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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电视剧创作中
的高频热词。电视剧创作要遵循“找准选题，讲好
故事，拍出精品”的创作规律，必须迈好选题的关
键一步。以弘扬主旋律现实题材为例，回望国剧
近年来那些口碑与收视双赢的优质剧，莫不是为
国家述史、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怀。这既是亮
点，也是新时代国剧实现创新表达的起点。

为创业年代竖起丰碑

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磅礴动
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作为反
映现实生活的电视剧，理应为其竖起丰碑。人们
称赞爆款剧《大江大河》有史诗品格，在于它不是
单纯讲一个故事，而是在完整诠释一个时代。在
这个时代中既有宋云辉等的浮沉，有杨巡等小人
物的挣扎，更有雷东宝等弄潮儿的逆袭，被剧情代
入的观众仿佛重生了一次。同样与时代互文的
《鸡毛飞上天》中，陈江河作为一个陈家村乡民在
雪地中捡来的孤儿，从小耳濡目染大人们鸡毛换
糖，学会了对货物进行估价交换以获得最大利
益。改革勃兴，他走南闯北跑遍大半个中国，并拜
时代所赐，与同样精通经商、身世极为坎坷的骆玉
珠演绎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跌宕起伏的爱恨纠
葛和商界传奇。而取材“中国硅谷”中关村科技创
业的《创业年代》，主人公邝铭筹、洪雨桥、江城等
计算机领域的青年才俊御改革开放春风，脱离旧
体制自砸铁饭碗办公司创业，在“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的感召下，通过办公司蹚出一条路子，让
中国人都能用上自有品牌的计算机。改革开放打
开了他们的眼界，认识到科技不仅改善生活，更在
于改变生活，从而以不负时代的抱负展开了人生
追求。题材本身还包含这样的“题中应有之义”：
创业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成功只
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里需要的是创业者的坚毅
与韧性。《创业年代》也好，《大江大河》也好，《鸡毛
飞上天》也好，主人公们都是创业的“不死鸟”。危
如累卵时，依靠团结拼搏，甚至面临企业破产、个
人坐牢时，他们能以“行到水穷处，坐看风起时”的
气度，敢于试错，甘于为改革开放付出一切代价。
这种开拓者的风采，正是观众从剧集中回望改革
开放筚路蓝缕时被打动的地方。

让最美逆行者在荧屏生辉

当代中国最引以为豪的，是时代造就出一批
批经典共产党人、最美逆行者。他们是时代的领
跑者，是人生前行的灯塔。从焦裕禄、孔繁森、黄
大年、杨善洲……电视人追寻他们，使实名制的英
模剧风生水起。《谷文昌》中的主人公为官重“潜
绩”不求“显绩”，种树十年八年看不到效果，但他
坚持了几十年，终于使东山荒漠变绿洲。剧集选

材着眼平淡中的伟大，规避
原型缺少情节性很强的电视
叙事元素的不足，以现实主
义手法对题材进行了三重开
掘。谷文昌南下解放东山后
留在东山成为地方干部，在
任区长、县委组织部长时遇
到如何为国民党败退大陆时
抓壮丁留下的家属“定性”。
这些家属因定为“敌伪家属”
伤害极大。谷文昌认为她们
也是受害者，可以为她们“换
帽子”。而这在当时是要冒
政治风险的。最后上级终于
批准了“兵灾家属”在东山试

行。剧集对题材的第二重开掘是防风治沙。东山
风沙严重到“沙虎”来时一夜间就埋掉几个村子。
谷文昌“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历经
屡败屡战的实干，东山终于战胜了沙害。为了彻
底改变东山面貌，他又带领群众在岛上种木麻黄，
倒春寒使20万株木麻黄一夜枯死，他不信改造环
境“比我们解放一个新中国还难”，硬是啃下了这
块骨头。剧集对题材的第三重开掘是谷文昌带领
东山人民把隔海的八尺门连上大陆，他有一整年
都是吃住在坝上，最后终于岛陆相连。不难看到，
谷文昌在东山干的不仅是前人不敢想、不能做的
事，更是前人吃苦、后人乘凉的事。剧集通过对题
材的深入开掘和点题，使一位“为民高擎一把伞，
为民敢扛一片天”的党的干部的形象在荧屏呼之
欲出，完美诠释了东山人民何以会“先拜谷公，后

