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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编剧梁振华的电视剧编剧理念深受儒家文化与湖湘文化影响，呈现出浓郁的家国情怀与文化

旨趣。其电视剧质地鲜明又雅俗共赏，既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儒家入世情怀的烙印，又有对于大众审

美与文化追求的巧妙平衡。梁振华编剧颇具功力，塑造了一批个性迥异、特征独特的人物群像。梁振

华的影像书写实践，昭示着影像资本时代编剧在艺术追求与商业诉求、个性传达与大众趣味相生互融

的轨迹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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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ang Zhenhua’s idea of TV play writing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 and Huxiang 
culture, showing a strong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and cultural pursuit. The quality of his TV series is 
distinctive and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It has strong realistic concern and Confucianism’s feelings of entering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ingenious balance of public aesthetic and cultural pursuit. Liang Zhenhua has created a group 
of character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Liang Zhenhua’s practice of image writing 
shows the track and space of the writers’ artistic pursuit and commercial appeal, personality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interest in the era of image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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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年涉足影视创作以来，20 年间，编剧

梁振华历任数百部（集）影视作品的编剧与撰稿人，

其代表作《澳门人家》《春天里》《怪你过分美丽》

《热血同行》《三生三世枕上书》《冰与火的青春》

《我的博士老公》广为人知。作为一位对中国社

会转型进行长期关注与思考的编剧，梁振华对处

于这一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民众精神

趣味的嬗变、时代语境的复杂形态有着十分清醒

的认识。在他看来，“社会学家用这样一个说法

来描述今天的中国：巨大的试验场。无数设想、

方略、政策正在这块试验场上付诸实践，以至于

从表面上看，这个国家显得如此变动不居，她的

人民始终那样精力旺盛、不知疲倦。那么，该以

怎样的书写，来应和这个躁动、迷乱却生机勃勃

的行进中的时代？”[1]187 对于梁振华而言，他选择

的是直面社会转型的现实与历史，以电视剧编剧

为载体，借以呈现出其作为个体对于宏大时代命

题的独特思考。

一 强烈的家国情怀与现实主义精神

按照题材进行分类，梁振华编剧、制片的电视

剧大体上可以归类到以下几个类型：一是历史或

类历史题材剧作，如《热血同行》《思美人》《铁

血兄弟》等；二是知识分子题材剧作，如《我的

博士老公》《思美人》等；三是当代现实题材剧作，

如《怪你过分美丽》《澳门人家》《春天里》《密

战》等；四是青春偶像剧作，如《三生三世枕上书》

《冰与火的青春》《麻辣变形计》《神犬小七》等。

梁振华担任编剧的电视剧作，表现出对国家走向、

社会转型、时代热点的浓厚兴趣。以电视剧切入

社会现实问题，在深受儒家文化、湖湘文化影响

的梁振华这里近乎为一种自觉：“我以为，现今，

已不是探究趋附还是拒斥包括影视在内的‘时尚’

文化的时候，更迫切的疑虑在于：应该以怎样的

批判精神和价值尺度，来体验和反思斑驳陆离的

‘时尚’文化图景？”[1]189 最能鲜明表现梁振华编

剧作品现实主义质地的是其当代现实题材类型的

电视剧，它们将作为编剧的梁振华之情感、立场

展现得淋漓尽致。梁振华本人长期受到儒家传统

文化影响。他以汉语言文学为专业，勤于临摹晋

唐碑帖，其身上的入世精神、知识分子意识、承

担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编剧作品的现实主义质

地。在梁振华编剧的电视剧中，其家国情怀主要

表现为对家国同构观念的展现，这些作品的主人

公通常具有强烈的家族、文化、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生活与事业发展中追求仁爱之情，强调通过个

