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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出“好片子”——
儿童影视剧要有“童趣、温情和哲理”

客观地讲，儿童题材影视剧创作难度相对较大，作为

欣赏主体的儿童尚无能力创作，作为创作主体的成人又

未必真正理解儿童。儿童题材影视剧以儿童为最主要的

受众，但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纪录片《小人国》的导

演张同道在一次访谈中说，一个冬天的早晨，他叫儿子去

洗手，孩子手一碰就说水很烫，他却觉得一点都不烫。由

此他想到，“人的年龄，手的粗糙程度，跟对温度的感觉是

不一样的。”手如此，何况心灵。儿童清澈、明亮的双眼看

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们天真、稚嫩的心灵感受的世界

也是独特的，他们有自己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偏好，是一个

自成体系的“小人国”，成人“叫好”的作品，儿童不一定

“叫座”。而当下有的儿童题材影视剧过于成人化，充满

成人世界的逻辑和语言，这样的画风要么不被儿童接受，

要么把儿童置于过早成人化的境地，不但起不到文艺滋

养灵魂的作用，反而给幼小的心灵带来不良影响，屡遭诟

病的《熊出没》《果宝特攻》等都是如此。有的作品则过于

幼稚，从内容到语调，都是创作者想象中的“儿童”，并不

符合儿童心理接受真实的能力和水平。有的调查就表

明，不少孩子认为，成人写给他们看的东西太简单了。实

际上，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是最强的，如果一部影视剧

不能激发他们开动脑筋去思考，是不可能被他们所喜爱

的。更何况，当代儿童的成长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不

论是智力和心理发育程度还是接受的信息，都与他们的

父辈、祖辈不可同日而语，这给了他们更高的欣赏力和理

解力，也对儿童题材影视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在我看来，一部儿童题材影视剧至少应包括三种品

质，即童趣、温情和哲理。所谓童趣，是指作品应符合儿

童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想象。清代文人沈复在一篇文章

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余常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

丛杂处，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

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

得。”这就是一种童趣。儿童影视剧呈现的应是童趣化了

的世界和人物关系，这样才可能打动童心。毋庸讳言，现

实生活难免有残酷甚至暗黑的一面，儿童题材影视剧却

应该把温情传递给儿童，让他们从小体会人间真情，养成

阳光、向上的心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清泉永远比淤

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广大文艺

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

在阴影中看取光明，不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

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这一论断是针对文艺的一

般要求，对于儿童题材影视剧创作而言，就更是如此。儿

童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影视剧中的暴力场景会助长儿

童的攻击倾向。如果把时下流行的宫斗、职场、权谋、腹

黑等植入儿童影视剧之中，同样会污染纯净的心灵。生

活不会完美无缺，儿童题材影视剧却应如一道光，为下一

代的成长照亮前进的方向。

除了童趣和温情之外，儿童题材影视剧绝不能少了

哲理。当下有的影视剧看起来热热闹闹，也让人捧腹大

笑，却经不起理性思维的咀嚼，就是因为缺乏对生活的提

炼和萃取，也就没有哲理的内蕴。普列汉诺夫认为，“艺

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经典的儿童

文艺作品都是充满哲理的。比如，谢尔·希尔弗斯坦的绘

本《缺失的一角》以极简的艺术手法讲述了“完美”和“缺

憾”的人生道理，电影《疯狂动物城》以生动的情节诠释了

公正、自由、成长和奋斗。一部儿童题材影视剧要获得童

趣、温情和哲理的品质，不是靠创作者关在工作室里冥思

苦想，也不是在网上搜索、粘贴段子或流行语，更不是抄

袭套用别国的模式，而是老老实实地深入儿童、体悟童

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文艺的职责就在于捕捉并呈

现当代人的美。

儿童题材影视剧创作除了传递社会发展、文化传续

对儿童的普遍要求之外，还应探索掌握当代儿童的审美

特征，反映儿童真实的艺术诉求。据说，美国的维亚康姆

集团旗下的尼克儿童频道经常把要做的节目先拿给孩子

们看，了解他们的喜好，类似的活动常在学校、社区、商场

等一切孩子们可能出现的地方举办，一年会举行200多

次。这样的做法无疑符合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值得认

真研究借鉴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转化运用，从而在儿童

影视剧创作生产中把童心和匠心统一起来，制作出更多

精品力作。

如何占据“好位子”——
放映播出节奏与儿童生活时空节奏相一致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内容为王并不意味着轻视平台

的作用。好作品要抵达人心就离不开好渠道。应该说，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儿童影视剧工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

政策，设立了儿童电影资助资金和儿童电影奖项，还打造

了一批少儿电视频道。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

若干意见》提出加强少年儿童影视片的创作生产，积极扶

持国产动画片的创作、拍摄、制作和播出，形成少年儿童

电影的发行放映院线。2008年 6月，教育部、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

中小学影视教育的通知》，又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

小学把影视教育列入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专题教育，保

障每个中小学生至少每学期观看两次优秀影片。到了

2016年11月，《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则明确规定，国务院

教育、电影主管部门可以共同推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的电影，并采取措施支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费

