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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电视剧类型中，年代剧以在历史跨度中演绎跌宕
起伏的故事，展现人物曲折的命运史、心灵史，受到全域全年
龄段观众的青睐。作为最能承载电视剧书写生活史诗的代表
性类型，如果一个时期内没有一部或者几部达到创新表达、能
够提振行业水平的年代大剧，难以言说电视剧的健康发展。
明晰界定年代剧虽然有一定难度，但如果顾名思义定义年代
剧会发现，相对于截取生活横断面的剧集，年代剧是以纵向的
生活流的方式表现跨年度生活。它通常有少则十几、二十年，
多则三四十年、五六十年的历史长度及与之相匹配的历史厚
度与密度，并且一定能够让历史启发当下。年代剧还可以细
分为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等。近年来
《觉醒年代》《外交风云》等便属于宏大叙事，《山海情》则更倾
向于主题性创作。相比来说，年代剧中占比最高的还是离老
百姓的生活更近、更具烟火味儿的日常叙事。本文试以《人世
间》《鸡毛飞上天》《情满四合院》《最美的青春》《父母爱情》等
若干当代现实题材的热播平民生活剧为例，探讨年代剧创新
表达的几个维度，即厚度、深度、密度、温度。

厚度：把握历史节点 实现“跨代”书写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我们通常称之
为记忆的东西，多是对某种已经逝去的传统历史意义的回归，
或是对远去的某种现象的重构。历史从来就不是涅瓦大道般
平坦，而是大河奔腾中有回流，高歌向前中有沧桑。当代现实
题材年代剧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70余年的历史。在这70
余年中，既有新中国初期国内百废待兴的火热年代，土地改
革、私有制改造、国防现代化等持续推动社会换新，也有反右
扩大化、反右倾扩大化乃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曲折，更有改
革开放后迅猛发展以及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许多观众表
示：“《人世间》是近些年来最舍不得倍速看的一部剧。”这是因
为该剧秉持现实主义，重构了城市底层平民50余年的生活
史。在“光字片”以周家为主线的叙事中，父亲周志刚在西南
参加大三线建设，长子周秉义响应国家号召成为第一批下乡
知青，长女周蓉追随诗人丈夫远赴贵州乡村，周家只留下小弟
周秉昆与母亲相依为命。剧集选取了支援大三线、“文革”下
乡、改革开放等历史关键节点，在50年的岁月里，让周家人的
命运和时代变迁相交。周秉义大学毕业后从政，在大刀阔斧
的改革中经历了仕途沉浮；周蓉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却
情路坎坷；周秉昆与不幸的郑娟相濡以沫，经历了下岗阵痛和
下海挑战。《人世间》作为一幅描绘世间百态的动人图景，其中
的爱恨纠葛、命运起伏让观众共情。透过周家三代人的经历
和故事，剧集帮助观众回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走过的道路，理
解其中的变化和成就，从而读懂了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这
正是该剧因承载历史而值得称道的厚重。《鸡毛飞上天》从义
乌对商品意识的先知先觉鸡毛换糖，发展到做袜子卖扣子，到
后来办厂成立集团，产品销售到国外。男女主人公陈江河和
骆玉珠从“投机倒把分子”到成为人生赢家。这样一部以改革
开放为背景的热血创业剧，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波澜壮阔的时
代背景下真实的历史传记。主人公从坐牢到创业的坎坷再到
身患不治之症，“行到水穷处，坐看风起时”，从不气馁，这种创
业风采正是观众从年代剧中回望改革开放的筚路蓝缕时被深
深打动的地方。《父母爱情》《最美的青春》都有“文革”“唯成分
论”“反右”等政治运动造成的人物命运的逆转，《情满四合院》
中一个原本平静的老北京四合院，“文革”中居然是非颠倒地
让“坏种”许大茂当了副主任，甚至老一辈三个大爷中二大爷
三大爷也迷失了自我。唯独傻柱用劳动、诚实诠释着生命的
韧性。一个钢厂的大厨以自己的方式在生活困难的特殊时期
帮助四合院里的孤儿寡母和几个失助老人。唯其因为“文革”
结束，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降临，颠倒的是非才又重新颠倒过
来。傻柱才能凭着高超的厨艺开饭店致富，富起来的他又借
助时代东风将四合院改成“幸福养老院”为院里一众老人养
老。年代剧通过选择历史节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既是对历史
的尊重，也是保持剧集现实主义锐度的不二法则。

深度：将叙事中心定位于生命意义、爱情价值

年代剧与其说在定义叙事时空，不如说在定义主题精
神。优质年代剧大都遵循着“生活写实，主题写意”的创作理
念。年代剧让人能够唏嘘感叹的不仅是故事，更是其背后的
人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有我有他也有的人生浮沉和
人性蝶变。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通过批判青年黑