人修身、心怀天下的方式将个人道德与社会发展

结合起来。具体到电视剧主人公的刻画，梁振华

竭力展现其民族精神、爱国情怀、公平正义品质、

行孝尽忠行为以及淳朴的乡土观念、高尚的道德

实践。梁振华在电视剧中传达优秀传统文化与家

国情怀，并使之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内

涵，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力图凸显电视剧作对于提

高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向心力、坚定民族

自信心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在《澳门人家》中，

梁振华通过澳门三湾斜街上的百年老店“梁记饼

店”三代人的奋斗历程，讲述了澳门回归前后从

经济萧条到强势复苏的故事，展现了澳门与中国

大陆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作为一部献礼澳门回

归 20 周年的电视剧，梁振华借《澳门人家》表达

了强烈的家国情怀与社会承担精神。《澳门人家》

中，祖父梁恒从大陆来到澳门，自此难归故土，

这成为他心中的隐痛。老人家最喜欢坐在藤椅上，

眼望三湾斜街，在想象中重回故土。梁鼎文一家

艰难地支撑着“梁记饼店”，大陆开通港澳自由

行后，其生意逐渐好转，饼店迎来发展的新阶段。

1999 年，澳门回归，在三湾斜街举行的庆祝仪式

上，梁舒代表街坊们演唱了《七子之歌——澳门》，

表达了澳门人民对于自己终于回归母亲怀抱的激

动与幸福之情。

《怪你过分美丽》是一部聚焦娱乐圈经纪人这

一社会群体的电视剧，该剧于 2020 年 6 月 8 日在

爱奇艺播出后豆瓣评分为 8.0，并引发了社会舆论

的广泛关注。剧作通过经纪人莫向晚为艺人争取

影视资源、解决个人问题、周旋于资本市场的故

事，展现了一幅当代中国大陆影视圈的生存状态。

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在众多同期剧作中脱颖而出，

与剧作的现实主义质地息息相关。近些年来，娱

乐圈屡屡出现的巨额偷税漏税、潜规则、天价片

酬、对赌协议等现象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由

此，观众对娱乐圈及经纪人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

兴趣。《怪你过分美丽》围绕经纪人与艺人、影

视资本等关系展开叙述，自然而然地对流量艺人、

天价片酬、组拆 CP、导演关系等娱乐圈的生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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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展示，用纪实性极强的现实主义手法，将在

