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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宣部主持开展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一
个工程”奖，至今已历三十余年，2022年底揭晓
的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奖97部获奖作品中，
电视类获奖作品共24部，在各艺术门类中获奖
占比最高。其中电视剧共计13部，其他还有3
部专题片、6部纪录片和2个文化综艺节目。这
些作品代表了近三年电视类创作的最新最高成
就，播出后普遍取得了优秀口碑和广泛影响力。
笔者将从精神蕴涵、叙事艺术及视听表现等层
面展开述评。

回望革命历史 见证时代精神

24部获奖作品本着“为人民抒怀，为时代
放歌”的创作宗旨，大多是围绕重要历史节点展
开的重大主题创作。观众通过《觉醒年代》，再次
回望100年前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逻辑和共
产党成立的为民初心；在《绝密使命》《大决战》
《跨过鸭绿江》《为了和平》中，感受革命历史、保
家卫国的峥嵘岁月与英雄情怀；在《我们走在大
路上》《外交风云》《问天》《爱拼会赢》《湾区儿
女》《零容忍》《摆脱贫困》《山海情》《重返红旗
渠》《我住江之头》《金银潭实拍80天》《超越》中
体味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奋斗征程，向新中国
外交战线、高科技、改革开放、澳门回归、反腐倡
廉、依法治国、脱贫攻坚、水利建设、生态保护、
全民抗疫、冬奥拼搏等各个领域、历史大事中艰
苦奉献的时代楷模、英模英雄与百姓民众致敬。
多姿多态的中国故事里彰显了坚忍不拔的中国
精神，阐发了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也充分展示
着国人日趋坚实的文化自信。

获奖作品中，对重点表现内容有着不同体
裁形式的丰富表达，如围绕脱贫攻坚，有专题片
《摆脱贫困》和电视剧《山海情》；纪录片《为了和
平》和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功勋》（第一个单
元）都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有
所表现。由此在对相近历史/时代人物、事件的
纪实与虚构表达中形成了丰富错落的互文性书
写：杨根思所在部队气壮山河的“三个不相信”、
22岁神枪手张桃芳冷枪杀敌、能文能武的李延
年……互文叙事有助于观众加深对历史人物事
件的体认，构建起大众传播的立体效应，使观众
提升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情
怀，形塑牢固的集体记忆。

获奖作品表现历史、时代，不只通过重大主
题创作，也聚焦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奋斗人生及
命运变迁，凸显人间烟火中的草根担当，《人世
间》《装台》《柴米油盐之上》即是此类朴实自然、
意蕴绵长的代表。《人世间》以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为基础改编，作家梁晓声倾注十年心血写
就的大书，无疑为电视剧增加了精神钙质与艺
术养分。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由英国导演柯
文思创作，他的镜头聚焦云南偏远农村的村支
书、女卡车司机、杂技演员和快递小哥，真诚发
掘基层百姓的精神力量，践行着“深扎精神”。

时代精神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节日系列节目
2021季》《又见三星堆》等文化综艺节目、纪录
片中对此亦有充分表现，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以上获奖作品反映宏大历史事件多采取微
宏化表达，以小切口、平视角深入摹写领袖、将
帅、科学家、英模，在细节的皱褶处凸显新意新
见，于平视中力避神化拔高，显现领袖将帅的文
韬武略与风骨胸襟，并在深入细致的开掘中揭
示历史逻辑与文化肌理，综合提升了作品的精
神品格与思想分量。

体裁形式突破 叙事手法创新

荧屏菁华的产生离不开创作者的艺术自
觉。首先是体裁创新，例如单元剧《功勋》突破了
电视剧长篇剧整一化模式，恰是近三年电视剧
创作紧跟时代步伐、体裁不断出新的代表作。单
元故事容量较小、线索集中，各单元精神蕴涵彼
此呼应，多团队拍摄齐头并进、创作更灵活高
效。再如文化综艺节目也借助歌舞、武术、戏剧
表演等体裁形式来拓展表现空间。

