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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行业剧最大的陷阱，就是编
剧以为自己懂行业。”4月14日，编剧王欢
和翁海鑫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复盘了
前不久刚刚在芒果TV和湖南卫视双平台
收官的电视剧《仁心俱乐部》，这部他俩联
合编剧的作品成绩让他们颇为欣慰——因
为真实呈现了医生这一职业群体工作与生
活，该剧获得了不少肯定。专业行业剧经
常被诟病“专业性与观赏性难以兼顾”，他
们以“医学现实主义”为创作准则，在努力
探索一条全新的叙事路径。

医疗行业剧不少，受到好评的不算太
多。由王欢和翁海鑫联合编剧的电视剧

《仁心俱乐部》，以豆瓣7.2开分，成为近五
年豆瓣开分最高的原创医疗剧。

该剧以神经外科医生刘梓懿（辛芷蕾
饰）与心外科医生秦文彬（白客饰）的职业
成长与情感历程为主线，辅以普外科医生
王高升（张子贤饰）等五人马拉松俱乐部
的朋友情，并融入轻喜剧元素，观众既能
看到医者的仁心仁术，又能感受到他们作
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

此前观众批评的医疗行业剧，主要弊
端或是“悬浮感太浓”，或是刻意煽情“苦
难叙事”，同时，严谨的职业逻辑与鲜活的
人物塑造之间，难以找到一条平衡的路。

王欢和翁海鑫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
编剧。他们的作品遍布话剧、儿童剧、动
画、电影、电视剧、真人秀、游戏等领域，是
央视和主流卫视、主流视频平台的“常
客”。所以，在创作之初，两人就决定，先
花大量时间去一线采风。

这一前期工作，花了他们8个多月——
他们的采风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而是真
正的“医学卧底”。这段时间里，他们扎根于
上海多家三甲医院，从急诊科的生死时
速，到手术室的精密操作，再到医生休息
室的疲惫瞬间，他们记录下300多个真实
医疗场景、1000多个细节切片。他们甚至
学会了看CT片、听心音，“不是为了写剧
本时炫技，而是为了确保每一个医疗细节
都经得起推敲。”

在采风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关键
问题：医生在职业状态和生活状态下的行
为模式截然不同。“一个心外科医生在手
术台上可能是极度理性的‘完美主义者’，
但回到家里，他可能连袜子都懒得洗。”翁

海鑫说。
基于这一观察，他们为每个角色建立

了“职业档案”和“生活档案”的双重人格
系统。所以剧中神经外科医生刘梓懿手
术台上追求“99分等于0分”的极致精准，
但私下却因丧母之痛而情感封闭；心外科
医生秦文彬在手术时冷静如机器，婚姻中
却因沟通障碍濒临崩溃；普外科医生王高
升职称论文写不出，却能用市井智慧化解
医患矛盾。王欢解释了这样的设计：“这
种‘医学人格光谱论’让角色不再是职业

标签的堆砌，而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
《仁心俱乐部》前后诞生花了3年时

间，这是一个不短的创作周期。两位编剧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探索，让行业剧可以既
专业又好看，既真实又温暖。正如翁海鑫
所说：“我们想写的，不是‘医生多么伟
大’，而是‘医生也是人’。手术服后背的
汗渍、医生休息室翻烂的育儿杂志、急诊
科小电驴坐垫的磨损——都不是灵光乍
现的妙笔，而是‘医学现实主义’的具体呈
现。”

世博会已有170余年历史，是世界各
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社会繁荣进步的
重要平台。本届大阪世博会中，中国馆是
最大的外国自建馆之一，也是首批正式投
入运营的外国大型自建馆。中国馆围绕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绿色
发展的未来社会”主题，以“天人合一”“绿
水青山”“生生不息”三大篇章为叙事主
线，展示5000年中华文明孕育的传统生态
智慧，展现新时代绿色发展的理念与成
就，展望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4月14日上午，在此次大阪世博会中
国馆“中华书简”的诗意空间里，昆剧艺术
所展现的写意中国美与场馆主题实现双
重对话——上昆精心挑选了《牡丹亭·游
园》这一发生在春意盎然中的古典故事，
将园林意象与自然哲思凝练成流动的诗
篇，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对话。14日
下午，上昆还表演了《闹天宫》《牡丹亭·惊
梦》《长生殿·小宴》三出折子戏，既演绎了
中日两国观众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又再
现了昆曲中极具代表性的剧目，在文武并
重、刚柔并济、动静交织的舞台呈现中，展
现中国传统戏曲百态。

应该说，上昆的演出与世博会相得益
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世博会提供了一个深化人文交流，增
进民心相通的良好平台，而世博会中国馆
则是其中展示“中国美学”“中式浪漫”的

舞台。昆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此
次登上大阪世博会的舞台，生动鲜活地讲
述中国故事，唱响中国之声，演绎上海精
彩，展现出中国美学的深邃意境。

据悉，在圆满结束大阪世博会的演
出活动之后，上海昆剧团将在日本东京
接续文化展示和交流。4 月 16 日-17
日，上海昆剧团将在东京大田区民Plaza
剧场接连上演三场《中日杨贵妃》。此次
演出是昆剧联动京剧以及日本歌舞伎·
舞踊共同演绎杨贵妃的故事，由上海昆
剧团演员黎安、余彬，上海京剧院演员田
慧以及日本歌舞伎·舞踊非遗传承人水
木佑歌和藤蔭静枝领衔主演，通过不同
剧种的碰撞与融合，带来丰富多元的舞
台表演。值得一提的是，上昆早在2017
年推出四本《长生殿》创排十周年巡演
时，就曾在东京与京剧、能乐共同演出杨
贵妃的故事。此次中日两国艺术家再度
携手，共同歌咏这个诞生于中国唐代的
爱情故事，再次印证了中国传统戏剧历
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也为两国艺术家搭
建了相互交流的平台，为艺术形式的跨
文化借鉴提供了新的契机。

4月18日，上昆继续深耕日本校园，
再度在早稻田大学开展昆曲交流推广活
动。戏曲进校园推广讲座上，主讲人吴双
以非遗昆曲为主题，将水磨雅韵的意蕴娓
娓道来。讲座之后，胡维露、韩宜珈、周亦
敏等演员精彩演绎昆剧《牡丹亭》，让日本

青年学生能够近距离“触摸”昆曲的肌理，
激发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增进对
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包容。

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市戏剧
家协会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表
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艺脉相连。在
上海昆剧团赴日参加大阪世博会中国馆
首演活动并开展一系列文化交流之际，两
国艺术家以艺通心、以艺融情，通过富有

创意的艺术形式展现传统文化之美，必将
为两国文明互鉴来往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中国的昆曲、京剧与日本的舞踊，都
是两国最具代表性的舞台艺术瑰宝，承载
着各自传统艺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
明。此次两国艺术家通过杨贵妃这一千
年共传的文化符号，携手演绎，同台竞技，
必将成为两国人文相通的相互见证，为两
国人文交流谱写新的篇章。”

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响起昆曲声

演绎上海精彩 传播中国好声音
2025年4月14日到18日，上海昆剧团赴日本大阪、东京唱响清音雅韵，开启一段中日人文交流的佳话。适逢

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盛大启幕，上海昆剧团受邀于4月14日亮相世博会中国馆首演活动。上昆派出最精锐力
量，以中国馆为平台，举办一系列演出、讲座和多维度艺术展示，让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在大阪世博会
舞台精彩绽放。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这部国产医疗剧如何用烟火气打动观众？

告别悲情陷阱 缝合人性之光

首演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