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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同样叙述发生在北京城的人

和事，为什么会形成京生（京味）、京为（京风）

和京遇（京情）三种叙事范式及其特征呢？简

要地说，这与北京城的历史和现实的特点紧

密相关。北京城的历史特点在于，它作为六

朝古都积累起丰厚的历史传统，而这种历史传

统的直接传承者正是北京常住居民，直接传承

地为北京城胡同和四合院等地缘景观，直接传

承方式在于京腔、京味、京韵等。北京城的现

实特点在于，它作为现代中国首都而在全国具

有引领性地位、甚至可以作为中国的国家形象

象征而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因而它的属地所发

生的任何人和事都有可能产生全国性乃至世

界性影响力。同时，它的居民既有常住居民，

也有因故前来北京居留而从事不同职业的外

地或外国居民，正是这些居民的不同社会身份

和人生目标，导致了北京人和事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也塑造了北京城独特的城市品格。有的

人长期生活在北京一地而对全国的事了解不

多，例如《情满四合院》中的何雨柱可以专心关

注自己所在四合院的人和事；而有的人短暂地

居留北京却可能对全国和北京本地变革都产

生深远的影响力，例如《觉醒年代》中的陈独

秀在 1916 年 11 月到 1920 年年初居留北京的

三年多时间里，居然做出一系列轰动全国而

又影响深远的大事。

正是这种导源于北京城历史传统和现实

性的特点，深刻地参与形塑了北京题材电视

剧的叙事范式的基础，并且同样深刻地形塑

了包括多种艺术门类在内的北京题材文艺作

品的叙事范式的基础。可以说北京题材文艺

或整个北京文艺都可以约略地划分出京生范

式、京为范式和京遇范式等不同范式来。而

同样由于北京城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性，

北京文艺的成就也不只是属于北京城一地，

而具有更宽厚和更深远的意义。至少可以

说，北京文艺既是属于全国中的北京的，又是

属于北京中的全国的，还是属于世界中的中

国的。由此看来，北京题材电视剧也应当同

时具有北京性、全国性和世界性三重意义。

认识北京题材电视剧叙事范式之三分，有

何意义？简要地说，它可以提醒我们，北京题

材电视剧并不只有依托京生范式而生的京味

剧这一种，而且同时还有依托京为范式而生的

京风剧、依托京遇范式而生的京情剧。这样的

宽泛视角的获得，有助于发现北京题材电视剧

乃至整个北京文艺的多样化和丰富性。而对

此的具体而深入的探讨当另作专文了。

（新华网）

同样叙述发生在北京城的人和事，
还有三种不同的叙事范式？

考察北京题材电视剧可以

有若干不同视角，例如按照新老北

京的二分法去观照，也有的按照老北京、

红色北京和现代北京的三分法，都各有

其所长。我在这里打算从作品中主要人

物的社会身份去讨论北京题材电视剧叙

事范式。近十年来北京题材电视剧创作

有了长足发展，产生一批受到关注和好

评的新作，并且日渐凸显北京题材电视

剧在叙事上成熟的范式特征。北京题材

电视剧叙事范式，是指北京题材电视剧

在叙述北京生活过程时，由主要人物社

会身份所形成的特定话语构架，主要有

京生范式、京为范式和京遇范式3种。

王一川

第一种为京生范式，这种范式通过叙述北京

常住居民的日常生活故事，透露出生活在北京并

以北京话为鲜明特色的京味、京腔、京韵等地缘

风情。这种范式的电视剧可称为京味剧。例如

《全家福》《正阳门下》《传奇大掌柜》《情满四合

院》《正阳门下小女人》《芝麻胡同》《什刹海》等。

第二种为京为范式，这种范式或许没有多少京

味，但重点叙述发生在北京城的有着全国影响力

的人物和事件，突出在北京有作为或有大作为的

意味，也可称为京风剧。可列举出的有《历史转

折中的邓小平》《外交风云》《觉醒年代》《香山叶

正红》等。第三种为京遇范式，主要叙述异乡人

在北京城的遇合，也就是相遇在北京或在北京的

遭遇，这可称为京情剧或京思剧。例如《春天里》

《我在他乡挺好的》《高兴的酸甜苦辣》等。

这三种叙事范式应有不同美学特征。京生

范式一般有下面几种特征：一是主要人物为北京

常住居民，二是展现北京城日常生活中的地缘历

史感，三是说地道的北京话。《全家福》叙述居住

在四合院的古建筑巨匠之家的故事。一生酷爱

古建筑到痴迷的“隆记传人”王满堂、敢爱敢恨而

又善良的刘姐等人物形象给人印象深刻，“平如

水，直如线”的建筑箴言和人生哲理也耐人寻

味。剧中北京话的京味较浓，例如“搭茬儿”“小

力巴儿”“得了吧您呐”等。《情满四合院》以浓郁

的年代感叙述北京四合院居民何雨柱、秦淮茹、

许大茂等人之间发生的故事，着眼于家庭和四邻

的仁爱与和合美德。

京为范式的特征在于，一是主要人物大多是

从全国各地到此居留的居民，二是叙述发生在北

京城的有着全国性影响力的大作为或以之为故

事背景，三是追忆和重构导源于北京城而影响全

国的理念的发生轨迹。《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

现了伟人邓小平复出后全力开展思想解放和启

动改革开放进程的故事，这个发生在北京的进程

既影响全国，也对世界大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觉

醒年代》中的主要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

等，都不是北京常住居民而是来自全国不同地

域，他们共同参与的《新青年》杂志和发动的新文

化运动、五四运动等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历

史发展，如今对此的重新讲述，可以激发起当代

观众对于百年中国历史新纪元的重新体认。

京遇范式的特征在于，一是主要人物往往是

客居北京城的异乡人，二是他们在北京经历了前

所未有的日常生活遇合，三是他们在北京城经历

的日常生活遇合对他们的人生体验、情感和思维

等都产生了影响。《我在他乡挺好的》讲述来自安

徽的吴晶晶、乔夕辰、许言和纪南嘉等4位女青年

在北京城的异乡经历。尽管吴晶晶的意外自杀

给其他3人留下深重的人生阴影，但她们还是团

结起来更加执着地探索生活出路，找到新的人生

顺境，领悟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道理。

这三种叙事范式之间虽然有着上述差异，但同

时也展现出一些不可忽略的共性特征：一是聚焦于

北京城地缘景观——胡同、四合院、广场等；二是叙

述北京城中的人和事——平民、政府要员、学校师

生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进京赶考等；三是

意味深长地建构起与北京城紧密相连的精神世

界，例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五四精神”“德先

生”“赛先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

京生、京为、京遇范式的差异与共性

北京题材剧应有北
京性、中国性和世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