其次，艺术形式如叙事时空、视角也不断探
索出新。电视剧《超越》表现两代短道速滑运动
员、教练员的历练成长与精神传承，并通过两个
叙事时空交替展开、彼此映照来实现；再如《典
籍里的中国》通过主持人兼当代读书人跨越时
空造访一位位古人展开多时空对话，复现历史、
叩问心灵，让文明的灯火借典籍以传承。

叙事视角的新意让作品题旨的表达更为客
观真实。纪录片《重返红旗渠》以外国人、在国外
学习的中国年轻人的视角重新回望红旗渠建设
的艰苦岁月与感天动地的红旗渠精神。外部的
观察视角带来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而不再
囿限于“我看我说”的单一视野，带来了“世界看
中国”的开阔格局。

再次，叙事的魅力还体现在创作者善于运
用细节做具象化表达以增强感染力。如纪录片
《为了和平》中，毛岸英和未婚妻离别时，毛岸英
两次给新婚妻子刘思齐鞠了90度的深躬就有
着感人至深的力量。再如电视剧《人世间》中的
东北平民区光字片、墙上的老照片、秉昆身穿的
暗红杂色毛裤、郑娟出场时手中串的糖葫芦等
使年代感扑面而来。还有电视剧《装台》中的城
中村、方言，《山海情》中涌泉村连绵起伏的黄山
坡，以及人物朴实的装束、西北方言等都营造出
富有特色的地缘美学与方言韵味。

作品的成功离不开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
这与叙事艺术和表演水平的高超紧密相关。人
物是作品的灵魂，人物成功了，作品就立得住、
叫得响、传得开。《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李大
钊、蔡元培、辜鸿铭、陈延年，《山海情》中的马得
福、得宝、水花、麦苗、白校长，《人世间》中的周
秉昆、周秉义、周母、周父、春燕、蔡晓光，《功勋》

中的李延年、袁隆平、屠呦呦等荧屏人物形象在
电视剧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视听技艺提升 意象意境出新

“五个一工程”电视类获奖作品代表了当下
电视文艺制作和技术赋能视听表现的最高水
准。它不仅体现在视听手段日趋成熟丰富，影像
品质显著提升，也通过丰富的视听表现追求意
象营造与意境生成。同时，如《金银潭实拍80天》
《我住江之头》等纪录片在拍摄中还冒着巨大风
险，体现出拍摄团队的超强勇气与专业精神。

这一点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创作中表
现突出，如《跨过鸭绿江》借助近景、变焦特写镜
头的切换、背景音乐音响等手段表现出毛泽东
等领袖的运筹帷幄，大远景、全景、俯拍、航拍的
多机位拍摄再现宏大战争场面，极富视觉冲击
力；《大决战》辗转多地租用拍摄场景超570个，
设置炸点3万余个，道具总计5万余件，挖掘战
壕总长度达25公里。实景拍摄之外，3D建模的
特效制作与AI修复的影像史料都高度还原了
历史细节，使该剧呈现出电影大片的影像质感，
让观众获得沉浸式的视觉冲击力和观剧体验；
电视剧《觉醒年代》片头片尾粗粝的版画风格、
丰富的视听表达极大提升了该剧以及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剧的影像水平，更将意象营造从过去
的单一表达上升到丰富的“意象集群”，蚂蚁、金
鱼、青蛙、撑开的雨伞、血泊中踏过的桃花、高宠

“挑滑车”京剧表演等都生发出情景交融、余韵
悠长的意蕴和美感。

在纪录片拍摄中，技术的进步直接服务于
创作本身。如《又见三星堆》中电子探沟的运
用给2019年三星堆3号-8号坑的考古挖掘提
供了帮助，科学工作者还通过对当地土壤、水
源中所含锶同位素的检测来推断甄别文物之
间的相似性。纪录片《我住江之头》中导演拍
摄到当地藏羚羊迁徙到卓乃湖待产以及旱獭、
藏狐、水獭、狼、黑颈鹤、雪豹等动物生活，该片
历时5年拍摄完成，积累近7小时的素材，主
创不顾危险在野外架设红外相机拍摄，通过航
拍、大俯拍等展现动物们在三江源的丰富生命
活动，连同空镜中不断变幻游走的流云都让人
对大自然的神秘伟力心生敬畏。而《典籍里的
中国》《中国节日系列节目2021季》等则利用
新影像技术在广阔的时空维度上对传统文化
典籍与节日进行诠释，镜像内外的古今参照生
成庄严的仪式感、丰富的意象性、时空转换的
多重对话，从而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可
亲可感地走进观众心中。

