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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国北方城市里一个平民社区
“光字片”周家三兄妹的生活轨迹为故
事脉络，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改编自著
名作家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同名小
说，现实题材电视剧《人世间》自 1 月
28 日开播以来好评不断，多次登上

“热搜”。电视剧的火爆进一步带动了
原著的畅销，小说《人世间》也迅速攀
上各大图书销售平台的畅销榜前列，
成为爆款。
　　这次文学与影视深度融合、联通
发展的成功案例，给文学在新时代不
断延伸自身价值带来怎样的经验启
迪？在中国作家协会近日召开的从文
学到影视《人世间》座谈会上，《人世

间》原著作者梁晓声，电视剧《人世间》
导演、总制片人李路以及专家学者和
业内人士等，对文学影视改编的成功
经验和方法道路进行了探讨。
　　“长篇小说《人世间》是一个名副
其实的大‘ IP’，当它的经典性逐渐为
人们所认识和确定之后，它被阐释的
空间必然随之不断放大，也意味着这
个‘ IP ’被开发的空间会更大。”评论
家潘凯雄在会上说，这次长篇电视剧
的成功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愉悦的审美
享受，也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
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与会人士认为，这部现实题材剧
作和文学作品的爆火出圈，正是源于
原著作者厚重的历史生活底蕴与主创

人员的匠心制作，于细微处洞见生活
本质，准确捕捉人世间细腻的情感，最
终呈现出质朴可爱的人物形象、令人
感动的故事情节以及鲜活真实的人民
生活景观，引发观众心底最深处的情
感共鸣。
　　“这部‘向文学致敬、向生活致
敬’的作品，既是一部厚重温暖的百
姓生活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
发展史，为电视剧制作提供了坚实的
文学基础。”作为该剧出品人，腾讯集
团副总裁、阅文集团 CEO 程武认为，
文学与影视的有机跨界与融合，是两
种文艺形态从“高原”迈向“高峰”的
重要创新路径，也是从“作品”到“精
品”的高维提炼表达。

　　在电视剧《人世间》导演、总制片
人李路看来，这部小说给改编影视剧
带来非常好的基础，“首先是具有一
群立得住的人物群像，其次还包含了
近五十年的历史众生相，有足够的时
代纵深，最后还有鲜活的故事和人间
烟火味。”
　　“《人世间》是严肃文学，严肃文学
是个人对生活经历的思考，而电视剧
是大众艺术，越是严肃文学，改成电视
剧就越有难度。”电视剧《人世间》编剧
王海鸰在分享创作经历时坦言，作家
只有坚持写自己所思所想所感才有可
能打动别人。
　　影视剧的改编也获得了《人世间》
原著作者梁晓声的认可。“影视剧对于

我想表达的思想进行了很好的提炼。”
梁晓声说，电视剧将部分角色和情节
从概念化变为具象化，更加智慧地进
行戏剧展现，例如对于周母这个角色
的刻画、将周父认可郑娟的情节改为
让郑娟在门口听到等等，“如果小说可
以重写，我想将主创们的智慧都融进
去。”
　　“文学与影视，这是一种相互区
分、相互激励而又相互启发、相互成
全，最终相互增强和放大的关系。”中
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表示，

《人世间》的热播，再一次有力证明了
文学与影视的亲密关系，从文学到影
视，这不仅是在描述一个过程，更标志
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创造与接受的广

阔空间。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
宏森表示，在今天，文学创作想要更
好地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就一定要
更加充分、更加主动地同众多艺术
门类及文化形态交流互鉴、融合接
轨。“我们相信，新时代文学能够在
不断拥抱和衍生中，把握历史主动、
打开无限可能。”他说，中国作协将
在今年推出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集中打造和推出一批高水准、
有分量的文学力作，为影视和其他
文化领域输送更多更好的文学资
源。       （记者王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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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热播背后：一场文学与影视的相互成全

