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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视据典从览

尸杨洪涛

在中国电视剧的家族谱系中 , 少数民族题材电

视剧以其独特的民族性格 、新异的文化形态 、瑰丽

的自然景观 、别样的生存状态和迥然的民情风俗 ,

成为颇具审美价值和多元创作维度的类型 。新世纪

以来 ,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有了很大的发展 , 在叙

事视角 、表现方式 、人物设置 、主题挖掘等方面 , 都

有新的突破和亮点 。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整

体构成中 , 其历史遗存 、现实境遇和文化走向 ,都曾

出现令人堪忧之势 。而借助电视剧的艺术形式 , 为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鼓与呼 , 向其宗族历史和

生命轨迹行礼致敬 , 为即将失落的文明寻找现代社

会的生存方式 , 是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从艺术

创作来讲 , 少数民族文化异彩纷呈 , 每个民族都有

其特定的族群历史 、生活环境 、宗教图腾和特殊的

人文情环 。少数民族的文学 、音乐 、舞蹈 、绘画 、戏

剧 、民间故事 、天文历法等 , 为丰富和繁荣电视艺

术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与艺术灵感 , 也为日

趋模式化 、同质化的电视剧创作拓展了新的视野 。

从产业发展来讲 ,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对其历史人

物 、民间传说 、神话故事等素材的挖掘 , 为以汉族观

众为绝大多数的收视人群带来了新奇 、陌生 、神秘

和有趣的审美体验 , 为提高收视份额 、获得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拓宽了渠道 。新世纪以来 , 中

国电视剧的类型建构日趋成熟 , 在这样的语境下探

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和发展 , 对于整个中

国电视剧的生态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

一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概念界定及其分类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 , 依笔者见 , 是指以少数

民族的文化底色 、民族性格 、价值观念 、生存方式 、

审美取向为逻辑起点 , 在内容上反映少数民族地

区的族群历史 、生存状态 、人物命运和情感诉求

在视听语言上体现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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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题材 匕视剧人体可分为两类

