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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盘取厚势，官子有妙手。新中
国成立 !"年来，从积贫积弱发展成
为蒸蒸日上的世界强国。这其中，毛
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并领
导的新中国外交事业，是一道靓丽
风景。前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外交风云》开播，一开篇便是收
缴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电台、炮击
英国“紫石英号”战舰的精彩事件；
半集刚过三大战役便取得了胜利；
接着 #"分钟里毛泽东、周恩来、刘
少奇、杜鲁门、斯大林等都一一“亮
相”……节奏明快紧凑、故事环环相
扣、冲突密集交织，开播两天来收视
率和关注度节节攀升。

格局大 故事密
故事从 $%&'年秋讲起，从将

军大使的挑选到联合国舌战杜勒
斯；从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第一次登
上国际舞台，到参加万隆会议“克什
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从与赫鲁晓
夫论战，制造“争气弹”，到炮击金门

打碎美国企图托管台湾的阴谋；从
尼克松访华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剧中都将
有所呈现。
“为了把新中国外交的路径摸

清楚，我先后读了 $""多本书，写了
'"万字的读书笔记，同时采访一些
老外交官，仅分集大纲就写了 (稿，
并先后召开了 &次专家研讨会。”
这不仅是编剧马继红的努力，也体
现了整个团队对波澜壮阔的新中国
外交史实的敬畏之心。

跨度长 人物多
《外交风云》搭建各种拍摄场景

)'"余处，按照 $*$ 的比例，尽可能
做到逼真复刻。比如毛泽东在中南
海的住所菊香书屋，周恩来住过的
西花厅，政治局开会的颐年堂、怀仁
堂，美国的白宫，苏联的克里姆林
宫，日内瓦的会议大厅等。

该剧的服装也是一大看点，)+
年里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就经历
了解放式、志愿军式、五五式、三点
红式等不同的阶段，服装设计都按
照人物身份的特点，不敢马虎。

据统计，参演的中外演员达 ,

万人次，其中“有名有姓”的有 !""

人之多。

基调冷 故事暖
剧中有着大量的谈判、对抗和

战争，基调是冷的，剧情的推进也经
常用历史资料画面来串联，但为了
使这部戏贴近老百姓思维理念，创
作团队努力挖掘有温度的暖色。
观众将陆续看到 )场不同寻常

的宴会：第一场是 $%,'年，最后一
批志愿军从朝鲜凯旋，周恩来在政
协礼堂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欢迎宴
会，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把悄悄收藏
的毛岸英的遗物拿出来，将那件带
有儿子体温的衬衣贴在脸上，泪流
满面；第二场宴会是 $%,%年，苏联
专家将在一周内撤离，尽管毛泽东
对赫鲁晓夫这一行为表示愤慨，但
他嘱托周恩来，一定要为这些专家
举办一场送别的宴会；第三场宴会
是 $%($年的除夕，周恩来代表毛主
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办了一次
别具一格的宴会，参加人员都是研
制原子弹的科学家，每人面前放着
一碗红烧肉……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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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天立地! 是文艺创作的高

阶标准"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家

事里展现国事! 在国事里融入情

怀***亦即找准合适的主人公!

抒发家国情怀)家与国!正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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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前夕! 发生在棚户区里

的一家人的故事! 展现了上海百

姓的奋斗也描绘了动荡的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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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交的成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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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中国成立 !"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上海电视荧屏也伴随观众走过 ($个
年头，为观众奉献了不少经典作品。昨天下午，当《上
海一家人》编剧黄允、导演李莉，《济公》导演张戈，
《上海一家人》《济公》统筹策划黄海芹等重聚一堂，
回望当年的创作，似乎也能给如今的影视人带来一
些启示。

尊重 列队迎接作家
几位退休多年的主创昨天之所以能够重聚，是因

为从 $"月 $日起，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和上海电视
剧频道将共同举办“沪产优秀电视剧回顾展”，首先复
播的是《上海一家人》《济公》这两部当年万人空巷、耳
熟能详的沪产电视剧。这两部剧目进行高清化格式转
换，在电视剧频道假日剧场集中展播，致敬经典。

如今，电视剧市场一片繁荣，再看当年的创作，
黄海芹感触颇多，她说当年电视台能播的片源少，为
了改变“等米下锅”的状态，台里成立了电视艺术协
会，第一次发请帖，怕作家们不来，心里忐忑，策划部
全体人员列队等候，没想到全来了。后来，作家们有
什么想法都会跟他们说，他们提前介入孵化，从“等
米下锅”到了“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也涌现出了一
批观众喜爱的作品。譬如《济公》获得大众电视金鹰
奖，法国巴黎首届华语影视片“雄狮奖”。《上海一家
人》获飞天奖、金鹰奖。在她看来，都是得益于剧本写
得好。

用心 必须走进生活
$%%$年，《上海一家人》播出时万人空巷，之后

各家电视台多次重播，各类大奖一一揽入，甚至剧本
的手稿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成为记录时代的文
献。可是写出这部戏的编剧黄允，却不是上海人。
“我当时去了闸北、南市这几个区，生活了一

年。”黄允说，“坦率地说，我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一
直不太看重那些家庭妇女。但是，在那些体验生活的
日子里，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家庭妇女其实都有可
贵的品质，她们身上有弱点，比如斤斤计较，哪怕是
为了一块肥皂；她们身上也有优点，一家有事，百家
帮忙。”
当年，《上海一家人》播出时，黄允自己想看看上

海观众反应，就特意走过很多条弄堂，听到家家传出
在看《上海一家人》的声音，让她对自己的职业越发
有了一份敬畏感，从此更加认真敬畏地对待自己的
工作，“每一部戏都要下生活，因为我的戏都是讲百
姓的故事。”

刻苦 半百济公挨摔
如今看到日新月异的特效，《济公》张戈导演对当年受条件所限难免

有点遗憾，但也释然表示，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尽力了。
只是因为只能使用“土办法”制造效果，济公的主演游本昌拍摄时饱

受皮肉之苦。张戈透露，有一场济公假死被验尸的戏份，他一次次被抛跌
落，“我们试过从很低的距离落下，就觉得浑身酸疼。他当时也是 ,"多岁
的人了，真不容易。”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关心济公到底一共用了几把扇
子，张戈说，“一共就两把，游本昌拿回去自己做旧的。前两集我们的服装
形象太破烂了，观众给我们提了意见，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几集中，济公要
稍微干净一些了。”张戈说，没想到观众这么喜爱，这份对观众的感激一直
温暖他到现在，让他深深体会到这份工作的责任与价值。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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