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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卢 蓉蓉

过去十年，中国电视剧行业在媒介变革、产业升级以及
社会转型的力量交汇中发生深刻演进，介质与形式、生产与
消费、文化身份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正在重新发展。持续的
平台博弈与互渗，分化并重组了电视剧生产与传播，数字化
竞争正在全面升级视听产业形态。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
济、思想领域的变化加剧了全球文化竞争，国家党政部门加
强了对电视剧生产的规划、治理和引导。伴随新时代现实
语境，中国电视剧承载着服务时代、服务人民的创作使命，
在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中不断探索“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道
路与新范式。可以看到，围绕社会重要领域确立选题的主
题电视剧已成为这一时期的创作主流，同题竞作的创作景
观下，大批优质之作在国家话语、市场诉求、观众趣味之间
打开通路，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认同机制，不仅对行业的整体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对构建新传播时代中国电视剧全
新的美学形态与文化功能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效用。

时代主题承继主导文化，铸造美学风范

中国发展进入历史新阶段，电视剧呈现出与时代主题
同构的鲜明特点。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命题不断影响并构
成了电视剧选材立意的参照，面向时代写作成为贯穿近十
年电视剧发展的主轴。以重大现实、重大历史、重大革命题
材的电视剧为首，主题创作涵盖建党百年、全面小康、脱贫
攻坚、抗击疫情、北京冬奥等重大节点，全景式呈现了党史、
国史、改革开放史等。电视剧影像语言与国家叙事话语紧
密同构，共同讲述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国家广
电总局推动的“记录新时代工程”以及“为国家写史、为民族
塑像、为人民立传”的创作志向，成为电视剧书写新时代的
主体面貌。

近十年来，这一领域电视剧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持续占
据优势，“周年创作”现象既突出了鲜明的主题导向特征，同
时又在历史讲述与审美创造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屡屡掀起
现象级大剧收视高潮，为主题电视剧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
引领社会风尚贡献了成功样例。《觉醒年代》用诗性流淌的
镜头语言开创丰富的美学形态，叙事格局高远宏阔，历史人
物和事件饱含充沛的道德激情与信仰热力。《寻路》《功勋》
《理想照耀中国》《激情的岁月》聚焦重大历史时刻，用人物
群像重铸国家记忆与民族精神。《大决战》《跨过鸭绿江》《东
北抗日联军》《历史永远铭记》《彭德怀元帅》为慷慨献出青
春和生命的先烈树立忠诚与信仰的丰碑。《历史转折中的邓
小平》《国家命运》《海棠依旧》《外交风云》《毛泽东》《可爱的
中国》《特赦1959》再现了共和国诞生后的重大历史事件，
填补历史影视空白。众多作品在国际政治新语境与第二个
百年奋斗的时代氛围中，涌动着强烈的民族自觉和大国意
识。镜头所展现的历史风云、山川风貌与社会景象，都超出
了彼时彼地的时空指涉，成为中华大地的文明起点和家园
隐喻，质朴而诗意的镜头生成史诗般恢宏气势和磅礴力量，
将中国风度和中国气派淋漓呈现。

《山海情》《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黄土高天》《老农
民》《焦裕禄》以史诗性视野展现山乡巨变,不仅深入贫困农
村生活的肌理，更贯穿起我国整个农民群体跨越60年之久
的历史进程，谱写出一曲曲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农民奋斗
史诗。《马向阳下乡记》《麦香》《温暖的味道》等讲述建设新

农村的故事，用更亲和的语态更新了乡村故事传统，对农村
未来的改造之路进行思考。《我们的新时代》《江山如此多
娇》《功勋》《在远方》《营盘镇警事》《最美逆行者》《在一起》
围绕重要领域进行主题创作，展示时代的足音，塑造出社会
主义建设不同时期生动感人的新人群像。

品质正剧繁荣的背后是“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
时代明德”的创作主调在文艺领域的气象开新。将革命的
激情和精神转化成时代共情，重新激活人们对当代中国历
史发展的认识，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能量。其宏阔深沉的
历史感、大气磅礴的思辨气质与诗性象征的镜头语言，标志
并彰显了重大题材独特美学风范的成熟。其中，“从地方发
展史引导人们思考当代中国发展的全景”，用恢宏的历史叙
事展现集体命运的原生动力，是这类电视剧在美学观上的
重大突破，也是文艺作品彰显全球化时代“中国性”特质的
话语创建。