、少数民族厉史题材和革命厉史题材剧

少数民族历史题材剧是指 以少数民族聚居地

为背 墩 , 采用历史典实 。̀艺术虚构相结合的 乒

法 , 反映 一定时期内少数民族同胞的族群历史 、 '二

存状态 、人物命运和情感诉求 如 年的 《成

'、思汗 》 , 讲述 ' 纪末至 世纪 二'日日一, 成

, 厂̀思洲二统 一蒙 占一齐部 , 征战 各地 、建 认帝囚的故
书 , 较为真实 、 齐̀观地表现 了成吉思汗雄才人略的

·̀ 年的 《东归英雄传 》 , 讲述的是 世纪

后期 , 蒙̀ , 族̀ 卜尔心特部族首领 压巴锡带领族人

反 亢俄卜沙 ',冬 力经艰险 , 行程力里 , 卜, 尤辛土泽的

·熟 年的 《奢吞夫人 》 , 讲述了明初传奇 女

— 含香人人价摄政贵州宜慰使期问 , 以弃智果

实还原 , 对腐朽没落的政教合 一体制必然衰 丁̀的

深刻揭示 , 极大地拓展 了同类题材 茶 “乡古道 》、

《康定情歌 》、 《尘埃落定 》等 以村寨为背景 、讲述

吐司或马帮头领故 事的表现空间 , 填补 '涉藏题

材电视剧在创作 卜的空自 , 彰显出藏文化的独特

魅力 。其强烈的视听震撼力 , 有助 飞观众全而 、深

刻地 认识这片神秘 美丽的 , 域高原 。这些作品

多足以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为素材 , 采用 “大事不

虚 、小事不拘 ”的艺术手法 , 为观众呈现出了独具

魅力的少数民族历 史和 文化 。

历史题材剧在整个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中所占

比重不是城多的 ,但却最具魅力和看点 。泉因在于

纵 未的年代历史呈现 , 既为创作者带来无限的想象

空间与较 人的创作自山度 , 同时也给受众带来陌生

化 、新奇化的审美愉悦 。

而少数民族革命历史题材剧在表现年代土 , 特

一旨民 主义革命时期 。如 年 内 《格达活佛 》,

讲述 了藏传佛教爱国高僧格达活佛短暂而光辉的

一生 。格达活佛 岁被确定为转世灵童 , 在百利寺
坐床 在拉萨折蚌寺潜心修佛 。他 子二张西藏和平解

放 , 勇敢地 与西藏反动噶厦政府作牛争 , 最终被反

动势力杀古 。 年的 《冰山 卜的来客 》, 在翻拍经

性故

视剧电︽风云木府︾剧照

敢的政治眼光 、小识过人的战略决断 、聪慧机敏的

处书方 忆、大人毛豪迈的民族情 环 , 化解部族矛后 ,

才全占带领各林族部落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

年的 《木府风石 》 , 讲述 了石南纳西族历史 几著名

的木府 几司家族的恩怨情仇 。故 卞以侍女阿勒邱

实施复仇 划为 毛线 , 描 ” ' 夕可勒邱 。̀木增的情

感纠 葛 、 。̀老人人及其术府 司两兄弟等人的争

户卜 并最终以木增继位 司 、阿勒邱成为土司夫人

的完美结局落幕 。 年的 《西藏秘密 》 , 是首部描

写 告纪 至 年代术西藏风云和社会历史变迁

的 史诗巨制 。它 以藏 人说藏 事的方式 , 在近 年

的 史跨度 ` , , 深度揭秘西藏独具特 色的风上人

情 、政教体伟 、产仁活习俗以及农奴的悲惨境遇和许

多鲜 为 人知 的传奇 故书 。该剧 以对那段 历史的真

口 电视剧 定情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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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长白山下我的家 照

典电影的基础上 , 丰富和扩充了电视剧的内容 。故

事以解放军入疆为背景 , 以阿米尔和真假古兰丹姆

的情感纠葛为主线 , 讲述了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残

余势力 、新疆地方贵族势力作斗争并最终解放新疆

的故事 。 年的 《草原春来早 》, 则是以乌兰夫同

志的革命生涯为主线 , 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内蒙古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 年的 《金凤

花开 , 以白族姑娘金凤和解放军连长张东海的工

作与情感历程为脉络 , 讲述 了少数民族同胞对党的

民族政策从误解 、了解到理解 ,进而帮助 、支持解放

军的过程 。

少数民族革命历史题材剧在整个少数民族题材

电视剧创作中所 占比例最大 。原因在于 一是革命

历史题材与少数民族题材的融合 , 对于宣传党的民

族政策 、促进民族团结 、凝聚中华民族的整体意志 ,

发挥着重要作用 , 符合现实需要 。二是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 ,恰是中国社会复杂多变的时期 。战争 、谍

战 、阴谋 、爱情 、乱世……这些符号为制造强烈的戏

剧冲突 , 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 。三是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距离今天 , 已有几十年的时间积淀 , 因而

在创作上能够透过历史 、观照现实 , 受众也更容易

接受 。

、少数民族现实题材剧

这类作品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背景 , 反映少数

民族同胞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族群历史 、生存

状态 、人物命运和情感诉求 。如 年的 《静静的

艾敏河 》, 讲述了上世纪 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 , 内蒙古牧民抚养 上海孤儿的善举 , 是一部

讴歌民族团结和人性力量的赞歌 。 年的 《新疆

姑娘 》, 讲述了维吾尔族青年在走出民族聚居地 、融

入大都市乃至跨越国门时所面临的生存困惑和现实

焦虑 。故事以北京某大学教授阿不都拉夫妇的 个

女儿为主角 , 表现了她们在面对不同人生际遇和情

感历程时的心路历程 , 以现实主义笔触 , 直面民族 、

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惑 , 并尝试解答关于民族性与

世界性这一更高层次的命题 。 年的 《木卡姆往

事 》, 讲述了木卡姆艺人阿不都拉和女儿女婿一家

人为保护濒临失传的古老的木卡姆艺术而饱经沧桑

的故事 。作品从解放前一直讲到 “文革 ”结束 , 用跨

越 年的光阴 , 向保护文化遗产的木卡姆传人致

敬 。 年的 《胡杨女人 》, 通过蒙古族女子斯琴所

遭遇的亲人逝去 、爱人背叛等一系列变故 , 表现了

蒙古族女性坚韧 、豁达 、从容 、乐观的性格特征和令

人思考的人生命题 。 年的 《长白山下我的家 》,

以长白山地区朝鲜族李氏和金氏两家四代人 、跨越

余年的生命历程为主线 ,谱写了一曲温婉 、质朴 、

励志的民族赞歌 。

由于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 , 面临着敏感而复

杂的民族 、宗教 、法律 、法规等政策问题 , 因而在创

作上受到一定局限 此外 , 今天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 ,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同化 , 少数