影视屏幕前光彩照人的幻象进行了解构与还原。

由于编剧坚持现实主义的改编原则，整部电视剧

的故事铺陈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颇多暗合之

处，满足了观众对于娱乐圈系列事件的遐想，也

引发了观众的争论。梁振华在接受《新京报》记

者专访时明确表示：“该剧的初衷并不是揭露或

影射真实的演艺圈，但曾在剧本创作阶段深度采

访过十余位资深经纪人，‘可以说，剧集里目前

呈现的情节和细节，很少有脱离现实逻辑的编造，

在过去几年的娱乐圈里都具备可能性。’”[2] 正

是因为坚持反映现实生活、展现时代精神特质的

追求，这部电视剧准确地把握了娱乐圈经纪人的

生活轨迹与情感脉搏，塑造出莫向晚、郝迈等令

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

如果说梁振华当代现实题材剧先天具有家国

情怀与现实品质的话，那么其历史题材剧、知识

分子题材剧则更为内在地表现了梁振华编剧理念

中聚焦现实生活、再现时代精神的创作追求。电

视剧《铁血兄弟》聚焦了以江流等为代表的知识

分子由晚清至民国 20 年的思想成长历程。在展现

个体精神觉醒的经过的同时，该剧也勾连起近现

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事件，以此重新审视历

史转型时期之于知识分子个体选择的根本性影响。

这部电视剧通过对生活细节、情感纠葛和政治事

件的叙述，引导观众回到中国近现代史的现场，

真切感受 1907 至 1927 年间鲜活的中国社会状态。

在电视剧《我的博士老公》中，梁振华将剧本的

表现重心转移至高校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呈现出

不同地位、追求、性格的知识分子群体生态，对

处于剧烈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高校知识分子的现实

窘况与精神面貌进行了细致表现，刻画出当代知

识分子精神生活的贫乏与现实处境的窘迫。在《我

的博士老公》中，梁鸿名、刘一仑、晏群书、孙旭东、

张之野等高校知识分子们上演了一出出时代的悲

喜剧。梁振华以一种细腻得近乎残忍的剧本叙述，

揭示了当前高校知识分子正在发生的精神裂变过

程。其《冰与火的青春》《麻辣变形计》等青春

偶像剧，则在对繁华都市中年轻人生活方式的呈

现中，揭示出不同语境下青年们的精神面貌与时

代心理，流露出梁振华内心中难以遏抑的文以载

道意识。

在介入无比复杂的生活过程中，梁振华努力保

持个体的清醒立场。他无意对现实做单一化、提

纯性的评价，而更愿意呈现出社会生活与民众精

神状态的多元化、暧昧性，通过影像书写中表达

着自己对于不同时代的深沉思考。现实是从根本

上影响梁振华编剧立场的核心要素，他在电视连

续剧中对于国家发展、社会转型、民众精神的热

衷表现，本质上是对于现实生活复杂面貌的努力

呈现与尝试性理解。概言之，梁振华的电视剧编

剧洋溢着浓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二 鲜明的人物塑造与人性刻画

在电视剧中，为了使剧作具有吸引力，人物形

象必须鲜明而富于性格。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

来，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在人物塑造上便已逐渐放

弃了革命年代中常见的敌我对立、阵营鲜明的叙

事手法，不再追求塑造完美英雄、打造崇高人格、

美颜伟大理想的造型方式，而是努力在类型化的

叙述惯性中展现充满人性色彩、人情内涵、伦理

习惯、社会习俗的内容，从而使非此即彼的人物

形象塑造，转型为对世俗生活的展现、对真实社

会的呈现、对普通个体的关注。可以说，正是在

这样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大陆的电视

剧才得以涌现出《雍正王朝》《贫嘴张大民的幸

福生活》《激情燃烧的岁月》《走向共和》《中

国式离婚》《金婚》《潜伏》等优秀作品。依据

历史的丰富性、生活的立体性，来呈现电视剧中

不同人物的形象深度，成为优秀编剧共同的审美

追求。在近期一系列电视剧作品中，梁振华通过

编剧创造了许多性格迥异、思想丰富、情感细腻

的人物形象，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与文化观念的传达。

出于对现实生活复杂性、人性多维性的体认

与尊重，梁振华在电视剧作品中放弃了对形象脸

谱化的刻画，而代之以对电视剧人物进行多面性、

情感丰富性、思想发展性的呈现，以便展现人物

性格的立体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在梁振华的电视

剧作品中，已经没有高大上的形象，塑造具有正

常人情感、有血有肉的人物成为其始终如一的追

求。随着社会阅历、人生经验的丰厚，梁振华意

识到人性与情感也如多菱镜一般包蕴着多重可能

性，在电视剧作中刻画非此即彼的形象较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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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可能失之概念化，难以表现出人物复杂的面相。

梁振华始终保持着对于人物单一性的警觉，他关

注的是更为内在的人性构成要素——“本能的怯

弱、恐慌，濒死的颤栗、求生的欲望，人性的阴

霾和辉光，对信仰的守护或者放逐——只有通过

对这些复杂的东西的体味，我们才能建构起……

一种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合乎人道的理解。”[1]189

基于这种自觉的人性立场，梁振华在面对历史档

案与生活经验的冲击时，努力保持着一份可贵的

清醒意识，在影像世界刻画人物形象时坚持着不

溢美、不藏拙、不偏执于一端的原则，努力展现

出不同主人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长过程、

情感追求中的内在矛盾、理想信念中的激情与盲

从，以及世俗生活对于个人所形成的巨大裹挟力。

梁振华发现，电视剧作中的人物们只有置于典型

化的环境中才能将各自的品性、趣味、道德、思想、

立场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只有这样，其电视剧中

的人物形象才可能像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真实

可信。

在《怪你过分美丽》中，电视剧塑造了莫向

晚这样一位演员经纪人形象。莫向晚在充满了利

益诉求、各方博弈的影视市场左右逢源。作为金

牌经纪人的她，在影视资本、公司老板、演员、

行内同事之间一面努力拼搏，一面又不得不达成

各种妥协，从而为自己的演员尽可能地争取资源。

娱乐圈经纪人在世人心目中是有着特殊含义的职

业，它与明星、金钱、名利、潜规则等有着各种

难以言说的联系，是一个多少带有神秘色彩的职

业，但在这部电视剧中，编导给观众塑造了一个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经纪人形象。编剧意识到，