电视类“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肩负着镌写
革命历史、摹写时代精神的文化使命，凝聚着荧
屏艺术工作者的才华热情与巨大付出，最终以

“三精统一”的高水准铸造出一部部人民史诗。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基

地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人民史诗人民史诗 荧屏菁华荧屏菁华
——“五个一工程”奖电视类获奖作品述评 □戴 清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
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
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这座山，正是绵亘在齐鲁
大地之上的五岳之首泰山。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泰山是中
华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弘扬泰山文
化。”2023年伊始，纪录片《大泰山》在山东卫视上映，《河山元
脉》《若登天然》《与国咸宁》《登高必自》《能成其大》《国泰民
安》六个单元分别从自然、历史、文化、民俗、哲学、美学、国际
传播等不同维度，呈泰山之“大”，秀泰山之“美”，显立意之

“高”，展拍摄之“妙”。
呈泰山之“大”。泰山之大不只是物理层面的大，更表现

为“泰山”的文化底蕴之博“大”。据记载，早在远古时期，黄帝
曾登临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周天子、秦始皇、汉武
帝、隋文帝、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清代的康熙、乾隆等天子
帝王纷至沓来，到泰山封禅致祭，刻石纪功。据统计，自秦汉
至明清，历代皇帝到泰山封禅多达27次。除古代帝王外，无
数文人骚客也登临泰山，饱览中国第一名山，并留下无数文化
瑰宝。如孔子的《邱陵歌》、曹植的《飞龙篇》、李白的《泰山
吟》、杜甫的《望岳》等诗文，成为中国的传世名篇；泰山的石
刻、灵岩寺的宋代彩塑罗汉像等中国古代艺术，为艺术史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泰山既是一座充满力量的神圣之
山，又是一座孕育艺术瑰宝的文化宝藏，由此可见其文化底蕴
之博“大”。

泰山之大，更体现在文化思想之“大”成。泰山的称谓最早
源于《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缩影。在这里，孕育了儒
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禅文化；在这里，诞生了孔子的“仁政”
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以及道家的

“天人合一”思想；在这里，诸子百家文化和合为一，泰山成为
中华文明的开创地。

秀泰山之“美”。伴随着镜头的切换，观众领略到泰山自然
风貌的壮美。重峦叠嶂的山势、厚重的形体再加上苍松巨石的

烘托与云烟的变化，使得泰山在浑厚中见明丽，在静穆中透神
奇。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出
发，一路上踏过六千多级登山石阶，只为亲眼看见一场壮丽的
新生。攀登途中不仅能领略泰山十八盘“拔地五千丈，冲霄十
八盘。径丛穷处见，天向隙中观。重累行如画，孤悬峻若竿。生
平饶胜具，此日骨犹寒”的险峻，更能体验到日出东方、云雾缭
绕，将天下尽收眼底的奇秀。

泰山之美，美在厚重。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鲁颂》
称赞它：“泰山岩岩，鲁邦所瞻”。汉武帝登封后称颂它：“高矣、
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当这样一座庞然大
物挺立于齐鲁丘陵之上，与周围平缓的地势形成鲜明对比时，
便给予观者以广博厚重的视觉冲击和心理体验，于是就有了

“稳如泰山”“重如泰山”的比喻。《大泰山》之第三集《与国咸
宁》聚焦历代帝王泰山封禅，回溯了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重要节

点，展现出泰山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成为华夏民族国泰民安的象征。沧海桑田、
历史变迁，中华民族始终秉持着为民造福、
与国咸宁的信念。

泰山之美，美在生生不息。“生”是中国
古代具有哲学思辨意味的重要范畴。天地大
德曰生，先贤很早就在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
不息的大道。在李白眼中，“生”是“平明登日
观，举手开云关”；在杜甫笔下，“生”是“造化
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生”是

“恨君不上东封顶，夜看金轮出九幽”。面对泰山日出，每个人
都留下了独具特色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生生不息”的理
念连接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之美，成为沟通古今文明
传承的纽带。