民族文化的原真性和原生态已发生部分改变 , 其生

存状态 、民俗民风和服装服饰等所呈现出来的鲜明

的民族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减弱 。当然 ,对少

数民族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精神困惑和生

存境遇缺乏深刻认识 , 也使作品难以客观 、真实地

反映少数民族同胞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状态 。这一

切导致现实题材电视剧在整个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

中所占比重最小 。

门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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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特点 、夕 于切尸

门︸

、在主题上 , 着力表现少数民族内部及各民族

之间的文化冲突 、交流与触合

每个民族的文化 , 都是该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时所形成的宇宙观 、人生

观和价值观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千差万别 , 有相

近的习俗 , 更有迥异的价值观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

剧在创作 的重要一点 , 就是要表现少数民族内

部 、民族之间以及与汉民族由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

戏剧冲突 。在 《冰山上的来客 》一剧中 , 塔吉克族同

胞对于 “汉人 ”心存芥蒂 , 通过解放军入疆部队大量

而细致的工作 , 最终化解了塔吉克族群众心中的疑

虑 , 实现了新疆的完全解放 。在 《奢香夫人 》中 , 明

皇帝朱元璋派往西南的钦差马烨 , 以大汉族主义的

态度对待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同胞 , 使彝族内

部对 “汉人 ”产生 了排斥隔阂 。可以说 , 民族矛盾 、

部落纷争成为该剧制造戏剧冲突的主要诱因 。《木

府风云 》不仅讲述了纳西族与其他民族和部落之间

的历史恩怨与情感纠葛 , 更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以木

增为代表的木府上司学习孔孟文化 , 将道教 、禅宗 、

医术 、律法等各种学术典籍以及各民族的文化习俗

引入丽江 , 使丽江成为各民族文化的汇聚之地 , 在

保障边疆长治久安 , 促进各民族同胞文化交流 、消

除隔阂与误解 、和睦相处 、彼此尊重 、相互学习 , 倡

导各族同胞亲如兄弟等方面 , 做出了不可磨火的贡

献 , 极大地彰显出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 。

应该说 , 表现民族之间因文化 、民族差异所产

生的矛盾冲突 、情感纠葛 , 是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

电视剧在主题表现上的重点 。

、在叙事上 , 采取多种戏剧类型和元素的复合表述

新世纪以来 ,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内容

和表现方式更加丰富 , 在类型呈现上也突破了惯常

的家族戏和 “红色剧 ”的案臼 , 巧妙地将涉案 、谍战 、

武侠 、家庭伦理甚至宫斗等元素融入创作当中 , 呈

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 。在 《冰山上的来客 》里 , 围绕

着甄别真假古兰丹姆 、间谍头目 “真神 ”等展开叙

事 , 充满悬念感和紧张度 , 颇有谍战 、悬疑剧之风 。

《木府风云 》更是混搭兼容了悬疑 、武侠 、伦理 、宫斗

等诸多元素 。边疆叛匪与木府军队的较量 , 不乏武

电视剧 凤花开卿照

侠剧的气质 老夫人 、阿勒邱 、阿月拉等人的后宅之

争 , 不失伦理剧 、宫斗戏的意味 金矿大总管木罗

的真假之辨 、木府禁卫军 “暗袅 ”部队的神出鬼没 ,

更是具备悬疑剧的味道 。《长白山下我的家 》被称为

“金达莱 ”文化的代表作 。长达 年的跨度 , 使该剧

颇具家族戏的气质 。而围绕着朴顺玉的祖父 、外祖

父两家以及小姨金贞淑等人物展开的情节铺陈 , 似

有家庭伦理剧之感 。可以说 ,新世纪以来 ,少数民族

题材电视剧更加注重对于多种类型与元素的杂揉混

搭 , 令剧作更具看点 , 更符合电视剧产业发展的要

求 。同时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叙事层面上 ,更加

注重在历史纵深感土的呈现和家族 、民族 、族群 “三

位一体 ”的宏大表述 。

、在视听语言上 , 着力呈现少数民族的风景 、

风俗和风情

少数民族的习俗风情本身 , 就是 “有意味的形

式 ”。电视剧对于自然风物的呈现 , 为作品的精神

气质和文化意蕴完成了诗意提升 。沿袭久远的传统

原生态文化 , 造就了少数民族地区意味隽永 、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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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解读民族性格 、提炼民族精神 、彰显民族文化的

