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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集电视剧《雪莲花盛开的地方》以一个小山村
的巨变，描绘西藏近年来的发展变化，生动塑造了广
大援藏干部的英雄群像，反映了雪域高原的儿女们创
造美好生活的精神。

让叙事服从于写人，以写人引导叙事，是这部剧
的美学特征。全剧设置一主多分的叙事线索。主叙
事重在凸显以黄中原、马如云、欧阳南为代表的三代
援藏干部的精神传承，展现新一代西藏建设者的精神
面貌。援藏干部与藏族同胞间的关系构成了分支叙
事线，使全剧故事既有主心骨又饱满多彩。

全剧中心人物是援藏大学生欧阳南。他一腔热
血，具有家国情怀，在奔赴扶贫目的地的过程中遭遇
雪崩，为了救助他，藏族同胞拉次献出生命。拉次的
精神深深触动了欧阳南，他怀揣感恩之情，选择到偏
僻且贫瘠的强嘎村扶贫，一方面照顾拉次的母亲，同
时也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共同努力，帮助强嘎村脱贫。
在不断摸索中，欧阳南带领当地百姓走上了一条保护
生态、发展旅游经济的全面小康之路。梅雁生的变化
特别有意味。他来到西藏，是为了追随恋人、援藏医
生李霞，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二人最终分手。此后，李
霞为人妻、为人母，又突然离世，这一切给梅雁生以精
神上的打击，同时也促使他反思。观众看到，他与想

象中的李霞一次次对话、一次次心灵碰撞，发誓要完
成李霞建立扶贫基金的遗愿。复调式对话的设置，推
动了梅雁生心灵的淬炼和人格的升华。如果说欧阳
南是理想型人物，符合全剧理想主义的精神题旨；梅
雁生则属于现实型人物，能够激发观众的理解和共
情。

马如云和李霞的婚礼结束，藏族姑娘卓玛对欧阳
南坦陈内心，她不理解欧阳南等人为何选择远离故土
和亲人，来到西藏。欧阳南告诉卓玛，来这样艰苦地
方的目的，不是为了镀金后回去混得更好，而是为了
帮助藏族兄弟姐妹脱贫致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样的
对话，高度凝练表达了主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
一代代援藏干部，就像不畏酷寒风雪的雪莲花扎根雪
域高原，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谱写了奋斗赞歌。

剧中优美的画面反复出现，配乐、主题曲等恰如
其分地烘托剧情、塑造人物。当然，该剧还可以更加
完善，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跨度中，个别人物和场面
的年代感不够明显。瑕不掩瑜，电视剧《雪莲花盛开
的地方》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
在乡村振兴题材、边疆题材、援藏题材的电视剧创作
方面，做出了可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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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雪莲花盛开的地方》剧照

电影《长安三万里》曝李白角色预告，预告尽显
李白豪迈洒脱的“诗仙”风范。作为追光动画“新文
化”系列开篇之作，本片从高适视角讲述了他与李白
跨越数十载的动人情谊，以及一群心怀志向的大唐
群星在那个波澜壮阔的盛世唐朝追逐人生理想的精
彩故事，将于7月8日全国上映，敬请期待！

“诗仙“李白吟诗舞剑直抒胸中大鹏之

志
此次曝光的李白角色预告一开场，李白一边吟

诵自己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一边在月下舞剑，姿态极其潇洒，而随后无论是青年
时与高适策马奔腾还是与众友斗酒诗百篇，亦或是
年老后独自乘舟远行的画面，都将李白天真浪漫、随
性洒脱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十分好奇正片
中会如何讲述这一唐朝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故
事。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故事从高适视角，讲述他与
李白年少相识后跨越数十载的情谊。李白青年时意
气风发，颇具剑客气质，而经历世间浮沉后的中老年

李白形象，则更贴近大众认知里的“诗仙”形象。主
创团队希望借助不同年龄段形象和造型的变化，为
观众展现一位从历史长河里走出来的、更鲜活的李
白形象。

从建筑风格、角色形象全方位还原“盛

唐风貌”
在“望长安”版预告发布后，不少观众对片中高

适、李白的一生情谊感触颇深，表示“高适那句‘你是

谪仙人要回天上，我是世间人，我在世间盘桓’令人
泪目，好想知道电影会如何刻画他俩之间的友谊”，
还有观众表示“预告里出现了杜甫、王维、王昌龄、岑
参等众多大唐诗人的形象，期待在正片里看到对大
唐盛世和诗人群像的展现。”

