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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是路阳，拍得太有电
影质感了。”

开播以来，《风起陇西》最
受赞誉的莫过于电影级别的画
面质感与精良制作。

《风起陇西》的创作团队几
乎清一色地来自电影创作班
底。导演路阳和摄影韩淇名曾
合作电影《绣春刀》和《刺杀小
说家》，二人展现了不俗的镜头
掌控力、想象力和画面审美。
美术指导韩忠的代表作则有
《我不是潘金莲》《罗曼蒂克消
亡史》，还凭借《大军师司马懿
之军师联盟》获得过白玉兰最
佳美术奖。

“‘雄浑’就是我们美学方
向的关键词。”韩忠曾说道。在
这种审美基调下，内敛沉郁的
画面色彩和简约质朴又不简单
的服化道，成为《风起陇西》的
视觉特色，剧中灰绿的色调、自
然的光效、实景旷野与树林、古
朴质感的建筑，与“刀尖舔血”
的谍战剧情相得益彰。

路阳表示，在光线上，自己
和团队是有些野心的，希望能
用丰富的手段，来烘托人物所
处的气氛，从而塑造人物。“我
觉得，光影对人物的塑造是极
其重要的。（视觉上）我们肯定
是想给观众提供一些另外的选
择，包括运用光线的反差去强
化人物的情绪。即使在暗部，
我们也保留了足够的细节，别
说表演了，即使是衣服的褶皱

和木头的纹理，其实都是能看
得很清晰的。”

剧中对于追逐打斗戏份的
展现也很到位——用镜头强烈
的运动感烘托出了紧张氛围，
再配合以凌厉、冷峻的武打动
作呈现出残酷的肃杀感。“拍摄
古装戏非常辛苦，我们的演员
们同样不容易。我记得当时在
象山正是最热的时候，再加上
打光灯照，棚内的温度时常超
过40摄氏度，演员们全靠强大
的意志力坚持下来。而且我们
这部戏要求男演员们都必须有
胡子，大家大汗淋漓的情况下，
胡子很容易开，就需要不断地
补妆。100 天的拍摄结束，很
多演员都肉眼可见地瘦了”。
路阳感慨道。

原著作者马伯庸也特意发
文点赞了剧版《风起陇西》：“路
阳导演拍出了我心目中那种肃
杀、压迫而略带忧郁的谍战气
质 ”。

被夸有道理：
制作精良，审美走雄浑路线

近日，由路阳执导，陈坤、白宇、聂远、常远、杨颖、孙怡等人主演
的古装谍战剧《风起陇西》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同步播出 。

该剧根据马伯庸于2006年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在烽火
四起、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两个“小人物”——陈恭（陈坤饰）与荀诩
（白宇饰）在惊心动魄的谍战中爆发出各自光辉，于历史之外谱写出一
段小人物传奇的故事。

带着台前幕后的超豪华阵容和重磅原著而来，《风起陇西》的播出
备受观众期待。然而尴尬的是，甫一开播，《风起陇西》就以“击穿地
板”的低收视率而登上热搜——根据酷云EYE52城电视直播实时数
据显示，《风起陇西》的首播收视率仅有0.6177%，不久之后更是跌到
了0.29%。

开局不利，一波三折的高潮剧情和大结局的到来，也未能挽救《风
起陇西》收视率的整体颓势。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尽管收视平平，
《风起陇西》仍赢得了不错的口碑——7.7的豆瓣开分赢过当下市场
上的绝大多数电视剧，后续更小幅上升至7.8。口碑收视缘何分裂？
《风起陇西》到底好不好看？就此，有观众表示要想看懂《风起陇西》
需要掌握观剧指南：“抛开三国，只看谍战，还需打起十二分精神”。

但凡涉及真实历史题材
的电视剧，往往都会引起“真
实与虚构”的考据之争。尽管
再三声明只是“以三国为背景
讲述虚拟故事”，《风起陇西》
播出后仍然陷入了“魔改历
史”的争议，“戏说部分太多”

“矮化诸葛亮”“将街亭之失归
结于指挥不力和情报失误太
荒谬”等指责不断，不少历史
迷纷纷表示“接受无能，告辞”

“不太聪明的样子，这还是我
认知当中的那个诸葛亮吗？”

这让剧方颇有几分无奈，
事实上，《风起陇西》原著本身
便是对三国历史的一次二度
创作。作者马伯庸曾表示，
《风起陇西》是一部“借用了三
国历史的架空小说”，不仅主
角人物，连故事中频频被提及
的情报机构司闻曹、军正司等
都是虚构内容。

而在剧方主创看来，这种
虚构几乎是一种必然。路阳
表示：“史书通常记载的是那
些最重要的时刻和事件，很多
小人物被湮没了，我们很难通
过史书读到某朝某代最底层
的小人物故事。但我们可以
去创作，可以去合理地虚构，