重要功能 。如 在 《东归英雄传 》和 《成吉思汗 》中 ,

都有祭拜蒙古族图腾 “长生天 ”的仪式 , 它为剧情注

入了某种神秘的超 自然力量 。仪式不仅能够让人在

视听层面感知少数民族的文化脉络 , 更能够观照到

少数民族文化底蕴中的精神气质与历史遗存 。

风韵 、雄浑奇峻的人文景观 , 以及神秘而独特的宗

教仪式和民间习俗 。特别是动听的音乐和优美的舞

蹈 , 使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视听语言的呈现上 ,

具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康定情歌 》中雄伟的雪

山 、澄明的湖泊 、茂密的森林 、辽远的天际 , 把 “情 ”

与 “歌 ”的审美意蕴和镜头语言融为一体 , 而剧中具

有康巴音乐调性的抒情旋律与视觉语言相得益彰 ,

共同奏响了情深意切的音画史诗 。《茶马古道 》将玉

龙雪山 、藏北草原 、大理古城 、布达拉宫等自然与

人文景观 , 有机地融入叙事当中 。《胡杨女人 》中挺

拔的胡杨树 、广裹的草原 、绵延的沙漠给人心旷神

怡 、纵横驰骋的浪漫情怀 。剧中自然景观的呈现 ,暗

合了草原文化豪迈 、旷达的人文意趣 。《长白山下我

的家 》中巍峨的长白山 、秀美的海兰江 、茂密的黑松

林 , 象征着朝鲜族同胞勤劳勇敢 、坚毅善良的民族

性格 , 而充满诗意的朝鲜族歌舞 , 更是为整部戏灌

注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

风俗习惯 、认知方式 、价值取向上的民族特色 ,

是维系少数民族内部社会体系 、道德规范和宗族意

识的重要纽带 。对于少数民族风俗的描摹 , 是电视

剧艺术满足观众陌生化审美体验的重要手段 。如

《胡杨女人 》中的那达慕大会 《奢香夫人 》里的 “折

箭为誓 ” 《木府风云 》中的 “殉情谷 ” 《长白山下我

的家 》里的 “打年糕 ”等 。仪式是唤起一个民族的集

体记忆 、塑造民族价值理念 、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

要方式 。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中 , 仪式往往承担

三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创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注重对少数 民族文化根 蔽和文化精饭 的深

度挖掘

别林斯基认为 “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秘密 , 不

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 ,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

方式 。要想忠实地描写任何一个社会 , 首先必须了

解它的本质和特征 。要做到这一点 , 就必须从事实

上认识 , 并从哲理上评价那个社会所赖以运行的全

部法则 。”①在未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 ,

首先 , 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其文化形成的地域特征 、

遗传基因和民俗积淀 , 突破对少数民族服装服饰 、

风光习俗的旅游式展演 , 突破对其民风民俗 、宗教

信仰 、图腾崇拜的猎奇般窥视 , 更要突破对少数民

族文化或神秘化或妖魔化的表达方式 。其次 , 要注

重人性挖掘 , 跳出汉文化的思维定势 , 扭转 目前少

数民族电视剧创作中扁平化的角色设置 如勇士多

被描绘成孔武有力但头脑简单的 “大块头 ” , 扭转

对少数民族各部落之间恩怨情仇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认识不足 、化解矛盾的方式草率而简单的问题 。如

在 《奢香夫人 》一剧中 , 奢香夫人很轻易地就化解了

老望土司部落和刘淑贞土司部落的水源之争 , 而解

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按照单双日轮流取水 。人们不禁

要问 , 这样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 , 两个部落首领居

然想不到 是低估了彝族首领的智慧 , 还是高估了

奢香夫人的能力 剧中这种浅层次的文化读解 , 很

难触及到少数民族的精神实质和文化信仰 。一些剧

作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观照 , 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

在对自然风物 、服装服饰 、民族仪式 、生活起居的表

层描摩上 , 而在面对少数民族的自身性格 、精神气

质 、文化根源和人性呈现时 ,或诚意不足 ,或不甚了

了 , 或表达乏力 。再次 , 在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历

史书写的同时 , 须注入现代精神和开放思维 。关注

少数民族同胞在进入现代社会时所面临的矛盾 、困

视电剧︽奢香夫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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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焦虑和期许 , 把对其生存愿景和民族未来作为