在快节奏、重效益的现代社会中，女性如果想在

事业上做出一定的成绩，那么势必会影响个人情

感、家庭生活的稳定。“《怪你过分美丽》用一

场“困兽之斗”讲述都市职场女性的生存现状，

带领观众直面职业生涯中会遭遇的困难与瓶颈，

让观众能够观照自身，从而发现问题与不足并找

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传递社会正能量。”[3]《怪你

过分美丽》中的莫向晚是娱乐圈中的女强人，为

了帮助旗下艺人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她在光鲜

亮丽、尔虞我诈的娱乐圈中不断努力，呈现出现

代职业女性的多重人格：作为金牌经纪人，她在

名利漩涡中游刃有余，时刻保持着机警敏锐的状

态，游走于投资人、老板、导演、演员、影视平台、

同行之间，机智地处理各种各样的棘手问题，善

于观察，八面玲珑，面对种种突发状况机智果断；

作为女性，她在恋人莫北将自己父亲送进监狱后

长期难以释怀，以超负荷的工作压抑内心的情感

创伤，直至步入大龄女性行列，在勾心斗角的娱

乐圈中无法找到可以依赖的对象，只能独立拼杀。

《怪你过分美丽》中莫向晚的角色之所以触动人心，

正是因为编剧为她设计了人生、工作中的不同选

择及由此带来的困惑。这些困惑某种意义上是新

世纪女性群体不得不共同面临的生命经历，因而

能够引发女性观众的集体关注与期待。

在电视剧《春天里》中，梁振华塑造了以铁

振国为代表的进城农民工形象，在他的笔下，这

些农民工为了个人，为了家庭，在生活的底层奋

力挣扎，但他们仍然怀揣着对未来的期许。在刻

画铁振国等建筑工人形象时，梁振华并未站在底

层叙事的立场塑造完美的工人阶级群像，而是将

他们置于现实环境中进行考察，在故事情节的推

动中展现人物的性格成长过程：铁振国忠厚老实，

做事认真，身强力壮，因为性格过于耿直，刚一

进入工地便被周围的工人冷嘲热讽；他想要学一

门手艺，于是拜贾长安为师，却又不愿完全认同

贾长安的一些做法，导致二人之间矛盾不断；当

黄组长事故瘫痪、贾师傅因事故殒命时，铁振国

坚持原则、勇于斗争，逐渐赢得了工友们的认可；

当他成立了振国建筑集团时，他不愿同流合污，

如胡胜利一般依靠行贿、绑架等手段赢得建筑合

同。铁振国这个人物形象缺点很多，文化素养也

不高，但是他身上表现出的昂扬正气、道德品质、

理想信念却隐喻着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精神诉求。

梁振华没有将铁振国形象早早定型，而是通过一

系列事件让其性格慢慢成熟、厚重、丰富、饱满。

在电视剧《我的博士老公》中，梁鸿名这个人物

为人正直、有理想、有追求，他努力坚持着自己

的学术追求，希望在裂变的时代保持个人的精神

完整性与人格的统一。梁鸿名身上承载着梁振华

对于知识分子的某种寄托，这个人物形象最大的

魅力在于，努力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运用到生

活中去，努力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效益的一致性。

梁鸿名这个形象的内涵十分复杂。他身上保留了

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品行、道义与文化的追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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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过于坚持自我而难以完全融入身边环境，以