观看，由所在学校组织安排。而早在2003年，中央电视

台就开通了少儿频道。2004年3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

开办少儿频道的通知》，此后，少儿频道在各地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出来。但是政策的落实以及平台实际发挥作用

的情况并不乐观。据报道，目前每年有50部左右的实拍

儿童片，40部左右的动画片。但真正与观众见面的非常

少。比如，苏曼华创作了《苗娃》《我们手拉手》《鹰笛·雪

莲》《天使的声音》等许多优秀的儿童影片，也曾多次获得

国内国际奖项，但发行放映的情况依然不乐观。有的少

儿电视频道则广告横行或被一些“三观不正”的内容长期

“霸屏”。

因此，在娱乐多样化的当下，把充满童趣、洋溢温情、

蕴涵哲理的儿童影视剧真正送到儿童身边，更需要在放

映播出环节下功夫。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当然很多，关

键在于让儿童影视剧的放映播出节奏与儿童生活的时空

节奏相一致。从空间上看，儿童的活动场所相对单一，主

要是学校和家庭。因此，不妨在“优秀影片进校园”的基

础上，精选优秀儿童题材电视节目，开展“优秀影视进校

园工程”，在教育、财政、文化、广电等部门的经费支持和

统筹下，充分利用学校礼堂、电教馆、阶梯教室等，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影视教育活动，让优秀影视剧在校园落

地。同时，利用电视机、电脑在中国家庭的普及，坚持社

会效益第一，进一步打造优质的少儿电视频道和少儿节

目，科学设置其播出时段、时长、频率等，让优秀影视剧在

自己家中就触手可及。从时间上看，儿童的作息时间相

对规律，双休日和寒暑假构成了主要的艺术欣赏时间，不

妨在这些时段集中推送一批优秀儿童影视剧，形成与成

人影视剧“错峰出行”的态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教

育“减负”的大背景下，“课后三点半”正在成为儿童课外

教育的新机遇。儿童阶段的时间是最宝贵的，因为它不

但关系到个体的未来，而且关涉国家民族的前途。有关

部门不妨深入研究如何运用这一时段提高儿童的艺术欣

赏能力，探索利用社区活动中心、科技馆、图书馆、青少年

宫等单位，开展常态化的优秀儿童影视剧展演，并配合开

展影视艺术赏析讲座或交流，让“课后三点半”成为一次

通往艺术的优雅旅行。

易卜生说过，童年时种下什么，老年时就收获什

么。孩子的心灵是一方不可思议的土地，播下思想的种

子，就会收获行为；播下品格的种子，就会收获命运。长

在新时代的孩子们，需要优秀儿童题材影视剧陪伴他们

度过金色童年。因此，我们以明天的名义，呼唤当年

的“嘎子”那样充满正能量的经典影视作品和形象，

让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和中华文化的血脉在优秀

艺术作品和经典艺术形象中持续地传承，照亮每一颗

追求美好生活的稚嫩心灵。这是一份光荣的职责和义

务，它属于文艺创作者，也属于艺术生产、管理、研究、评

论和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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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看边说

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儿童阶段。优秀的儿童文艺作品及其塑造的艺术形象，不但让童年有滋有味，而且成为难
忘的回忆。电影《小兵张嘎》《宝葫芦的秘密》《闪闪的红星》《赛虎》《霹雳贝贝》等经典之作慰藉了几代人的童年，
尤其是“嘎子”的形象让人记忆犹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电视机的家庭普及，儿童题材电视剧占据了童年岁月的
重要份额，《好爸爸坏爸爸》《小龙人》《家有儿女》等作品既给孩子们带来欢乐，也启发他们思考人生的道理。然
而，反观当下，儿童影视剧状况不容乐观，综合来看，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缺少“好片子”，一是占不到播出放
映的“好位子”。为此，希望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儿童影视剧作品扶植力度，切实解决儿童影视剧在宣传发行放映环
节遭遇的问题，让优秀的儿童影视作品——

近日，每天的七点半时段都交给电视剧《归去

来》了。追逐剧情的发展，越来越为剧中人成然楸心。

成然作为“富二代”的代表，他花天酒地、玩世不恭，

俨然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在爱情的态度上草率、势

利，先是以“商婚”和绿卡鬼混，后又追求家境困难、

自强不息的萧清；在承接父亲的家业上，也屡遭蔑

视。剧情自然是剧作家的主观构想，但我却忧心忡

忡。因为剧中扮演者王天辰是个青年演员，他出道不

久，我深怕演员自身的心灵被剧情熏染，不能自拔而

堕落。

当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演员的素质是恒定

的，以至其他完全归属剧情的需要。在矛盾的心态下

看了十多集，每当成然出镜，都有恨铁不成钢的想

法，甚至推断未来的发展，该是怎样的结局。

当演到第 20 集的时候，高潮来了。从成然人格

塑造上，出现了一个“爆炸”式的裂变。作为剧中不可

小视的另一个男主角，剧作家和导演是颇费心机的。

他们心中的潜台词一定是“青春是属

于青年人的，也是属于‘富二代’的。”

