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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的优秀作品。”从文艺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到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党对社会主义文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以
为，对这一论断，我们仍需要在学习领会的同时，从创
作、评论和理论研究的角度进行深入解析，寻求其中的
实践要求。就此，结合电视剧艺术的特点，我谈以下三
点意见。

一、加大理论评论力度，总结归纳电
视剧艺术的特质和艺术规律

电视剧是大众化程度最高、最容易引来街谈巷议
的艺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文脉深厚，民族
文化丰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人
民的奋斗历程、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为文艺创作提供
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每一位作家艺术家都会
做出自己的创作选择，优秀的文艺创作最终都会是艺
术个性与时代感应的结合，是个人命运与时代生活的
积极呼应。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应就某一艺术门类的独
特品质，围绕这些独特性而体现出的创作规律进行及
时、专业的总结，以寻求某一特定艺术形式的创作发展
规律，为更多更好地展现时代生活、展现艺术风貌积累
经验，形成理论概括。

电视剧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艺术，但其发展之迅
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之广泛、在文化市场中产生的
多样效应，已经使电视剧成为创作十分活跃、受众特别
期待、影响广泛持久的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它当然
有同其他艺术相同的创作要求，但也必然具有自己独立
的艺术追求，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探寻和总结这种具
有独特性的电视剧艺术，从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从而
得出电视剧艺术独有的创作规律，是电视剧艺术从业者
和理论评论工作者所应注重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个人以为，相较电视剧艺术的创作积累，电视剧
艺术评论和理论研究还相对滞后。文艺评论既需要及
时性以引导受众审美，总结创作得失，同时还需要甚至
更需要体现出本艺术门类独有的评论话语和理论术
语，得出更能够体现本艺术门类特质的理论结论。个人
观察，长期以来，从事电视文艺评论的专业人士大多是
学文学出身，甚至是从文学批评半路出家转而从事电
视文艺批评。文学界有一种说法，文学是一切艺术之
母，是其他艺术的头道工序，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说法
也被转换到批评领域。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惯性式
的思维和批评方法，我们应用文学批评的术语，按照对
文学作品的要求，来对待和评价电视剧作品。这样的方
法在很多时候是通用的、适用的，但也有因艺术形式不
同而形成的不对位甚至隔膜。

除了评论者身份的差异和错位，批评媒体的不对等
也在制约着电视文艺批评。电视剧是通过电视频道或
相关电子媒介进行传播的，但针对这些作品的评论，发
表在纸质媒体上居多。看电视剧的人很少能读到相关
评论，读到评论的人可能没有机会甚至也没有兴趣去
观看电视剧。于是评论的有效性就受到天然限制。

近些年来，这样的情形有很大改变。一是新生的批

评人才中，学习电视艺术、有过从业经历的人逐渐增
多，批评话语也更显专业。二是批评媒介也渐显多样，
通过现代媒体及时进行评论的情形正在成为常态化。
但电视剧艺术从作品评论到理论总结，进而形成具有
自身特性的一整套理论论述，还有待从完整性和系统
化上做更多努力。举一个相对应的例证。戏剧艺术按照
传统划分，也是文学门类之一，但戏剧尤其是话剧艺
术，从理论术语到评价体系，较早形成了自己完备的系
统，具有自己的艺术评价标准。电视剧艺术在这方面还
需要做更多努力。

二、在人间烟火中传递精神力量

谈过了关于电视文艺批评的一点看法，再来谈一
点关于电视剧创作的感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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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
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
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
走向世界。”电视剧艺术在这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
用，并且在未来可以有更加广阔的舞台。结合对“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要求，我以为，电视剧在展示中国形
象的过程中，应特别突出在人间烟火的展现中传递精
神力量。

