枣花，当然，还有外柔内刚的王毛娘、花痴秀
兰、认命的小翠娘等等，每个人都是有血有
肉，个性鲜明，我写起来得心应手，特别感谢
我爱人。由于这部戏加入了多个女性人物，弥
补了我以往影视剧中女性角色的缺失，真实地
还原了抗战时期女性闪光一面。

——《狗剩快跑》与其他抗战剧比较，多
了喜剧、荒诞的元素，近期剧集市场上这种题
材的剧还是不多见的。您在剧本的层面作了哪
些独特的处理？

李海江：我喜欢喜剧，也喜欢写喜剧，这
和我个性有关。喜剧大师卓别林说，喜剧的内
核是悲剧。周星驰也说过一句话，我演了半辈
子悲剧但大家都说我是喜剧演员。在北京，我
和黄宏先生经常在一起探讨喜剧，他把喜剧划
分为五个层次，如果比作金字塔，最底一层是
噱头，第二层是滑稽，第三层是诙谐，第四层
是幽默，第五层是机智。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所以，我在创作《狗剩快跑》的时候尽量往塔
尖上走。这部剧把抗战作为一个背景，整个剧
几乎没有战争，而是抗战背景下一群小人物的
悲惨命运。我本身就是小人物，生活在小人物
的群体中，我了解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所以
我的视觉就是小人物的视觉。用荒诞的形式来
讲故事难在初心。如果非要给这部剧定一下风
格，我更愿意说这是一部黑色幽默的电视剧，
它包含了沉重和苦闷、忧郁和残酷、眼泪和痛
苦。演员读剧本时，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
着就笑了。但愿这部黑色幽默的电视剧能给观
众带来笑声，但是，肯定会有泪水，毕竟那是
中华民族苦难的时代。我刚才说了，喜剧的制
高点是幽默机智，难在怎样才能达到这个高
度。尽管很难，我一直努力！

电话采访结束时，李海江对商丘的父老乡
亲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商丘人，父母都是豫剧
演员，我是生在商丘、长在商丘，电视剧《狗
剩快跑》是我写的商丘故事，我觉得父老乡亲
肯定会喜欢看的。由于我才疏学浅，欢迎多提
宝贵意见。如今我们倡导向世界多讲好中国故
事，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我就想向全国观众讲
好商丘故事、讲好河南故事。

讲好商丘故事
—电话专访电视剧《狗剩快跑》编剧李海江

□ 李清海

近日，民权籍导演韩君倩
执导的电影《七声》放映暨导
演见面会在睢阳区万达影城举
行。这部由新锐作家葛亮的鲁
迅文学奖入围小说《阿霞》改
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
真实的人物刻画，赢得了观众
的广泛赞誉。影片讲述了大学
生毛果在父亲好友经营的饭馆
中进行暑期社会实践时，邂逅
了许多身份各异、境遇不同的
外来打工者，并且与服务员阿
霞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毛果时
隔一年再次回到饭馆时，原本
的朋友却纷纷离散，各自选择
了不同的生存路径。

在电影《七声》放映暨导
演见面会现场，记者采访了韩
君倩，请她分享了电影《七声》的
幕后故事，以及她与故乡的深厚
情感。

“我出生于郑州，但我的父
亲却是从民权走出去的。6 岁
时，我才第一次回到民权，但
这么多年过去，我对民权的感
情越来越深，这里是我的根。”
说起与故乡的情缘，韩君倩面
露暖暖的微笑。她告诉记者，第
一次回到民权时，她便被浓厚的
乡情和广袤的田野打动，小小的
心中也充满了新奇与快乐。她
第二次回到故乡是 1985年参加
爷爷的葬礼，夜色中披麻戴孝的
亲人让她油然而生一种神圣和
敬重之感。2011 年，她第三次
回到故乡，从事影视行业的她终
于有机会将镜头对准父老乡
亲。在亲戚邻居的热心配合
下，韩君倩用一年的时间密切
关注和记录民权县吴老家村村
民在村庄里的生活，并跟随村
里的打工者去了苏州和北京等
地，最终，长篇系列纪录片
《乡愁》带着露珠、冒着热气，
出现在世人面前，其第一季还
先后荣获第 21届中国电视纪录
片系列片十优作品奖、第 13届
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
纪录片社会类“入围奖”奖项。

“选择在民权拍摄不仅仅是
因为它是我的故乡，还因为这
里地处豫东大平原，农业地位
不容小觑，还会出现热气腾腾
的乡村景象，这很令人激动。”
韩君倩说，这次上映的电影
《七声》与《乡愁》的影片时空是紧密相连的。《七声》的
设置空间是江南名城——苏州，片中的人物来自于河南、
四川、贵州和山东等打工人数特别多的省份，空间的交叉
和并置也进一步铺展、深化了两部姊妹篇的密切关联。

