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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重点扶持剧目《冰雪尖刀连》在央视一套开播。

《冰雪尖刀连》由兰晓龙编剧、高希希执导，和电影《长
津湖》一样均改编自兰晓龙创作的长篇小说《冬与
狮》，主要人物、故事设定也大体相同，也因此被称为

“剧版《长津湖》”，开播前就备受期待。
主角伍万里成长线更饱满

长篇小说《冬与狮》创造性地以连队视角震撼讲
述了抗美援朝作战期间“钢七连”战士爬冰卧雪、浴血
奋战、保家卫国的故事。电视剧《冰雪尖刀连》开篇争
议最大的就是对伍万里的人物塑造，剧中用了大篇幅
来演绎伍万里闹戏班、斗河霸，很多观众对剧情把伍
万里描写成一个小混混式的人物感到有点诧异。其
实根据剧中对白，七连连长伍千里回到家乡时，他眼
中的伍万里就是品行顽劣。

编剧兰晓龙创作过《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
团》等优秀军旅剧和战争剧，他擅长在群像创作中突
出人物的独特个性，尤其注重展现人物的成长，其中
最经典的就是“孬兵”许三多在绝境中成长的故事。
而《冬与狮》则是从伍万里的成长切入整个剧情，开场
故事细致描摹他顽皮懵懂的人物性格和掷石神技，铺
垫人物成长和未来意外化身迫击炮能手的技能。

跟着哥哥离家参军时，伍万里坦承自己心中想
法：想让人都怕自己、都服自己、都让着自己，要什么
就有什么。相处过程中，伍千里开始驯化伍万里骨子
里的桀骜。《冰雪尖刀连》中最重要的人物光环，就是
伍万里从一个由顽劣失教的孩子到唤醒家国责任感，
最终成长为有担当的志愿军战士。

相比之下，电影《长津湖》由于篇幅有限，对原著
中的故事有所取舍，人物无法展开。对于伍万里这个
成长于水乡人家的主角，电影在开场6分钟伍千里回
乡省亲的戏份中一带而过，人物打水漂的绝技也只通

过一个镜头来交代，由于片中的人物刻画并不饱满，
导致很多观众对人物性格有些模糊。

电视剧前3集中，伍千里、伍万里、梅生、雷公、布
认命、余从戎、平河等七连人物依次登场。观众看到
了一个个“回家的人”：伍千里捧着骨灰罐回乡祭忠
骨，年迈爹娘按照疍民习俗把哥哥百里骨灰撒在湖
中；本来不属于这场战争的七连指导员梅生挣扎之下
决定趁夜归队，妻子让他带上女儿画的“全家福”，再
次念起那首《我侬词》；七连一排排长布认命与宁宁约
定“明天就来提亲”，却赶上了部队开拔……远方的父
母、家乡的妻女、刚萌芽的爱情、身边兄弟般的战友，

《冰雪尖刀连》开局故事家国交融以情动人，从普通人
的情感出发，在烟火人间中塑造七连群像，而刚刚赢
得和平安定的山河家园与战士们即将赶赴的极寒之
地形成了强烈反差。

24集里有约18集的战争场面
《冰雪尖刀连》拍摄最大的突破还在于战争戏，24

集的时长里有约18集左右的战争场面。为了最真切
地还原故事背景，数百名置景工作人员耗费数月完成

了吉林白山场景的搭建，剧组 800 多人走入冰天雪
地，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极端恶劣环境下，完成了双
组近90天的实景拍摄。

这也是国内首部在东北冰天雪地的低温环境下
全实景拍摄的战争剧。2022年底，《冰雪尖刀连》在
白山市开机。东北的冬天白天极短，早上八九点钟之
后才有合适的天光，下午三四点则不能拍摄。为了赶
拍摄进度，剧组每天都要跟时间赛跑，每天从酒店到
片场往返都要花4个多小时。剧组在开机前对全体
演员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军训，而水坝桥、桥头镇、半
山宅等剧中的主要场景，则动用了置景团队 300 多
人，力求在真实氛围中让演员去贴近70多年前他们
同龄人的热血青春。

剧中饰演伍万里的演员王子奇透露，剧组出发去
白山时他还没想到会这么冷，只穿了一条裤子，到了
白山后赶紧又买了4条。导演高希希也感叹：“这是
我迄今为止拍的最艰难的一部戏。”

《冬与狮》的小说名字意思就是“狮子是不属于冬
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子”。在兰晓龙看来，七
连的这群战士靠着三八大盖抗击着美军的飞机坦克，
以薄薄的棉服对抗着零下40℃的严寒，他们就是以
肉身守护国门的狮子。从《士兵突击》到《冰雪尖刀
连》，兰晓龙塑造的“钢七连宇宙”始终传递着同一种
精神。原著小说里，伍千里就曾对弟弟诠释过传承的
意义，“我们上一个百年没有做好的事，我们下一个百
年必须做好的事。大哥没做完的事，我在做的事，你
在做的事。”正如主人公三兄弟的名字“百里”、“千
里”、“万里”那样，千里扛起了百里的责任，而万里则
要去延续千里的使命。

