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赋予经典以新时代内涵

《人生之路》登陆央视黄金档
由阎建钢执导，陈晓、李沁主演的

现实题材电视剧《人生之路》，于 3月 20
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该剧改编自
作家路遥作品《人生》，讲述上世纪 80年
代至新世纪，以高加林、刘巧珍为代表的
一批有志青年投身时代洪流、发扬拼搏
精神，从陕北走向上海的故事。

上海在路遥经典作品影视化改编
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

2015 年春，上海立项出品电视剧
《平凡的世界》赢得了收视与口碑双丰
收，先后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
视剧飞天奖、金鹰奖等国家级奖项，多
次在央视和各大卫视平台重播，社会反
响良好。

《人生之路》是上海又一次将路遥
的经典作品搬上荧屏，将青年高加林的
奋斗人生再次焕发新的时代价值，生动
阐释“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小说《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堪
称《平凡的世界》的前传。《人生》是一部关
注年轻人心灵成长史的小说，描写上世纪
80年代生活在陕北高家沟的青年高加林
打小就是村里人人皆知的读书“状元”。
虽然家境贫寒，但他饱读诗书心比天高，
暗下决心要摆脱黄土地。高考是他改变
命运的唯一机会，不料却意外落榜。他奋
发图强成为民办小学教师，教师编制又被
挤走。高加林跌入人生的谷底，后在刘巧
珍的鼓励下振作并坚持写作，燃起人生希
望，还与巧珍萌生爱情。几度挣扎，几次
抉择，他靠一支笔把自己带到了上海。他
顺应时代努力学习新知识，努力奋斗，历
经世事变迁，在时代浪潮中谱写了平凡人
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一代中国
年轻人的“心灵史”。导演贾樟柯曾说：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个上中学的孩
子。这么多年我看过很多作品，都对我
的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我影
响最大的反而是这本《人生》，它让我开
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
人生。”2018 年 9 月 27 日，路遥的《人
生》 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
有影响力小说”。

随着时代发展，书中主人公面临的困
境，对于当下年轻人来说，有了更多元的
选择与答案，城市与农村、理想与现实，突
破了原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对原著《人生》
的续写也因此生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电视剧《人生之路》沿用了《人生》的
基本人设来还原岁月真实风貌，同时又汲
取了小说的素材，对原作故事作了符合时
代发展逻辑的改编和拓展，着力展现高加
林、刘巧珍、高双星等一代农村青年在改
革开放时代洪流的激励下，从西北黄土地
奔赴东南沿海城市，寻求改变命运、创造
新生活的奋斗历程，力求给今天的年轻观
众以不断直面困难的精神力量。

时间跨度上，《人生之路》则是从上世
纪80年代讲述到了新世纪初，呈现出历史
纵深与当下现实的深度融合。该剧在时
代语境下，融合每个角色人生路径的特殊
性，延展故事维度，续写人物命运，剧中角
色面临更多选择，展现社会变迁背景下中
国人身上始终秉持的坚韧、勤奋、勇敢和
善良，为一代代人的奋斗写史。在更为广
阔的时代背景下，高加林、刘巧珍他们代
表了父辈的青春与光荣，同时穿透40年时
光，给予当下青年人鼓舞与启迪。与“高

加林们”矢志不渝的奋斗拼搏一样，当下
的青年群体也正在新时代浪潮中谱写出
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生。

在《人生之路》剧集主创看来，高加
林在一次次抉择中经历的命运磨练和精
神升华正是原著的灵魂所在，新一代观
众将在“高加林们”的人生抉择中照见当
下的困惑，冶炼更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总制片人魏巍说，“希望这部剧在
更广阔的时代视野下，让父辈的青春给
予当下青年人更多启迪和感动”。时代
赋予了《人生》新的表达，《人生》也在不
断改编中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据悉，《人生之路》从 2017年开始筹
备工作，该剧导演阎建钢曾获第 13届飞
天奖最佳导演奖、第 26届中国电视金鹰
奖最佳导演奖，执导过《中国地》《功勋
之袁隆平的梦》单元等精品剧集，以现
实主义题材见长。

阎建钢在编剧剧本的基础上完成了
几十万字的导演台本，根据剧情场景做
了大量配图，力求剧作质量的精益求精。

美术指导刘勇奇曾斩获中国电视剧
飞天奖最佳美术奖等，为还原原著中上世
纪80年代的陕北村落、弄堂交错的上海街
头，剧组在上海市，以及路遥故乡榆林市
清涧县两地进行了6个多月的拍摄工作。

同时，清涧县结合该剧拍摄，修建
了一座占地面积为 35.6 亩的“人生”影
视基地，再现了小说中上世纪 80年代的
县城、道路场景，拍摄结束后，该影视基
地将给路遥家乡留下丰富的文旅资源。

造型指导陈敏则参与过《悬崖之
上》《甄嬛传》等爆款影视作品。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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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 1988年的割喉案开始，到 8年
后扑朔迷离的碎尸案，张译主演的悬疑刑
侦新作《他是谁》收视走高，吸引众多观众

“入坑”。
该剧除了割喉案作为主线案件贯穿，

还围绕着余爱芹碎尸案，电业局李雪梅杀
人案，电机厂王琳琳割喉案等案件。导演
鲍成志表示，剧本创作和修改花了好几年，
拍摄的时候也一直还在修改。

对于网友“对号入座”真实案件，鲍成志
表示，“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我们搜集的案例
作为参考，但整体创作主要还是来自于编剧
的创作。我也看到有些观众在猜测这是哪
个案子、那是哪个案子，这可能也是看刑侦
剧的乐趣所在，只要观众享受其中就好。”