本报记者褚晓亮、郎秋红、赵丹丹

　　一方烟火，温暖人间。
　　一部优秀的电视剧往往会成为一
种文化现象。
　　正在热播的央视开年大戏《人世
间》创下近三年收视份额新高，也是
独播平台爱奇艺的“大爆款”，在引发
观众共鸣的同时更成为文化领域的
热点。这部电视剧以长达五十年的时
间坐标轴，聚光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
庭，展现了在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迁
过程中，不同人物的命运悲欢和人生
际遇，被称为一部“平民史诗”。在地
域文化上，《人世间》鲜明地打上了东
北标签，满屏的东北元素展现了一幅
东北世俗风情画卷，刮起一股强劲的

“东北风”。《人世间》里究竟展现了一
个怎样的东北？剧里剧外，戏中的东
北和现实中的东北又是如何在时空
交错中相互缠绕、彼此呼应呢？就让
我们从《人世间》说起，聊一聊东北的
那些事儿。

东北地标里的岁月年轮

　　近年来，很多热播的电视剧里都
可以看到鲜明的地域标签。《都挺好》
展现出苏州风貌，《乔家的儿女》聚焦
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南京，《山海情》
带人们走进宁夏。“一部剧，一座城”形
成了一种很好的互动效应，人们在欣
赏文艺作品的同时，又上了一堂“地理
课”，增进了对相关地域的了解。
　　《人世间》打出的东北牌是非常鲜
明的。这一点，首先从剧中的一系列地
名就可以看出。作为剧中的主要场景
地，“吉春市”很自然让人联想到“吉林
省长春市”。无论是吉林还是长春，这
两个地名都有着浓郁的东北特色，是
从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演化而来的。吉
林是满语中“吉林乌拉”的简称，指沿
江的城池，原来指吉林市，后来又用于
吉林省名，吉林也成为全国唯一省市
同名的地方。长春来源于满语的谐音。
据考证，古时女真族举行祭天仪式时
口里念一句号子，叫“茶啊冲”，快读起
来特别像“长春”。至今，在长春市内，
还有很多以“茶啊冲”命名的餐馆和其
他设施。
　　在《人世间》里，周秉义去任职的

“哈阳市”，也自然让人联想到东北另
外两个省会城市——— 哈尔滨和沈阳。

“江辽省”则让人联想到黑龙江和辽
宁，在这里各取一字。仅这三个地名就
涵盖了东北三省和各自省会，足以见
主创人员在地名设计上的独具匠心。
此外，像“松江酱油厂”“吉膳堂饭
庄”……这样一些名字，一看就让人与
东北联系起来。
　　描写东北，怎么能少得了冰天雪
地的场景，有冰有雪才能称其为东北。
在剧中，从晶莹的雾凇、漫天的飞雪，
从房檐上挂着的“冰溜子”、房顶上厚
厚的积雪，到白茫无际的高山、雪野无
边的林海……一幅幅冰雪水墨画，展
现了东北冬天的独特韵味。
　　这些美丽雪景主要的外景地是吉
林省白山市。这里坐落于东北地标长
白山的脚下，一到冬天就成了童话世
界，很多著名的影视剧都在这里拍过
雪景。露水河、仙人谷等众多取景点展
示出了东北的原始风貌和大美之境。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些取景地
也越来越吸引游客的关注，借着冬奥
会的东风，成为东北旅游的新宠。
　　《人世间》城市生活的取景基本集
中在长春市，取景点多达 200 多处。
光影之中，一个个年代感强、带有鲜明
长春印记的地标和建筑展现在人们
面前。
　　周秉昆和郑光明会面的地点，也
是剧中郑母经常带郑光明卖冰棍的

“人民电影院”，实际上就是新中国电
影事业的摇篮——— 长春电影制片厂
的旧址。这栋建筑前身是日本文化侵

略机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
映），于 1939 年竣工。经过“修旧如
旧”，如今是长影旧址博物馆，成为记
录长春电影制片厂发轫、进展、繁荣、
变迁的艺术殿堂。细心的观众会发
现，电视剧中影院门前贴着《英雄儿
女》《白毛女》等电影海报，也都是由
长影创作拍摄、伴随着几代观众成长
的经典影片。
　　剧中的“吉春火车站”就是著名的
长春地质宫，现在是吉林大学朝阳校
区的教学楼，已故著名科学家黄大年
生前就是在这里办公。至今，这里还保
留着黄大年的办公室。说起这个地质
宫，可是大有来历。“九一八事变”爆发
后，长春被定为伪满洲国“首都”并更
名为“新京”，日本决定在那里建一座

