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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研进去，才可能酿出最精华的东西

在2017年捧出《鸡毛飞上天》和《白鹿原》两部优秀

剧作的申捷当之无愧荣膺飞天奖优秀编剧。前者是回望

改革开放中，义乌小商贩崛起的历程；后者则改编于陈忠

实的文学巨著。一部跨度近40年，一部是半个世纪的民

族传奇性叙事，申捷始终保持与外界喧嚣的审慎距离，恰

如他在颁奖典礼上所言：“搞我们这行，像这种时候很

少。更多的是痛苦、煎熬与孤独。”申捷告诉记者，“我很

少参加论坛，因为我个人的处事风格就是不评论别人。

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最佩服作家刘恒。他曾说，编剧

应该是苦行僧，应该是独行侠，属于他的地方永远是台灯

底下巴掌大的地方。他在里面驰骋，在里面得大自在。”

中国电视剧走过了60年的不平凡的历程。我国业

已成为电视剧第一生产大国、第一播出大国，年产电视剧

300余部、1万余集，产能过剩的同时也导致泡沫涌现。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需要更好的精神食粮。申捷谈到，

“这一代观众，俨然已经不是能够通过精致的包装糊弄过

去的了。他们从小看美剧、日剧长大，网络的迅猛发展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审美观的构建。这并不是说加

快节奏就能够留住观众。他们需要大量信息，希望能从

编剧的人生况味里得到滋养，而恰恰是这种东西方能经

得住时间的检验，这也是每位编剧应该努力的方向。”申

捷认为，未来的编剧一定是精细化的，“比如本届飞天奖

同我一起入围的常江，她一个小姑娘就一门心思研究三

国，把三国写得让我如痴如醉；马继红老师专门研究彭德

怀元帅，阅读大量史料文献，还原当时的战争过程。编剧

一定要钻研进去，只有掌握大量史料，才有可能酿出最精

华的东西，观众才认”。

未来现实主义创作将会越来越深入人心

本届“飞天奖”共评选出优秀电视剧大奖16部、优秀

电视剧提名作品32部，囊括了2015至2017年度电视屏

幕上一批优秀电视剧。其中，《鸡毛飞上天》《人民的名

义》《欢乐颂》等现实题材电视剧约占50%，《海棠依旧》

《绝命后卫师》等革命历史题材剧约占40%，《少帅》《那

年花开月正圆》等影响较大的年代剧与古装剧约占

10%。《中国艺术报》原总编辑李树声用“主流性”、“多样

性”、“文化性”与“现代性”概括本届飞天奖获奖及提名作

品的特点，正是这些作品，为中国百姓的精神生活铸就了

一片灵魂的高地。凭借《海棠依旧》荣膺本届飞天奖优秀

导演的陈力认为，第31届飞天奖中电视剧获奖作品在方

向把握上更加准确、含金量更高，这与十九大之后电视剧

的创作导向高度吻合。陈力告诉记者，电视剧《海棠依

旧》在播出过程中，有很多“80后”、“90后”乃至“00后”

的观众在主动追剧。“传承红色基因不能是一句空话，要

真正走进这段历史，才能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也便知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意义。”陈力谈到自

己接下来马上要开机的电影《古田军号》，将尝试启用更

多年轻演员，让他们来诠释这段历史，从而让更多年轻观

众走进这段历史。

从本届飞天奖中现实题材电视剧占据半壁江山的情

形来看，“现实主义”回归主流的大潮越来越清晰。中央

戏剧学院教授路海波谈到，多拍现实题材作品，不仅国家

倡导，老百姓也很关注。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国家在社

会主义建设、强国、强军、富民等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多新

举措、新成果、新人物出现，这些都需要我们的电视剧按

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要求继续关注、创

作。申捷认为，未来现实主义创作将会越来越深入人心，

并形成一股风气。但当务之急是区别开什么是真正的现

实主义。在申捷看来，好的历史剧、行业剧等都有可能使

用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是那些披着现实主义外衣

的偶像剧恰恰是我们应当警惕的。现实主义创作一定要

深入生活，把握人和时代的关系，把人放在时代中去写。

申捷告诉记者，自己现在在做的项目《在远方》就是讲述

当下人和时代的关系的。“这是我自找的难题，写当下是

最难的，我们正身处于这个时代，还没来得及沉淀，但是

他对我的吸引力又特别大，我相信这十几年的变化会让

每个国人都眼花缭乱。剧中我想借助快递与互联网为微

衍射，帮助观众留存下心中的时代记忆”。

凸显电视文艺在文化上的全面提升与跃进

本届星光奖的一个重大改进在于，在获奖数量不变

的情况下，增设了特别荣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

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透露，此次特别荣誉奖获奖范

围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体现中国电视整体发展历程和

水平的具有民族社会文化仪式感的节目，二是重大历史

节点上的主题晚会和纪录片。具体获此项特别荣誉奖的

有六部：中央电视台2016、2017年两年的《春节联欢晚

会》，中央电视台的《壮丽航程——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特别节目》，纪录片《辉煌中国》《筑梦路上》《长征》。