除此之外，观众们对影片在动画想象的基础上
尽可能还原“唐风之美”的创作理念认同度颇高，纷
纷表示“能看出电影里的建筑是参考唐朝时期的，人
物形象和比例也是参考的唐俑，唐风气质拉满，真的
好爱”，还有观众对预告中的唐风细节念念不忘“高
适李白打招呼用的可是唐代叉手礼呢，这种细节还
原真的太用心啦”。

追光动画十年震撼钜献《长安三万里》由上海追
光影业有限公司、北京阿里巴巴影业文化有限公司、
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出品，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
出品，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发行，天津猫眼
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发行，谢君伟、邹靖执
导，将于2023年7月8日全国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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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曝李白角色预告 7月8日与“诗仙”同游壮美大唐

中医题材剧《后浪》刚刚收官，演员吴刚在剧中
扮演了一位中医教授任新正。这是吴刚职业生涯
中第一次挑战医生的角色，也是他对陌生专业领域
的一次探索。吴刚对这次的尝试大体满意，而未来
他也将保持开放的心态，希望探索更多有突破的人
物类型。

剧中角色打破常规
吴刚在《后浪》中扮演的中医教授任新正，并非

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老中医”，而是科班出身的中医
药大学校长，但他希望打破固有的培养模式，创办
了一个不限人才基础的中医传承班。吴刚认为，任
新正是一个“有大愿景的人”，他对学院派的教学已
经十分熟悉，但他希望广传中医，在有生之年打破
过去的种种限制，去勇敢地试一次。

剧中，任新正和孙头头的欢喜冤家模式，平添
了不少笑料。吴刚说，任新正作为大学教授本身是
比较严肃的，但孙头头却是横冲直撞的性格。“我看
到有观众评论，任新正和孙头头是唐僧和孙悟空的
关系，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吴
刚觉得这样的解读很有意思，在他看来，这种师徒
关系本身就不常规，而中医传承班的设定也有打破
常规的意味。

“这个传承班吸纳了社会上各种不同的人来学
中医，本质上是为了广传中医文化，而任新正办师
承班的初衷也是教学相长。”吴刚透露，《后浪》最吸
引他的在于这虽然是一部讲中医文化的剧集，但并
不枯燥，它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来弘扬传统中医文
化。传承班中有人不相信中医，有人是中医世家，
各种人物的出现丰富了这部剧的表达层次。

剧外接戏不设限制
在接拍这部剧之前，最让吴刚担心的是这部剧

的专业属性太强。他直言，隔行如隔山，决定接拍
之后他开始恶补相关的中医知识，“如果一帮外行
人去演绎很有话题性的专业剧，我很担心能不能准
确地诠释人物，把剧本赋予的东西传达出来。”开机
前，吴刚专门前往大理，跟随剧中任新正的原型、中
医大师刘力红学习了一些基本理论、手势动作等
等。观众觉得剧中十分有趣的中医家庭戏，也是吴
刚从刘力红身上“偷师”观察而来。“我们观察他对
病人的态度，他如何望闻问切，怎么持针、入针以及
家里生活的状态，尽量去贴近人物。”

吴刚坦言，尽管拍摄了《后浪》，但对中医仍然
只是接触到了一些皮毛。他坦言，中医文化的博大
精深始终打动着他，中医文化蕴涵的宇宙观和哲学

观值得去了解。过去几年，吴刚在影视剧方面的创
作多为官场戏，观众习惯在烧脑的戏份里感受吴刚
可正可邪的演技，而《后浪》的任新正、《庆余年》的
陈萍萍则展现了吴刚的多面性。“其实我自己对于
角色并没有设限，主要还是看剧本和人物能不能打
动我，遇到好的角色我都想突破一下。”对吴刚来
说，这份职业会随着人生经验的丰富而存在更多的
可能性，而他始终还在长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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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刚首次挑战医生角色 感慨中医文化博大精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