“皇宫”，供溥仪居住，地点就是今天的
地质宫所在地。但日本人仅完成地下
部分的修建就战败投降。新中国成立
后，以李四光为首的地质学家们在长
春建起新中国第一所地质学校——— 东
北地质专科学校，后又在“伪满皇宫”
已有地基基础上建设东北地质学院教
学楼。这样一个有年代感的地质宫，在
剧中见证了一场场依依不舍的告别，
一次次欢欣雀跃的迎接。
　　剧中作为江辽省委机关出现的伪
满洲国国务院旧址等造型别致的建
筑，厚重结实的圆柱也给观众留下深
刻印象。而剧中曹德宝反复提及的拉
小提琴女孩所住的那栋别墅，是伪满
时期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官邸，如今
位于松苑宾馆院内，也是典型的伪满
老建筑。像这样的建筑，在长春市还有
很多。
　　剧中经常出现的有轨电车是长春
市的 54 路、55 路有轨电车专线。这
也是长春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这两

个专线最早可以溯源到 1941 年。随
着城市的发展，有轨电车已经被更便
捷的公共交通所取代。但长春市专门
保留了这条有轨电车专线，按公交线
路运营，就是为了留住这份珍贵的城
市记忆。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城市打卡
地。尤其到了秋季，有轨电车沿线黄叶
飘飞，美不胜收，每天都吸引很多摄影
爱好者专门迎候在这里拍摄。长春市
还将相关街路设置成不扫落叶的大
街，更增加了这一带景观的美感。
　　长春市虽然建城时间并不长，只
有 200 多年的历史，但做过伪满洲国
的“首都”，又是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
地，保存了很多历史文化遗存。拂去历
史的灰尘，在岁月的年轮里，这些地标
式的东北老建筑，让城市的历史和文
化变得更加厚重。《人世间》以长春市
为主要取景点，也让全国观众对长春
市这座东北工业重镇的城市风貌有了
新的认识。

东北风情里的人间烟火

　　人间至味是清欢，最美不过烟火
气。《人世间》的剧情并没有那么多的
扣人心弦、峰回路转，多数时候不过是
家长里短、平常趣味，却充满着浓浓的
东北生活气息，真实、亲切、可感。这部
剧里，对于东北的民俗和市井生活有
着高度的还原，剧组专门在长春市农
博园内搭建了一处 8000 多平方米的
布景，再造了一个街巷纵横的“光字
片”，同时，还建了一个 1000 多平方
米的道具库，专门用来放置征集到的
老物件。一针一线、一餐一饭中，流淌
出东北人间烟火。
　　首先说到吃。《人世间》里，很多
场景聚焦到了餐桌上，有细心的观众