显立意之“高”。“一山一水一圣人”，一句话点明了齐鲁大
地的人杰地灵。其中“一山”即是指泰山，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
文化符号。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察称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
顶点起柴火，希望借助烟气向上通达于天；又由于登临泰山可
环视山川，遂与地联通，于是祭天祭地序列完成，这就是所谓
的“柴望”之礼。“巡狩”与“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
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着共同的
信仰，也就为各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同时，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为中国第一个世
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泰山精神的传播具有深远的国际影

响和价值。泰山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形态。世界遗产
委员会评价泰山时说道：“庄严神圣的泰山，两千年来一直是
帝王朝拜的对象，其山中的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
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
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如今，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
索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泰山作为中国的一个典型符号、一
张靓丽名片，以图片、视频、书籍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
播。泰山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泰山，更是全世界的泰山。

展拍摄之“妙”。首先作品将泰山本体与泰山所蕴含的精
神文化巧妙地融为一体，做到了“有形”与“无形”的统一。例
如，在第六集《国泰民安》片头，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就将泰山
之定力，泰山之巍峨与国泰民安联系起来，让观者在欣赏泰山
美景之时，亦可体会到泰山无形的文化内蕴。再如，在五岳独
尊片段，作品将泰山之高与“柴望”之礼联系在一起，最后延展
到民族融合、国家一统的文化观念。作品中“有形”与“无形”相
互渗透，一方面是看得见的泰山美景、自然风光，一方面是看
不见但深深植入泰山历史的文化脉络、文化底蕴，两方面交织
缠绕，给观众以视觉感官上的震撼体验的同时，又传输着国泰
民安、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精神滋养之美。

其次，《大泰山》的拍摄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手法，通过聚
焦小细节，透视泰山背后深邃迷人的精神文化。如对于泰山极
顶无字碑的展现段落，专家夜间对几个残字进行发掘与解读，
最后追溯到武则天时期的一段重大历史事件。整个过程充满
神秘感与趣味性，将纪录片演绎得妙趣横生。《大泰山》的拍摄
还采用了“以点带面”的手法。影片通过一座泰山，辐射古今中
外，涉及自然、历史、文化、民俗、哲学、美学等方方面面。

我们热爱泰山，因为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坚韧不
拔的精神品格；我们礼赞泰山，因为它为世界奉献了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的中国智慧；我们歌颂泰山，因为它是国之魂魄、
民之肝胆。泰山岩岩，天下稳；泰山巍巍，天下安！

[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 注 （上接第1版）

创作：“三二一”让作品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

三个时间节点下的社会剖面。《狂飙》以2000年、2006年、2021年三个时间节点结构全剧，
采用倒叙、插叙的方式呈现了二十余年间的社会发展变化。徐纪周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这三个
时间节点，是因为2021年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倒查20年、刀刃向内的结果触目惊心，而倒查
20年正好要回溯到千禧年之初，适逢世纪之交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国正式加入世贸
组织，另一件是北京申奥成功，这一时期我国的安全环境较为复杂；而选择2006年作为时间节
点，是由于彼时一系列土地调控政策出台，这一时期频发案件的特点之一便在于钻土地调控政策
的空子，从中寻找缝隙、攫取更大利益；2021年则是扫黑除恶常态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
开始。选择这三个时间节点，既有宣传上的要求与考量，也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下治安
工作的特殊性。

搭建好两个核心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重要还是故事重要？在徐纪周看来，人物永远是第
一位的。“人物立住了，观众才会有共情，也就更愿意看你的故事。如果是靠强情节推动剧情，恐
怕很难产生现在这种反响。”徐纪周做戏之初便是以“人”为本，在他的笔下，安欣和高启强两个原
本不在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因为自身不同的性格特点而做出不同命运抉择，在一些偶发因素的助
推下，二人走上了不同道路，他们的人生因此发生改变、命运不断逆转。随着该剧的播出，徐纪周
也看到一些观众在替安欣鸣不平。“观众不解，为什么总是安欣受委屈。其实，安欣所追求的理想
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势必会遇到诸多挫折，他始终带着自己刚刚踏入社会时的棱角。而高启强在
成长过程中，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他深谙权利中的漏洞，知道怎么钻营，所以在某些阶段会
比较顺遂。但是长远来看，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最终还是好人有好报。”

