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 仪 表 厂 职工
座谈 《新星》纪要

編者按：电 视 连 续 剧 《新
星》播放 以 后 ，在我省 职工 中 引 起
强烈 反 响 ，成 为 人们 茶 余 饭后 、工
间休息 、访 亲 探友 的 议 论 中 心 ，有
人说 它 是 一 曲 改革 的 颂 歌，也有 人
说它 哗 众 取 宪 ，把一 场 严 肃 的 政
治斗 争 写 成 了 权 术斗 争 。总 之 见 仁
见智 ，褒 眨 不一。然 而 有一 点是 肯
定的 ，它 反 映 的 是 改 革 ，人们通过
对它 的 讨 论，可 以 加 深对 改革 的 认识。为
了全 面 评 价这部 电 视剧 ，促进 电 视剧 创 作
的繁 荣 ，我们 特 邀请 了 《西 仪报 》编 辑部
组织 西 安 仪 表厂 部 分 职工 ，对 《新 星 》进
行讨 论。现将他 们 的 发 言 整 理如下 。

滕叙後 （工程师 ）：
我看了 电视连续剧 《新星 》，认为 它

比较成功 。从主题 看 ，它颂扬 了 改革者 ，
同时 ，又 敢于写我 们党 内 的斗争 ，敢于暴
露我 们队伍 中 的阴 暗面及 腐败现象 ，敢于
揭露和 描写领 导干部 中 阻挠改革的人 物 。
从这点 上说 ，我 佩服编导的 胆识 。这部 电
视剧 说 出 了 我 们的心里话 。从人物形象 塑
造上来 看 ，也 是基本成功的 。尤 其 是几个次
要人物 ，更 是栩栩 如生。如林红 ，就 很有
普遍性。她 受过挫折 ，身处逆境 ，象 她这
样的人 ，在生活 中 就不 止一个。从而 唤起
人们对象 她这样一 些人 的 同情 支持。又 如
朱全 山 ，他 挨过整 ，心有余悸 ，我们三四
十岁 以 上 的人 也都可 以理解。还有那个水
利局 长 ，他 由 于请客送礼受到 县委 书记李
向南 的处理 ，但他 非但不 记恨李 向南 ，而
且还 说：“如果投票选举 的话 ，我投李 向
南一票。”因为他请客送礼也是迫于 “形
势”，不 请客就玩不转。这一点 我们也可
以理解。总之 ，我认为 这里几个次要人物
的塑 造都 比较真实可信。但令 人 遗 憾 的
是，恰恰唯一一个不 真实的人 物形象就 是
主要人物李 向南 。这使人们联 想到 主演周
里京所扮演 的另一个人物 ，即 《人 生 》中
的高加 林 ，因为 没有一个 “好爸爸”，所
以被一脚从 “显要地 位”踢了 下来 。人们
不禁要 问 ，假如李 向南不 是高干子弟 ，又
会是什么结果？而相反 ，如果 把李向南写
成一般 “老百姓”子弟 ，又能得到省委书
记顾恒 的支持，岂不更好？
　李 安钢（《西仪报 》总编）：
　当 前 的改革片不少，却常给人一种公
式化的印象 ，即 “改革加三角恋爱”。但
《 新星 》看后 却没有这一 感 觉 ，所 包 含
的容量显得更大一些。所以 ，这是近几年
来少有的好片。它保持了原作者柯云路凝
重深沉 的艺术风格，很能发人 深思。

首先 ，李 向南这个人物是作者运用 革
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方法所
塑造的改革者 的形象 。例如 ，为什么要把
李向南写成干部子弟 ，又为什么要把他放
到农村，这都是经过作者深思熟虑的。在
我国 ，封建的 宗法思想残余还存在 ，而要
在剧 中那些宗法 关系的 纠 葛中站住脚 ，只
有也是干部 子弟 才更有利 ，也更现实。同
时，改 革在我 国农村起步 更早 ，描写农村
便于把改革形势作 更清晰地勾勒。其次 ，