讲述中国故事，就要讲述中国人民实实在在的真实
生活，体现中国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心灵之美。电视剧
有其视觉特点和相对从容的长度，使它在这方面的表现
空间和时间都具有独特优势。观众从一部电视剧要看到
的，既有对精彩故事、感人情节的期待，也有对特定时
代、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各类相关信息的获取要求。我
们今天看过往电视剧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感慨当年
人们的衣着、样貌，人们的生活形态、生活水平，并通过
剧情中的城市形象和乡村景观，了解时代印迹。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与此相关，电视剧作品也
应既着眼于精神文明的精心塑造，也注重物质文明的
准确展示。在“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方面，
电视剧艺术具有独特优势，也承担着特殊任务。要努力
在人间烟火中传递精神力量。

三、关于文学作品改编电视剧的一点看法

优秀文学作品无疑是电视剧创作的重要基础。而
且以我个人对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观察来看，当代
小说正在朝着综合路径拓展。这种综合，就是在一部作
品当中，将流行小说的故事元素与严肃小说的主题表
达，好看的故事与现代性的表现手法，多样化的文化信
息、知识与相对集中的故事叙述之间的努力结合，从而
形成一种综合的、立体的效应。这种追求在多部有影响
的长篇小说当中得到体现。而这种创作追求本身也为
电视剧改编提供了更大便利，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成
功的案例也有很多。经典文学名著改编不必赘言，以近
年来的例证看，从《平凡的世界》到《大江大河》，从《人

世间》到《人生之路》，包括近期的网络剧《回响》，都在
证明着文学作品的基础作用。但文学作品到影视剧的
改编同样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在《人世间》的研读会上曾谈到过：梁晓声的小
说为什么总能被影视制作人、创作者追踪关注，并且成
功改编？因为梁晓声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和现实主义
精神总能激起受众的关注。他的小说有历史，那是当
代人曾经经历、依然历历在目的当代史，是与今天的生
活密切关联的历史；他的小说里有生活，这种生活是与
大的时代潮流相裹挟，通过真实细致的描摹而得以认
知社会风尚的生活；他的小说里有个人命运，而这种个
人命运又是一代人的写照。时代印迹、社会演进、人物
命运、人性思考，各种要素妥帖地粘合为一体，因此特
别容易引起影视界的关注。如果说电影早已形成了商
业片、文艺片、主旋律影片等等“类别”，电视剧艺术的
主流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现实生活+社会变迁+时代
潮流+个人命运（有时也是家庭家族命运）+生活哲理+
道德之善。

从清晰地讲好故事，到必须具有的正确价值观，到
适合家庭观看的温和模式，再到明确的家国情怀，中国
电视剧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民情的道路。而这一过程
中，文学作品的匹配度如何，首先要看它与这些要求是
否匹配。

今天，从事文学的人和从事电视剧创作的人，似乎
正在达成一种共识：电视剧是独立的艺术，它有自己原
创的要求，哪怕是来自一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或许无
法尽显一流小说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意蕴，但一样可能
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许多经典的现代小说，本身就具
有多个层面的价值。动感很强的故事、曲折多样的情
节、深邃的思想与精确的文学语言，都有可能在同一部
作品中融合、并存。影视艺术完全可能根据自身需要做
出适当选择，从而完成一部上乘之作。

在新的传媒时代，我认为文学家们也应该开阔视野，
以开放的胸襟向其它艺术学习，从中汲取创作的滋养。

一是影视艺术越来越成为最具大众化的艺术。在
庞大的生产制作数量中，原创剧本其实占绝大多数。经
过数十年的努力和积累，电视剧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支
相当庞大的成熟的编剧队伍。这些编剧对电视剧艺术
规律的理解和把握相对成熟，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
一套“创作方法”。

二是影视艺术对文学作品的借重不再刻板执行
“忠实于原著”。二度创作的要求是很强很高的。一
部（篇）小说和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之间，编剧的创作
量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可以说，小说主要是为剧集提供
了重要构思和梗概。