观照对象 。在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批判与继承

的同时 , 还应以敬畏和尊重的态度 , 追问少数民族

的文化走向 , 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 , 让作品更加

深邃隽永 、引发思考 。此外 ,还要接近并深入民族心

态和族群性格的古老缘起中 , 以具有人文关怀和以

诚相待的生命哲学来表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

丰富性 、复杂性和独特性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

创作 , 要以真善美这一人类通约的价值理念 , 与少

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进行沟通 、理解 , 形成共识 ,思考

如何在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同时 ,

与现代文明和中华整体文化格局和谐共融 。

、注重创作类型和表现元紊的多元化

在 年的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中 , 创作

类型和元素的混搭兼容成为亮点 。黑格尔认为 “每

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 , 各有特殊

环境 , 依存于特殊的历史 、观念和 目的 ”。②民间故

事 、神话传说 、宗教图腾和神秘预言 , 为少数民族电

视剧探索新的主题 、情节和人物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

以云南一省为例 , 就有彝族 、哈尼族 、纳西族等几十

个少数民族聚居 , 每个民族都有着丰富而有趣的民

间故事和节日庆典 。彝族有严冬的 “星回节 ”和盛夏

的 “火把节 ”, 有神话故事 《阿诗玛 》 普米族有创世

神话 《吉赛米 》和英雄传说 《冲格萨 ·甲布 》 纳西族

有长篇史诗 《创世纪 》等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为电

视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像阿昌族的 《遮帕麻和

遮米麻 》③就讲述了宇宙混沌的远古时期 , 天公遮帕

麻和天母遮米麻生下的葫芦籽播种后 , 结出一个个

硕大的葫芦 ,葫芦里出来的九兄弟变成九姓九族 , 人

类从此诞生 。后来 , 灾难重生 , 九兄弟补天修地 、战

胜妖魔腊旬 , 护佑人类平安幸福的生活 ……这些充

满奇幻色彩和史诗意味的故事 , 为拓展少数民族电

视剧的类型和表现元素 , 提供了有力的内容支持 。

、进一步提升少欺民族文化视听呈现的申关

空间

对颇具陌生化审美体验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

进行深度编码 , 并赋予时代特点 , 是电视剧创作的

现实需要 , 能够满足观众的新奇感和陌生感心理 。

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显性表达 , 服装服饰是地域特

征 、气候条件 、生态文明的体现 , 是一方水土和一方

人的审美符码 。音乐歌舞 、风情风俗在审美意象上 ,

赋予视听语言以极大的表现空间 。对于少数民族来

说 , 无论是探亲访友 、节日聚会 、打猎放牧 ,还是田

间劳作 、谈情说爱 、婚丧嫁娶甚至调解纠纷 ,歌与舞

都承担着重要功能 。《冰山上的来客 》中有辽远的帕

米尔高原和令人神往的天山山脉 , 也有塔吉克风情

和伊斯兰音乐曲调的展示 。《木卡姆往事 》中时而激

越 、时而悠扬的木卡姆音乐成为参与叙事 、表达情

绪 、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 。《木府风云 》中雄伟的玉

龙雪山 、富丽的木府官邸 、繁华的四方街等 ,都尽显

纳西民族独有的文化韵味 , 而取材于纳西族原生态

音乐的主题歌 , 更有着触及灵魂的艺术张力 。从电

视剧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 , 视听层面的感官愉悦 ,

有助于提升收视份额 , 也为后期产品 , 如音像制品

的开发拓展了空间 。而服装服饰 、风情习俗的完美

表现 , 还为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链的整合 如旅

游产业 创造了机会 。

结语

新世纪以来 ,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以其浓厚的

人文情怀和生命哲学 , 相继创作出一批具有历史厚

度 、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和表现力度的诚意之作 。

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的关注和钟情 , 是对少数民族历

史 、现实和未来的深切守望 , 是对个体尊严和生命

价值的敬畏与感恩 , 是对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的珍

惜与膜拜 , 是对中华文化整体格局的热爱与感怀 。

在当下喧嚣纷乱的电视剧生态环境中 , 少数民族题

材电视剧犹如一股清泉 , 以其独特的文化质感和精

神意蕴 , 引领人们进入别具一格的审美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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