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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演员热依扎在微博上发布道歉声明，
这把公众的“网络记忆”拉回到了两年前。2019
年，热依扎因穿着问题遭到网友“硬核豌豆”的
吐槽，热依扎随即将其挂出，导致其遭遇大量粉
丝和网友的辱骂。之后热依扎将硬核豌豆告上
法庭，该网友也进行反诉。官司二审宣判后，12
月 20 日热依扎公开道歉，但事情并未完结，12
月21日凌晨，该网友公开表示对热依扎的道歉

“不满意”，将继续法院见。网友的“硬核”态度
也再度引发争议。

演员热依扎和普通网友“硬核豌豆”（改后
微博名）的纠纷持续了长达两年。2019年，硬核
豌豆上传了热依扎的图片，图中热依扎穿着比
较清凉，硬核豌豆吐槽其穿衣风格，称其有“露
胸癖”，还分析热依扎的抑郁症是炒作。此举激
怒了热依扎，随后热依扎在微博上转发了这条
信息，并表示“你敢骂我，我敢挂你，都别想好好

的”“让你也感受下，大家轮流不断不重样骂你
的滋味，我看你是不是人，能不能守得住”……
热依扎的微博发出后，不少网友开始对硬核豌
豆展开攻击。

此后，热依扎还对硬核豌豆发出律师函，告
其“侮辱诽谤”，硬核豌豆随后也向热依扎发了
律师函，称其作为公众人物，发表有煽动性言
论，让当事博主遭受了严重的网络暴力。

这场官司一审的判决结果显示，热依扎转
发微博并发布的言论，客观上具有诱导、怂恿他
人进行网络暴力的言语意思表示，且其清楚该
行为的后果，可以认定为实施了教唆行为。热
依扎作为从事演艺事业的公众人物，对于自身
公开发表的言论的影响力应有一定的认知，即
使热依扎转发微博是为了澄清和制止负面言
论，其发表的言论也因具有较强煽动性而超出
了言论自由的合理范围。对此，热依扎提出上

诉。近日该案件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判决双方
均有过错，互相道歉。

12 月 20 日，热依扎在微博发布了道歉声
明，声明表示：因本人当时处于抑郁症患病时
期加上孕期停止了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导致情
绪失控，转发了“硬核豌豆”微博并说出了一些
不当言论。本人再次因当时的冲动行为对张
某某女士微博账号为“硬核豌豆”博主表示道
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也认识到，遇到问
题不应该冲动，而应交给法律评定。作为公众
人物，本人明白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更要谨
言慎行。

热依扎工作室也表示，12月17日下午收到
二审判决后，热依扎即写了道歉信，由于判决规
定发布的道歉声明，内容要法院通过后方能发
布，“因此我们即时提交了审核，今天得到了法
院通过。”

但是，事件并没有因为二审的判决和热依
扎的道歉而到此为止。就在热依扎道歉后，12
月21日凌晨，硬核豌豆公开表示对这个结果并
不满意，她表示自己早在2019年就道过歉，而热
依扎一直到二审判决才道歉。热依扎道歉后，
她还是收到了大量的辱骂私信。硬核豌豆表
示，将继续“法院见”。此后，硬核豌豆又连发多
条微博回怼网友，并表达自己的不满。

硬核豌豆的“硬核”表态，也再次引来争
议。记者看到，在其微博下的评论区，确实还有
不少网友仍在继续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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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依扎与网友互诉官司二审宣判

热依扎道歉 涉事网友表示“不满意”再引争议

主角人物塑造去光环

角色越是高高在上，就离观众越远，贴近现
实、接地气是今年荧屏主旋律人物的主要特
征。年初播出的《山海情》在创作上走乡土文学
路线，一众“土味儿”角色的命运故事引发全网
热议。当荧屏上强势登场的大女主纷纷“扑街”
时，没有光环、没有滤镜的李水花，却成为这一
年中最能彰显女性力量的荧屏角色。

如今，在越来越多的主旋律作品里，观众看
到的主角人物是去光环的。《觉醒年代》中陈独
秀登场时是几乎流浪汉般的造型，还遭到爱国
学生的误会和围攻。剧中的陈独秀性格上有刚
愎自用的一面，还有封建家长作风，他与大儿子
陈延年的性格冲突，是观众非常熟悉的中国式
父子关系，种种“不完美”让这个开天辟地的领
袖人物多了几分烟火气和真性情。

《功勋》中，雷佳音扮演的于敏，戴一副黑框
圆眼镜，头发杂乱无章，胡茬横生，人物形象模
糊到缺乏辨识度，让人联想不到那个“一声巨
响，惊诧了世界”的中国“氢弹之父”。故事开
头，科学家以身许国，如此壮怀的一场戏却演绎
得风轻云淡：路边馄饨摊，领导问于敏，加入氢
弹项目就要一辈子隐姓埋名，家人面前也要做
个“哑巴”“那是带到坟墓里去的秘密”。于敏闷
头吃馄饨，“不用想了，明天一早就能上班”，没
有豪言壮语，没有情感爆发，一句承诺许下一
生，却胜过万语千言。

