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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评论 
 

《平凡的世界》： 
 

重新呼唤硬现实主义 
 

青年作家、评论家   毛尖  
 

  一 
  《平凡的世界》全国热播，最近的话题都是路遥。一部电视剧和它的原著受到上上下下方方

面面的热烈关注，这种现象很激动人心，很八十年代，那时候，全国人民都是文艺青年。而《平

凡的世界》在出版后差不多 30 年，凭什么能再度激发出辽阔的社会效应，这本身就应该是一个

时代课题。它首先说明了，老百姓又向现实主义发出呼唤，或者说，无论是读者还是观众，又在

呼唤与时代议题能短兵相接的现实主义。 
  当年，《平凡的世界》出来时，正好是先锋派现代派流行的时候，路遥的现实主义写作因为

和流行的有点西式的写法不太合拍，被贬得比较厉害。但是，经过这些年潜意识叙事的轰炸（在

电视剧领域，就是给主人公加上各种欲望），普通读者和观众多少对此类无限“走欲”的叙事厌

烦了。这些年成功的几个影视剧，比如《潜伏》，都是通过有效地克制私人情欲赢得观众大拇指。 
  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案头工作堪比博士论文，有些努力也显示为失败，但即便如此，不

可否认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作品，在所有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中，也是一个大作品。 
  二 
  说它是一个大作品，这不是从体量上讲（很多 100 集的电视剧也是小作品），而是说它触及

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是真问题是热问题，我将之称为一种“硬现实主义”。这种硬现实主义的表现，

在电视剧中，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和国家路线政策被强有力地捆绑在一起，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息

息相关，它区别于今天影视剧中的那些软性生活，好像个人都是个体，咀嚼的也是小烦小恼。 
  30 年前，路遥的读者主要在二三四线城市，但今天网络数据表明，路遥的读者、《平凡的世

界》的观众，已经漫山遍野。个中原因，有社会人口的变迁，但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由衷地喜

欢此剧，也是因为在这部电视剧中，重申了最质朴的生活原理。 
  我特别喜欢电视剧和小说中表现感情的方式，和现在的韩剧、偶像剧明显区隔开来。比如田

润叶和少安分开了，要按照偶像剧的标准，两个人以后都找不到真爱了，但是在小说和电视剧中，

田润叶后来和李向前在一起很幸福，少安和秀莲在一起甚至感受到一种更深层的爱情，这种东西

蛮美好的。在这个作品里，生活对于他们有一种包扎性，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而偶像

剧不对年轻人提供这种滋养，失去爱情就得万念俱灰。 
  在这个意义上，《平凡的世界》用一种“平凡”的人生哲理对当下的“罗曼蒂克”包括各种

“小清新”是一种治愈。所以，我不喜欢用励志剧来看待这部电视剧。 
  三 
  我不想用励志剧来看待此剧，也是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用英雄主义色彩来渲染孙少安。

原著小说中，少平是主线，一个普通人的视角，电视剧中少安上升成为主线，这就让整部作品变

得有点像英雄剧。 
  不过，从剧组的角度看，我也不想完全否定这样的一种设置。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视剧

生态和文艺生态，用上世纪 80 年代的方式去还原原著我们没有这个人文生态条件。所以，作为

一种文化斡旋，电视剧采用了一种“好看”的方式来表现人物关系。电视剧中少安收到润叶的情

书，他一口把它吃下去了，虽然情节设计得很好，但过于都市化的表现手法不像一个上世纪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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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农民的举动。还有，电视剧中对田福军形象也是有改动的，虚构了一些情节，原著中那个非

常赤诚的社会主义干部的形象中多了些官场政治元素。 
  孙少安的爱情表达和田福军的世故表现，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当代妥协。因为在今天，如何讲

述崇高，是一个难题。但是，这个电视剧特别宝贵的地方是，它开出了例子，开出了在今天重新

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处理一线议题的例子。 
  电视剧生态并不理想的今天，这些话可能嫌大。上海制造的这部《平凡的世界》，虽然也算

不上范本，但至少，它非常真诚地面对了这部电视剧的原著，在影像现实主义层面，最大程度地

去试图接近那个时代的热血气质。跟现代主义强调“私话语”不同，这部电视剧重申了公德、良

善和劳动，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