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0 月 14 日

文娱
天地A3责编：王肃 版式：刘静 校对：李大志

逐梦高原青年形象生动鲜活
从自然条件来看，拉萨年光照时间长达3000小时，以其独特的自然条件被

誉为“日光之城”。电视剧《日光之城》将主要故事场景放在拉萨八廓街，剧情讲
述了六位年轻人在西藏这片热土上寻找自我、追逐梦想的故事，八廓街上的创
业青年索朗、退役军人许少杰、都市精英达珍、甜茶馆老板曲宗、实习医生扎西、
牧区少女格桑等热血青年群像生动鲜活。

随着剧情的深入，观众跟随主人公的脚步，遇见高原之上的“诗与远方”：放
弃考公自主创业的索朗有着对西藏产业现状的敏锐思考，他与达珍经过努力一
同将西藏特产推广出去；许少杰和曲宗的爱情面临留在西藏还是去到山东的抉
择；喜欢藏戏的扎西在做医生还是唱藏戏的选择中两难……这些人生故事串联
起西藏古老而宽广的自然人文风貌。

在剧中，观众既能看到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拉萨
地标建筑之美；也能看到藏戏、藏族饮食服饰、刺绣、赛马、唐卡、藏医药
文化、格萨尔说唱、藏族谚语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西藏文化之美；还能看到
特色农产品岗巴羊、松茸、蜂蜜、辣椒、牛肉、奶渣等西藏生态之美和生活
之美。

《日光之城》制片人包建华几年前做过两部西藏历史题材电视剧，作品播
出后身边很多朋友向他了解今天的西藏。“我们就想做一个新的选题，做一部西
藏现实题材的电视剧，让大家看看今天的西藏到底怎么样。”在包建华看来，当
代西藏故事如果想做到真实、客观、原汁原味，靠技巧是完成不了的，“所以我们
确定了一个创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上高原、下生活、用拙劲，既要接天气，也要接
地气，还要接人气。”

每个角色都有人物原型
编剧于小千创作过多种类型的剧集题材，他坦言，这次《日光之城》的创作

与以往有很大不同。2021年第一次到西藏采风，于小千形容这个讲述当代西藏
的都市故事，一开始创作起来感觉像“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到底要写什么样的
故事、写什么样的人物没能琢磨透。

如何讲好“日光之城”的故事？要从生活于这座城市中的人们身上寻找答
案。2022年，于小千再次前往拉萨深入采风，这次他足足待了半年。“这半年我
们用了最笨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不停地找不同的采访对象来聊，尽量体会他
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一次，于小千走在八廓街的大路上，有人用
藏语和他打招呼，“那个时刻印象特别深，我觉得我们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采风
开始找到了一点门道。”

“写这个故事就像是要找到高原上的青稞种子，让故事自然生长。”于小千
说，剧中主要角色是从大量采访对象中提炼出的几组人物关系，每个角色都有
一个或者多个人物原型。“我们还是先找到能够感动自己的点，推动我们把这个
故事创作下去，在拉萨长期采风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古老的城市里也
有青春的动力。这是一个真诚的、能打动人的故事，是青春化的表达，也有我们
自己的感动在里面。”

全程高海拔实地拍摄
《日光之城》创作历时3年，从2021年10月开始，主创团队跨越高原寒冷、

含氧量低的两个冬天，克服了严重的高反缺氧、头痛失眠等种种困难，四上高原
走访采风，走遍了拉萨的三区五县，采访各年龄、职业人士上百人，采访笔记超
过100万字，为现实主义剧本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剧中的每个细节都蕴含着根植于现实的力量，剧组各制作部门坚持现实主
义的创作原则，坚持实地创作拍摄。开拍前，编剧团队向西藏话剧团的资深编
剧求教，了解当地人的语言习惯以及方言谚语，对台词进行逐字逐句的精修调
整。工作人员及演员从海拔3650米的拉萨，一路升高到岗巴县5200米的最高
点进行拍摄，由此《日光之城》成为国内首部在高海拔地区全程拍摄的电视剧。

制片人张筱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场戏是在念青唐古拉山，剧组去的时候天
气还是风和日丽，快到海拔 5000 米时突遇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骤然下起冰
雹。关键时刻，所有演员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进入到剧情中，没有被周围暴虐
的自然环境所影响。张筱玺说，经此一役，现在见了面大家还会互称“战友”，

“我觉得当人在面临特别大的困难时，整个团队反而会更加专注于事情本身、凝
聚力特别强，这份‘战友情’伴随到今天、伴随到电视剧播出，这也是我们职业生
涯中的高光时刻。”

来源：北京日报

首部当代西藏都市生活剧
《日光之城》热播

高原上的烟火人间温暖治愈

近日，作为浙江演艺集团五周年北京演出季展演的重
磅剧目，由浙江演艺集团浙江曲艺杂技总团精心创编的大
型杂技秀《无恙》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这场融合了高难
度杂技技巧与深厚文化底蕴的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与惊叹。

《无恙》是一部讲述浙江大地文明延续与“浙江精神”
追本溯源的力作，由浙江曲艺杂技总团与著名导演郭洪波
携手打造的第三部作品。相较于之前的作品，《无恙》在立
意上更为深远，旨在通过一台杂技秀“高浓度”地展现浙江
璀璨的历史文明与人文情怀。剧名《无恙》寓意深远，导演
郭洪波表示，“起初名为《山河无恙》，但我更希望‘无恙’能
涵盖更广泛的意义，无论是小家、国家，还是天地人，都能
达到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美好状态。”

“《无恙》不仅在传统杂技的‘精、难、险、美’上下足功
夫，更在可看性上实现了突破，融入了丰富的戏剧情节与
人物形象，每个演员都需扮演多个角色，使观众在欣赏高
难动作的同时，更能沉浸于故事情节，感受情感的共鸣与
美的升华。”导演郭洪波表示，“我们注重的是观众的情感
体验，希望通过剧情与杂技的完美结合，让观众在不到两
个小时的时间里，穿越几千年历史，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
审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

在《无恙》的舞台上，高难度的杂技技巧与现代舞、古
典舞、街舞、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营造出远古祭
祀、良渚狩猎、星空对话、田园牧歌、劳作趣景、书生意气、
吹角连营等多元叙事场景，时而紧张刺激，时而轻松活泼，
时而悲壮热血，令观众掌声、尖叫声不断。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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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日光之城》正在央视一套热播，并通过芒果TV国际
App落地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播出。国庆期间，该剧连续多日
位居电视剧收视榜第一。

作为首部当代西藏都市生活剧，《日光之城》中的每个角色都
有真实的人物原型。主创团队在创作过程中上高原、下生活、用
拙劲，以原汁原味的叙述方式讲述新时代的西藏故事，带领观众
感受独特的风土人情与温暖治愈的烟火人间。《日光之城》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