格尔派唯心史观，对“历史”究竟是什么作出科学定义：“历史
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自觉目的的设
定和指向，也应是剧集探骊得珠的主题指向。《人世间》的主题
歌深情唱道：“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
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
又融化。世间的苦啊，爱会离散，雨要下。世间的甜啊，走多
远都记得回家。”歌声中，周秉昆的父亲和母亲携手一生，当多
年在外的丈夫先于周母而去时，周母竟拉着丈夫的手也随他
而去了。老一代人的爱情感人泪下。周秉昆自小就是父母口
中的愚笨孩子，却是一个公认的优秀的“幺儿”，他对妻子郑娟
的包容，对六小君子的倾心真诚，和妻子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
彩人生。这部剧能够让观众获得“识史”和“悟情”的充实。《最
美的青春》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苏联专家
认为不可能的塞罕坝植树，顶风冒沙荒原创业。故事本身就
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
里，塞罕坝人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沙漠变绿洲、
荒原变林海的奇迹，以青春的付出换来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
林。最艰苦最危险的是雪中断粮。剧中老魏藏粮的细节使观
众尤为感动。在断粮之时，老魏拿出一小口袋粮食，原来是他
平时把有人浪费的粮食晒干搓成末存起来，准备拿回老家给
同样缺粮的老母亲。老魏的一小袋粮救了大伙的命，显示出
冯程和他的伙伴们同进退、共患难的珍贵情义。战友们在工
作与生活中彼此体贴、爱护，又由最初的同志情慢慢演变成爱
情。这种爱情没有夸张和狗血式的渲染，却暗香浮动沁人心
腑，它生动诠释了青春和生命的意义、价值。相对一些悬浮剧
情下的偶像剧，《最美的青春》受到青年观众的追捧，并引发了
一场大众审美的回春。《父母爱情》叙写特殊年代不相配的资
本家的女儿安杰和“土老帽”出身的军官江德福的结合。在几
十年的磨合中，他们互相走向对方，却在一点上擦肩而过、走
过了头，产生了角色的倒置，也就是剧中江德福到年老的时
候，反而比安杰更讲究生活质量了。探究这擦肩而过的点是
很值得人们思考的。这个“点”才是父母爱情之所在。因为爱
情的宝贵价值在于创造，所谓创造就是在对象中发现自己并

再生。由于剧集选择的起点是父亲农民式质朴和安杰“嫁鸡
随鸡”的中国传统女性美德，有了这样一个起点，阶级差别、文
化差距等便不再是他们相爱过程中不可克服的障碍，父辈爱
情给予观众的有感动更有感悟。

密度：物理还原力求逼真 角色诠释始终在线

年代剧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理应遵循纪实美学追求
的风格，对“年代”作出最大程度的物理还原，达到既要现实更
要“坚实”。《人世间》以“光字片”棚户区为背景时，仅在拍摄地
搭“光字片”使用电线就有75000米，铺了几十卡车的黑土，挂
历也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物，家具、用具，电风扇、收音
机款式都是当时之物，墙皮经处理后有了脱落的风霜感，报纸
进行烟熏做旧，周家的东北大炕上，被子、席子以及一家人躺
睡的样子都让观众倍感亲切。《父母爱情》不仅以人物当时穿
的服装如军装体现年代感，更让上世纪80年代海岛码头迎送
的场景成为“主场景”，让观众对驻岛部队和家属的海岛生活
有亲历般感受。《情满四合院》选景时并没有用现成的四合院，
而是依剧情需要重新按1∶1比例搭建。剧中傻柱用不离手的
塑料网兜提铝饭盒，二大爷的断腿眼镜用胶布粘贴，诸多细微
之处将观众带入剧中时代背景。《最美的青春》中，许多戏都是
在沙尘暴和极端严寒的天气下拍的，地窝子、帐篷都按当年原
貌搭建。

相比人物所处环境逼真的物理还原，品质剧更重要的一
个方面在于演员的表演始终在线。《人世间》中，人物个个饱满
感人，成功形象的塑造同演员的在线表演密不可分。剧集汇集
了十几位国家一级演员。无论是丁勇岱饰演的父亲，萨日娜饰
演的母亲，还是中生代实力派演员辛柏青、宋佳、雷佳音、殷
桃、张凯丽、宋春丽、马少骅等，不管是主演还是配角抑或客
串，他们都为观众提供了教科书级的表演。从周家三兄妹到周
家父母，乃至省长、“老太太”、“六小君子”，没有一个拉胯，这
样的“飙戏”让观众大呼过瘾。《父母爱情》虽然大部分戏发生
在家庭、夫妻间，但处事、语言反差下表达爱的方式始终使剧
情保持张力。《情满四合院》里的主要演员都是北京土生土长，