拜祖宗”。如果说谷文昌是以“经典共产党人”在
荧屏生辉，《大山的女儿》中的黄文秀则是以新时
代“最美逆行者”走近了观众。剧集开掘黄文秀的
两次“逆行”：一是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放弃
留北京回家乡工作，二是已在地区宣传部任职后
又主动报名去百坭村当驻村书记。“硕士村官”、一
个未曾婚恋的女孩在扶贫工作中殉职。一位“80
后”最美逆行者短暂一生达到的辉煌让亿万观众
为之泪目。

奏响新发展理念的晨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催生了一大批
主题性创作。《春风又绿江南岸》取材江南一个政
治生态、自然生态落后的欠发达县，并赋能生动的
故事，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
呈现出独有的荧屏魅力。剧集从环保切入，以“一
只死鸡”引入绿色生态建设的宏大主题。可贵的
是，剧作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讲自然生态的故事，
而是对题材作了进一步开掘——江南县的政治生
态。县长张途和县委书记严东雷在发展理念上存
在差异。治污工作勉强部署下去第一天就“哑
火”，一百多个整治点进行不到三分之一。由于
发展观的走偏，多年来江南县已形成了对于上级
交付的任务“高调响应，消极应对，热闹开场，冷
静收场”的套路。县委班子也是人齐心不齐。全
县最大的工业企业优能皮业贡献着全县三分之
一的税收，同时也是环境污染大户，在几次整治
环境中，都能够蒙混过关。由于营商环境不理想
造成大量企业外迁，开发区竟变成了养猪场。再
加上严东雷本人缺乏主政一方的领导经验，破局
之难可想而知。矛盾的“满弓”“触底”设置，显
示了该剧现实主义创作的锐度。而“关键少数”
重新找回初心，形成新发展理念就是在达成指挥
棒、红绿灯的共识后，严东雷的“全域治理”成为别
开生面的剧情。本是一部要诠释主题、诠释某种
理念的剧，但其拒绝袭人故智，而是以山乡重生形
态昭示“理”，以党性人性的升华昭示“情”，从而达
到了主题写意、生活写实、情景交融、情理交织的
艺术境界。

某些扶贫剧之所以让人感到立意浅薄、形象
干瘪，在于仅将公共性专业性的扶贫政策、作法进
行图解，更遑论那些陷入苦情式农民、搞笑式农村
的作品。这些作品，无不因欠缺对题材的开掘而
失败。《山海情》的取材不同于同类剧集，它从当下
向前倒推20年，即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西海固
老百姓移民搬迁成为地区脱贫致富领先者，从而
使剧情耳目一新。而《一个都不能少》的独辟蹊径
在于，取材赤贫村焉支村与首富村丹霞村合并共
同建设起新丹霞村的故事，将“精准扶贫”和“乡村
振兴”无缝连接，形成高燃故事。深拓题材还催生
了时代报告剧这样的新类型新业态。《石头开花》
的十个单元以剧情化的小故事托起大主题。剧集
从区域特点、贫困程度、难题类型等多维度切入，
浓缩了全国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例和人物。《古村
情》的第一书记靳浩宇顶着压力，在剪不断理还乱
的宗族人情中重新走访识别，用行动书写精准识
别的意义，确保把扶贫资源和政策送到真正的贫
困户手中。《七月的火把》着眼彝寨，通过改变村民
的迷信观念，仙人梁村终于靠举办火把节，走上文
旅致富路。《信任》在扶贫干部与村民隔阂消除的
过程中，展现了一个“垃圾村”旧貌换新颜变为“田
园村”“淘宝村”的过程。而产业扶贫、异地搬迁扶
贫、扶贫先扶志与智的主题等在不同的单元里都
得到展开、延伸，同时剧集将新闻性和艺术性结
合，将在新闻上的热点热搜迅速演化成电视剧的
热播热议，经对题材这般以一代十的深拓，把看起
来枯燥的扶贫题材剧拍成了有温度的中国扶贫百
科图鉴。