在历史的缝隙里寻找这种不
影响大的、真实的历史逻辑的
故事和人物。”

另外，电视剧一开局，众
多乱世角色走马灯般上线、快
速而碎片化的剧情节奏，也被
频繁诟病“打起十二分精神，
一不小心就会跟不上剧情看
不懂了”。

剧方似乎也对此心知肚
明，因而在每集故事末尾设置
了小剧场“陇西独家情报处”，
请在剧中饰演孙令的开心麻
花演员常远作为说书人，用风
趣幽默的语言风格对每一集
的剧情进行梳理总结，以方便
观众理解。

“不文不白”“分裂感严
重”的台词也成为观众吐槽
《风起陇西》的重灾区：在佶屈
聱牙的文言文之外，剧中又时
常有诸如“出外勤”“案情分析
会”“你不要再搞我了”等语句
乱入，被网友调侃为“现代社
畜专用”“闭上眼睛光听对白，
还 以 为 在 看 一 部 现 代 悬 疑
剧”。

就此，路阳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解释道，原著就是很轻快
的、口语化的笔触，之所以如

此处理，是希望从语言风格上
和观众拉近距离，“让观众感
受到这个人物的情趣”。

然而，事与愿违，观众不
适感仍难消弭：“看着古装，听
着现代话，还是很奇怪”“风格
不统一，真的很跳戏”。因此，
有网友好心劝告还没“入坑”
的观众：“不要当成历史正剧
看，只当是一个‘借了三国皮’
的谍战剧，质量就还不错。当
成历史剧看，难免会觉得‘这
什么玩意儿’。”

《风起陇西》口碑过关、收视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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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马伯庸的代表作之一，
《风起陇西》是不少书迷心中的
“古代间谍文启蒙之作”。全书以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为开端拉开
了三国时期的“谍战”大幕，但曹
操、刘备、诸葛亮等历史上鼎鼎大
名的真实人物都沦为背景，真正
的主角是两个名不见经传、“身为
棋子，但有勇者之心”的情报机构
虚拟角色——小人物陈恭和荀诩。

电视剧版《风起洛阳》播出
后，导演路阳在创作自述文中透
露，自己很早就看了小说原著，正
是书中的“小人物视角”激发了自
己的创作激情：“一直以来，我都
非常喜欢三国时期的历史，小时
候看历史，更多看的是精彩纷呈
的故事，长大之后才懂得，历史是
关于人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故
事。2014年我有幸拜读了这本小
说，当时就被故事中所书写的大
时代下的小人物所吸引，在英雄
辈出的年代里，正是这样一群籍
籍无名的小间谍们，在风起云涌
的历史中展现了他们的光辉。”

在路阳看来，三国题材家喻户
晓，但过往的剧集往往聚焦于诸
如刘关张、诸葛亮、曹操、司马懿
等时代大人物身上，难免陷入重
复，因而“还是希望找到一些新
的、最适合讲这个故事的方法，并
表达新的对人物的理解。”

最终，《风起陇西》选择将“三
国”和“谍战”两种元素相嫁接，这
种并不常见的叙事方式，也让《风
起陇西》被称为“古装版《无间
道》”“三国版《风声》”。

如何讲好古装谍战故事？路
阳坦言：“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故
事，最重要的还是人物。我们到
底为什么被这样的故事吸引？一
定不是因为它是谍战题材或者三
国题材，一定是这个时代里面的
人物本身有很强大的生命力，能
够牢牢地抓住我们，让我们想去

讲述这些人物，传递我们对这样
的人物的一种情感。”

事实上，作为一部“双男主”
剧，《风起陇西》中陈恭和荀诩在烽
火连烟的乱世中，义字当头、互相
扶助的兄弟情也感动了不少观
众。对于二者的人物关系，路阳给
出了自己的理解：“他们两个人是
互补的，合在一起是一个圆形，是
一个阴阳的搭配。陈恭像是间谍
故事里该有的一个智慧的、随时应
对险境的英雄的间谍；荀诩看起来
更像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没有英雄
光环的普通人，但只有两个人合在
一起才能把这
个故事讲好。”

挨骂不委屈：
历史魔改多，台词玩穿越

剧中人物如走马灯般登场

故事有意思：
三国搭配谍战，聚焦小人物

金红棉获奖作品《一路象北》导演康成业：

要长在大家的关注点上

除此之外，康成业在创作理念上也有着自己的思
考：“我现在跟别人沟通项目的时候，不太倾向于去说
这是一个纪录片，我叫它纪实剧。我觉得纪录片也是
一个用真实题材呈现出来的剧集，它和我们看到的电
视剧、网剧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我在用真实的素材去
做创作。这时候，当你第一时间相信这个事是真实的，
它给你带来的感动程度，一定会大于一开始就知道是
假设故事而产生的感动程度。”