三是文学界也要注重通过影视擦亮文学品牌。电
视剧《人世间》特别注明是根据梁晓声同名茅盾文学奖
获奖小说改编，这也体现了影视对文学必须要有的尊
重。同时，通过影视艺术，重要的文学品牌可以更显
其光亮。可以说，绝大多数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都
有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获奖作品也有许多被改编为
影视剧。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电视艺术创新峰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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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剧《温暖的
甜蜜的》热播，导演刘江
圆满完成他的“爱情三部
曲”。从《媳妇的美好时
代》中的婆媳关系，到《咱
们结婚吧》中的“恐婚”，
再到电视剧《温暖的甜蜜
的》中的“我就是要真
爱”，我们明显看到“三部
曲”中女性塑造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是人为的“人
设”，而是将女性置于时
代发展中思想、观念在不
变中的变。《温暖的甜蜜
的》既兼容并蓄了前两部
女性在婚恋中永远都躲
不开的困惑和矛盾，又从
女性的蜕变与成长映射
了时代的发展变化。

《温暖的甜蜜的》通
过南飞与齐家宜的“双女
主”视角，将当下都市女
性面临的职场竞争、情侣矛盾、爱情抉择、婚姻困惑、原生家庭代际冲突等
问题，融入更为广阔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在双线叙事的情节推动中，以现
实主义敏锐性剖析当代女性的价值观与婚恋观，并在去强情节和强戏剧
冲突的剧情演绎中，突显当代女性自立自强的时代精神，在“认清生活的
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内生情感涵养中，传递温暖人心的情感力量。

在双女主南飞、齐家宜人物塑造上，我们既能看到当代中国女性隐
忍、善良的传统美德，也能捕捉到她们身上自尊、自爱、自强的时代精神。
尽管剧中也展现了原生家庭逼婚、催婚等代际冲突，以及婆媳矛盾、家长
门第观念等传统女性题材电视剧元素，但主创更多是站在时代进步的角
度，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地看待女性基于“自由心证”原则，对事业、爱情、
婚姻的自我抉择。刘江这种非结果导向论的艺术创作理念，对于当代都
市女性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发展是具有开拓性的。这从该剧播出后引发观
众关于究竟“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还是“不以爱情为目的
的婚姻都是耍流氓”的热烈讨论，就可窥见一斑。

在当代都市女性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刘江作品中一个重要的艺术特
质在于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敏锐性与生活流的情感叙事，以生根的人物
塑造、质感的生活还原、自洽的矛盾设置、反套路的叙事策略相互融合，构
建了其独有的时代审美与美学特征。

在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概率极小的“偶发”人
物关系，剧中人物一出场都是有根的，南飞与陈放因“被小三”的分手，齐
家宜与丈夫的离婚，都是站在冷静客观的“第三者”旁观视角，以类国画

“白描”的艺术手法，真实再现当下都市女性在情感生活上的纠葛。
如何在“天然去雕饰”生活流叙事策略下，在缺乏强情节、多反转的剧

情框架下，还要做到有看点，而不是温吞的流水账，这就需要主创深厚的
艺术功底了。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很巧妙地通过人物性格的差异化塑
造，以及人物基于性格特质在戏剧冲突中思维方式、行事风格的类比、对
比，强化了剧情演绎的内在张力。例如性格果敢刚毅的南飞为了真爱，可
以忍受作为正牌女友与陈放谈着地下恋情，但当“被小三”的不实传闻成
为领导同事打压她的工具时，在经历妥协还是坚持做人准则的内心彷徨
挣扎后，她最终还是遵从内心做有尊严的女性，当众宣布辞职，同时拒绝
陈放基于种种理由继续维持地下恋情关系，毅然选择分手。齐家宜在与
虚荣的丈夫、刁蛮的婆婆相处中，其内敛柔顺的性格体现在处处忍让上，
但外圆内方的齐家宜时刻绷紧的情感之弦，终于在大婚之日断裂，从而走
上离婚这条与其性格相悖的道路。与南飞分手、齐家宜离婚的决绝相比，
陈放欲两全其美的优柔寡断，表面看起来是孝顺的儿子、有情有义的前
夫，但却活得身心拧巴，当断不断的结果是进退失据。正是该剧的差异化
人物塑造，精准把握人物不同时空场域下的情感脉动，才让该剧在潜移默
化的情感生活流叙事中，不落俗套地营造出有内心支撑的戏剧冲突和精
彩看点。

