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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6部展播剧百花齐放部展播剧百花齐放
专家共话整体风貌专家共话整体风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许许 莹莹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精心组
织策划了“优秀电视剧百日展播活动”，遴选推介出86部电
视剧作品，全国各级电视台自8月起选购播出，展播剧目叙
事时间大致划分为新中国成立之前、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
八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三部分，重大革命历史、军旅、年
代、谍战、职场、反腐等多元题材皆包含在内。这些剧集
的集中展播，不仅是在国家重大时间节点的诚意献礼，也
是优质电视剧的一次盛大检阅。临近年底，百日展播活动渐
进尾声，这批展播剧整体表现如何？又有哪些亮点，为行业
带来哪些创作启示？4位专家将从各自观剧体验出发对上述
问题作出回应。

范咏戈（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此次百日展播剧题材更加多样、主题更加鲜明、故事更
加好看，呈现出将“礼品”做成“精品”的趋向，在主题性创作
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些作品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
的回顾，重新开掘、填补了若干题材空白。如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剧《掩不住的阳光》再现了方志敏被捕后的狱中斗争，这
段历史过去没有被表现过，不仅史料珍贵，更是一笔共产党
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外交风云》准确把握新中国重要外
交节点，展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世界风云变幻中，
如何让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努力。剧中既有对高
屋建瓴设计的呈现，又有“小球转大球”智慧的表达，是第一
部表现新中国外交形象的电视剧。

不论是新中国的高光时刻，还是经历的种种挫折，这
批展播剧能够着重突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做法值得肯
定。《那些年，我们正年轻》讲述了祖国在艰难中起飞，一
代青年知识分子到深山隐姓埋名研制“两弹”的感人故
事；《最美的青春》中年轻人开垦塞罕坝，他们为新中国历
史留下一串串闪光脚印，并被国家与民族所铭记；改革开
放题材电视剧《启航》着力塑造新型领导干部形象，故
事、场景别开生面；《老酒馆》将视角聚焦于普通百姓的命
运，闯关东中的底层百姓在旧中国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
反动派作斗争，最后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澳门人家》通
过一条老街、一个老铺子、一个梁姓家族在澳门回归前后
的变化，升华了对“祖国”的理解。展播剧整体也有可待

提升的空间，还应把故事讲得更加集中，更加注重情感叙
事，努力把宣传的味道压到最低，注重以浪漫主义情怀照亮
现实。

李跃森（《中国电视》主编）：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百日展播剧在题材上选取
了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三大时期，历史阶段感鲜
明，历史精神脉络清晰。这些作品立足现实、回溯历史、放眼
未来，生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斗

争和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的
深刻变化，用富有生气和质感的
艺术形象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特赦1959》《外交
风云》《伟大的转折》是其中具有
代表性的3部作品。

《特赦1959》采取真实人物
与虚构人物相结合的方式，站在
时代和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新中

国对战犯的思想改造过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自信
和博大的胸怀。《外交风云》从独特的视角书写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通过世界舞台上的风云激荡，表现了
新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动因。《伟大的转折》
选取遵义会议前后这样一个历史片段，由一批共产党人群
像、一场生死攸关的抉择，写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一种创造
历史的力量。

这些作品的艺术实践有力地证明，对于影视作品来说，
成功的关键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方向。这就要求艺术家在提高作品的审美价值上
多下功夫，尊重观众，尊重艺术规律。另一个是坚持现实主
义的创作方向。实事求是地讲，从现阶段播出情况来看，这
批展播剧中现实题材作品明显弱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社

会生活在发展变化，人民对于艺术作品
如何反映现实也有新的期待、新的愿
景。当代的现实主义应该是一种富有人
文精神的现实主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传达人民心声。老百姓真正喜欢的，是
那些与自己的生活和梦想密切相关的作
品。展现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除了
描绘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之外，也要深
刻揭示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的艰难曲折过
程、面对苦难时向善向上的力量。

赵 彤（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

以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为先行、献
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承继，