致于个人事业发展总是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梁

鸿名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博士阶段研究的是

《中国古代文人风骨研究》。“风骨”是其身份

的一个注脚，也是他理想中的生存状态。但在现

实生活中，梁鸿名却处处碰壁。由于不愿放下清

高奉承答辩委员，梁鸿名的博士论文答辩演变为

与学阀的论争。他在被迫回到省城母校任教时，

依然无法放下身段融入到单位环境之中，其内心

对院长的不学无术、附庸风雅极为反感。梁鸿名

后来负责出版社工作时，又因采取过于激进的奖

惩措施导致员工怨声载道，自己也面临无法控制

单位局面的窘境。梁鸿名是一个唐吉诃德式的人

物，他充满理想而又总是在现实面前碰得遍体鳞

伤；他充满了学术的热情，却又不断地遭遇尴尬。

正是由于刻画出了梁鸿名身上的这种矛盾性甚至

是荒谬性，这部电视剧才极为深刻地反映了知识

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困境。

在以往的主流电视剧中，正面人物与反面人

物之间总是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正面人物往往

大义凌然、义薄云天，一副信仰坚定、道德高尚、

生活朴素的完美主义形象；相应地，反面人物则

通常成为正面人物的陪衬，一副脸谱化形象，不

仅性格始终保持一种姿态，而且人性的缺点也往

往集于一身。正是由于对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

形象刻画陷入了两个极端，使得一些电视剧的形

象设置严重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梁振华对此有

着透彻的了解。他秉持艺术创作源于生活、高于

生活的原则，通过既符合生活真实性又具有艺术

感染力的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推进电视剧的叙

事节奏与故事情节，这样，在增强故事矛盾冲突

的戏剧性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观赏性、艺术性。

在谍战剧《密战》中，梁振华不仅塑造了武梅这

一性格鲜明的专案组组长、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形

象，而且对反面人物也竭力表现其性格内在的矛

盾性与复杂性。这部电视剧对于陷入间谍组织圈

套、被迫与间谍组织合作的市委秘书长佟一凡的

刻画极富人性深度。作品既表现了佟一凡对于自

己仕途的热烈追求与晋升欲念，又对他误入陷阱

后的惊慌、犹豫、无奈及屈服的过程进行了生动

的刻画。梁振华没有将佟一凡这个人物简单化，

而是深入其心理世界，刻画出他身上仕途渴望与

工作职责之间的冲突。对于佟一凡这个形象，无

论是从责任的承担、个人的牺牲或是社会的异化、

现代人的迷惘等角度都可进行解读，其可谓是梁

振华电视剧作品丰富内涵的一个缩影。

梁振华在阐述自己的编剧理念时，曾有过精彩

的概括：“事实上，对人和人力的重视，与剧情

编制的需要是同气相求的。塑造人，刻画人，呈

现人，发掘人，探索人，是叙事艺术最为核心的

动机，对影视剧来说尤其如此。包括谍战剧在内

的不同剧作类型，尽管在叙事方法和情节构造上

遵循不同的范式，但在塑造人物的功能上并没有

本质分歧；只不过不同的剧作类型，对人不同质

素的呈现略有差异而已。”[1]158 说到底，电视剧还

是应该始终以人为聚焦点，通过人物的喜怒哀乐

来展现人物性格，揭示其幽微的情感世界，并在

对不同个体呈现的基础上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

风貌与文化思潮。梁振华敏锐地把握住了编剧艺

术的本质，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人物形象的

质素进行开掘，其剧作恢复了真实生活本应具有

的复杂世象、混沌面貌，从而为电视剧的写作建

立了一个扎实、广博的根据地，也为其作品赢得

了同行的赞许和观众的喜爱。

三 在大众趣味中承载文化追求

对于新世纪的电视剧编剧而言，这既是一个最