大都在四合院胡同里长大，他们在一招一式、片言只语间都是地
道的“京味儿”。由中年实力派演员何冰、郝蕾以及三位老戏骨的
黄金搭配使得满剧生辉，这是不一般的品质剧的“软黄金”。

温度：以暖心剧的大结局满足观众期待

“有温度”本就是现实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追求现实主
义的温情表达是体现文学艺术创作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
步伐，以“明德”引领风尚，彰显人性之美，弘扬中国力量的创
作秉持。现实主义的温度在年代剧中表现为它的大结局设
计。《人世间》结尾，郝冬梅和周秉义坐在山顶，环顾昔日农场
已是一片碧野、牛羊成群，周秉义分别给妹妹周蓉和弟弟周秉
昆各写下一封信，说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郝冬梅，如果他
有一天不在了，希望弟弟妹妹们照顾郝冬梅。而老年的周秉
昆撑着伞和郑娟漫步雨中，他希望还能有来生，还能和郑娟再
做夫妻，郑娟虽笑着说“你想得美”，却温情地偎在秉昆身边。
这些哀而不伤的场面令观者荡气回肠。《人世间》里，不仅三兄
妹最后都有了相对完满的结局，“六小君子”中的其他几对夫
妻也都相对完满。值得一提的还有秉义当年的兵团战友姚立
松也没被抛弃，这个一度迷失自我、因贪欲以至犯罪的秉义的
昔日领导，在秉义劝说下选择了自首新生。《父母爱情》结局是
江德福过80大寿，磕磕碰碰几十年，在80大寿的时候几个孩
子和全家又团聚在一起。半个世纪的父母爱情得以升华净
化。剧集不打苦情牌，而是契合当下盛行的日常生活叙事感
动观众，默默地、沉潜地释放出引人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最美
的青春》历尽艰辛后，覃雪梅和劫后重生的父亲重逢。尾声
中，第一代植树人变成了白发老人重回塞罕坝看到崭新面貌，
令人敬重又感慨，取得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情满四合院》直
到结局才能说得上是“情满”：经过了困难时期、“文革”以及改
革开放创业的艰辛，四合院里不仅傻柱和秦淮茹的爱情得以
圆满，三位大爷养老有了保障，还重新接纳了“坏种”许大茂以
及傻柱的父亲，最后以一张四合院的全家福为剧情画上句
号。这样的暖心大剧满足了观众对年代剧苦尽甘来、好人好
报的审美期待。

谈谈年代剧的创新表达谈谈年代剧的创新表达
□□范咏戈范咏戈

10月25日，电视剧《大考》创作
座谈会在京举办。《大考》由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组织指导创作，爱奇艺出品、
艺匠工作室打造。该剧入选中宣部、
广电总局“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优
秀电视剧展播作品，也是“迎接党的二
十大”主题电视剧重点项目。会上，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
咏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
长高长力，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
黄小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
录片中心副主任申积军，中共江苏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教育界代表、北
京八中校长王俊成，文艺评论专家李
京盛、仲呈祥、尹鸿、卢蓉、吕帆，《大
考》总监制王晓晖，《大考》总制片人冯
微微，以及《大考》主创代表导演沈严，
编剧聂成帅，演员颜丙燕、荣梓杉，就
该剧的主题开掘、人物形象塑造、叙事
角度、艺术风格等展开研讨。中国电
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易凯主持会议。

高长力在介绍创作情况时表示，最近复
盘《大考》的创作过程发现，专题讨论《大考》
创作的会议有16次之多。“这部剧的最初灵
感来源于2020年7月高考刚结束后在媒体
上广泛传播的一张照片——长沙一中考场
外一个女孩兴奋地跑出来跳了一个‘一字
马’，我们意识到这次高考是一个很好的选
题，是对我们国家方方面面的一次大考，具
有深刻含义。多次讨论中，我们主要提升作
品精神力量，塑造积极向上、可亲可爱的青年
群像，下定决心要下沉到县城，体现基层的烟
火气。”

黄小华认为，《大考》走出了一条有组织
的教育教师题材主旋律文艺创作的新路子，
把握了时代脉搏、传播了时代声音，体现了艺
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审美创造和精
神引领，达到了有效引导、创新宣传的效果。

会上，出品方、主创团队及时总结了该剧

的创作经验。王晓晖从三个方面总结
该剧的成功经验，认为这是一次凝心
聚力政治任务的成功大考、一次创作
播出编排的成功大考、一次海内外台
网同频共振的成功大考。据冯薇薇介
绍，在破题阶段，主创团队最终将创作
主旨确定为以真实、真情的创作手法，
向观众展现生活味、烟火气；筹备阶
段，主创深入围读，进一步完善各方面
细节；拍摄阶段，创作团队克服疫情困
难，勠力同心、扎实推进。在导演沈严
看来，该剧真正的主角，不仅是老师、
学生、家长等角色，而是中国人向上向
善的精神。编剧聂成帅坦言，生活中
有无数追梦学子、优秀教育工作者，影
视剧应当不吝赞扬之声，从而鼓舞更
多优秀人才投入到建设当代中国的伟
大事业中。演员极具生活质感的表
演，也为《大考》增色不少。剧中饰演
赵珊的演员颜丙燕拿到剧本后不断揣