谈及拍摄《七声》的初衷，韩君倩表示：“故乡对我
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更是一种情感的寄
托，也是深植于内心的根。我想通过这部电影，把我对故乡
的情感和对普通劳动者的敬意传达给更多的人。”

在与韩君倩的交流中，她不止一次地提到，《乡愁》
的拍摄地民权和《七声》的拍摄地苏州分别是自己父亲和
母亲的老家，同时很巧合的是，这两个地方也是中国著名
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先生曾经关注过的地
方，他还曾写下了《江村经济》《小城镇四记》和《民权
模式》等著名的社会学专著和论文，这对韩君倩的创作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

“《小城镇四记》透露着费孝通对中国农村走城镇化
道路的极大期待，在《七声》里，我全景式地展现了底层
群体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让观众看到了那些在生活中
默默付出的人们。”韩君倩说，在拍摄时，她深入挖掘了
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电影中的每一个人物
都是一种声音，代表着一种生活状态和情感表达，也在无
形中向关注中国乡土问题的费孝通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因为多年拍摄纪录片的经历，尤其是拍摄《乡愁》时
近距离、长时间地贴近生活，奠定了韩君倩作品中浸润深
厚的现实主义底色，让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暧昧性和
生活质感跃然于银幕之上。她的电影根植于生活，贴近时
代脉搏，贴近现实，不回避依然横亘于乡村和城市的种种
问题，时代性、当下性都比较强。

在电影的构思过程中，韩君倩还特别注重细节的刻
画。从角色的服饰、道具到场景布置等细节之处，她都力
求真实还原当地的风貌和生活气息。正是这种对细节的严
谨态度和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执着追求，使《七声》成为了
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电影。

《七声》的创作也汲取了《乡愁》拍摄中的观察和思
考，韩君倩倡导演员在发挥特质的情况下向生活学习、向
现实靠近，用接地气、有呼吸感的表演诠释和丰富了人物
形象。这样，才有了执拗、勇敢、正直，还有些“缺根
筋”的女主角阿霞，以及来自河南，想靠读书改变人生，
但梦想没能实现，只能把梦想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并为之努
力打拼的面点师根生，还有干练的饭馆杨经理、真诚的大
学生毛果等等。

在电影《七声》中，涉及到了很多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打工者夫妻分离、农村空心化、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采
访即将结束时，韩君倩呼吁大家关注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的
人们：“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七声》这部电影，关
注那些被忽视的声音。”她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拍摄更多具
有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为观众呈现更多真实生
动的故事，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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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大 写 意
——我写历史文化题材长篇小说

□ 枣红马

文化人物

在 《七声》 放映及导演见面会上，韩君倩 （中）
与观众合影留念。

（上接2月2日5版）
关于立体性写女魔头华琼作为人的心理，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燧人氏（金麒麟、中部落
长）在仙界是一个忠勇双全、活泼可爱的金麒
麟，在人间他是中部落长，一个英俊潇洒的帅
哥。女魔头华琼毕竟是一个女人，她对于中部
落长早已心有所许。即使自己做了天帝，纵横
三界，可是除了那些让人提不起劲来的仙女，
自己是多么的孤独啊，所以她多次想象，和中
部落长一起到仙界，作为夫妻一起纵横三界。
虽然她多次有杀死中部落长的机会，但都被自
己取消了，甚至还要拯救他。她又一次来到中
部落，心中仍然挂念着中部落长。“我若不来
拯救你，你这搭建的草屋还复存在吗？不要说
这草屋，就是你中部落长还能在人间立足吗？
你只有乖乖地和我到南天宫，或者一起打回天
帝宫殿。甚至于让你做天帝，我当帝后都行。
中部落长，嘿嘿，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吗？”可
是中部落长不辱心性，女魔头华琼竟然把他裹
挟到自己的南天宫。然而，女魔头华琼的人性
毕竟只是在邪恶的总体性中的一点亮光，这点
亮光终于还是被邪恶的黑暗所泯灭。当然，邪
恶也终于被金麒麟和玉麒麟的金玉满堂所消
灭。

不论是在地狱，还是在人间，女魔头华琼
每次吃人的时候，都会在心里发酵她的野心，
发酵她的邪恶。一定要成为三界的霸主，当宇
宙的老大，于是她的邪恶心理才极其膨胀，仙
性没有了，人性没有了，只剩下恶性。这就是