这些为主角人物祛魅的表现手法，不仅跳
出了以往宏大叙事高大全式的老路，还通过欲
扬先抑制造反差，拉出人物弧光。

家庭故事直抵人心

今年的主旋律佳作不约而同在家庭视角上
做文章。《功勋》与以往的英模剧有很大不同，主
人公不再是符号化形象，而是有着真情实感的
平凡人，几位功勋人物在矢志报国的“高光时
刻”之外，他们的家庭故事、情感故事同样具有
直抵人心的力量，剧中一幕幕伉俪情深、儿女情
长令人动容。《功勋》总导演郑晓龙就表示，这部
戏八个单元的剧组有着一致约定：要尊重时代
真实的逻辑，也要忠于功勋人物生而为人的情
感，只有如此，才能拍出老百姓爱看的作品。

作为年度扛鼎之作，《觉醒年代》中高浓度
的家庭情感戏是作品火热到“出圈”的重要原
因。剧中，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相濡以沫的情
感令人感佩，剧情加入陈独秀父子的矛盾线，更
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次成功探索。《觉
醒年代》陈独秀父子三人间的冲突并未游离于
主线之外，矛盾始于家庭积怨，陷于时代大思潮
中的思想碰撞，终于革命信仰的共同确立，其发
生、发展、解决的过程深嵌于作品的主题表达
中，讲述的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
陈独秀和陈延年最终是在革命者的肝胆相照中
达成和解，在人物关系上形成一种更为深沉的
情感互动。父子三人码头相拥一场戏意味丰

富，这段时长 4 分多钟的离别戏是全剧的“泪
点”，陈延年、陈乔年的步伐特写，是陈独秀脚步
的延伸，隐喻了觉醒之路接续向前，画面叠加两
人牺牲的场景，成为互联网上流传最广的作品
片段，也是荧屏上的年度经典镜头。打动人心
的力量来自于贯穿全剧父子纠葛情感铺垫后的
爆发，也来自于一代人寻路的革命与青春、觉醒
与牺牲，在家国情怀中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和
心灵共振，注定会被铭记。

把历史变成人的故事

《能文能武李延年》开篇一场文戏是全剧的
高光时刻：战士小安东顾念亲人临阵脱逃，揭示
出人物出国作战面对巨大战场伤亡时的心中疑
问——“我们为何而战”，而这正是抗美援朝主
旋律叙事的题中之义，同类题材对此多侧重历
史视角的宏观还原，《能文能武李延年》则把历
史变成人的故事，从普通战士视角切入，把存在
于头脑中的思想斗争，外化为一场逃兵事件的
冲突，在戏剧张力中对“为何而战”作出回答。

剧中，王雷饰演的指导员李延年拦下了要
处决小安东的连长，他从小安东的悲苦身世，说
到战士们的思乡之情，入情入理地讲出抗美援
朝就是在保卫自己的亲人，逃兵事件最终转化
为战前动员。这段长达16分钟的战斗动员戏，
台词质朴、结构巧妙、张力十足、以情感人，没有
丝毫冗长沉闷之感，呈现出震撼人心的艺术感
染力。拍这场戏，导演毛卫宁煞费苦心，他在开

机前告诉王雷第一天就拍，实拍却隔了多日，
“第一天王雷的台词表演也没问题，但我就想让
他每天都在心里过这场戏，我只要不拍，他就不
能丢，天天都得练一遍。”毛卫宁说，最终这段表
演一气呵成，现场很多人都哭了，都被王雷的戏
带进去了。同样能感受到这份心灵撞击的，还
有剧集播出时电视机前的观众。

见人见故事见冲突

电视剧打动人心的力量，在于尊重艺术规
律，好作品把精神主旨“藏”于故事、人物的冲突
中，“藏”得越深，就越能让人在潜移默化中明白
道理，接受观念。

同为主旋律热门题材，今年播出的《扫黑风
暴》《突围》都留下了遗憾，前者陷入草草收场的

“烂尾”争议，后者在表达上间歇性“生硬”，两部
大热剧集未能成为口碑之作，就在于作品中的
故事、人物没有完成艺术创作的既定贯穿，当主
题表达不再是艺术加工后的“腹语”，而是跳出
故事风格、人物性格，异化为一种专题片式硬邦
邦的语态时，就打断了观众艺术感受的过程，效
果就会打折扣。

纵观今年的优秀主旋律作品，在人物塑造、
叙事手法上都有了大幅提升，比如主角不刻意
拔高，而是要见真人，故事不能光有事件，还要
见冲突。这些都显示出创作者突破惯性思维、
跟上观众审美的努力，荧屏主旋律创作也由此
开启新的创作模式和表达空间。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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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觉醒年代》《山
海情》《功勋》等高
口碑作品在荧屏内
外掀起主旋律风，
铸就多年以来国剧
最亮眼成绩。主旋
律题材进入爆发期
的背后，是创作者
们放弃常规创作思
路，从真实的人物
和情感出发，通过
尽可能丰富的戏剧
冲突，以极具艺术
表现力的手法，让
历史课本、时代报
告里的故事活起
来。以往并不被市
场看重的革命历史
剧、脱贫攻坚剧、英
模剧，在这一轮创
作转型中，以全新
的样貌呈现在荧屏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