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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晚间 &! 点 () 分，中央电视

台电影频道率先播出了国内首部非典题材电视电影

《义不容辞》。这部以歌颂非典期间医护人员、新

闻记者奉献精神和职业道德为主题的电视电影，诞

生于非典禁令解除前夕，它伴随着每天各媒体有关

非典的真实报道而出现。从而使这部及时出现的作

品具有了某种新闻性，被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

加以报道宣传。

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以非典为题材的电视

电影如《隔离日》、《生命属于人民》、《美丽的同心

结》、《微笑》、《乡医》陆续登上晚黄金时段电影频道

荧屏。今年 ( 月，为庆祝抗非典胜利一周年，上述作

品又在一周的时间内做了一次集中展播。与此同时，

电影频道还将许多真实故事及时迅捷地改编为电视

电影奉献给电视观众。比如根据杭州《都市快报》女

记者程洁规劝持枪抢劫犯走上自首之路的真实报道

改编的《女记者和通缉犯》；根据一所监狱两名重刑

犯相爱于服刑期间，在爱情的力量下痛改前非、重新

做人、终获新生，并结良缘喜得贵子的真情故事改编

的《一米阳光》；根据大连市职业介绍所祁秀玉的事

迹改编的《真情牵挂》；根据湖北省大冶市郊区两个

农民为一头牛的所有权发生争执，最后通过“亲子鉴

定”判定归属问题的社会新闻而改编的《法官老张轶

事——— 审牛记》等等。这批相当数量的社会新闻、真

实事件被及时迅捷地改编成电视作品，充分显现了

电视电影这一新的艺术样式在突发事件、新闻事件、

社会热点面前迅捷、敏锐的反映能力和及时快速的

制作优势。同时也体现了电视电影的组织者关注社

会、反映社会的品格素质。但具体到非典故事和其他

真实故事的改编制作质量和播出效果，却引发了笔

者诸多思考。

不是所有的事件都适于搬上荧屏

世界每时每刻都有新闻事件发生，大的如美国

#""& 年“!·&&”世贸大楼遭极端分子撞击，伊拉

克战争爆发，#""$ 年春夏之交的非典疫情。小的如

在逃通缉犯在女记者的规劝下投案自首，某个农民

丢失了一头牛。真实的生活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

创作素材源源不断取之不尽。但笔者认为，并不是

所有的事件都适于变成电影故事或荧屏故事走进影

院或进入每一个家庭，至少不适于及时地改编为影

视作品。比如 #""& 年美国 “!·&&” 恐怖事件和

#""$ 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非典疫情。之所以认为这两

个事件不适于及时地改编为影视作品，尤其是电视

节目。理由有二：

&* 真实的事件比编造的故事更精彩

相 信 全 世 界 大 多 数 人 都 看 到 了 电 视 新 闻 在

“!·&&”事件发生期间反复播放的美国世贸大楼

被极端分子劫持的飞机穿楼而过，摩天大楼轰然倒

塌的灾难性画面，其对视觉和心灵冲击所带来的震

撼是任何一部美国经典灾难片永远无法达到的效

果。这种真实的人间灾难带给世界的震撼是任何高

科技营造的电影画面无法达到的。因为它对世界的

真正冲击，更多的不是画面本身，而是这个画面之

下的实质性内容。所以最善于捕捉素材演绎离奇故

事的美国电影人沉默了一年多才慎重地触动了一下

这个题材，在 #""# 年年底拍摄了电视电影《纽约

市长——— 鲁迪·朱利安尼》。影片以传记片的样式

展现了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富有争议的市长

生涯以及在处理“!·&&”事件时体现出来的从容

和坚强。细腻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充满情感”、为

领导市民走出困境而费心劳碌的人。美国电影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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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于视听营造，但这个最具视听冲击的事件搬上银

