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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把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搬上
荧屏，是今年电视圈的一件大事，同为
山东人的赵冬苓正是这部戏的编剧。
说到挑起这个重担，她直言是

“被裹挟”：“一开始山东卫视找到我
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毕竟珠玉在
前，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影响力都太
大了。”但制作方数次登门的诚意打
动了赵冬苓，最终她“押上半生功
名”，忐忑接手改编。
为了剧本创作，赵冬苓去了一

趟莫言的家乡高密。“并非想发现什
么故事，然后直接拿到剧本里来用。
因为经历过书中那个时代的人都不
在了，今天的高密也和过去完全不
一样。”但她认为，身临其境与闭门
造文就是不一样，“我会觉得很有底
气。所以不管写什么，都坚持去当地
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一次高密之
旅，也让她抛开忐忑，建立信心：“特
别是莫言的大哥，他一直跟我说要
放松心态，给了我很大鼓励。”
写完大纲后，她和莫言见了一

面，聊了聊改编的想法。
“《红高粱家族》之所以
那么火，就是因为张
扬人物个性，追求精
神解放。莫言希望改
编上能秉持这一点。”
土匪文化也是莫言期待剧版
《红高粱》能保留的。“中国历史
上有很多土匪，但很少有文学、影视
作品从文化层面上来探讨这一现
象。所以电视剧对这一块将会予以
浓墨重彩。”赵冬苓说。
在此之外，莫言和赵冬苓一致

认为“不要受原著任何束缚”。在赵
冬苓看来，小说与剧本是两种艺术：
“小说可以主要抒发感情、表达意象，
但电视剧必须得有庞大、扎实的故事
情节支撑。”为此，她在原有的故事基
础上进行了调整、扩充，并重新塑造
和编织了人物性格、关系：“比如原著
中一笔带过的县长曹梦九，我以他为
原型人物之一，塑造了一个非常有理
想的民国基层官员朱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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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赵冬苓的很多作品，都缘于生活中独特的
发现。!""#年，她受邀去宁夏西海固采访。一行
五人，白天在黄土中颠簸，晚上睡在农家炕头
上。“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我听说同心县人特别
会做生意，‘早上出门拿一个鸡蛋，走出五里路，
这个鸡蛋就能变成五块钱’。这句话当时在我脑
子里一闪，创作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于是就
有了后来斩获国内外多项大奖的《上学路上》。
这部电影里，小姑娘王燕为了不辍学，从家里偷
了十个鸡蛋作本钱，最终为自己挣够 !$%&元学
杂费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也因为慧眼独具的观察力，赵冬苓写出了

!"''年的热播抗日大剧《中国地》。此剧缘自网
上一篇不到 !"""字的文章，介绍东北沦陷期
间，辽宁朝阳清风岭 '$年对抗伪满洲国统治，
不被日军占领的历史。这篇小文章引发了赵冬
苓的强烈兴趣，并促使她前往当地考察。“到那
后还发现有‘九反朝阳’之说，也就是历朝历代
都没能把这儿的人治服帖。”这让赵冬苓如获至
宝，创作电视剧《中国地》的想法由此产生。她将
原本一千多字的短文扩充为一部长达三十八
集、剧情跌宕起伏的电视剧，并塑造出赵老噶、
王思恺、杜二脑袋等一批极具个性的“平民英
雄”形象。该剧的热播也让这段鲜有人知的抗战
传奇一朝传遍天下。

生活中的赵冬苓相当朴素，“我不化妆、不
美容，也没有任何首饰。钻石对我来说就是石
头，实在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价值。”除了写作，
她基本上没有其他爱好：“几乎不出门，每天就
是写作、查资料、看书，只有傍晚会和先生一起
出去散会儿步。”赵冬苓认为介入生活的姿态很
重要：“作家在生活中是观众而非演员。各种聚
会参加多了，就变成了演员，一直被人关注，很
难再观察生活。”! ! ! !“主旋律”是赵冬苓早期创作生涯的一个关键词，

