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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大学和出门闯荡，哪个才是人生更优解？今天

的年轻人会调用各自的见识来证明奋进的时代容得

下不同选项。但若时光倒退 40 多年呢？那一代人的

奋斗路径并没多少可参考的答案之书，历史烙印、社

会变革、时代发展甚至人情社会，个个都可能是变

量。正在热播的《情满九道弯》就试图从年轻人的情

感与奋斗故事里求解时代。

该剧由刘家成导演、王之理编剧。这两位主创的

名字并置，熟悉国产剧的观众第一反应便是“京味儿

大戏又上新了”。新剧的故事的确以北京东城区九道

湾胡同为原型，不过这一回，被誉为“京味儿剧旗手”

的创作者在保留京腔京韵的同时将更多笔墨落于时

代：他们从老北京的胡同出发，勾勒一群年轻人在改

革开放 40 多年里经历人生坎坷、情感流转、事业起伏

的故事，在他们质朴的生活韵脚里打量时代的车辙。

如果说亲历过那个岁月的观众能从剧中瞧见跨

越 40 年的光景，回味爆米花机里的童年香气，感慨剧

中人的经历也曾是“世界上另一个我”；那么《情满九

道弯》与今天的年轻观众顺利对话，得益于个体故事

背后的时代之风，风里蕴藏着随时代扶摇而上的人生

启示录。就像刘家成所言：“我钟爱的京味儿其实就

是烟火味，是百姓生活的味道。无数平凡家庭支撑起

我们的国家，我拍千家万户奋力创造美好生活的风

貌，是因为国家的进步与强大就体现在这些幸福中。”

一群不完美的小人物

平添真实生活的“人气”