现实主义创作释放强劲的文化建构功
能和社会影响

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实践与经验，为现实题材创作提
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新发展契机，同时也挑战着文艺工作者
叙述现实的方法。这个时期诞生的一批现实力作，用厚重
深沉的现实主义笔法书写群体命运，拓展了作品容量，用丰
富的思想与正在发生的广阔现实进行对话，给荧屏带来了
优秀长篇应有的品相。高品质现实创作的再度回归，重新
激活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释放出强大的社
会影响力。

《大江大河》生动演绎“人与时代”的深刻命题，人物命
运紧扣时代脉搏，揭示了改革浪潮下前行的勇者所承担的
时代考验。《外滩钟声》《归去来》《鸡毛飞上天》以小人物的
心灵史折射时代发展，不回避历史问题和当下矛盾。《湄公
河大案》《破冰行动》《猎狐》《扫黑风暴》等改编自多桩真实
大案的刑侦大剧，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惊心动魄，对弘扬社会
正义和重建社会良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国家底线》《巡
回检察组》回应社会对公权力的关注，展现社会正义、公共
理性、国家形象与个体生命的复杂联系。

《平凡的世界》《都是一家人》《索玛花开》从小家庭链接
社会广阔天地，以诚恳的视角观照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境
况。《父母爱情》《乔家的儿女》以普通中国家庭的缩影回望

社会变迁。《鸡毛飞上天》用一对夫妻的创业故事浓缩浙江
义乌改革发展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温州一家人》用多元
叙述呈现创业者的智慧、意志与情怀。《我的前半生》《情满
四合院》《急诊科医生》在描写职场生活、现代情感与人格独
立的同时，折射转型期社会的变革。《装台》《安家》《我在他
乡挺好的》以城市底层小人物改造命运为主线，关注生活的
复杂性和人性的本质，从普通人质朴善良的精神底色中揭
示出社会进步的精神基石。《老有所依》触及日趋严重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人世间》用丰沛的生活细节、缜密的故事结
构以及富有张力的人物关系，潜入历史的细部和记忆深处，
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以敏锐的洞察力挖掘出故
事深藏的“文学与道德的深刻性”，再次昭示现实主义精神
的深刻性来自对人的生存状态、情感特征和时代特征的准
确捕捉与深刻审视。

品类创新与产业联动正在改变流行市场

与重大题材的长线规划不同，近十年中国电视剧的流
行市场借助类型包装与社会热点的糅合，正在逐步发展题
材活性与市场价值。一方面回收并翻新国内市场拥有收视
沉淀、成熟度高的旧有类型，同时汲取国外剧集创作策略和
制作模式，借助流行IP的受众积淀和弹性衍生，尝试新口
味与新样式布局。一些别出新意的创意元素和叙述手法突
破旧有模式，或用小切口故事承载特殊视野的现实内容与
公共关切，或用虚构类流行戏剧装载现实感和人性光谱，或
用特殊故事设定尝试初建平台联动的超级剧集系列，展现
出对国家话语的调适和对未来市场版图的进取。

十年间，发展迅速而应变灵活的谍战故事不断深化、创
新。《悬崖》《风筝》用冷峻、开阔的审美追求，讲述特殊战线
沉默无声的信仰和牺牲，显示出不同以往的丰富性和一定
的历史深度。《北平无战事》《于无声处》将谍战情节置于更
广阔的政治、社会背景，让谍战与历史思考同步展开。《叛逆
者》《伪装者》年代感浓郁，情感世界炽热而深沉。《对手》藏
身于社会普通人群，危情之下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情景改写
了观众的文本期待。现实题材新成员“行业剧”，用职业故
事透视社会发展，折射出纷繁复杂的当下社会现状与人性
情感，成为一个别具观察价值的类型。其中《理想之城》《安
家》《输赢》《猎场》描绘不同行业中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
实、心灵与物质种种元素的交汇、碰撞，现代职业人格形象
和内涵正在重塑。律政剧、司法剧、工业剧纷纷推出“新人”
化身当代中国社会镜像。民生话题剧形成系列，不断介入
教育、医疗、住房、生育、养老等生活热点焦点和民生痛
点。年龄危机、情感纠葛、职场压力等受到广泛关注与热
议。根据网络IP改编的《琅琊榜》《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
联盟》《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庆余年》等通过故事
设定、流行元素、受众基础、情感预置给古装剧带来全新
题材想象。一些多态多栖的IP改编、创新形态的制作与
全媒体运营正在黏合互联网时代的网民，营造比“文本”更
大的超链接时空。