献礼剧创作和播映的热潮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不仅在荧屏
上，也在网络上。回顾2019年的献礼创作，检索自己对这批
百日展播剧的理解，我认为如火如荼地展开、紧锣密鼓的筹
划之中，更需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创作精神。改革开放
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庆祝中国
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这4个主题中，以年代剧展开的故
事，会面临着时代有叠合的问题，所以需要精准选题，避免题
材撞车。2018年的“改革开放题材”献礼剧，故事大都从
1978年讲起。今年《在远方》讲创业故事，叙事起点却开始

于上世纪90年代初。既然我们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阶段，
迈入了新时代的继续改革阶段，那么改革叙事就可以在任何
一个时间起点上讲起。长征叙事绵延而来，2019年的《伟大
的转折》改变了以往多用“长征全途”为线的叙事方式，而着
重讲了长征中的“贵州故事”。红军故事多有建树，2019年
的《绝境铸剑》将以往主讲“用兵”的视域，转移到主讲“建军”
的焦点上来。《特赦1959》讲站起来的新中国故事，在“功德
林”内外，把战犯的思想改造故事与北京的城市建设故事糅
合在一起。《国家孩子》在开掘民族团结的故事中，将“大上
海”与“大草原”融为一体。而《都是一家人》把原本分塑的兄
弟民族形象，聚合成集束的群像，又将他们从边疆地区转到
经济特区来。

2019年百日展播剧有创新，也有启示。献礼剧是创作
者需要用心、用情、用功的分内事，而非潦草应付的差事；献
礼必然要讲政治，但献礼剧天然地要讲好故事；献礼剧当然
要讲好行进的往事，但更需要讲好前进的时事。献礼剧创作
如火如荼是好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创作献礼剧精品更
是本事。

戴 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2019年电视剧市场是减量提质的一年，在创作上守正
创新，纵横展现时代图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如《外交
风云》等，在表现内容上填补了艺术空白，宏大与细腻并
重，呈现出鲜明的史诗品格与艺术追求；领袖与先烈传记
剧如《可爱的中国》等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就，人物塑造
十分鲜活、感人肺腑。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现实题材电视剧
在内容上从小切口反映大时代，收获丰厚。其中，行业剧
颇为亮眼，《在远方》《奔腾年代》展现了中国在世界居于
领先的行业故事，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带有鲜明中国特色、
凝聚中国精神的中国故事。年代剧以《老酒馆》为代表，
在表现普通人的骨气、志气、民族节气等思想性上饶有新
意，在叙事结构与人物群像塑造方面都有明显的突破与创
新。革命历史题材剧以谍战剧为主，出现了《光荣时代》
这类融合刑侦与谍战两种强情节元素的题材类型，更加具
有戏剧张力。

回顾我所观看的部分百日展播剧，其中不少典型人物都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外交风云》中的周恩来、黄镇大
使，《可爱的中国》中的方志敏，《在远方》中的姚远、路晓鸥，
《奔腾年代》中的常汉卿、金灿烂，《老酒馆》中的陈怀海、谷三
妹，《光荣时代》中的郑朝阳、郑朝山等。这批展播剧的成功
启示我们需要进一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现阶段某些作
品还不够“现实”，情节缺乏生活基础和必要铺垫，表现有隔
膜和生硬之感，人物形象和语言有的还缺乏特殊年代的气
质。创作者需要进一步开掘生活、提炼生活，更加深入生活
的富矿，表现其熟悉的生活、心灵感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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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19年初电影观众为第91届奥斯卡
金像奖最佳影片《绿皮书》感动的话，那么，临近岁
末，《触不可及》将再次打动亿万观众的心。与《绿
皮书》类似，这同样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
述一位白人男子与一位黑人男子之间真挚友情的
故事片。看完此片，笔者当即联想到17世纪英国
诗人约翰·多恩的一首诗《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约翰·多恩在这首诗作中这样写道：没有谁是
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
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
刷/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
一座庄园/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无论谁死
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
个概念里/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
而鸣。这首诗歌300余年来一直被人广泛传诵，
并被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用作自己小说的题目，
就是因为该诗歌将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道
出了人类对相互关爱的渴求。而《触不可及》之所
以触动观众的心弦，也是因为影片表现了超越种
族、阶层、财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为
这个仍然存在着冷漠、自私、为各自利益纷争不断
的世界注入了暖意。可以说，《没有谁是一座孤
岛》这首诗歌与《触不可及》这部影片表达了同样
的主题。