列出了剧中出现的东北菜：酸菜炖骨
头、小鸡炖蘑菇、黑白菜（木耳炒白
菜）……《人世间》热播后，网上也出
现了很多“东北菜美食攻略”，一些南
方的网友甚至开始搜索当地东北菜
饭馆地图。说到东北菜，自然少不了
东北菜中的“扛把子”——— 锅包肉。在
剧中，周秉义问姚立松，从深圳回到
东北，有什么想吃的，姚立松说就惦
记锅包肉。的确，锅包肉承载了很多
东北人儿时美好的记忆，过去，这是
一般只有“下馆子”才能吃到的美食。
锅包肉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切下猪里
脊肉糊上淀粉，放到油锅里炸，再浇
上汁。但正是这道看似简单的东北
菜，做好却不容易，也是考验一个东
北厨师正不正宗的标准。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东北人过
年最盼望的就是能吃上猪肉。在剧中，
为了迎接爸爸和哥哥姐姐回家过年，
周秉昆和几个好朋友合伙买到了内部
渠道销售的猪肉，每人自行车上绑了
一块肉，像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神气，
回家向母亲邀功请赏。这样的场景，作
为 20 世纪 90 年代前出生的东北人，
都会有着很深的共鸣。猪肉一般都是
舍不得吃的，一定要等到过年才开荤。
在猪肉的储藏上，也有东北独特的地
域特色。东北的寒冷和冰雪资源造就
出天然的大冰箱，猪肉可以埋在雪堆
里变成冻肉来储存。以往在东北，一到
过年，经常会发生储藏的冻肉一不小
心被猫儿狗儿侦察到，然后给叼走的
趣事。
　　为了解决冬天吃菜的问题，在那
个年代，东北农村家家户户都会挖个
小菜窖，储存些白菜、土豆、萝卜等过
冬蔬菜。菜窖一般有一两米深，上面
用秸秆等遮盖起来，但如果遇到大雪
天气很容易塌掉。在剧中，郝冬梅她
们在知青点就遇到了菜窖塌了的情
况，很多蔬菜被砸坏，过冬成了难题。
　　在剧里经常出现的冻梨也勾起了
很多人的回忆。东北的冬天见不到什
么新鲜水果，不知道哪位先民发现梨
冻起来吃更有味道，吃冻梨就成了东
北春节的一盼。冻梨一定要放到水中

“缓”一会儿，再把厚厚的冰碴敲掉，就
可以吃到又软又甜、清爽可口的冻梨
了。如今，生活条件变好了，新鲜的水
果在冬天也可以随处买到，鲜有冻梨
卖了。倒是很多年长一点的东北人，买

来新鲜的梨放到外面冻过再吃，就为
了找一找记忆中的味道。
　　《人世间》里，很多生活化的场景
都与火炕有关，周母坐在炕上织毛
衣，郑娟坐在炕上串糖葫芦，周蓉坐
在炕上嗑瓜子，周楠在炕上与周秉昆

“骑大马”……不得不说，在那个年
代，火炕对于东北人来说，就是如今
楼房里的客厅加卧室加餐厅，重要性
不言而喻。俗语讲，东北人的理想就
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炕热不热是衡
量一个家庭日子过得好不好的重要
标志。
　　在东北，火炕上还有一个保留节
目，就是家庭卧谈会，这在《人世间》里
有充分的展现，周家人的许多谈话都
是熄灯后躺在炕上进行的，无论是周
母与女儿在炕上的深情注视，还是周
父临终前一家五口人最后一次炕上卧
谈，里面浓浓的亲情味令人动容。一铺
火炕，承载了东北人多少的苦辣酸甜
和情感交流！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火
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今，在很
多东北农民家里，由于用上气灶而不
使用传统意义上的灶台，虽然有炕但
已没了“火”，很多家庭都采用电暖。火
炕的时代也渐渐成为历史。
　　澡堂子是片中的一个重要场景。
乔春燕的事业基本都是围绕澡堂子展
开的，作为业务骨干的她特长是脚捏
得好。有人说，洗浴是东北的一个标
签。为什么东北澡堂子和洗浴多？为什
么东北人爱洗澡？这似乎已无从考证。
也许是因为东北工厂多，而一般每个
工厂都会有澡堂子，那个年代，能进澡
堂子洗澡可谓是一项福利，多数人家
没有浴室，能用热水擦个身就不错了。
如今，虽然家家都有浴室，但在东北城
市的大街小巷里，公共浴池仍然比较
常见。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在澡
堂里泡泡澡、搓搓背、修修脚，或者拔
个火罐，做个刮痧，浴后往躺椅上一
坐，沏上一壶茶，下上一盘棋，似乎这
就是人生最惬意的事。
　　《人世间》里，出现了很多东北人
滑冰的场景，这是在吉林市一处露天
冰场拍摄的。说到滑冰，这是东北人冬
天主要的运动方式，融入东北人的日
常生活。有人说，在东北，但凡有一片
水面，到冬天就都变成了天然冰场。以
前在学校，只要有操场，冬天都会浇成
冰场。东北的孩子要是不会滑冰，出去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东北人。借着
冬奥会的东风，群众性的冰雪运动
在东北更加普及。在滑冰取景地的
吉林市，全市共有上百块公益的滑
冰场，各个年龄段的市民都可以到
冰场里一展身手。
　　说到东北，就不能不提到东北
人。近年来，随着东北小品的广受欢
迎，东北话和东北人为人们所熟知。
东北话与东北人的性格密不可分，
幽默、热情、豪爽是东北人的标签。
在剧中，无论是识大体、明事理的老
工人周志刚，还是沉稳厚实的周秉
义，重情重义的周秉昆，辛辣爽利的
乔春燕……都展现了东北人性格中
不同的特点。当然，剧中对东北人性
格中的缺点也没有予以回避，无论
是对“你瞅啥”这个梗的运用，还是
餐馆和聚会中爱喝酒、爱吹牛，以至
酒后打架，随地大小便等这些让东
北人脸红的陋习也给予展现，在展
示生活多棱镜真实一面的同时，也
算是给东北朋友们指指缺点，加以
善意提醒。