市场流行剧集的样式出新与潮流风向，既给国产剧的创
作发展增加了观察视角和题材灵感，同时也可以辨识出当今
剧集产业的流行元素如何通过互联网发生全球流通。新兴
样式的勃兴与叙事表现提示我们，电视剧与社会文化信仰之
间的塑造关系始终居于复杂的动态演变之中，也正是这种演
变构成了当代价值观构造和社会关系发展的民间心跳。

近十年国产电视剧创作演变与话语展开的维度，整体
上映照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速度，与国家经济发展、文化生
态紧密相关，也与全球政治经济状况、文化思潮并行共振。
如今，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文化强国目标，中国电视
剧行业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对传统文化、社
会现实与民生内容的创造性开发是中国电视剧的主体道
路，新的时代主题也将持续引领其中的价值表达。适应新
的生产与传播环境，构建全媒体时代中国电视剧新的话语
体系，用更深邃的现实创作和艺术表达记录时代精神，为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积极贡
献，是新时代重新出发的中国电视剧面临的新挑战。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从剧名来看，国家广电总局迎接党的二十
大重点剧目、浙江华策集团出品的时代报告剧
《我们这十年》以“我们”为叙事主体，以“这十
年”为时间场域。看过《我们这十年》之后，深感
创作者对“我们”的人称命名和意义建构有深
意、有新意、有心意。“我们”是一种集体指称，但
剧中并没有因为“我们”消解了一个一个具体的

“我”，恰恰相反，全剧着意从一个一个具体的
“我”来构建作为集体的“我们”，从而使得“我们”既厚重又鲜活、既
深刻又生动。在“这十年”的时间场域和与之相伴随的空间场域
里，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生动的“我”，构建起十年来丰富、深刻、
立体的“我们”。《我们这十年》的“十年”，不是简单的时间描述，而
是新时代的同义词，具有宏阔的史诗意涵，具有富于新的历史特点
的审美意蕴指向。《我们这十年》一个鲜明的特质，就是由诗的

“我”、诗的“我们”，艺术地构建起“史”的“这十年”。如同片尾曲中
所唱：“这封信给烟火中写故事的人/写如何勇赴这平凡的生活”

“写故事多辉煌/以萤火的光”，《我们这十年》首先立足描绘平凡的
人间烟火，着意刻写一个一个具体的“我”身上“萤火的光”，由此来
点亮时代之光，自然地展开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画卷。

《我们这十年》选取单元剧模式有效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
融合。单元剧模式可以突破电视连续剧单一主题的叙事限制，从
而可以在多个主题之间自由切换、闪转腾挪，极大地扩展了具体的

“我”的多样性、广泛性、丰富性、代表性。虽然单元剧模式已经有
《功勋》等精彩前作，但《我们这十年》中的“单元”，围绕由一个个具
体的“我”到“我们”再到新时代十年“诗”“史”相融互文的艺术创
造，成功构建起了自己的“单元宇宙”，人物谱系鲜活，情感世界丰
富，精神境界饱满，意义内蕴深刻。

《我们这十年》全剧分《砺剑》《一日三餐》《唐宫夜宴》《坚持》
《热爱》《前海》《沙漠之光》《西乡明月》《心之所向》《未来已来》《理
想生活》11个单元，每一个单元都通向一个新时代的历史现场，每
一个历史现场都塑造了由每一个具体的“我”构成的“我们”。《砺
剑》之于强军，《一日三餐》之于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唐宫夜
宴》之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之于
抗击疫情，《热爱》之于民族团结，《前海》之于粤港澳大湾区，《沙漠
之光》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西乡明月》之于法治建设，《心之所
向》之于乡村振兴，《未来已来》之于科技强国，《理想生活》之于对
外开放，11个单元所涉及的，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宏大主题，
但这些宏大主题，都不是架空的、抽象的，而是借由“我”回到历史
现场。