《触不可及》由尼尔·博格执导，布莱恩·克兰
斯顿、凯文·哈特主演，于2017年9月在多伦多国
际电影节首映，2019年 11月在中国大陆上映。影片根据
2000年法国电视三台播放的白人富翁菲利浦和阿拉伯裔黑
人青年阿布代尔的真实故事改编。白人富豪菲利普因遭遇事
故高位瘫痪，他在招聘私人护工时，有多次犯罪前科、草根味
十足的黑人戴尔前来应聘，阴差阳错中，他居然应聘成功。从
此以后，他们朝夕相处，发生了一系列既令人发噱又温馨动
人的故事。影片所说的“触不可及”可以理解为：戴尔触不可
及的是菲利普高度的文化素养、上流社会的生活；而菲利普
触不可及的是戴尔那种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性格，他从小
接受良好教育，立志当人上人，一举一动都必须合乎上流社
会的标准，无法像戴尔那样在看戏时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
在因滑翔伞运动遭受意外后，更无法像戴尔那样随心所欲地
跳舞、大胆地向喜欢的女性示好。但不可思议的是，两人之间
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件后，居然成为莫逆之交，并让
对方的人生变得更加完美。在戴尔的帮助下，菲利普外出兜
风、和朋友们庆生、线下见笔友，甚至再度去乘坐给他人生带
来惨痛巨变的滑翔伞；而戴尔也在菲利普的影响下，学会欣
赏歌剧、作画，并用劳动所得去赡养前妻和孩子，成为一个合

格的丈夫与父亲。
平等、友好、互相尊重、互相成全，这是人类美好

的情感所在，也是人性闪亮的光辉之处。电影虽名
为《触不可及》，实际上是触手可及，生活中便处处潜
藏着这样的惊喜，只待人们心存善意、勇敢地去发
现。影片中戴尔创作的那幅画的题目也正体现了这
一主题。《触不可及》从风格样式来说是一部谐趣、幽
默的喜剧片，但该片并非仅仅满足于逗观众一乐，而
是立意高远、内涵丰富。鲁迅曾在杂文《这也是生
活》中写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
关”。也许在不少人的印象中，鲁迅仅仅是一个铁骨
铮铮的战士，而实际上鲁迅还有另一面。鲁迅具有
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既看透世间的黑暗与冷酷，又没
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对受难者的关爱。在铁屋子

笼罩着中国人的时代，鲁迅一直顽强地做着一个擎着闸门的
人。在时间的单行道上，人们有太多惘然、孤独、无助的时刻，
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犹如一座孤岛，而周围的世界充满敌意，
作家、艺术家应该将目光投向他们，为他们的命运、为人类的美
好未来发声。这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也是文艺存在的重要价
值。因此，《触不可及》的创作追求值得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版《触不可及》之前，法国也曾拍过
同样题材的电影。该片自2011年在法国上映后，在法国引起
轰动，一举拿下法国年度票房冠军。据统计，每4个法国人中
就有一个看过此片，有一半以上观众看哭。众多观众都被这
个温暖的故事所感动，继而思考人生的真谛，该片也被列为
法国人心目中的“国民电影”。多年以后，美国又对该题材进
行翻拍，说明了人们对爱、同情、信任、互助等这些人类美好
情愫的呼唤具有永恒性。南非前总统、国父曼德拉曾说过：因
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而且我们也不是石头造的，所以，我
们都会被崇高的爱情、友谊与人类的慈悲而感动。诚哉斯
言，希望作家、艺术家践行这一宗旨，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
艺作品。