“人是万物的尺度”。本届星光奖获奖及提名作品

既反映了国家大政方针，又不忘奋斗个人。中国传媒

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虹谈到，近期银幕热映

的《厉害了，我的国》，大部分镜头来自于纪录片《辉煌

中国》。此次《辉煌中国》被授予特别荣誉奖，该片不仅

展现了中国车、中国桥、中国工程等方方面面的国家成

就，也关注到了为这些成就而不懈奋斗的人。再如本届

星光奖纪录片大奖提名作品《记录四川100双手》，每一

双手都是在一个行业中工作的人，充分印证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所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高晓虹认为，某种意义上《厉害了，我的国》开启了

一种全新方式，星光奖中紧贴社会现实、反映火热生活

的作品有望登上大雅之堂。

此外，就“星光奖”节目分类和获奖名额而言，综艺类

节目是历年排名第一的“大户”。但本届评选中，电视文

艺栏目跃然首位。时统宇认为，这与近年来晚会类节目

的乏善可陈和文化类节目的异军突起现象相吻合。“本届

星光奖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映了近两年中国电视文艺在

文化上的全面提升与跃进。中国电视文化的自信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般坚定，中国电视的文化自觉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般不忘初心。”时统宇说，大约从2016年开始，中国

电视迎来了文化大年，尤其到了2017年，以央视为代表

的一批文化类作品异军突起，如《朗读者》《中国诗词大

会》《国家宝藏》等。地方上的一线卫视和央视比起来并

不落伍，比如上海东方卫视的《诗书中华》栏目。“作为星

光奖的评委与忠实见证者，戏曲类的节目在每一次评奖

当中似乎都是一个弱项，甚至我记得在前几次评的时候，

曾出现过把它的大奖让给其他类节目的情况。而这一次

则大有改观，如今年星光奖中摘得电视戏曲节目大奖的

《喝彩中华（第一期）》，确实让中国传统戏曲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魅力，让大家眼前一亮。”时统宇认为，2011年广

电总局颁布“限娱令”，在经过几年的波折后，已然显示出

它的巨大威力，政府宏观调控与顶层设计对中国电视文

化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电视曾经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里的文化焦虑正逐渐消失，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优