女魔头华琼邪恶、残忍性格特征的心理基础和
逻辑关系。她的这种邪恶的形成也有生活经验
和生活暗示的基础。从近处说，具体的案例告
诉我们，有的人为了升官，为了掌握更大的权
力，为了成为更大的富豪，雇凶杀人成为了那
些人的撒手锏。从远处说，法西斯为了统治世
界，发动世界大战，滥杀无辜。这些历史的现
实的生活经验，都给了我以大写意的手法写女
魔头华琼邪恶、残忍的极致以灵感。小说作品
出版虽然已经十年了，但我依然贴心地感到，
大写意，让我写女魔头华琼写得酣畅淋漓。每
每忆及此刻创作的心理状态，都让我感到无比
的舒坦，虽然当时的心里是痛苦的。

三、大写意，场面描写的全息通感与多维
的想象。

美国传统小说研究专家盖利肖很崇拜西方
一句经典名言：“索然无味是得不到回报的。”所
以他在论述小说创作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问
题就是“怎样使小说引人入胜”。这样，他认为
必定要研究三个问题，一是人物性格的表现，二
是情节的构成，三是描写单元。情节和描写单
元二者引起读者的兴趣虽然不一样，但二者在
小说的整体设计中是结合在一起的，二者相互
交融。关于人物性格和情节，人们过去已经谈
论很多，因为谈论传统小说作法，必须要谈论
人物和情节，这里就结合我的作品谈谈盖利肖
说的“描写单元”——场面。

描写单元就是小说总体格局中的一系列片
段，又可称作“场面”。在一次小说座谈会

上，我曾经作过这样的比喻，情节就像一个人
一直往前走或者一直往前跑，场面就如坐下来
歇一歇、看一看、想一想，来一个顿挫。如果
没有这个顿挫，一直往前走往前跑，作者不累
吗？读者不累吗？小说自己不累吗？三者都累
了，还有空间产生美感吗？还有机会深入挖掘
吗？所以，传统小说的写作理念必须有情节，
但还必须有场面，尤其是长篇小说。

关于场面的构成元素，盖利肖总结为“情
境—聚合—最后行动”。之于读者，就是上面
说到的如何引起读者兴趣和引人入胜的小说效
果，他认为描写单元具有这样的文学功能。具
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使读者意识到场面发生的
情境，促使读者的阅读兴趣进入作品的叙述情
境之中；让读者延缓对于叙述的追问，在情境
中产生兴趣；让读者通过场面的阅读体验，能
够顺利接受小说的最后行动和整体结局。

盖利肖这是理论的概括，但在具体的创作
实施中，作者并不一定去循规蹈矩地这么想，
因为场面的叙述是整体作品的需要，是情节发
展到一定时候而自然出现的，很多的时候都是
人物和情节拉着作者往前走或者按住作者来一
个顿挫。而且，每一个作家的场面叙述都应该
表现为“这一个”，不是“那一个”，更不是

“每一个”。每一位作家根据自己对于小说的理
解和创作体验，他势必会也只能是表现出只属
于自己的叙述状态。并没有什么成规，即使
有，很多作者也会突破成规，否则，就很难甚
至于说根本形不成只属于自己的表达。当
然，传统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也会有不同的
表现状态，传统小说的场面叙述多是显性
的，而现代主义小说则多是隐形的，就是意
识、潜意识的流动而形成的场面。对于这种
隐性的场面表现，作者并不会直接用词语具
体表达，但在人物的意识深处，读者靠感觉，
或者靠感觉产生的想象，能够感觉和想象到心
理场面的形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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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入 探 讨
雷 锋 精 神 形
成、孕育、传
播 全 过 程 的

“新时代·学雷
锋”书系第一辑
近日在沈阳正
式 出 版 发 行 。
由沈阳出版社
与人民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共
同出版发行的
此书系包括《唱
响新时代的雷
锋之歌》《学雷
锋活动大事录
（2012—2022）》
《雷 锋 的 朋 友
圈 》 三 部 图
书，分别从理
论研究、资料
辑录、文学传
记三方面介绍
雷锋精神研究
的最新理论和
成果，深刻阐
释雷锋精神的
时代内涵。

其 中 ，《唱
响新时代的雷
锋之歌》围绕 60
余年来开展学
雷锋活动的历
程、价值、创

新等进行论述，探讨新时代如
何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推动
形成长效机制；《学雷锋活动
大事录 （2012—2022）》，系
统梳理了 2012—2022 年向雷
锋同志学习的重要事件、主要
做法和宝贵经验，为科学引领
学雷锋活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文学传记《雷锋的朋友圈》，
生动讲述与雷锋有关的人和故
事，进一步丰富了雷锋形象。

“新时代·学雷锋”数智
云平台启动仪式同步在沈阳举
办。平台包括“云上雷锋之
家”和“雷锋万方数据库”两
部分，“云上雷锋之家”可实
现访问用户与雷锋“数智
人”交互问答；“雷锋万方数
据库”将海量雷锋相关数据
融入知识图谱，为用户提供
影、音、文、图全维度内容
检索。该平台预计 2025 年正
式上线。（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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