在与时代的互文中开掘现实题材
□范咏戈

五集纪录片《国道巡航》于近期收官，作品以充满传奇的318国道
为叙事线索，从东到西，横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四川、西藏六个地
区，讲述了五个不同维度的中国式现代化故事。G318是东西横跨华
东、华中、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起点为上海黄浦区，终点为西藏日喀则
市聂拉木县，全程5476千米，海拔落差数千米，沿途经过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湖北、重庆、四川、西藏八个省级行政区。从构思上说，这部纪
录片借国道串联祖国各地、组合不同的主题，有了一种形式上的结构感
和观看上的逻辑感；从形态上说，行行走走、边说边看，有了一种在路上
的“公路片”的类型体；从叙事上来看，“虚拟人物”华小夏与出镜的“本
地推荐官”李莎旻子、马萱、芜湖大司马韩金龙、罗存义、何瑜娟、罗江
益、赤列白姆等，构成了一种带观众进入的“在场感”，增加了作品的亲
和力和感染力。

《国道巡航》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国际
传播发展中心·解读中国工作室、芒果TV联合出品，镜头沿着318国
道，抚今追昔，记录着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也记录了沿途的普通大众追
求梦想，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喜悦。

纪录片用鲜活生动的“场景”和“故事”，呈现了中国大地从经济前
沿到西藏高原正在发生的现代化奇迹。纪录片从见证苏州的市场发展
开始，经历了安徽的乡村巨变，湖北作为中国枢纽的城市发展，四川“天
府之国”人民的安居乐业，直到西藏各族人民的和谐共处，分别从市场、
农村、城市、社会、民族各个不同方面展现了广谱的中国式现代化经验
与成效，用所见所闻的画面、情景和人物让今天的观众了解中国正在发
生的进步和变化。沿途所见，除了山清水秀、风和景明之外，更多是人
们奋斗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国道巡航，巡的不是路边风景，而
是一座座城市，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新故事，体现的是中国故事中的中
国精神。

318国道沿线的故事是丰富多彩的，五集纪录片篇幅，应该还远远
不能涵盖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部。但是，我
们充分体会到，中国式现代化，真的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
的现代化，是天南地北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从作品中的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的锦绣繁华，到西藏昌都和更远的西边天高云淡、白雪皑皑的世界屋脊，观众看到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千姿百态，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不同成果。把复杂的中国事情
办好，把14亿中国人的事情办好，的确不仅是造福中国也是造福人类、造福万代千秋。

在艺术表达上，《国道巡航》将公路片的叙事方法与纪录片相结合，通过当地有代表性
的推荐官，带动观众去那些典型场景，寻找典型人物，既有一定的故事性、叙事性、带动性，
也有比较丰富的细节和信息。每一集都选择几个信息点展开，如第一集从知识产权保护、
食品安全、进出口管理等不同维度，讲述现代化的中国市场故事；第四集通过走近当地生
态保护、乡村振兴、法治建设三个领域基层工作者的工作日常，展现了中国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运行轨迹。上述都体现了这种以细节看社会、以小视角切入大时代的创作探索，避免
了说教化、概念化，表达更加亲和、生动、富有感染力。

当然，318国道对于许多观众来说，既熟悉又亲切，既向往又怀念。而未来我们还可
以探索，如何将“国道”这一主角走得更深入、更扎根、更有人间烟火气。《国道巡航》体现了
芒果TV与其他平台纪录片不同的青春态，我们希望这种青春的态度可以与生活丰满厚
实的生动性更好融为一体，让青春在大千世界里闪耀光芒。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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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关 注

专家研讨电视剧《我们的日子》：

以日常生活叙事讴歌历史的前进以日常生活叙事讴歌历史的前进

3月2日，由中国视协和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共同主办的电视剧《我们的日子》专家研讨
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召开。中国视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北京市广播
电视局有关负责同志，电视剧《我们的日子》出品方、主创代表和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会
议由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董涛主持。