《 新星 》对于改革阻力的 揭示 ，也 比其它
剧更深一步。如 电视剧 《花园街五号 》，
仅仅写了 以 权谋私是改革的 阻力 ，而 《新
星》却进一 步指 出 ：只做 “政治游戏”，
不关心群众疾苦 ，这一改革的阻力则 更具
危害 性。还有，描写了 改革者通 常可能遇
到的其它 问题 ，以 及作为改革者 应取的态
度：别人指责高傲 自 大 怎么办？应当 毫不
畏惧 ，并且象李 向南那样相信：“等到所
有的干部都成了 ‘青天’，青天也就不存
在了。”再如所谓 “生活作风问题”：脚
正不怕鞋歪，“你说 我 和 林 红 关 系 密
切，我就 是和她密切。”这些，都对现实
中的改革者 有很好 的教益。此外，围绕改
革者所提出 的其它问题 ，也都是很能令人
探思的：改革者应具备的素质 是什么？既
要有理论素养，又要有实干能力 。要向 前

进的话，还得用 三分之一 的精力去 应付关
系一一先要站住脚。我们既然不能把我们
的政治环境立 即改造好，又不能等改造好
了再进行改革，所以 要有政治智慧 。这个
问题 的提 出 也是立足于现实的。当然 ，这
种现象 ，即这样 的政治环境是否正常，这
又是另一个问题 。也向 我们每个人提 出 了
一个任务：即大家起来改变这种不 正常的
环境 ，从而 使我们的每个改革者不 至于老
是只能 “横站 着”，既要向 前进，还得防
止背后有人 暗算。而能使他 们正面 前进 ，
从而使改革的速度 更快一些 。

下来 ，我想谈谈这个片 子 的 爱 情 描
写。这里的爱情不是佐料，而 是和主题 紧
密联系 的。林红 、顾小莉两个女性都有象
征意义 ，即 文艺理 论上 说的 典 型 性。拿
林红来说 ，她历经坎坷，有正义感 ，但却
洁身 自 好 ，对党风好转信心不足。作为李
向南 ，则 是要唤起她对生活的 勇 气 ，理解
她，鼓舞她 。顾小莉，更多 是代表 当 代青
年的形象：一方面向 往改革，但又 由 于十
年浩劫的影响 ，顾及到 自 己的切身利 益 ，
象她 自 己对李向南所说 的：“如果我叔叔
不是县长就好了。”“我就 可 以 支 持 你
了。”应当 说 ，她不 是 坏人 。也 可 以 推
想，她 回 到省城后 ，不 会说李 向 南 的 坏
话。

最后 ，我想说 说这个 电视剧为什么 会
引起这么大反响 。按说，它既不是人们习 惯
的传统风格，又夹
杂有大段对话 ，是
很容易 失败的。但
它根本的一点 ，就
是抓住了人心 ，抓
住人心也就 是抓 住
了民心 ，反映了群
众的呼声。反映了
群众 迫切希望 看到
社会风气根本好转
的实际这一要求 。
党中央宣布党风好
转三年 要 大 见 成
效，这 是 人心所向 ，人心所 望 。人们 在“新
星”中正 是看到 了这一希望 ，所 以 为 之 鼓
舞。人 民群众还希望我们 的干部要为 人 民
多干实事 ，不谋私利 ，把工作效率再加快一
些，李向 南正 是代表了人们的这一愿望 。
当然 ，这个片子还反映 了人们对文艺 的一
些要 求 。即 我们过去 的文 艺 作 品 ，写 古
人，写个人恩怨 ，写琐事的多 了一些 ，而
反映现实生活 中 重大题材的少 了一些 ，这
部片子 的播映成功 ，正 是群众这一要求的
体现 。

陆佩 （技术员 ）：
柯云路的同名 小说能获发表 ，又被改

编成 电视剧 ，被批准公映 ，这 是我们党有
勇气，有力量的表现。但我总觉得片 中 写
爱情的 内容多 了一些 ，因为生活 中并 不都
充满爱情 ，改革者也如此 。所 以 ，这种描
写一多 ，反而削 弱 了它的真实性。