它一再证明，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人

不仅拥有了财富，同样也有精神壁垒

的挺立。就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依然

坚守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

成然经受了精神的磨练，家庭失

宠、恋人蔑视；看到了周围人为了利益

而勾心斗角，不顾人格的卑鄙嘴脸。最

后良心战胜了邪恶，理性战胜了无知。

在朋友聚会上，他一改前貌，慷慨陈

词，江河决堤般地道出了真实感受。这

一大段独白里，对打工者的申辩，对穷

与富的贵贱高下之分，对积极进取与

坐享其成的自我抨击，句句直击人心。

这段发自肺腑的独白，假若说是一个青年人面对世

象的心里话，莫不如说是对世界的告白，也是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诠释。

难怪刘江导演在回顾拍摄过程时说：“拍这场戏

时，成然的这一大段独白，真的把我感动哭了……”

成然的人格骤变，是偶然也是必然。在这里可看

作是一个“富二代”的典型，他身处改革开放的大潮

中，又生活在富贵的家庭里，有时身不由己。但作为

自然人却有选择的权力。显然，前期他是顺从了，但

毕竟他的血脉里流淌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在磨

练成长中，他逐渐趋于成熟。经历一段特殊的考验之

后，植根于内心的德善主导了他的心性。自此，成然

以一个新的姿态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正好满足了观

众的心理诉求。

回到《归去来》的思想穿透力以及它的时代性，

这只是一斑，纵览全剧会让我们有昂扬振奋之感。

至此，我悬着的心也释然了。

5月 16日，由中国视协主办的

电视剧《大牧歌》研讨会在京举行。

该剧改编自作家韩天航的小说《牧

歌》，以“中国军垦细毛羊之父”刘守

仁为原型，以一对上海知识青年恋

人林凡清和许静芝奔赴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曲折故事为主线，描绘出

一幅上世纪50年代兵团知识分子

将一生奉献给边疆的壮美画卷。在

当下构建“一带一路”，探讨边疆民

族融合发展、文化互建等问题的背

景下，边疆题材文艺作品的挖掘、创

作尤为重要。研讨会上，专家学者

对该剧题材的选择给予肯定，认为

该剧将对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产

生积极影响。

与会专家认为，人物塑造是该

剧的亮点之一。剧中人物跨越非善

即恶、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状态，例

如战斗英雄齐营长忠诚勇敢，却也

有虚荣心；李团长虽是性情中人，却

因隐瞒了见过林凡清的事实，造成

了许静芝和林凡清半生的错过。从

“文学即人学”的角度而言，该剧得

到了文学的有益滋养。除此之外，

生活中对于该剧原型人物刘守仁的

相关科研事迹有详尽新闻报道，该

剧力求在新闻空白处放大情感体

验，人物内心情感逻辑分明，剧中情

感纠葛成为人物笃定信仰、百折不

挠的合理心理驱动，专家认为这得

益于小说从头至尾对人物进行严丝

合缝的梳理。有专家建议，该剧可

融入更多新疆本土元素，例如新疆

音乐与代表性的土语，从而使得生

活气息更加浓厚。 （许 莹）

文学滋养下的电视剧《大牧歌》

近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火爆

荧屏，收视、口碑屡创新高。但这只

是文化类综艺节目回归荧屏的开

端，探索更多的综艺形式、挖掘更深

的文化价值还任重道远。最近，由

万燕传媒、深圳卫视、凤凰网联合出

品的户外文化类探寻电视节目《一

路书香》第一季播出后，其形式、理

念的创新得到了观众及业内专家的

好评。在5月26日举行的专家研讨

会暨第二季启动签约仪式上，与会

专家认为，《一路书香》通过行走与

深读相结合的形式，为观众解读经

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创新

的表现方式给经典文学带来了新的

生命力。

《一路书香》的创新在于不拘泥

于书本知识，跳脱出“演播室”桎梏，

一边读书，一边行走，真正做到“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会专家认

为，《一路书香》有情怀、精制作、敢

创新，其中以人为载体是一个很好

的选择，他们能够很好地把握尺度、

以趣味性、知识性引导更多人爱文

化，关心文化，了解文化。对于观众

而言，它不仅为其提供了新知识，而

且对他的人生境界、艺术境界，都会

有一定的提升。读到、看到不如走

到、听到，它把体验放到了一个很重

要的位置上，带我们亲自去体验文

化艺术。它帮助更多的人去阅读，

去关心，而且真正做到理解艺术创

作背后的情感。《一路书香》重新诠

释读书知行合一的内涵，读进去还

要走出来，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

所以然，它把读书与文化紧密勾连，

让观众有了读书的欲望，做出了它

文化的责任。”

（任晶晶）

《一路书香》带着观众体验经典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