由宏大主题到具体表达，由厚重到鲜活，由深刻到生动，由
“史”到“诗”，考验的是创作者艺术转化的能力。同时，“具体化”的
表达并不是要遮蔽时代精神，而是要使时代精神具有代入感和共
情力。“我”必须在具体的历史现场里艺术化为生动的人物形象，同
时又要在一朵朵“浪花”中观时代大潮。《我们这十年》在这方面的
探索令人印象深刻。

以《一日三餐》单元为例。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这样一个
“硬核”主题，如何找到具体的落点？创作者巧妙地将其与日常生
活融通起来，通过一家名为“一日三餐”的肠粉店店主五味叔和女
儿在老街改造过程中关于餐厅经营理念的冲突，以及天天光临的
熟客老白、老醋、闫伯、丁娘娘之间的议论和故事，特别是“八项规
定”出台后由肠粉店“升级”而来的“皇家鲍翅”经营惨淡、最终回归

“一日三餐”的百姓情怀的转变，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
的危害等进行了展现。五味叔作为核心人物，将舌尖上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古街改造、商道与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等看似毫不
相干的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再如《唐宫夜宴》单元以河南卫视引发
全民热潮的现象级节目《唐宫夜宴》的创作传播为蓝本，以郑州歌
舞剧院首席演员小艳、编导陈冉为中心，将艺术与生活、爱情、家庭
的关系，与市场、流量的关系，与院团改革、发展的关系编织进叙事
文本之中，特别是创造性突破了台前幕后的限制以搭建戏剧冲突、
展现叙事动力，极其生动地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文化景观，以及这一文化景观之下以小
艳、陈冉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的个体情感、内心冲突、艺术追求、精
神状态。《热爱》单元中，因为偶然原因远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加尕斯台镇中心校担任体育教师的张雷，将
观众的目光吸引到热爱足球的各族孩子们身上，张雷在经历过巨
大的思想波动之后，最终选择留下来，不断克服语言、文化、习俗、
生活等方面的差异，主动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并最终带领孩子们夺
得足球比赛冠军。新疆独特的民族文化、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各
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景象，在《热爱》中伴随
张雷的心路历程得到极具感染力的呈现。《心之所向》单元以“农创
客”的新形象带来乡村振兴的新气象。值得注意的是，该剧几乎每
一个单元都注入了喜剧元素，进一步增加了主题表达的生动性、感
染力。

由具体的“我”这一音色各异的不同“声部”，《我们这十年》谱
写了“我们”的新时代交响。11个单元构成了新时代交响的11篇
生动乐章，虽然每一个乐章都各有特点，但作为整体的交响却并不
零乱和芜杂，究其原因，就在于交响有一个鲜明的主旋律，那就是
在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新时代语
境中，每一位中国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凸显出奋发向上的
精气神。由此可以说，《我们这十年》，确实是“我们”的，确实是“这
十年”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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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文艺的形式反映新
时代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取得的光
辉成就，展现广大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工作者在党的领导
下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由中国视协、江苏省广播电视
总台共同出品，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湖北广播电视台、广
东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支持，中国视协主持人
专业委员会、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协办的“永远跟党

走 奋进新征程——中国视协喜迎党的二十大电视文艺节
目”于10月10日起在江苏卫视、湖北卫视、广东卫视、福建
东南卫视等电视频道以及学习强国、央视频、爱奇艺等网络
平台正式播出。

文艺节目分为“致时代”“致人民”“致世界”三个篇章，
邀请陈宝国、丁柳元、郭晓东、韩乔生、侯京健、胡夏、霍勇等
60余位艺术家和青年文艺工作者共同参与，以情景讲述、
诗歌朗诵、专题访谈、歌曲、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抒发电视
艺术工作者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为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营造喜庆热烈的浓郁氛围。 （视 讯）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中国视协喜迎党的二十大电视文艺节目圆满播出

《海棠依旧》

《《山海情山海情》》 《人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