纪录片是要去拍不为众人所知的事物，还是做大
家都关注的议题？康成业选择后者，“我觉得这没有对
错之分，只是两种不同的倾向”，因此他关注疫情、关
注象群北迁，关注“时代焦虑点”。

他坦言：“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愿意看纪录片？是因
为你没有解决大家的需求。举个例子，《生门》这个片子
为什么那么火，因为它聚焦的是大家关注的生育焦虑问
题。当我们的内容长在大家的关注点上，或者说是在寻
找某一个大家都想探求的答案的时候，这样的内容我觉
得会有人愿意看的。”

纪录片
今年 4 月，第十九届中国（广

州）国际纪录片节揭晓了金红棉优秀纪
录片名单。其中，呈现云南野生象群北

迁故事的纪录短片《一路象北》获评本届金
红棉“中国故事优秀纪录短片”。这是导演康
成业第二次荣获该奖项，上一届的获奖作品
叫《冬去春归》，记录了疫情背景下众多普通
人的故事。

在康成业看来，纪录片要“长在大家的关
注点上”，要“寻找某一个大家都想探求的答
案”；纪录片是用真实素材创作出来的剧集，
所带来的感动程度更高；当下流行的网感、短
视频式的快节奏等等创作技巧，能让一部纪
录片锦上添花……近日，羊城晚报记者独家
对话导演康成业，听他讲述《一路象北》创作
幕后故事以及从业心路历程。

2021年 8月 8日，云南野生亚
洲象群“短鼻家族”跨越元江，平安
回归栖息地。这场历时 17 个月、
辗转1300多公里的“北上南归”之
旅曾引发全世界的“围观”，很多人
至今都还记得那张最出圈的“大象
睡觉”照片：象群集体安逸“躺
平”，大象将小象围在中间，它们嘴
角上扬仿佛在微笑。

康成业最初关注到象群北迁
事件就是因为这张照片，随着媒

体报道和网友讨论的热度越来越
高，他也开始好奇：象群为什么北
迁？“这吸引了我们去探索和发
现。只有站在真相旁边，才能发
现真相，我们做纪录片就是想抵
达第一现场。”短暂讨论过之后，
十几个人组成的摄制团队随即出
发。

但当到达象群彼时所在的云
南玉溪后，康成业发现，人多了会
干扰象群，需要和象群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可能无法拍到极致的
象群活动画面，但在精彩和善意面
前，我们选择后者。也因此，我们
看到了围绕在象群周围的生动的
人，借由‘人象关系’讲述中国人相
处之道的主题，才逐渐在脑海形
成。”康成业说，该片在申报金红棉
优秀纪录片时使用的名字叫《陪在
你身边》（《Lay by your side》），

“这个名字或许更能表达出我们想
探究的内容”。

文/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王
莉

实
习
生

郭
怡
慧

借“人象关系”讲述中国人相处之道A

“追大象”的一家三代令人感动B
“有网友说，是不是没有保护

好西双版纳的雨林，大象才会出
走？”带着同样的疑问，康成业带着
一组人马前往了“短鼻家族”的家
乡——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

在那里，他得到了否定的答
案：“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恰恰是保
护工作做得非常好，野生亚洲象从

100头增加到了 400多头，同时因
为雨林保护得好，植被更加茂密，
这都使得亚洲象的活动空间变小
了，大象是需要相对开阔的活动空
间的，所以自然会扩散出走。”

西双版纳之行让康成业印象最
深刻，是一位在保护区工作的护林
员。他至今仍被深深打动着：“他从

小和大象一起长大，是一个‘追大象
的人’，他父亲也是‘追大象的人’，
他的儿子未来也想成为一名‘追大
象的人’。当地有很多这样的家庭，
两三代人都在从事大象保护工作，
那里的人和象相处的时候，所透露
出来的和谐感，没有物种与物种之
间的俯视，是一种很微妙的平衡。”

用网感包装纪录片可以拉近距离C
《一路象北》还有一个为人津

津乐道的话题——本片的另一位
导演是无穷小亮。无穷小亮本名
张辰亮，是一名在短视频平台颇具
影响力的科普达人。康成业说，无
穷小亮的加入堪称点睛之笔：“他
本身是科普作者，又是《中国国家

地理》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可以帮
助我们完善内容。另外，他也让这
个内容更有互联网的感觉。”

在康成业看来，做纪录片要考
虑内容的深度和艺术性，就有可能
会缺失一部分大众传播性，进而与
大众产生距离感。“《一路象北》我

们就做得相对更具网感一些，更像
现在流行的短视频的节奏，这也是
我们的一次尝试。一开始我们并
不觉得会成功，但这次获得了金红
棉奖的认可，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也
是前辈们对于我们探索这种风格
的一个认可和鼓励。”

纪录片是用真实素材创作的剧集D

剧中动作戏不含糊

康成业

《风起陇西》剧照

画面低调沉郁

《一路象北》剧照

荀诩（白宇 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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