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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想的时
代，就是我们国家的一段最痛苦的
记忆。”
一身唐装、面目温和的梁晓声

突然提高声调。他在评价他的知青
岁月，更在评价那段历史。!月初，
随着电视剧《知青》在央视一套热
播，作为该剧编剧的作家梁晓声开
始频繁现身媒体镜头前。
梁晓声一再声称他的《知青》不

同于以往那些主题为“青春无悔”的
同类题材，但人们仍然指责这部电
视剧过于粉饰。这部涉及敏感领域
的电视剧想要表达什么？编剧和制
片人的答案很简单：他们在记录和
保存一个特殊的时代。

决心和野心
"年前，济南一家餐馆内，山东

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侯鸿亮、张
新建与时任山东省省委秘书长王敏
等人共同庆祝电视剧《闯关东》热
播。王敏曾任《闯关东》的总策划，席
间，众人向王敏请教下一个拍摄选
题，王敏提出了“知青”这个题材。
“当时领导说，闯关东的大约有

#$$$万人左右，讲的是我们父辈祖
辈的故事，而我们要涉及的知青有
%&$$万人左右，讲的是我们这一代
人的故事。”侯鸿亮回忆称，当时大
家觉得知青题材涉及人群广，收视
率将有良好保障。

编剧人选很快锁定为梁晓声。
这位因写《年轮》等书成名的著名作
家，已经多年未再触及知青领域。侯
鸿亮首次联系梁晓声时并不顺利，
梁晓声推说要考虑半个月。
梁晓声的顾虑很多。在《知青》

之前，国内的知青题材电视剧多走
边缘化路线，主线故事多以感情戏

为主，主题词常常是“血色浪漫”和
“青春无悔”。“如果像别的剧，只写
青春、理想、奉献，那我不参与这个
创作，我会觉得我羞愧，甚至可以说
是羞耻。”告别知青文学多年的梁晓
声，其实更想写的是那段历史。
半个月后，再次沟通时，梁晓声

问侯鸿亮，“你们有多大决心？”侯鸿
亮笑着反问，“那要看您有多大野
心？”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创作一部
全景式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

#$$'年夏天，梁晓声开始创作
《知青》。他不惯用电脑，长达百万字
的作品都是手写于稿纸之上。
每写五六集，梁晓声就会把剧

本送交王敏处审阅。“这部剧的第一
编剧，其实应该是王敏。他无论工作
有多忙，都会仔细看剧本，每一行他
都看过，用大笔在旁边批注，连人名
他都会帮忙修改”。

“宽容”的审片组
王敏成了《知青》幕后团队的最

大保障。他的审阅修改，保证了《知
青》政治上的安全与艺术上的真实。
“政治角度上，王敏基本没做大的修
改，他主要改了一些艺术上的情节，
比如剧本中主人公曾说了句‘这他
妈的’，就被他修改掉了。”梁晓声
说。
一年多后，电视剧剧本完成，初

稿的剧本共有 !$集，稿纸重量达
"$斤。然而，制片人侯鸿亮和导演
张新建等人第一次看完剧本后，却
头疼不已。
“群戏太多了，(个地域、(条线

索，这对电视剧来说是很致命的，不
符合电视剧创作规律”。不过，侯鸿
亮等人也发现了剧本的独到之处，
“里面写知青的细节太鲜活了，这一

点没人能比得上梁老师”。
几经讨论，众人决定保持剧本

的框架不变，“对别的戏而言，这是
缺点，但我们要拍全景式，这反而成
了特色”。
今年 "月上旬，《知青》被送往

央视进行播放前的审查。审查期约
一个月，参与审查的有央视的领导、
审片组的专家等。
“反馈的意见很好，老同志都说

非常好。”侯鸿亮说，他们并不担心
审查遇阻，“我们有领导把关，政治
上不会出问题，而且我们主要写知
青的上山下乡经历，并不触及他们
为什么上山下乡，也不讨论知青返
城，只是截取其中一段，不算敏
感”。
梁晓声透露，审片组基本没有

