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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通过电视剧传递价值观一定不能生硬，必
须接地气、有烟火气，而且真实可信。人心都是向善
的，但生硬的、高高在上的价值灌输会令观众反感。因
此，电视剧应该润物细无声地讲好百姓生活故事，潜移
默化地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对北京人和北京人的生活
很熟悉。对每个电视剧创作者来说，拍自己熟悉的生
活，是最便捷的创作路径。当下中国的电视剧百花园
里，有地域特色的电视剧还不够多。我们应该进一步
深入挖掘现实生活，体察和反映百姓冷暖，使体现各种
地域文化风格的影视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推动中国
电视剧创作绽放更加绚烂的花朵。

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弘
扬地域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我
拍摄的京味电视剧中，许大茂、贺薛阳等人物都是突出
的反面典型。

虽然这些年我执导了多部京味电视剧，也取得了
不少成绩，但深感自己在京味文化的发掘方面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比如，我执导年代剧比较多，现代生活剧
偏少；有些剧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套路，应进行较大幅度
的创新。未来我还会坚持个人风格，同时也会积极寻
求新的突破。多创作充满浓郁京味的电视剧，依然是
我主要的创作方向。最近我正在筹拍《情满簋街》《情
满钟鼓楼》等京味作品，致力于将“情满”系列打造成更
加闪亮的京味电视剧品牌。我还将在现代都市生活剧
方面发力，涉足更多类型的电视剧创作，努力丰富自己
的创作风格，打造更具变化、更加丰满的作品，满足观
众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传递更多正能量，为社会主义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京味文化中追寻人间正道
□ 刘家成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影
视

随着《情满九道弯》的播出，我执导的电视剧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形成了一个“傻子”系列：从“傻
春”（《傻春》女主角赵素春）到“傻柱”（《情满四合院》男主角何雨柱）再到“傻茂”（《情满九道弯》男主
角杨树茂）。这当然不是偶然和巧合，而是我刻意为之。我想通过电视剧传递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人还是要适当地“傻”一点。

我提倡的适当的“傻”，当然不是智商低，而
是该聪明的时候聪明，该傻的时候傻，是正直、
忠厚、善良、单纯，不要太精明、太会算计、太功
利。像《情满四合院》里的“傻柱”，总是牺牲自
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成全别人，但其实他并不
傻，在整治自私自利的许大茂时，他有的是鬼点
子，效果还特别好。显然，“傻柱”的傻是故意
的，他傻的本质是善良，是助人为乐、与人方
便。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傻柱”从来不傻，而是
心如明镜、洞若观火。《情满九道弯》里的“傻茂”
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的
傻，是对亲情、友情、爱情的重视和坚守，是面对
亲人、朋友、爱人故意为之的让步、宽容和关切，
体现出大格局、大胸怀。这种傻，看似暂时牺牲
了一定的个人利益，但换来的是人们的肯定和
赞许、支持和帮助，最终得到的是人生的圆满和
成功。常言道：“傻人有傻福。”就是因为所谓的

“傻人”凡事不计较利益、得失，广结善缘，关键
时刻自然会有众人帮助。反之，机关算尽、赚便
宜没够的人，到了关键时刻自然无人伸手拉一
把，因为这种人素无恩德于人，谁会去帮他呢？

我通过电视剧宣扬这种“傻人有傻福”的价
值观，是有很深的用意的。随着市场经济的深
入发展，市场交换原则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精于算计的人有时被称赞为“能干”，也有人为
了成功不择手段，甚至以为只要成功了，一切手
段都是合理的。而善良单纯的人经常会被当作

“傻帽儿”，受到嘲笑，成为无用的代名词。但我
相信，市场经济和民风淳朴之间，并不是对立和
冲突的，恰恰相反，真正好的、成熟的市场经济，
应该以善良单纯为基础。因为坑蒙拐骗、偷工
减料、弄虚作假、斤斤计较、损人利己的行为，破
坏市场的正常秩序，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最终损害的是所有人的根本利益，诚信经营、童
叟无欺才是市场经济的正道。“傻春”“傻柱”“傻
茂”都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绝对不是偶然的。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人多一点“傻气”，不全
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更多的是可以获得
自己内心的安宁。“傻春”面对家庭的重担无怨
无悔，“傻柱”面对生活的不易依然嘻嘻哈哈，