国产都市女性题材电视剧在剧情设置、叙事推进上，经常陷入事业线
叙事沦为情感线叙事辅助工具的困境。简单化、粗线条的事业线叙事，往
往落入不同阶层人物脸谱化形塑、办公室职场争斗的套路中，因而造成人
物形象塑造单薄同质、剧情空洞悬浮。

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以足够的下沉空间、颇具质感的服化道、丰满
的事业线叙事内容，给观众带来真实的既视感。我们看到南飞干练的短
发非常适合其医生职业，她从原单位辞职加入民营美容整形医院后，通过
垫付资金引入人脸3D建模软件，努力寻求在自己专业领域的突破。为
了真实再现齐家宜室内设计师的工作状态，剧组特意搭建一座毛坯房，随
着剧情发展，细心的观众可以看到这座毛坯房在装修各个阶段不同的样
貌。由海归金融业精英变身为木工学徒的焦岳，穿着工装在小师傅要求
下，将圆木刨成方木又凿为圆木的桥段，令人捧腹，这都来自主创对于生
活的观察。正是有了剧中人物在事业上起伏波折的叙事推进，才让后续
出场人物与剧情之间有了内在合理性的逻辑自洽，而非空降、偶遇的人为
斧凿。

该剧还通过剧中人物对于事业和成功的不同认知和追求，剖析了三
观不合的爱情注定无法走远。焦岳女友沈雪就无法理解其抛弃优渥金融
工作，去做在她眼里低人一等的蓝领工作。他们对于事业、成功、爱情不
同的人生坐标定义，自然导致分手，这也反映了当下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剧中并未采取过多主观性道德评价，而是通过人物自发的情感生长和命
运转折，让观众做那把丈量的尺子。

总体来看，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是一部向阳而生，散发着真实情感
力量的现实主义佳作，也是刘江“爱情三部曲”中文学性意味最为浓厚的
一部。略显不足的是，剧中有极个别的父母塑造略微传统化，南飞与焦岳
假扮情侣的剧情铺垫稍长。

（作者系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

在人间烟火中传递精神力量在人间烟火中传递精神力量
□阎晶明

贯彻二十大精神贯彻二十大精神
铸就文艺新辉煌铸就文艺新辉煌

新作点评

5月18日，“致敬谢晋”——谢晋百年系列活动在京启动。
谢晋是我国知名电影导演、人民艺术家，曾执导《女篮5号》《红色娘子

军》《天云山传奇》等经典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代表性人物，在海内外极具影
响力。2023年是谢晋诞辰100周年，浙江省绍兴市联合中国文联、中国电
影家协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联、浙江省电影家协会等部门举
办“致敬谢晋”——谢晋百年系列活动，共同缅怀致敬电影艺术大师，携手助
推影视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致敬谢晋”——谢晋百年系列活动包含谢晋青年电影盛典、谢晋诞辰
100周年纪念大会暨“与时代同行”电影发展主题研讨、谢晋经典电影回顾
展、寻访谢晋足迹故乡行4项主题活动，以及谢晋系列文化丛书首发式、谢
晋电影艺术图片展、致敬谢晋青年电影广场落成仪式等多项配套活动。系
列活动将贯穿全年，旨在纪念一代名导和杰出乡贤，向谢晋导演锐意进取的
敬业精神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理念致敬。

据悉，浙江省绍兴市还将联合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在中国文学艺
术基金会下设立“谢晋青年电影扶持专项基金”，用于鼓励和扶持国内最新
青年主题影片、青年导演的发展成长。 （影 闻）