幕后则完全摒弃了这一造型元素。因为他们懂得，

无论何样具有刺激性的画面和虚构的离奇故事都无

法超越真实的画面和真实的内容对观众的震撼。所

以他们回避类型片的表述方式，以传记性的笔触，

塑造了一个从容坚强，面临危难充满应变能力的领

导人，这个人物的出现，给余悸未消的美国人带来

了莫大的心灵抚慰。

#$$% 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以中国为重灾区的非典

疫情。电视、报刊、网络全方位对疫情予以关注：

每日国际国内的疫情播报；来自抗击非典第一线的

纪实新闻和感人事迹；隔离区人们的生存状态；在

生死线上挣扎的患者病情；央视《面对面》栏目对

市长、护士、大夫的采访，中央领导同志对疫情的

关注、政府出台的一个个防治措施，等等。这些无

时不刻不在牵动着万户人心。非典时期，人们每一

天的生活都由于对事态进程的未知形成一种集体性

的焦虑、担忧和感动，大家的生活充满了悬念和刺

激。真实的故事中，有面对死神的勇士钟南山、姜

树春⋯⋯有殉职在自己工作岗位的梁大夫、邓练

贤、李晓红、叶欣、王晶⋯⋯有深入一线冒死采访

的新闻记者，有一批批被困在隔离区的百姓，有大

批失业的民工，有失去亲人的家庭⋯⋯随着疫情的

缓解和最后禁令的解除，当所有面对非典威胁的

“当事人”都获得了解脱，那些真实的 “非典故

事”还清晰地停留在人们脑际之时，其虚构的“非

典故事”便难以引发人们对故事的关注。因为作品

营造的所有人物和事件，永远无法像刚刚降下帷幕

的事件中的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那样牵动人心。也

由于人们清楚地知道真正“非典事件”的结局，因

而虚构的故事无论如何难以构建灾难性故事的观影

担忧和悬念。更何况以上非典题材均大多采用纪实

性手法。这些追求生活真实的作品，以对真实生活

进行照搬照抄方式进行创作，不是对非典疫情过程

进行流水账式的机械罗列，就是无一遗漏地对各行

各业的人群当时的行为心态进行肤浅的描摹。在这

些作品中，所有我们当时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有关

非典的报道，又被重新演绎一遍。其中许多作品是

以塑造英雄模范人物为主的，影片基本以赞歌的方

式，通过幼稚的光荣榜的方式将英雄模范人物进行

了概念化、简单化、脸谱化的塑造。真实生活中如

火如荼的“非典岁月”，突然被这些作品淡化、泛

化、简单化、虚假化。这些故事，来源于真实生

活、真实人物、真实事迹，却明显地低于生活，淡

于生活，游离于生活。与真实的生活比起来，显得

尤其索然无味，更别说从中发掘出新的价值了。

#& 非典事件极具资讯价值而缺乏故事兴味

艺术品的主要功能是使人通过艺术鉴赏获得心

灵愉悦和审美快感，并通过作品所蕴含的认识价

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达到心灵净化，知识启迪

和一定程度的伦理道德教化。一般说来，饶有兴

味，令人津津乐道，流芳千古的故事总是有一个美

丽的故事内核。它一定符合人类社会行为规范、道

德准则并具有人性光辉。它的终极指向是人类社会

的理想目标。具体说到作为电视节目的电视电影，

由于它是一种居家观赏的“艺术品”，因而它还必

须具备亲和力、消闲性、趣味性等品质。前面提到

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女记者和通缉犯》、《一米阳光》、

《真情牵挂》、《法官老张轶事——— 审牛记》都具有这

样的要素。《女记者和通缉犯》强调了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人对沦落者的救赎作用以及沉沦者对义理的

趋从；《一米阳光》则是对人类最美好的情感———

爱情的又一次赞颂；《真情牵挂》推崇的是人类社

会理想的为人态度——— 设身处地，急他人之所急；

《审牛记》则将人情社会的难解矛盾进行了情与理

的和谐统一。最关键的是，以上作品都以其精彩生

动、真实感人、饶有兴味等特质表现出创作者对真

实生活的提炼、升华，创造了非常好的收视成绩。

尤其是《法官老张轶事——— 审牛记》，通过一件小

小的小黄牛归属案，将东方文化孕育下中国北方农

村特有的民风、民俗、人际关系、处事方式描写得

非常贴切到位。影片情节曲折迂回、叙事生动流畅

引人入胜，人物心态的揭示展现真实合理，演员表

演朴实细腻。最重要的，它将一种文化的、经济

的、人性人情展示的同时更把现今农村人那种进步

的东西挖掘得比较深广。影片在间隔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内，连续两次在黄金时段播映，均达到两千多

万人次的收视佳绩。而非典题材的作品，堪称乏善

可陈。观众收视调查反馈，更是成绩平庸。可说是

既不叫好又不叫座。而当时各新闻节目由于非典疫

情，收视率一路飙升。究其原因，就在于作为报道

非典疫情的新闻节目，对于处于焦虑恐慌的老百姓

来说，是唯一能知道真实情况的窗口，新闻节目引

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在于它的资讯性。而非典疫情本

身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含量

是微乎其微的。当然，非典疫情发生在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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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必然要引起社会化、人类生活化的参与，通过这