如今，将这批“狮子”的故事从普通人讲起，以写
实的拍摄方式重现战争的残酷，也正是回顾烈士精
神、重塑英雄荣光的一种努力。 来源：北京晚报

“长津湖战役”在荧屏全景展开，
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电视剧《冰雪尖刀连》央视开播

近年来，一批讲述生态环境保护故事的影视剧也应运而生——如已经
播出的《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永远的田野》《最美的青春》《山海情》《运
河边的人们》，待播的《父辈的荣耀》《江河之上》等等。

多部剧集推出

曾被评论认为还处于“童年期”的生态保护题材电视剧，在很长的一段
时间多作为“配角”出现，承担电视剧中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角色——如

《人民的名义》中，通过达康书记传递了坚决不要落后的 GDP、污染的
GDP、血泪的GDP主题；《阳光下的法庭》里的省高院院长白雪梅维护公平
正义，保护生态环境；《大江大河》里的宋运辉带领百姓求富的同时，力求故
乡生态美……

随着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一大批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电视剧开
始登场，而且多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艺术再现塞罕坝精神的《最美的
青春》2019年8月在央视播出；反映黑龙江由资源大省向生态大省转变的

《青山不墨》2022年4月在央视播出；讲述运河沿岸人民如何解决污水污染
河道、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难题的《运河边的人们》2022年8月在央视播
出；讲述浙江践行“两山”理念、实现乡村振兴的《富春山居》8月刚刚在央视
一套收官。

采用实景拍摄

实景拍摄是生态电视剧的一大特色。中国大运河跨越6省2市，长达
1700公里。据介绍，《运河边的人们》在浙江湖州、杭州取景拍摄，剧组实地
取景1200余次、搭建场景近百处、动用外籍演员上千人次及群众演员3万
余人次、调动船只近百艘。

《最美的青春》监制、导演郭靖宇介绍，尽管现在电脑后期制作已经相
对发达，但为了还原上世纪60年代的真实场景，全剧为实景拍摄。在162
天的拍摄周期内，剧组辗转北京、天津、杭州、承德塞罕坝，以及内蒙古乌拉
盖、多伦、克什克腾旗、乌丹八地取景，最终播出36集，平均每个月只拍摄6
集——这个拍摄速度相当于当年的《三国演义》《红楼梦》。

电视剧《青山不墨》原汁原味地展现了黑龙江大森林原始自然风光，剧
组也采用了实景拍摄。

视角逐渐多元

很长一段时间，生态电视剧多聚焦在农村、林场等领域，如已经播出的
《永远的田野》《绝地逢生》《最美的青春》，待播的《父辈的荣耀》等。

随着生态电视剧的视角逐渐多元化，故事发生的舞台也逐渐扩展至城
市：《运河边的人们》首次以大运河为背景，讲述沿岸人民如何保护运河两
岸的千年古韵；《春风又绿江南岸》讲述县委书记严东雷带领班子成员，以
系列改革措施推动江南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全面升级，最终实现“春风

又绿江南岸”的故事；由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出品的《江河之上》，定位为国
内首部聚焦环保司法题材电视剧，聚焦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

生态电视剧的模式也变得更加丰富：广受好评的《山海情》主打生态保
护加脱贫攻坚；《富春山居》采用的是生态保护加乡村振兴模式。

流量明星入局

生态电视剧少见流量明星，除了角色需要，拍摄环境的艰苦可能也吓
跑了不少人。郭靖宇介绍，拍摄的那一年冬天，河北没下雪，为了还原大雪
封山的场景，剧组将已经搭好的场景向北移了将近 1000 公里，在白天-
25℃、夜里-40℃的环境下，连续战斗了一个多月。

如今，随着生态电视剧的日益多样化，不少流量明星开始入局：《运河
边的人们》由王雷、韩雪、王龙正等领衔主演；《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高鑫当
年曾凭借琼瑶剧而走红一时；《父辈的荣耀》除郭涛、刘琳之外，另一主演张
晚意刚刚参演过暑期档出圈古偶剧《长相思》；《江河之上》尽管尚未播出，
但因为高伟光、陈数等主演而受到不少期待。

流量明星纷纷入局的同时，生态电视剧也逐渐由“土”变“洋”。《富春山
居》的片头，徐徐打开山气缥缈、水墨晕染的《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富春
江、古琴、古窖、美食、汉服等入镜，江南白墙民居点缀其中，营造出诗画江
南、天人合一的美感。总制片人刘志江介绍，这是他和中国美术学院团队
历时一年探索、修改后制作完成的。这样的片头，无疑为这部生态电视剧
增色不少。 来源：南国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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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边的人们》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