她写过很多《新闻联播》里的时代先锋，电视剧《孔繁
森》和电影《郑培民》、《任长霞》更构成她创作年表中的
“当代英模三部曲”。

许多人评价，赵冬苓是极少数能将“主旋律”写得
好看的编剧之一，她笔下的英模人物，血肉丰满、个性
突出，不仅有高尚的信念和追求，也有遇到困难时的矛
盾和痛苦。“他们也是普通人，也会有七情六欲，只‘提
纯’英雄事迹反倒显得不真实。”赵冬苓倾向于展现英
雄的凡人情缘。所以，《孔繁森》中，援藏楷模孔繁森会
因为电话里母亲一声“三儿”，跪倒在地，颤抖着叫了一
声“妈”；《郑培民》里，省委书记郑培民会掏出五块钱给
老伴买双三块钱的鞋，然后等着人家找两块；《任长霞》
中，执法如山的任长霞会在深夜探查案发现场时，因为
夜猫子的叫声，吓得躲在战友身后……
为了挖掘这些鲜活生动的细节，赵冬苓下了苦功

夫。每次创作开始前，她都要去当地采访：“去了解这个
人，了解他（她）的事情。我写这个人的前提是，我被他
（她）感动了，我认可他（她）。”

孔繁森去世后，赵冬苓曾两度进藏，克服严寒气候
与高原反应的困扰，辗转拉萨、日喀则等多地，走访他
的亲友和同事。“第一次去正赶上孔繁森的追悼会，两
个藏族青年哭倒在地，身上全是土和泪，拖都拖不起
来。”这让她深受触动，“当时我就想，非亲非故的人能
伤心成这样，这个人身上肯定有些不寻常的东西。”走
访孔繁森简陋的家时，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人
无意中拉了一下衣柜的门，里面的衣服‘哗’地倒了出
来，全是孔繁森收养的小孩子的衣服，没有一件是他自
己的。”这个细节也让她体会到了孔繁森对藏族孤儿深
深的爱。

! ! ! ! '()# 年出生的赵冬苓从小就
喜欢写作，但时代的无奈阻断了她
的求学路。'(**年，“文化大革命”
爆发，正读初一的赵冬苓被迫辍学，
加入了“上山下乡”的“大军”。幸运
的是，这段“插队落户”的经历并不
长，三年后的春天，她成为了率先
“回城”的一员，进入济南一家经济
单位做行政工作。
在当时人的眼里，这份工作体

面又安逸，但对赵冬苓来说，那段记
忆里满是灰色的阴霾：“每天都做重
复的事情。在机关呆了 '&年，感觉
和 '&天没什么区别。”工作之余，她
也写小说，但苦闷于找不到创作方
向，“那是一段特别孤独的个人奋斗
过程，充满了自我怀疑，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这块材料，也不知道将来是
否会有成就。”

'(&+ 年对赵冬苓来说是个转
折点，那一年她调入刚成立不久的
山东影视制作中心，从此打开影视

剧创作的大门，开始在这条路上“狂
奔”。很多人都知这纸“调令”改变了
赵冬苓的人生，却不知它背后有一
个传奇的“四分钱”故事。“当时听到
中心成立，我特别想去，就给广播电
视厅的领导写了封信，那时候本市
平信邮寄费才四分钱。”赵冬苓本不
抱太大希望，没想到不到半个月，厅
里就派人告诉她，可以借调过去了。
“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像‘天方夜谭’。
我当时一没名气，二不认识领导，仅
凭一封自荐信就调进来，实在是太
幸运了。”

'((!年，赵冬苓写出了第一部
电视剧《大地缘》，并因此荣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她透露，这部电视
剧的“出笼”颇为坎坷：“当时电视剧
基本没市场，剧本写出来也不知道
找谁投资，为了资金我们费了很大力，
中间一度都绝望了。”赵冬苓直言这
部戏对自己来说特别关键，“假如当
时放弃，可能编剧梦也就破碎了。”

赵冬苓：写作让我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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