好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资本的集聚、

市场的拓展、影视媒介的延伸，以及受众人数的

增长，为电视剧的创作与播放提供了无与伦比的

机会，对于有抱负的影视从业者而言，这是一个

千载难逢的盛世。但与此同时，资本的增值属性、

市场的供求杠杆、媒介的商业诉求等也导致了影

视人的创作空间日趋逼仄，编剧的创作往往受制

于市场定位、观众视野、资本背景以及其它隐秘

因素而难以贯彻自身的文化诉求、艺术旨趣。从

这个意义上说，衡量一个编剧成功与否，不应仅

仅以收视率或艺术性为衡量标准，还应审视其在

大众趣味与文化追求方面是否能够取得微妙的平

衡、能否在确保电视剧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

效益、文化效益。

大型古装历史剧《思美人》是梁振华在剧作

商业化与艺术化之间寻求平衡的一次成功实践。

《思美人》以群雄逐鹿的战国时期为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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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了出生名门的楚国诗人屈原与民女莫愁女之

间的爱情故事。其时，秦国日渐强大，而楚国则

内政混乱、外忧不断。屈原与莫愁女相知相爱却

终于不能成为眷属，他们被裹挟进了秦楚相争、

楚国宫斗的无休止的纠葛中难以脱身。满腹诗才、

品行高洁却缺少政治才干的屈原，在与权贵的较

量中逐渐失利，最后被楚怀王及权贵排斥后淡出

政坛。当秦国攻破楚国首都郢城，屈原万念俱灰，

自沉于汨罗江，莫愁女则选择浪迹天涯。有论者

在谈及当前流行的红色偶像剧特征时，曾做过这

样精辟的勾勒：“在主要人物身上编制过多情感

纠葛，强化爱情戏；在人物造型上追求偶像化，

增加浪漫情调；在集体主义精神中挖掘个人英雄

主义，在传统英雄人物身上挖掘多重性格，在反

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4]

这段描述，用于电视剧《思美人》同样贴切。这

部电视剧不仅邀请了马可、张馨予等分别饰演屈

原、莫愁女等主要角色，使历史人物偶像化、青

春化，而且对于主人公的情感戏进行了大幅度强

化，使历史人物在有血有肉的立体生活场景中恢

复人的丰富面貌。中文系博士毕业的梁振华不可

能不知道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形象及其重要地位，

“香草美人”传统也是理解《离骚》思想价值的

基本常识。梁振华在剧作中强化屈原的多情感纠

葛，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与市场的潜在规约，另一

方面则是其希望借助大众媒介引导民众去了解《离

骚》的内在文化诉求。在梁振华看来，《思美人》

不是玄幻仙侠剧，而是他试图通过电视剧使观众

与历史、与屈原进行对话的一次尝试，其文化价

值在于作品以影像形式对战国时代、对巫楚文化、

对诸子百家、对屈原及《离骚》进行了一次穿越

时空的理解与复原。尽管借助了偶像明星的表演，

但他并不希望这部电视剧成为速生速朽的文化消

费品。《思美人》中在表现屈原使齐于稷下学宫

时的百家争鸣场景时，刻意使庄子、孟子、孟尝君、

屈原等聚集于此，纵论天下大势，这可以说是作

为编剧的梁振华对古代先贤以及百家争鸣时代的

遥远致敬。在资本占据主导权的现实环境下，如

何处理好电视剧中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是包

括梁振华在内的任何一个编剧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编剧常会遇到创作情怀与

制片方所要求的商业元素不能兼容的情况。当二

者发生矛盾冲突时，要编剧放弃情怀委屈求全，

实在是一桩痛苦的事情。然而，任何电视剧的创

作是基于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创作，电视剧制作

完成后还要投放于现实社会中，接受市场与观众

筛选、检验与点评。这时，编剧要适当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理解制片方的立场与其所述商业元素的