东北变迁里的时代印记

　　五十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
中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对东北而言，
却经历着大起大落的兴衰沉浮。随
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东北的经
济社会变化是剧烈的，对每一个个
体的影响也都是深远的。而《人世
间》也在用一部剧的厚度，通过东北
展现了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以及
身处其中人们思想观念、自身命运
的深刻变革。
　　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在共
和国成立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东北
被称为“长子”，在国家经济生活中
举足轻重。《人世间》从 1969 年这
一时间节点开始讲起，按照周志刚
支援三线建设和周秉义上山下乡两
条线延伸。在这两条线中，东北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三线建设中，有大
批东北工人走进中西部进行援建，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在上山下乡中，
东北作为重要的接收点，向大批来
自全国的知识青年敞开怀抱，很多
大城市的青年把美好的青春奉献给
了这里。
　　在那个年代，东北的国企工人
很吃香。蔡晓光进了拖拉机厂当干
部，这明显是一个国营大厂，周秉
昆很是羡慕，提出请蔡晓光帮忙进
到厂里来。蔡晓光说，你不可能，最
后介绍周秉昆进了酱油厂。虽然同
样是国企，但差了些层次，周秉昆
有些不情愿地进了酱油厂。那个年
代，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是择业的
热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化
浪潮给国企众多的东北带来巨大的
冲击。在剧中，工厂为积压的产品发
愁，生产胶鞋的厂子只能把鞋子交
给工人去卖然后提成，出版社也开
起饭店，用挣的钱给职工发福利，周
秉昆也从酱油厂辞职来到出版社的
饭店……发生在国企和国有事业单
位上的一系列变迁是东北现实的生
动写照。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
的一段时期，是东北国企最艰难的
时期。电视剧里，周秉义去一家兵工
厂当领导，病重的老工人为了不给
国家添麻烦甚至要点燃炸药自杀。
他当上市领导后，因不停地帮助国
企与南方企业合作，而遭遇工人的
误解和谩骂。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
东北上千万国企职工经历了下岗
潮，各种因改革产生的极端事件时
有发生，肖国庆父亲和孙赶超的命
运令人瞬间破防，而肖国庆贫穷不
改正直和于虹困苦中的坚忍也让人
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出由衷的敬
意……  (下转 1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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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世间》用一部剧的厚度，通过东北展现了

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引起观众共鸣

  随着《人世间》迎来大结局，剧中的主人公也

将迎来新的生活。而在现实中，生活没有完成时，

只有进行时

  东北振兴依然在路上。也许路很长，也许路

上还会有很多的沟沟坎坎，那又怎样 ？就如《人

世间》主题曲所唱：有多少苦乐，就有多少种活

法；有多少变化，太阳都会升起落下

▲一辆有轨电车穿行在大连市西岗区日新街道东关街。上世纪初，东关街一带是大连地标性街区。 （新华社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