“傻茂”面对朋友的背叛最终一笑泯恩仇，这些
正是他们内心安宁、豁达通透的表现。这种生
活态度和境界，岂是《情满四合院》里的许大茂、

《情满九道弯》里的贺薛阳之流所能拥有的？从
他们始终活得开心坦荡这方面来看，谁又能说
他们傻呢？

这些年我创作的电视剧里的人
物形象，多数都冒着一股“傻气”，即
使表面上看起来很精明的人物，如

《正阳门下》中的韩春明，《正阳门下
小女人》中的徐慧珍，也都有外人看
来“犯傻”的举动。他们心怀大爱、
不计个人得失的冒“傻气”行为，透
露出非常可贵的品质，正是我们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大力
提倡的。同时，这些优秀品质也是
京味文化的重要内涵，是值得我们
今天挖掘、传承的宝藏。

京味文化内涵丰富，大气、局
气是其中的突出特征。这种大气、
局气体现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就
是看得开、不计较、肯吃亏，是“人
生哪有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
的豁达、与亲友风雨同舟的笃定以
及 面 对 苦 难 与 坎 坷 的 举 重 若 轻 。
我拍京味电视剧，必须把这些展现
出来。这背后折射的是皇城根儿
下的百姓看惯了风云变幻的释然
和从容。当然，这种品质不受地域
限制，不是北京独有，而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这也是全世界都接
受、提倡的价值观。《正阳门下》等
剧能走出国门、风行海外，有力地
证明了这一点。

突出地域特色，不但与宣扬人
类普遍的价值观不冲突，还是增强

文艺作品感染力、表现力的重要手
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地域特色是
否突出，是影视作品能否接地气的
标准之一。如果一部讲述北京胡同
和四合院里普通人故事的作品毫无
北京特色，即使换到上海、天津、重
庆，人物、故事、场景等依然适用，只
能说作品本身是虚浮的，没有真正
深入生活。像《情满四合院》的故
事，就具有鲜明的北京特色，否则整
个故事都立不住。很多人喜欢看

《情满四合院》，就是因为喜欢里面
充溢的京味。

“傻气”的背后是善良大气 通过赞颂“傻气”弘扬正气

“傻气”是京味文化特征之一

正在公映的影片《脐带》曾入围第 35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并获
得 第 4 届 海 南 岛 国 际 电 影 节 最 佳 技 术
奖。这部影片也曾获得 2020年度金鸡电
影创投评委会推荐项目和“中国好故事”
优胜项目两项荣誉。

影片讲述了一个温暖的故事：在北京做
音乐人的蒙古族小伙子回到家乡，带着罹患
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从城市回到草原上生
活。为了防止母亲走失，他用一根绳子把自
己和母亲拴在两头。母亲年轻时曾经在一
棵树下与父母合影，现在她心心念念要重新
回到那里。小伙子便骑上摩托车，载着母亲
踏上寻找那棵树的旅程。母亲终于离去了，
小伙子独自找到了那棵树……影片中儿子
对母亲的看护，是陪伴的过程，也是送别的

过程，其中呈现的母子深情、人对故乡的眷
恋令人慨叹；草原上蒙古族人的代代相继、
生生不息以及在更深层次上对人与自然的
关系、对生和死的思索令人回味。

除了故事，影片的音乐和画面也都格外
具有诗情画意，始终在进行着温情的诉说。
镜头中，内蒙古大草原的湖边、天空、草场意
境悠远，呼唤天地和心灵的蒙古族长调甚至
草原上的各种声响，都是独具风情的天籁之
音。在监制曹郁、姚晨的努力下，影片集结
了强大的拍摄和制作班底，使这部中低成本
电影的视听品质和艺术表达更加出色。

影片导演、编剧乔思雪是一个 90 后
新人，出生在内蒙古，在国外留学时创作
了这个剧本。这也是她与亲友离别后的
创作。其中渗透了蒙古族人的生死观对

她的影响，平静又具有感人的力量。这部
用蒙古语讲故事的民族电影，使她与更多
人产生了思想与情感的共鸣。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
近年来中外影坛出现了不少以阿尔茨海
默症患者为主角的优秀影片，如《依然爱
丽丝》《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妈妈！》等。

《脐带》的创作者直视当下社会的家庭关
系、代际关系，表现出青年人面对患病的
长辈时初期的惶恐无措和最后的勇敢坚
定。男主人公对母亲、草原的养育之恩做
了深情报答，也对蒙古族人善良、坚韧的
优秀品质进行了可贵传承。影片礼赞了
爱和生命，真诚而饱满，带给观众新的情
感体验和内心自省。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礼赞爱与生命
□ 苗春

刘家成2010年导演的电视剧《傻春》海报

▲2017年，刘家成导演（前左一）在电视剧《正阳

门下小女人》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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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成2022年导演的电视剧《情满九道弯》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