新作点评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戏
曲频道党支部成员在北京东苑戏楼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创新发展优
秀传统文化的主题党日活动，结合《角
儿回来了》畅谈感想体会，戏曲频道党
支部成员、数十位戏曲名家、戏曲专家
学者以及戏迷代表等汇聚一堂，共话
梨园传奇，畅叙时代新声。

自2017年初开播以来，3年时间
里《角儿来了》栏目邀请了来自19个城
市、28所专业院团院校、10多个剧种
的68位名家来到节目做客。即将推出
的《角儿回来了》新年联欢会，将过去
参与过节目录制的嘉宾再次邀请回舞

台，讲述参与节目录制的感受、畅谈当
代舞台演绎的创新、共话新春新时代。

《角儿回来了》精编节目试映后，戏
曲频道党支部书记李纯博表示：“戏曲
频道坚持走专业化、多样化、精品化、年
轻化的路线。《角儿来了》是频道诸多高
品质优秀节目的典型代表，做到坚定文
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现实题
材精品奉献人民。”

在《角儿来了》策划理念与融合创新
的主题座谈环节，专家表示，《角儿来了》
中多点跨屏互动、场景化演绎、多代际聚
首、多层次互动、多维度致敬和多学科联
动等形式都是创新。希望未来戏曲与国

风国潮进行一些嫁接。
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从昆曲

角度解读传统文化创新：“我一直秉承
着‘两条腿’走路的观念，首先要继承，
不要丢掉昆曲的基因，同时必须要创
新，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去创新势
必被历史所淘汰。”国家京剧院编剧池
浚认为，要让传统文化活态化，在纯正
的内容和通达的表达方式之间找到一
个平衡点。

据悉，《角儿回来了》将于春节期
间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让我们共同
跟随戏曲名家品读粉墨人生，致敬艺
术传奇。 （视 讯）

《角儿回来了》看片会在京举行

12月15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艺
术研究院教育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幕。此次展览及系列论坛旨在
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中国艺术研究
院近70年的教育发展历程和教育科
研成果，弘扬优良传统，展现卓越成
就，彰显时代风采，激励艺术教育工作
者在新时代创造新成绩。展览将持续
到2020年1月5日。

此次展览共计展出各类展品千余
件。其中，“教育发展史”展厅，设置有

“不忘初心”“历史沿革”“事业格局”
“立德树人”“新时代 新气象”“展望”
6个内容单元，通过图、文、影、音相结
合的综合展出形式，展示了该院艺术
教育事业近70年来薪火相传、锐意进
取的发展历程，回顾了该院老一辈专
家学者扎根科研、锲而不舍的光辉业
绩，阐释了该院艺术教育所秉持的治
学理念、所依托的整体格局、所具备的
资源优势。“教育科研成果”展厅结合
百余件典藏实物和珍贵手稿的陈列，
详细介绍了该院艺术学、美术学、戏剧
戏曲学、音乐学、舞蹈学、影视学、设计

学、中国语言文学8个学科专业系的
发展历程。展示内容涵盖各学科专业
系的学术传统、学科结构、师资力量、
科研成果、教学成果、重要活动等方
面。该厅的展陈空间以“花”为意象进
行布设，既与“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
相呼应，又象征了各学科专业系间既
各具特色、各显风采又凝神聚力、同气
连枝的紧密关系。

“教师创作成果展”“毕业生优秀
作品展”展出由该院教师及优秀学生
代表所创作的国画、书法、篆刻、油画、
雕塑、版画、摄影、文物保护与修复、工
艺美术及设计作品200余件。这些作
品集中展示了该院在创作教学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展现了该院在艺术创作
领域的深厚底蕴和昂扬风貌，也体现
出师生们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据悉，“中国艺术研究院教育成果
展”系列活动还包括艺术教育发展论
坛和“艺苑国风 国乐经典”音乐会，以
及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教育成
果论文集》《中国艺术研究院教育成果
作品集》等重要板块。

（许 莹）

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教育成果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