摩角色性格和情感逻辑，还在说话、咬字的方
式上推敲琢磨；剧中饰演吴家俊的演员荣梓
杉谈到，自己曾向身边亲友请教高考经验，也
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高考的纪录片，力求使
角色更加真实可信。

与会专家认为，《大考》实现了对生活的
审美化、艺术化表达，将具有话题性的重大灾
难性事件，聚焦于更具承重力度的教育领域，
开掘出现实生活的纵深感和延展度，很好地
把握了公共性与个人性、整体性和个体性之
间的转化与共生关系。该剧以创新方法呈现
了当代中国人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揭示出
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大考》的成功经验启
发行业和社会，现实题材创作需要把中国式
现代化的生活当作一个审美创造的整体对象
加以全面把握。《大考》生动展现了现实题材
创作的巨大魅力和潜力，交出一份精彩答卷，
在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之际，为电视剧行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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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第33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7
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新闻发布会举行。
发布会介绍了本届“飞天奖”“星光奖”评选情况和
颁奖典礼筹备情况，公布了入围作品名单。

日前，第33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7届电视
文艺“星光奖”评选工作已经圆满结束。经过初评、
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第33届电视剧“飞天奖”共入
围46部作品，其中评出优秀电视剧奖获奖作品16
部、提名作品30部，以及优秀导演奖、优秀编剧奖、
优秀男演员奖、优秀女演员奖4个单项奖；第27届
电视文艺“星光奖”共入围69部作品，其中评出优
秀电视节目奖获奖作品14部、提名作品55部。

本届评选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

导向、价值取向、审美取向，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体现权威性、专业性、公
平性，力争评选出代表近两年电视艺术最高水平
的精品力作，推动电视艺术行业持续繁荣发展。

本届“飞天奖”“星光奖”获奖作品，基本涵盖
了评奖年度内最优秀的国产电视剧和电视文艺作
品。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紧扣主题主
线，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充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
会等主题均有展现。一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建设者风貌的
优秀作品在评选过程中得到了高度肯定。这也是

广电总局一直以来大力推动电视艺术精品创作成
果的集中体现，展现出电视艺术百花齐放、生机勃
勃的繁荣景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第33届电
视剧“飞天奖”、第27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
礼，将于11月1日20∶00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
园举行。该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
政府主办，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宣
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石景山区人民政府、首
钢集团、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
等承办。典礼通过北京卫视和优酷直播，届时，“飞
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获奖作品、单项奖获奖者，“星
光奖”优秀电视节目奖获奖作品将在现场揭晓。

（许 莹）

10月25日，河北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
成立大会在河北省文联举行。河北省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方竹学，省影视家协会主席刘丽萍出席
会议。省影视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康建平主持会议。

方竹学代表省文联向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
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提出要求：一、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导向，占领文艺评论高地。要以艺术的
方式吸引观众的审美关注,引导和深化艺术欣赏、
增强观众审美愉悦，以实际行动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二、要与河北影视事业
和产业保持密切联系。要多关注河北优秀影视作
品和热点影视现象，深入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的火热实践，推动创作出充满时代气息、具有
河北特色的优秀影视作品。三、要加强影视理论评
论阵地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面对文化多

元、尊重受众的国际环境，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刘丽萍充分肯定了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
会成立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殷切希望。省影视理论
评论工作委员会要形成一定的工作机制，承担协
会的相关工作；要发挥团队优势，通过影视艺术基
础理论、学术研究、作品评论、推介宣传等形式，把
凝聚中国审美气质的中华美学思想与评论方法创
造性地运用到新时代影视评论实践中；要承担起
影视作品与观众接受之间桥梁的作用,以艺术之
美与评论之真滋养心灵，引领精神追求，为繁荣河
北影视艺术理论评论事业、繁荣河北影视产业和
精品创作高质量发展服务。

新任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汪帆谈
到，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要发挥老中青结

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国家级专家与省市级
专业人才结合的优势，发挥京津冀区域优势，围绕
河北影视精品生产，发挥理论评论工作的特殊作
用。不仅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还要有激浊扬清、
针砭时弊的批判锋芒和担当精神，科学助力河北
影视出精品、出人才。

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在宣告成立的当
天，还重点传达学习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家纷纷
表示，党的二十大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中国影视事业繁荣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影视艺术工作者，要自觉
主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忠诚履职，主动担当，用工作实绩践行初
心使命，以勤劳和智慧推动影视理论评论发展，繁
荣社会主义影视艺术事业。 （河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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