修改主要情节，但一些老同志对结
尾提出了建议，“结尾原定是很多女
知青被烧死了，我猜可能是老同志
看了后心软，他们提出意见说‘这些
都是很好的青年’。”最后，电视剧的
结尾做了淡化处理，不再说明烧死
的人数。
今年 )月 #'日，《知青》开始在

央视一套播出。这部走红的电视剧，
唤醒了许多人的遥远记忆，也让知
青文化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被规避的十年
在播出之前，很多人没有料到

这部带着“正戏”味道的电视剧能够
走红，毕竟这是一个谍战和婆媳霸
占荧屏的时代。最初，新浪视频是出
于和山东影视集团的长期合作关
系，才买下《知青》的网络版权。
“结果现在新浪的人给我打电

话，告诉我网上点播屡创新高。”侯
鸿亮说，这部戏不光吸引了当年的

知青，同样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
这一点，也让梁晓声颇感欣慰。

他创作这部作品，目的之一就是让
年轻人了解历史，“我们的青年，对
清朝的那点事如数家珍，对明朝的
那点事如数家珍，我们也会穿梭（穿
越），我们对国外也如数家珍，就这
一段不知道。”
他说，这部戏的主角并不是知

青，主角是“时代”，“那个时期只有
知青在经受苦难吗？农民不同样在
经受吗？今天的农民不还在那儿吗？
如果苦难不放在时代背景下来谈，
呈现它便没有意义”。
梁晓声曾是知青文学的领军人

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创作了
《雪城》、《年轮》等多部知青题材作
品，引发轰动。而后，他笔锋调转，开
始专注于当代题材。
此次创作《知青》，重温旧梦，他

称一不算出山二不为畅销，“作家不
能只讲故事供大家娱乐，那样就太
悲哀了，我觉得我有责任给大家介
绍这段历史”。
他说，之所以多年不涉及知青

题材，是因为此前已写得够多了，
“*$年代我们写“文革”，写反思文
学，写了很多，再写下去已经没有必
要”。然而他发现，那次反思并不彻
底，而是慢慢夭折，“反思没有完成，
历史逐渐被淡忘，现在又开始有泛
红的思潮，所以我决定动笔”。
梁晓声说，近年来他听到越来

越多对知青经历的歪曲描述或者是
刻意美化，将知青的故事镀上理想
主义的光辉，甚至有人提出为“文
革”翻案。
同时他发现，在影视作品当中，表

现“文革”十年的故事越来越少，“或者
是创作者有意规避，或者是在审查的

时候被屏蔽掉，最后就变成一段空
白。长期的规避形成一种习惯，最
后规避变成一种很自然的事情”。

温暖不是粉饰
这次创作《知青》，梁晓声决定

用全景式的方法，将那个时代的荒
唐完整地呈现给观众。
“题目虽然叫《知青》，人物众

多，但是我们有一个更主要的角
色，那就是时代本身，它没有姓名，
它是那个时代，大家都不要忘记，
我们所有人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
下遭遇各自的命运，演绎我们各自
不同的人生。”
电视剧播出后，很多人给梁晓

声打电话，问他怎么看待主题歌中
唱的“无怨无悔”。

年过六旬的梁晓声回答很直
接，怎么可能无怨无悔？他说，只有
自觉选择才有“无悔”可言，而大多
数人不是自觉选择，是被上山下乡，
“有一部分人可以说自己无怨，但相
当的一部分人，有权利而且有充分
的理由有怨”。
然而，愤懑和怨恨并不是他想

传达的主题。他说，《知青》不是知青
苦难史纪录片大全，“在那个年代受
过委屈的人，如果没什么伤残，何不
放下恨呢。我希望电视剧中的周萍
和吴敏如果活到现在，能相逢一笑
泯恩仇。我们缺少宽恕的教育，且往
往对于人间的温暖麻木。”梁晓声强
调剧中的温暖不是对历史的粉饰，
而是特殊年代对“善”的坚守。

他希望片中传递的这种美好，
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我就是
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看，让他们懂
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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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主角是那个特殊时代 ! 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