近日，网络剧《漫长的季节》迎来收官。会员收官当日该剧收获9.5分，一举拿下近8
年来国产电视剧豆瓣最高分。该剧以一宗横跨18年的悬案切入，用三条时间线交叉叙事
的方式，在悬疑剧中勾勒出别样的生活气息，营造出精致的视觉体验。5月17日，在由中
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该剧研讨会上，导演辛爽分享了自己的创作体会，“《漫长的季节》讲
述了一个因为一起过往案件被困在秋天的老人，是如何解决自己的遗憾并走出那个秋天
的。我们很想在这个涉及往事变迁的故事架构内探讨人和时间、人和命运的关系，从而激
发观众对于生活的思考”。剧中龚彪饰演者演员秦昊动情地谈到，“该剧主创团队中有很
多都是东北人，我们都有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并深深爱着这片美丽的黑土地。我们希望可
以再现东北普通人的生活，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表现，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
合的美学风格，塑造出吸引人、感染人的艺术形象”。

与以案件推动结构全剧的涉案悬疑剧不同，定位为生活悬疑剧的《漫长的季节》凭借
更深的人性思考、更丰富的人物塑造更新了同类题材的创作观念。研讨会上有专家谈到，
剧集没有遗忘那群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奉献过宝贵青春的人，它不仅关注到一般意义上的
银发人群，更写出了那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以及时代烙印所铸就的集体人格。剧中人物在
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不止有人生不易的咏叹，更展现了“往前看，别回头”的坚毅品格。略
有遗憾的是，该剧仍未跳出血案推动剧情发展的藩篱。此外，近年来诸多剧集选择将剧中
人物的不幸归结于原生家庭，专家呼吁剧集创作应跳出这一套路，正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家文化的重要意义。

（许 莹）

4月26日，由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出品，西安曲江光中影视
制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宣传部指
导，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摄制的铁路题材电影《绿皮车
奏鸣曲》在京举行首映礼。该片以1958年正式通车、2018年入选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沟通我国西南与西北的第一条
干线铁路——宝成铁路的建设者、运营者为原型创作，展现了一代代
铁路人不怕苦、不服输、不含糊，爱岗敬业、默默奉献、服务社会、服务
人民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

宝成铁路北起陕西宝鸡，南至四川成都，全长669公里。1975
年实现全线电气化贯通，成为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干线。《绿皮车
奏鸣曲》拍摄于西安局管内的宝成铁路上，电影人物原型和故事情节
主要源自宝鸡至广元的6063/6064次公益“慢火车”。全片从一名
孩子的意外“闯入”开始，讲述了一个关于铁路职工的情感、守护、传
承的动人故事。首映当天，“秦岭小慢车”沿途的优美风景和宝成铁
路人的动人故事在大银幕上徐徐展开，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国家电影局、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国铁集团宣传部、国铁西安
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该片导演赵梦、制片人赵迪，主演王梓桐、
李祉默等主创人员参加了首映仪式。影片原型人物，常年穿行在秦巴
腹地的“小慢车”列车长向宝林、守护在秦岭之巅的宝鸡车务段青工李
佩帆、安康工务段巴山编钟制作者彭少阳、汉中车务段党支部书记董
文辉等现场观影。该片已于4月27日在电影频道首播。（晓 璐）

纪念谢晋诞辰百年系列活动在京启动

《漫长的季节》打开悬疑剧更广阔的生活之维《
绿
皮
车
奏
鸣
曲
》
讲
述
铁
路
人
故
事

5月 4日至7日，正逢
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期间，中
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社会宣传推广活动“唱着情
歌去大理——中国民歌展
演·大理情歌汇”在云南省
大理市举行。本次展演活
动历时4天，5个展演场地
上演了20场演出，来自云
南、广西、陕西、新疆、黑龙
江等13个省区市、22个民
族的260多位民歌手齐聚
一堂，他们采用清唱或民族
乐器现场伴奏的方式，展现
出我国民歌艺术的原生态
魅力。 （民 讯）张礼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