合理性，重新定位情怀与商业价值。”[5] 有研究

者忽略了这一点，只单单依据《思美人》中屈原

的情感戏便做出如下论断——“在屈原之后，历

代诗人墨客也相沿成习，往往借用男女情事来隐

喻君臣关系，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传统。

如果不了解这种特殊的创作现象，以轻率随意的

态度去强作解人，甚至为了哗众取宠，不惜歪曲

史实，凭空捏造，不但厚诬古人，也势必贻误来

者。”[6] 一方面，这位论者显然不太了解当前电

视剧生产的时代语境及剧作的制作过程，所以一

味以文学史上的作家屈原形象来要求电视剧中的

人物与之保持一致，其结果必然是编剧创作空间

的逼仄与艺术创造力的委顿；另一方面，屈原与

莫愁女的爱情在《思美人》中虽贯穿全篇，但其

并非剧作主线（主线显然是屈原“九死不悔”的

政治抱负与作为）。从具体情节看，二人的所谓“情

事”不仅巧妙应和了屈子诸多诗篇（如《山鬼》《思

美人》），而且寄托了屈原为生民请命的赤子之

心和民生情怀。因此，这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式的批评，多少是令人惊诧的。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影视剧的商业化潮

流逐渐加强，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属性日益凸显。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抗拒资本进入已经绝无可

能，市场的消费期待从根本上决定了编剧创作的

选频方向和情节营构。对于有所追求的编剧而言，

重要的不是如何抵抗资本无处不在的裹挟，而是

如何努力在资本允许的空间内承载更多的文化内

容与艺术追求。梁振华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他

很早就意识到，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两种

逻辑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腾挪空间：“将革命历

史资源纳入消费时代偶像文化的生产机制，一方

面，能够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使观众在认同娱

乐化、时尚化叙事诉求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认同

根植其中的观念形态，从而以更生动、更富时代

感的方式达到宣传教化的目的；另一方面，可凭

借大众文化与大众之间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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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过通俗化改造的‘红色’文本从庙堂走入民

间，变得更富生机和光泽、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

从而培育更多‘红色’文本的潜在读者 / 消费主

体。”[1]119

在电视剧《热血同行》中，偶像化、情感戏、

战争场景也同样鲜明地存在。这部电视剧讲述了

清末民初年间贝勒爷额尔吉·崇利明服务于清朝

政府秘密机构艳势番的经历，再现了清朝政府、

北洋军阀、革命政权、帝国列强、民间力量等众

多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过程。尽管这部电视

剧中的偶像化色彩突出，人物服饰、场景布置等

也充满视觉冲击力，但这并未影响剧作成功地塑

造出一系列个性饱满、令观众印象异常深刻的人

物形象，更未影响剧作对于中国青年在内忧外患

的环境下奋不顾身、为民爱国的牺牲精神的表现。

这部电视剧成功地将产品的市场性、资本的商业

性同主流意识形态追求的精忠爱国、勇于奉献的

时代号召完美地融合起来了。电视剧《冰与火的

青春》是梁振华编剧的一部都市时装偶像剧，其

讲述了纨绔子弟江焱遭遇家庭变故后经历工作与

感情的多次起伏，终于成功蜕变为职场精英的故

事。明星演员、都市剧情、幽默台词使这部剧作

获得了收视率的保证，但这并未损害电视剧所要

传达的年轻人永不言败、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剧作洋溢着的青春的气息与奋斗的快乐，作品的

主频传达细腻传神。质言之，梁振华在电视剧编

剧中考虑的是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化诉求

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努力兼顾文化工业产品的商

品属性与文艺创作的艺术属性。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与现实关怀意识

的编剧，梁振华的电视剧作生动地反映了其对中

国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的深入思考。梁振华在电

视剧作品中始终贴近人们普遍关注的生活现象与

热点问题，在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平视中体察时代

的变迁与人性嬗变，显示出敏锐的时代嗅觉与切

入现实生活的承担意识。梁振华在其电视剧作中

“不通过条分缕析去说教，而是将道理寓于艺术

形象之中去启迪人，使人自悟，从而获得属于自

己的‘作圣之功’。”[7] 梁振华通过电视剧表现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观念冲突，细腻地刻画

了历史转折时代先行者的勇敢与执著，并将其置

于喧嚣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对比，从而揭示出这一

转型过程中的大众心理、文化惯性与社会前行之

间的复杂张力。我们有理由期待，不久的将来，

梁振华可以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电视剧作品，为

时代添彩，为社会进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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