质资源作为电视节目的创新方向，成为整个行业的有力

共识。

（许 莹）

关 注

去年年底，央视和故宫联合携手八大国家级博物馆（院）打

造的大型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一经播出，引发强烈反响。

上下五千年泼墨写意的文明画卷，因为《国家宝藏》的时空折叠，

记忆凝缩，涌动在骨血里的家国情怀被深度激发。一股自荧屏燃

到线下的博物馆热，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2月，为期两周的《国

家宝藏》九大国宝数字特展亮相故宫箭亭广场，无数观众前往观

摩一睹盛况，将这场“国宝事件”掀至又一个全民热度。3月28日，

在由中央电视台和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国家宝藏》第一季研

讨会上，与会学者、媒体与节目主创团队就《国家宝藏》的创新与

坚守，它为何引领了全媒体时代的传播热情等问题展开了热烈

的交流与探讨。

2017年，央视在文化领域掀起的“现象级风潮”此起彼伏。

《国家宝藏》从全新切口进入文化节目，融合应用纪录片和综艺

两种创作手法，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

种全新的表达。让古老和年轻握手，让庙堂与江湖互动，让过去

与现在对话。它让古典文化不仅“活”了起来，还“潮”了起来，更

“燃”了起来。截止目前，主话题#CCTV国家宝藏#阅读量达18.7

亿，粉丝讨论量破100万，居文化类综艺节目第一。5万豆瓣网友

给出了9.2的高分。难能可贵的是节目受到了年轻观众的追捧，

据各平台的反馈，《国家宝藏》观众的主体构成人群中，年龄集中

度最高的是20岁到25岁，15岁到20岁的紧随其后排名第二，广

大年轻观众持续在B站、豆瓣、微博、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刷屏、点

赞及分享。

央视分党组成员、副总编辑朱彤表示，《国家宝藏》之所以能

成为现象级节目，开创线上线下的全民文化狂欢，背

后有至少两点启示：第一，创新是文艺作品永葆生命

力的唯一途径，中央电视台只有秉承“国家舞台”的创

新与坚守，才能肩负文化领航和文化担当的重任；第

二，拥抱新媒体传播，就是拥抱大众。移动互联时代，

观众在何处，传播就在何处，只有真正掌握媒体格局

的新趋势，以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把民族最上乘

的文化历史交予万众共赏。

节目总制片人吕逸涛介绍，继 3月 20日亮相香

港国际电影节迈出全球宣传推广第一站之后，《国家

宝藏》还要走向戛纳电视节，走向大英博物馆，走向

大都市博物馆，“节目不仅在国内荧屏上可以产生深

远的社会影响，而且具备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条件

和能力”。

《国家宝藏》首次将文博与大众娱乐、综艺形态

结合在一起，让更多人开始关注文物、喜爱文物。随着

节目的播出，2018年元旦及春节期间，全国范围内掀

起一股参观博物馆的风潮。据多方数据统计，自2017年12月初

《国家宝藏》开播以来，通过“博物馆”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据

上升了50%，“为一座博物馆赴一座城”成为旅游项目新热门，《国

家宝藏》中介绍的部分博物馆参观人数较去年同期提升了50%以

上，除了博物馆的常规参观旅游外，旅客们开始更加渴望深度体

验博物馆，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此外，中国台湾地区也加入了文化综艺强推阵容，多家电视

媒体轮番报道解读，为中华民族祖先的智慧点赞，更有台湾学者

呼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两岸携手传播“国家宝藏”。这股

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浪更是从国内“燃”到了海外，多家媒体海外

板块也纷纷推荐节目，法国、加拿大、韩国等各国网友，在当地组

织朋友观看《国家宝藏》，表示“《国家宝藏》倾力造、传统文化突

骄傲，先祖先贤书春秋，华夏千古显荣耀”。

《国家宝藏》带起的这股文博热，说明民众并不缺乏对博物

馆的兴趣。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文物真正让人动容的核

心，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出现在《国家宝藏》的每一件

文物，都从不同角度呈现出了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它们站在五

千年优秀文化的坚实基础上，展现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所铸

大国梦想的历程，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才愈发坚信，中华民族是

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将继续创造和延续伟大的中华文

明。也只有让广大民众从博物馆的工作成果中真正得到实惠，博

物馆的功能和社会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博物馆才能获得社

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并由此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任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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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与文化自信的彰显

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暨第25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

礼于4月3日在浙江省宁波市落下帷幕。作为政府奖，电视剧“飞

天奖”和电视文艺“星光奖”一直以来见证着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

轨迹，检阅着中国电视艺术的创新成果，树立着中国电视艺术的

领跑榜样，引领着中国电视艺术的创新方向。此次“飞天”“星光”

两奖合颁，充分体现了“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精神，

对整个行业起到了健康的引领示范作用——

由中国视协、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

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亚洲旅游

影视艺术周”将于今年6至7月间在浙江台州

举办。艺术周旨在通过亚洲各地旅游文化的交

流，助力影视产业繁荣发展。届时，组委会将邀

请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上百部影视作品进行展评交流。

活动举办地浙江台州集“山、海、经、佛、城、

硐”为一体，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影视拍摄基地。

中国电影史上，《渔光曲》《少林寺》等重要影片

的主要拍摄地都在台州。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更有《霍元甲》《天龙八部》《笑傲江湖》《花千骨》

《琅琊榜》等200余部影视作品在台州取景拍

摄。主办方希望国内外旅游影视产业领域人士

走进台州，创作一批反映台州题材的影视作品，

选择台州优美的山水风光作为影视作品的拍摄

景点，到台州投资建设影视基地或影视特色文

化小镇，欢迎各类影视文化企业落户台州。台

州也将在本次艺术周期间，通过采风和推介会

等活动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营造最优

质的营商环境。

（许 莹）

亚洲旅游影视艺术周落户台州

由中央电视台、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青

岛东唐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36集电视剧

《阳光下的法庭》4月8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黄

金档播出。该剧以党的十八大之后推进的司法

改革为时代背景，从一位国家二级大法官、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视角切入，选取了在社会上

产生广泛和积极影响的环境保护、跨国知识产

权纠纷、平反冤错案件、攻克执行难、为民营企

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等案例，以艺术化的表达，

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

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

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

方面作出的积极探索和

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

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

的司法工作者群像。在

艺术追求上，该剧观照当

下生活，直击法理人情，

用悬念迭生的剧情故事

和精彩专业的法庭辩论，

凸显了法治题材影视剧

的类型特色，展示了法治

之美和人性之善，勾画了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画卷。

该剧由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组织创作，

李巨涛、陈立军执导，田水泉、郑红星、李巨涛编

剧，颜丙燕、王志飞、何冰、刘之冰、瑛子、田牧

宸、廖京生、高明等40余位实力派演员担纲主

演，是继2001年《大法官》、2016年《小镇大法

官》之后，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强档推出的又一

部以反映人民法院审判和改革工作为主要内容

的电视剧。 （央 讯）

电视剧《阳光下的法庭》登陆央视黄金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