与会专家认为，电视剧《我们的日子》在题材选择上摆脱了当下电视创作中寻找热点
热题、希求热播热议的惯性思维，而是采取一种逆向的选择角度，从表现家庭情感的题材
中找到切中当下社会心理和情绪的新鲜视角。从叙事方式上，将大时代、大事件、大历史隐
藏到背景中，直面日常生活，以慢节奏、弱戏剧冲突以及对岁月缅怀和感慨的基调，通过缓
缓流淌的生活流的描绘，获得新鲜的人生感悟，实现独特的历史呈现，在家国同构的经典
叙事模式之外别开生面。在主题主旨上，从寻常人家、柴米油盐、情感琐碎、复杂人性中，写
出了时代、生活、哲理，写出了生老病死的人生况味。在艺术表达上，该剧年代感鲜明、情感
浓郁，细节描写生动真实，在波澜不惊的笔触中实现斗转星移，加之文辞优美、表达节制，
给人诗意盎然的审美享受。该剧启示创作者，在表现时代时一定要从真实的现实生活出
发，不回避矛盾、不夸大苦难、不粉饰理想，把对人生、生活最本质的认识表达出来，这是广
阔的现实主义最核心的经验，是拓展现实题材创作广度、深度、力度的必然路径；同时要超
越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塑造审美思维，不单单依靠人物冲突来营造戏剧性，更多地去刻画
描写人物立体多面的丰富层次，揭示人物性格变化的精神轨迹。同时，专家认为，该剧也存
在部分情节设计不尽合理、个别年轻角色刻画有些简单等不足之处，建议在今后的创作中
进一步完善提升。 （视 讯）

3月17日，由新锐导演谢悠
改编并执导的电影《我们的岁月》
将亮相全国院线。异军突起的朦
胧诗、风靡一时的琼瑶小说、清新
暖心的校园歌曲、激情燃烧的青
春梦想……这部由张杍涵、郭玮
洁、李肖宁、刘奚子主演的电影，
将带领观众缅怀那些纯净、美
好、浪漫的青春岁月。

电影《我们的岁月》原著为
作家裴蓓中篇小说《水击三千
里》，该小说于 2018 年 9 月在
《小说选刊》头条配评论转发，并
入选“2018 年最值得看的文学
作品”丛书。由谢悠改编的剧本
《水击三千里》获2018年“中国
文联青年扶持计划优秀剧本扶
持”。影片故事发生在20世纪
七八十年代，围绕四个特别的大
学生展开。12岁的天才少年、
拖家带口的知青、追求自我的女

同学以及出身梨园世家的文艺青年。他们满怀对未来人生的憧憬，同时也陷入情
感与现实的纠纷。这是一群热血青年的成长史，也是折射时代变迁的浪漫喜剧。
片方同步曝光了定档海报和预告，并介绍了海报的概念：“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把青
春隐藏在影子里，一面纯粹一面热烈，一面含蓄一面真挚。”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评价该片：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在于彰显了年轻一
代电影人用作品继承和坚守中国电影的创作道路。 （影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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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由范小天、陈聚之执导，范小天、焦欢编剧，郭俊辰、
李凯馨领衔主演，谢承泽特别出演的青春爱情电影《纸骑兵》在京举
行观影会。

电影《纸骑兵》根据作家苏童的两部小说《骑兵》和《纸》改编，是范
小天执导的“印象·南方作家电影”的首部作品，讲述了贫穷的罗圈腿少
年左林为实现骑着马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方走一圈的梦想而经历的一系
列动人故事。影片以青春爱情纠葛为故事框架，对当代人的生存方式、
生存状态等进行客观呈现。“我们想通过这段青春故事传达这样的观
念：一个家庭贫困的孩子，如果能坚定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守自己
的梦想，那么他就是不可战胜的。”导演范小天希望观众在观看过《纸骑
兵》后，能去反思自己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更试图呼唤全社会更多关
注像左林这样处于弱势的青少年，为他们的心灵带去更多温暖。

范小天还意欲通过电影《纸骑兵》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普通人能
不能有调皮的、好玩的甚至是让人感觉“脑子坏掉了”的梦想？还有，
普通人的梦想值不值得被肯定？“有梦想的普通人，就像与风车作战
的堂吉诃德一样，往往会四处碰壁。在很多人眼中，堂吉诃德只是一
个笑料；但我们却认为堂吉诃德也可以被理解成，为了理想屡战屡
败、屡败屡战、虽败犹荣的英雄。”范小天表示，在《纸骑兵》中，左林始
终仰望星空，“我们希望把他塑造成江南水乡的堂吉诃德、中国当代
都市的堂吉诃德。”

据悉，范小天已经制定了多部电影的创作计划，未来将编剧和执
导一系列“印象·南方作家电影”，包括根据作家范小青小说《赤脚医
生万泉和》《夜归》、毕飞宇小说《叙事》、黄蓓佳小说《危险游戏》、姜琍
敏小说《心劫》及其自己创作的小说《三套车》《悲怆的恐龙》等改编的
作品。 （影 讯）

电影电影《《纸骑兵纸骑兵》》观影会在京举行观影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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