鲍成志的上一部作品是《警察荣誉》，拿
到了豆瓣8.5分。《他是谁》跟现代刑侦剧不
太一样，力图营造一种质朴的真实感——上
世纪 90年代的昏暗小巷中，孤身女性被跟
踪时的步步惊心；那个年代随处可见的录
像厅、游戏厅，以及橄榄绿的公安警服、三
轮摩托、磁带录音机，也勾起很多观众的怀
旧情绪。

“随着科技的创新，侦破案件节省了许
多人力物力，但不管在什么时代下，警察的
侦探手段和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剧中，
为了进一步调查碎尸案，卫国平带着三队
和电子厂保卫科员工，要在臭气熏天的垃
圾场搜寻“尸块”。导演透露，为了打造真
实感，最后剧组就真的买了六七十车的真
垃圾堆起来。

在鲍成志看来，“通过这样的案件能够
呈现出警察们背后的故事，‘不破不休’的
韧劲更打动我们。以往可能更多的是做悬
疑感，我觉得这部剧更能够真实反映公安
干警的付出和坚持，以及他们的责任。”

据《扬子晚报》

《他是谁》案例
引发观众猜测

新华社昆明3月20日电（记者 伍晓
阳 严勇）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日发
布消息，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 1万
多片，其中 2000多片写有文字。这批简牍
为了解汉代如何治理和开发西南边疆提供
了新的文献，其释读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
河泊所村附近，是滇文化核心居址区。考
古研究表明，河泊所遗址是古滇国都邑、汉
代益州郡和滇池县治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

泊所遗址考古领队蒋志龙介绍，2021年以
来，河泊所遗址考古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
期的文化堆积，发现大量汉代封泥、简牍、
大型建筑基址、宽达 12米的道路和丰富器
物。新发现表明西汉中央政府已对云南行
使治权，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
展的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汉代简牍的出土是我国
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武汉大学简帛
研究中心主任陈伟教授说。这批简牍内容
丰富，包括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

版、名籍、书信和典籍，涉及政区建制、职官
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
状况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如政区建制、职官制度方面，从简牍已
辨认出益州郡及下辖滇池、建伶等 12个县
名，涵盖益州郡下辖 24个县的一半。官职
涉及县令、县长、县丞和守令等，显示县级
主官根据县的大小有“令”“长”之别，并有
官员代理制度。简牍中还出现“滇国”“滇
相”“滇丞”“滇廷”等记述，表明汉朝设立了
滇相等官员治理滇国。

此外，简牍中有多块户版，表明汉朝已
在益州郡推行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有两
片简牍均题写“滇池以亭行”，反映出益州
郡已建立较完善的邮亭系统。记载《论语》
片段的简牍则表明，儒家思想已在益州郡
传播。

陈伟表示，通过简牍记载可见，汉朝设
置益州郡后，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
律制度等系统地扩展到云南地区，开展有
效治理，为开发西南边疆、建立和巩固统一
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云南这批出土简牍有新发现

《不止不休》
本周全国上映
3月 20日，由青年导演王晶执导、贾樟

柯监制的现实题材电影《不止不休》发布终
极预告，将于3月24日全国上映，目前已在
58个城市开启超前点映。

影片展现了实习记者韩东（白客 饰）
在历经种种不公后，选择挺身而出，并试图
凭借一腔热血去改变现状的故事，呈现“一
个人为一亿人发声”的热血与勇气。

韩东因为学历低找工作屡屡碰壁，即
使进入报社也难以转正。而在一次的新闻
调查中，韩东发现了被社会异样眼光困住
的另外一群无助的人。面对他们遭遇的各
种不公，即便面临失去工作，他也毅然决然
站出来勇敢地为一亿人发声，用笔尖的力
量改变弱者的命运。

影片既展现了韩东、小竹（苗苗 饰）北
漂之路中遭遇的种种偏见与不公，也展现了
黄江（张颂文 饰）、张博（宋洋 饰）面对生
活的无力感，但是他们依然坚定心中的理想
与信念，迎接生活的困难与挑战。

此前，导演王晶在采访中表示，“不止
不休”是一种态度，也希望大家从电影中获
得更多力量：“在电影院里面，观众会觉得
韩东遇到的每一个选择或者每一个困难，
跟我每一天遇到的那些困难都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相对真实的故事，希望能从这件
事情来获得一些力量。” 据《新京报》

汉代如何治理西南边疆

3月 19日，考古学者在哈密历史文化
研究 3年成果发布会上公布，过去 3年，新
疆哈密市新发现唐代、清代烽燧 44座。截
至去年底，哈密市累计发现古代烽燧 106
座，成为新疆烽燧主要富集区之一。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博士生张坤介绍，哈密市地处丝绸之路咽
喉要地，历代王朝在哈密留下大量烽燧遗

址。新发现烽燧中，唐代烽燧由土坯垒砌
和石块砌筑，清代烽燧主要为黄土夯筑。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
永强说，唐代烽燧大多建在山顶上，清代
烽燧一般建在交通沿线，唐代烽燧中有数
个平面呈八边形，极具特色。

考古研究显示，天山南北两路烽燧在
哈密相交、融合，从整个新疆来看，哈密市

烽燧线路清晰、结构完整、数量众多。
烽燧也称烽火台，是古代军事报警系

统，各朝代都有着严格的建造、使用规定，
所传递的军事情报较为详细。

哈密市文史研究委员会干部郝常立介
绍，哈密市山脉众多，沙漠辽阔，很多区域考
古人员仍难以到达，随着相关工作推进，考
古人员还会发现更多烽燧。 据新华社

新疆新发现40余座古代烽燧

一代青年的“心灵史”

续写新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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