马兰坡 （工人 ）；
我觉得群众感兴趣的 另一个原因 ，是

我们现实 中 象李向 南这样的干部还太少 ，
群众一边看 电视 ，一边在脑子里对比 ，便
来了兴趣。就说会风，我记得 电视 中有这
样一个镜头：地委书 记问李向南，开会时
间快到 了，人怎么还不来？李 向 南 回 答
说：“到点就会来”。果然 刚一到 时间 ，
开会的人便都走 进 了 会 议 室。仔 细 一
想，也是。既然能保证准 时到，又何必提

前到 会？从这一点反映 了人家那些领导干
部说一不二 ，雷厉风行的 作 风。而 我 们
呢，不仅开会拖拉 ，办事更拖拉。看 了这
个电视剧 ，我就 想，如果生活 中 多几个象
李向南这样的领导就好了 。

张云兰 （翻译 ）：
从艺术上看 ，这个剧有许多特点 。首

先是演员 的演技 比较成功 ，每个人物都有
特点 ，有他特有的性格 ，即 心理 的表现 ，
所以给人留 下 了很深 的 印 象 。还有结尾也
好，仅仅写 了省 委书 记约李 向 南 谈一下 ，
到此 为止 。这就 恰到 好处 。如果发 生戏剧
性转变 ，反倒不真实 。更重 要的 ，支持李
向南的 ，根本的应 当 是党 中 央 ，这 才 是保
证改革胜利 的关键 。

朱增耀 （工人 ）：
我也赞成这个结尾 ，它 给人留 有思 索

的余地 ，我们试着设 想一下 ，省委书 记约
李向 南谈一下 ，能不能谈到 一块？这还是个
问题 。更何况有许多干部 ，说 起改革一大
套，但做来又是另一 回事 ，加之这里还夹
杂有兄弟矛盾等 等 。这 就 是改革的复杂 性
所在。当 然 我们 也可 以 联想到 ，如果这 里
的改革失败 了怎 么办？其 实 ，即 使 失 败
了，也对人 民群众从反面是一个激励。当
然，我们坚信党领导这场改革最终 必将取
得胜利 ，但并 非马 上胜利 。我 想 ，这就 是
这种 结尾的含意 ，也是它 的长处 。

彭素 舜 （支
部书 记 ）：

我们 的 许多 电
视剧群众 不爱看 的
一个原 因 ，就 是人
物语 言 、对话太平
常，说 了等于没说 ，
一张 口 观 众 就 知
道他 要说什么 。而
《 新星 》给我 印 象
较深的 ，就 是它 的
台词 、对话都比较

艺术 ，含 蓄 、出 人不意 ，一张 口 就能拉住
人。

如果说 不足 ，我看有两点 ：我们 现在
提倡 党政分工 ，这里看不出来 。有些该县
长抓的 ，作为 书记的李 向南也一把抓。这
就容易形成 “种 了人家的 田 ，荒 了 自 己 的
地。”二是李 向南有点象 “救世主”。作
为一个县委 书 记 ，是县委 一 班 人 的 “头
儿”，却看不到 这一班人 的作用 ，最 多是
他的陪衬。还有 ，也看不到 群众力量 。如
果能把个人智 慧和集体才能溶合起来 ，如
果能 把个人的正确意见变为群众的力量 ，
岂不更好？

刘俊华（《西仪报 》编辑）：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也认为 《新星 》

的美中不足 ，就是把李向南神化 了。也就
是把李 向南写得过于成熟 了一点 。他到 一
个几十万人的县 ，仅一个月 的 时间 ，就连
烧了几把带根本性的 、改变古陵局势的大
火，诸如及 时处理积压多年的群众来信，
法办因走私而触犯法律的干部子弟 ，罢了
不顾群众死活 的 当 代恶霸潘苟世的官，撤
了极左思想极为严重不受群众欢迎的高梁
杰的职……好象李向南对古陵县过去的历
史和今 日 的现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
矛盾、冲突 ，一切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且
不说他不可能在几天之 内把一切都了解个
水落石出 ，即是在剧 中 ，也看不到他深入