种参与引发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发

生。但没有经过沉淀、提炼、升华的以一种题材先

行，题材押宝的心态进行的创作，必然缺乏经过归

纳、提炼的故事要素，从而导致肤浅化、概念化和

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作品出现。而且，非典疫情解

除，虚构的非典作品既不能为百姓提供新信息，又

不能从新的角度对非典故事进行新的诠释，观众自

然觉得了然无趣。

改编重大事件的时间间隔

和风格样式问题

说非典疫情和“!·##”事件等题材不适于改

编影视作品并不是绝对的，这里涉及一个时间和风

格样式问题。

文章开头说过的“真实的事件比编造的故事更

精彩”，是针对我们这些对其“了如指掌”的当事

人而言的。如果事情过去若干时光，一方面经过时

间的沉淀它们的新闻性咨询性慢慢消去；一方面其

事件对人类而言开始有了陌生感、有了故事性、有

了传奇性，再经艺术家们对其进行提炼、归纳和升

华发掘出某种价值，无论是“!·##”还是非典疫

情，必将成为一个极具影视品格的作品。首先它们

都蕴含着人类的大话题，即和平和反和平，人类与

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次是事件所蕴含的悬念性、紧

张感、冲击力，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

智慧、勇气、职业操守等人格魅力。这一切必将构

成具有视觉和心灵冲击的引人入胜、让人饶有兴味

的故事。今天讲述“!·##”故事和非典故事是在

给经历过的人讲他亲历的事件，没有多少人会有耐

心听你讲述。而对以后的人来说，讲述这两个故事

就是讲述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类经历，其“旁观感”

会引发后人浓厚的兴趣。

所以，笔者认为，有关非典题材以及近期发生的

某些灾难性事件的艺术创作暂时告一段落，关注现

实而不要卷入现实。当事件经过沉淀后，必然有厚积

浓郁的价值得到显现。而拥有了厚积浓郁价值的艺

术创作，自然就具有了诸多让观众兴味盎然的要素。

说到灾难性事件改编影视作品后的风格样式问

题，笔者认为，待时过境迁之后，任何风格样式都可

选择，正剧、喜剧、纪实风格、灾难片、传记片都可对

其加以表现。但是，事件发生的当时，灾难片和纪实

性的样式显然是不行的。因为这两个灾难性事件本

身的灾难性对人们带来的感观冲击和心灵冲击，无

论创作者如何效仿，都不可能超越现实；而纪实性的

表现形式，无论如何无法超越真实的新闻报道。对生

活的模仿照搬，只会获得虚假的效果。

题材决定论是电视节目的大敌

电视节目和影院节目的最大差异就是电视节目

比影院节目更具有商品性。所以，研究电视作品的市

场潜力琢磨电视观众的喜好，制作“适销对路的商

品”是电视节目经营者首先要考虑的。这就需要经营

者在选题、风格定位和制作上必须具备前瞻性。

可以说，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非典题材电视电影

都是非典时期的创意，第一部作品《义不容辞》更是

创作于非典在京爆发的高峰期。对于当时来说，人们

对于“非典”充满浓重的兴趣。它是当时整个社会的

焦点、热点和中心话题。创造者们对这个题材趋之若

鹜定是基于对大家“兴趣”的考虑。但显然他们忽略

了一个要点，人们对“非典”的热切关怀，绝非是非典

疫情本身所具有的趣味性、审美性和某种文化价值，

而是它对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切身利益的威胁。人们

对它的关切更多来自于对它的恐惧，对自身命运的

担忧。所以说，当非典疫情终于消遁，人们对它的兴

趣自然丧失。而且，没有人愿沉溺于灾难性事件流连

忘返，时过境迁还津津乐道。所以，损害国民经济，吞

噬宝贵生命、扰乱社会工作生活秩序的“非典现象”

只能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题材在文学艺术运动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历史上也多有靠题材取胜的事例。但关键的问题是

要吃准题材，不一定所有的社会新闻、突发事件、

生活热点都含有影视要素。也不是所有好题材不经

沉淀、提炼、精心打造就有现成的好故事。更而

且，抱着急功近利的思想一味地拼速度、抢头彩势

必使好的题材看起来只见新闻、不见艺术，从而流

于 概 念 化 、 公 式 化 以 至 “ 糟 蹋 了 题 材 ” （ 茅 盾

语）。更不用说遇上“非典”这种并不适于目前就

改编成电视作品的题材。所以在这批非典题材中，

张建亚导演的《微笑》和杨亚洲的《乡医》虽然在

影像构成、叙事角度、人物塑造等方面颇具匠心，

使之具有了一定的审美要素和人文要素，但由于其

题材的限制，收视成绩依然不尽如人意。所以说，

作品不是“意义”的表述，而是“效果”的营造。

“意义表达法”对于电视节目创作来说，是严重违

背观众接受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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