故事主人公杨树茂是个妥妥的正能量青年，从一

名错过高考的胡同青年，经商场历练后成长为一代企

业家，敢闯敢拼并最终带领街坊共同奔向致富路。《情

满九道弯》也反映着如今创作的一种潮流：从主角到

配角几乎没有“完人”，至少没有观众“一致喜欢”的完

美人设。

返城知青杨树茂是家里的“老幺”，外号“傻茂”，

一个“傻”字，既是他真性情的凸显，在有些视角也可

能是“情商不在线”的外露。比如他为人热血又仗义，

可从小到大没少惹祸，每次“路见不平”都得牵累父母

哥姐道歉的道歉、赔偿的赔偿。男主身边，叶菲、史小

娜、赵亚静三个女孩代表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性格类

型，因先后和男主发生情感交集，她们的爱情观与价

值观都成了今天观众品评的对象。出身书香门第的

叶菲性格沉稳，但她前期对“情敌”的迂回试探、生子

后对误会避而不谈，史小娜插队期间没少受杨树茂庇

护，但当自家父亲不坦荡、不光彩地占有了杨树茂的

商机，女孩在爱情与家族利益之间的倾向令网友颇有

微词。赵亚静在商场上为男主角引路、与他并肩，姑

娘干脆利落的个性很招人喜欢，但她对“单箭头”爱情

的执迷不悔和凡事都能用利益明码标

价的观念，引出观众不同看法。最让人意外的角色莫

过于杨家母亲。艺术家萨日娜登场，一改往日作品里

宽厚善良的中国母亲形象，既演出了“父母爱子女，则

为之计深远”的亲情之爱，更把人物眼界有局限、为人

好算计的市井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之谢志强、贾

小樱、许大爷等角色，剧中人各有各的可爱与可叹。

乍一看，不完美的小人物扎堆，打打闹闹地根本

谈不上“情满”。可人无完人、五味杂陈本就是世间生

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能帮这群平凡人趟过磨难、

砥砺风雨的，终究是人性在闪光。杨树茂和谢老转他

们的工程面临巨大危机时，许大爷出手，仰仗的便是

人间正道。家里哥姐的生活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陷入

困境时，“傻茂”施以援手，驱动他的最大力量一定是

亲情。正因为这一个个平凡如你我他、对真善美向往

如你我他的角色在胡同里与命运交锋，平添真实生活

的“人气”，荧屏前的观众才感同身受，怀想自己磕磕

碰碰度过的岁月。就像《情满九道弯》剧名的双关，

“九道湾”是北京东城实实在在的一条老胡同，“九道

弯”更是 40年间人生的沟沟坎坎、爱情的兜兜转转、事

业的起起落落。

“京味文化”能常拍常新

归根结底源自真实的力量

采访中，刘家成对“京味文化”的情结贯穿始终。

事实上，在《情满九道弯》之前，他创作的《正阳门下》

《情满四合院》《芝麻胡同》等反映北京人生活的作品

都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阻隔，赢得观众认可。作为土

生土长的北京人，刘家成说，京味儿其实就是百姓生

活的味道。

拍发生在自己和身边人的真实事、真情感，是这

位“京味儿剧旗手”的创作法则。而“京味文化”能常

拍常新，乃至海派、东北、粤式等等地域流派可以穿透

时空“留得住”，归根结底依然源自真实的力量。

刘家成说：“作为一部献给百姓的年代剧，大框架

要立得住，细节上也不能含糊，否则就失了生活的真

实。”剧中，当年生活的各种细节，从三轮运输车、推小

孩的竹车、窗式空调、蜂窝煤到煤炉子上烤焦的馒头

等，创作者都尽力呈现；比照胡同当年的风貌，剧组搭

建了近两万平方米的实景建筑；道具用的亦是真材实

料。饰演杨家父母的毕彦君、萨日娜还给剧组带来额

外的触动，他们随身带着蝈蝈、鸟笼、老北京菜谱进剧

组，富含浓郁年代感的老物件儿和两位艺术家对人物

情感状态细腻的把握相辅相成，一对传统父母的爱与

罚跃然荧屏。

当然，“硬件”真实之外，“软件”可信度也会左右

人们的观感。初始剧本里有个情节，杨树茂生意失

败，最潦倒时哥姐凑了五万块钱给他。后经演员提

议，这事儿改到了母亲身上。“儿子人生最低谷时，她

不会说好听话，却能直接拿出一个旧报纸包，里面是

叠得整整齐齐的几万块钱。”一位看起来“掉钱眼里”

的人物，究其内心不过是个以宽厚胸膛为子女筑后盾

的母亲。

更进一步的真实，还在乎家与国。刘家成的作品

序列里，《情满四合院》傻柱的路之所以越走越宽，《正

阳门下小女人》徐慧真的小店之所以有声有色，《情满

九道弯》杨家的生活之所以越来越有奔头，都因为好

日子是从烟火中熏出来的。创作者说：“无数平凡家

庭支撑起我们的国家，我拍千家万户的幸福，是因为

国家的进步与强大，就体现在这些幸福中。”

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

蕴藏在时代发展的每一页中

《情满九道弯》的开篇镜头，村口大喇叭的广播将

人们思绪拉回到 1979 年初：知青返城，改革开放拉开

大幕。以杨树茂他们为代表的北京青年就要回到胡

同，参加高考、进工厂端“铁饭碗”、去南方经商，不同

的道路铺展在年轻人面前。20 集过后，风云流转，时

代进入了“南巡讲话”后的日子，更深刻的变革和更深

入的现代化建设已启航。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张国涛从近年来一批现实

题材佳作中提取到了“时代”这一公因数，即“以小人

物凸显大时代，也让时代之光照进普通人的生活”。

以登陆优酷平台的现实题材剧为例，去年的爆款剧

《幸福到万家》里，“敢姐”何幸福追求勤劳致富、公平

公正，带领全村奔向幸福生活；《请叫我总监》里，秘书

宁檬坚韧又独立，从小角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投资

人，让人刮目相看；《我们这十年》更是把不同领域、不

同地方的年轻奋斗者群像推送到观众面前，每个单元

都能激荡剧里剧外的同频共振；还有反映公检法战线

守护公平正义的《风雨送春归》《冰雨火》《庭外》等作

品，所有这些现实题材剧能引发共鸣、激励人心，因为

剧中反映的质朴生活和世事变迁里，时代的高度耀目

可见。2023年将迎来改革开放 45周年的纪念，聚焦中

医传承的《后浪》、丁黑导演新作《鸣龙少年》等众多现

实题材大剧也将先后上线。同时，刘家成与优酷合作

打造的“情满”系列剧最新篇《情满簋街》也已进入了

筹备期。

一直以来，“时代说书人”是观众赠予中国电视剧

的美誉，社会的发展变化就是影视创作的重要财富。

身处大时代，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蕴藏在时代发展

的每一页中。

据《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