群众 ，调查 了解的镜头 ，看不到他
正确决策的来源 。他 不是三头六臂
的神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且
是一个年轻人 ，所 以 这一切便变得
令人费解。诚然 ，艺术要 源于生活 ，
高于生活 ，但 也要 以 生 活 的 真 实
为基础 ，才能使人信服 。

当然 ，瑕不掩瑜 ，虽然 存 在这
些缺点，《新星 》仍不失 为继 《四

世同 堂 》之后 ，一部难得的好 作 品 。

刘春生 （工段长 ）：
《 新星 》中 抓取的事件 ，很有典型性 。

现实生活 中不正 之风 的 危 害 ，往往 表现在一
是掩护经济犯罪 ，二是制造冤 、假、错案 。

《 新星 》中 正 是 围 绕这两方面 用 了 较 多笔
墨。一个 妇女上访 四 十九次 ，每次来 回六十
多里路 ，问题 一直得不 到解决 ，多 么盼望在
改革之 日 来个 “青天”，果 然 就 有 个 “青
天”。这让我 们回 想到 五十年 代 时 党 的作
风，人们从此 看到 了希望 ，即对 中央改变党
内不正之风的希望 。还有 ，李 向南对于那些
依靠权势搞走私犯罪活动 的于部 子 弟 的处
理，也给人 民带来 了信心 。正 因 为抓取的事
件典型 ，所以很容易 使观众产生共鸣 。

另外 ，此剧 的旁 白 也安排得不错。画面
中展现不 了的 ，旁 白 予 以 补充 ，而 且语言富
于哲理性 ，很吸 引人 。

张新成 （车 间 副 主任 ）：
我是新上 来 的 年 轻 干 部 ，看 了 《新

星》，感触更深 。我深知要处理象李向南面
临的那些 问题 是不容易 的 ，要具备他那样的
精神 ，那样的作风也是不简 单的 。但群众喜
欢这样的 电视剧 ，就 说明群众喜欢这样的干
部，这也是为我们 年轻干 部指 明 了努力 的方
向。

唐永和 （工人 ）：
如何使用 人才 ，对待人才 ，这部电视剧

为我们提供 了借鉴。我们 的领导干部不应象
顾荣那样嫉贤妒能 ，而应着 眼于 四化大业 ，
希望一个更 比一个强 ，这样 ，才能真正体现
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博大胸怀。

薛平 （工段长 ）：

还有一点启 示，就是 如 何 理 解党员标
准，干部标准 。一是不能光喊 口 号 ，不做实
事，要把为人 民服务落到实处 ，象李向南那
样，去做一件一件实事。二是在新时期 ，对
党员标准 、干部标准 有了更高要求，不仅仅
是艰苦朴素 ，还要在建设上、办 事 上 都讲

“高速度”。而不能象顾荣那样 ，说起话来
还怪有味 ，就是不替群众办实事 ，快办事 。
这样的干部 不符合标准 ，不应再 留在领 导 岗
位上。

郭永旺 （工人）：

　如果说李向南的理想色彩更浓 了一点 ，
则顾 荣 的 现 实色彩更浓 ，顾荣这个人物塑
造得更有深度。他集 中体现了反对改革的人
的心理、手段，也集 中体现 了改革的阻力 的
实质，使人 民对改革的 认识更清醒一些 。

张一鸣 （党委宣 传部部 长）：
对于 电视来说 ，我并 非 一个 “五 好 观

众”，但 《新星 》却抓住 了我的心 ，我一连
看了 两遍。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地上
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 了 ，便也就成 了路。”
对于我们 中国来 说 ，不改革就没有出 路 ，改
革不搞不行 ，但把改革想得易 如反掌 ，也是十
分可笑的。阻力来 自 各个方面。如 《新星 》
中，上有来自 刚愎 自 用 的某人的 阻力 ，下有来
自胡作非为的潘苟世的阻力 ，中 间还有顾荣
等盘根错节的落后势力。可以 说：改革的道
路上布满荆棘。但群众是通情 达理的 ，改革
是人心所向 。一句话：新星正在升起，改革
来之不易 ，希望终将实现。这就是我看 《新
星》的体会。

（ 升 旭整 理；罗 宁题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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