深挖女性气质的一个方面。电视剧《狂飙》中，陈书婷、程程、孟钰、妹妹高启兰等为数不多的
女性角色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她们大都以敢爱敢恨、有行动有主见的形象示人。徐纪周谈到，
从世界范围来看，同类题材影视作品给女性角色的发挥空间并不多。《狂飙》不像女性题材作品有
大量篇幅用于展现女性的丰富内心和精神世界，但是在男性气质浓郁的作品中，他认为对女性角
色的塑造重在深挖其性格和气质中的一个方面，并将其放大，从而增强其辨识度，而不是将女性
角色的方方面面铺陈开来。

表演：好演员要比着琢磨角色、琢磨戏

有观众说，狂飙的“飙”是看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无论是“双张”博弈、老戏骨加持、还是
诸如莽村村支书儿子李宏伟等配角的精彩表演，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都非常高。“我去找演员谈
戏的时候，大家对各自的人物会有一个基础共识。我执导的电视剧大部分是自己写剧本，会给演
员充分的二度创作空间去发挥，有不明白的地方再阐述自己创作时的想法。方向上有问题，我会
和演员商量，大家碰撞、求同存异。”遇到互不妥协的时候，徐纪周就按照彼此想法拍摄两三个方
案，最后一并拿到剪辑台上定夺。

在《狂飙》剧组，剧本是蓝图，演员的二度创作、添砖加瓦让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好演员
会比着琢磨角色、琢磨戏，拼命动脑子，在良性创作氛围中碰撞出更多火花。”据徐纪周介绍，例如
剧中安欣拿着警戒线推着高启强往前走这一“名场面”，当时剧本上只是说安欣拿着警戒线把高
启强他们拦住了，而到了实拍过程中，安欣拿着警戒线一直往前推，拍出来气势上就会很好看，这
些都是现场碰撞出来的。再比如安欣和高启强两人的饭局延续到最后，但是观众会发现，20年
里两个人吃饭的戏份在细微处有很大不同，演员通过表演也能够把饭吃出“年代感”。“比如三单
元中高启强和安欣二人再次相遇，高启强拉安欣去吃宵夜，两人吃饭前先掏药，这都是演员自己
加的。他们深谙中年男人吃饭时的状态与关注点。饭桌上俩人开始互聊养生，台词一说，20年
后的人物变化昭然若揭，他们已经不是一单元中能连吃两碗猪脚面的年轻人了。”

向生活学习、向阅历请教。在聊剧本人物之余，徐纪周更乐于挖掘演员个人生活经历与角色
的适配度。“像演员阿如那，他是从内蒙古考到上戏的，小时候被霸凌过，他和我讲了很多小时候
受欺负的经历，再如演员张颂文和贾冰，他们在演戏之前从事过很多职业，各行各业三六九等的
人都接触过，社会阅历非常丰富。”

徐纪周不想在镜头语言方面给自己太多限制，而多是依据现场表演设计镜头，以期最大程度
强化演员的情绪表达。例如剧中有三处拍摄安欣和高启强擦肩而过，以表现命运的戏剧性与无
常，日剧《白色巨塔》给了他很多拍摄灵感。

徐纪周自2000年开始影视创作以来，拍摄有大量公安题材影视作品，如剧集《中国刑警》《打
黑风暴》《狙击》、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等。他说：“回过头来看，我认为之前自己所拍摄的全
部作品都在为今天的《狂飙》而做准备。‘一黑一白’一生的宿命纠缠，本就是我在学生时代萦绕脑
海、最想讲的故事，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了！”为了永远留下这个故事，该剧的同名原著小说也将
于2023年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下一步，徐纪周想和留白影视公司以该剧为契机合作“时代三部
曲”，继续关注宏大历史变革中个体小人物的命运。据悉第二部作品关于谍战，目前正在紧锣密
鼓创作中。

泰山颂泰山颂 民族颂民族颂
————观纪录片观纪录片《《大泰山大泰山》》有感有感 □□李李 新新

《《觉醒年代觉醒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