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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 专注 坚韧电视剧电视剧：：
2019回

顾
回
顾

高小立（《文艺报》艺术部主任）
赵 彤（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理

论研究处处长）

对
话
人
：

《记住乡愁》第六季播出时已

是 2020 年。中国人以“十”为圆满，

2020，这个年号中，居然包含了4个

十，这是一个多么吉祥的年份。

隔壁屋里，《记住乡愁》剧组的

编导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台本，

每年这时，大家都在备战新年第二

天就要在国际中文频道 20 点黄金

时间开播的 60 集节目。一晃，在剧

组已经 6 个年头，节目从古村古镇

古街区到古城，我也被评论家贴上

“安详农历加乡愁”的标签，意思

是，郭文斌的创作，可以用“安详农

历加乡愁”来概括，可见，作为这档

节目的文字统筹、撰稿、策划，把一

位作家变成了半个电视人。

不觉间，已经出入于这栋被称

为“大裤衩”的央视大楼 6 年，和编

导们从磨合到默契，从相识到相

知，眼看着不少小伙儿的两鬓增添

了华发，我也在此工程中进入天命

之年，干完这档节目就退休的念头

不时从心里升起。

在从事这档节目的 6 年里，我

的生命发生了巨大转折。家里两位

老人相继离世，小家伙却一步步走

出摇篮，从每次我出门时哭得惊天

动地，到憋着泪水送我上车，再到

给我往行李箱里装饼干牛奶，叮嘱

我路上多吃点儿。每次回来，都如

胶似漆，寸步不离。晚上躺在我和

妻中间，左看看我右看看他娘，说，

你们两人都在的感觉真好啊。突然

叹气。问怎么了，他说，一想到你明

天又要出差，我都没有心情睡觉。

这时，大家可以想象我心里的歉疚。于是，今年早早

给剧组领导写了一份辞职报告，却收到了一份十分

恳切的挽留信，再次被深深打动。再进入剧组，感觉

缘分更加深了一层。心想，如果当时领导同意，我和

《记住乡愁》的缘分将终结于2019。现在，又和大家一

道，奋战在给 2020新年献礼的 60集节目中，内心有

一种特别的神圣感在奔涌。

回头再说节目，从第六季开始，根文化扑面而

来，诸如天水、曲阜这些圣贤文化的摇篮，诸如伏羲、

孔子这些先祖先师，集中地成为拍摄要素，分量之

重，让人战战兢兢。人文如是，地理亦然，黄河、长江、

长城、运河也频频进入选题。在一种突然到来的大视

野中，蓦然发现，540集节目，就是一条文化的黄河与

长江，就是一条文化的长城与运河，当然，也是一次

文化的长征。

年份在跃进，节目也要跟进。因此，第六季的选

题和审片会上，少了一些宽容，多了一些苛刻。我对

编导们习惯性的鼓励语气，已让领导不快，但仍然下

不了狠心挑刺。我能理解领导的心情，同时也深知编

导们的不易。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伏羲文化吃透，何

其难也；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抓住孔府、孔庙、孔林的

精神，何其难也；一座古城，上下五千年，人物千头万

绪，要从中理出30分钟的拍摄线索，何其难也。30分

钟，要由一个个镜头单元来表现，为此，摄像大概要

拍1000多个细节单元。

6年里，编导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体力和精

神都已达到极限。300集的探索，让超越成为难题。

但没有谁抱怨，没有谁叹气，而是欣然接受领导

的批评。通不过，就再拍，再改，再审。作为天水古城的

出镜嘉宾，我两次辗转前往，因为第一次的拍摄地没

有选到位，被制片人否决。凛冽寒风中，我们一口气从

早上8点半拍到下午3点半，整整7个小时，手脚被冻

僵都可忍受，最难忍受的是腰的酸困，到最后全然没

了感觉，只凭着一种意志力在支撑。为了赶光线，顾不

上吃中午饭。一天的拍摄，在片子里大概也就用两三

分钟，甚至更少，30分钟的片子，大概得拍300分钟的

素材，劳动量可想而知。一位从别的频道过来的编导

曾这样描述《记住乡愁》的拍摄，“这是一种没有范本

可资借鉴的全新打法，道、学、术、技，缺一不可。”

这位编导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是啊，这是一种

怎样的打法呢？

在卦台山出镜的时候，编导吕妍问我，伏羲文化

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我说，它是中华文化的源

头，奠定了中国哲学、地理学、数学的基础，影响了炎

黄、五帝、文王、老子、孔子，最重要的是，它教给我们

如何在不易中寻求变易和简易，用一个成语概括，就

是守正创新。没有创新的守正，会让生命僵化，没有

守正的创新，会让生命异化。由中宣部等单位发起、

央视承摄的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之所以从100集

扩容至540集，不仅得到广泛认可，还创下观众多达

100亿人次的收视业绩，正是守正创新的结果。

在不易中寻找变易，在变易中寻找简易，这个不

易，就是初心，就是使命。《记住乡愁》团队正是秉持

初心，开物成务，与时偕行。

新春的脚步正在走来，愿天地云行雨施、元亨利

贞，愿中华中以行愿、小往大来！

创作谈

《文艺报》与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理论研究处联合推出2019年十部值得关注的电视剧（排
名不分先后）：《可爱的中国》《外交风云》《在远方》《特赦1959》《共产党人刘少奇》《破冰行动》《澳
门人家》《希望的大地》《都是一家人》《都挺好》

《《外交风云外交风云》》

《
记
住
乡
愁
》
第
六
季
走
进
古
城

□□
郭
文
斌

郭
文
斌

作为1958年诞生的中国电视剧，是真正

伴随共和国成长的艺术，电视剧既有书写史诗

宏阔篇幅的优势，又有最接地气的大众艺术特

质，61年来，电视剧在见证共和国发展中从未缺

席。201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年度

电视剧创作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荧屏形象，从

决定中国命运的伟人到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

快递小哥，他们注定载入中国电视剧史册，对这

一年的盘点，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献礼”。

高小立：依照惯例，还是请你先谈谈对

2019年电视剧的总体印象。

赵 彤：只能就看过的和浏览过的卫视播

出的不多作品来谈点皮毛认识。一是2019年

电视剧创作质地普遍提高。二是献礼剧精品化

创作的示范效应延伸到其他题材的创作中。三

是题材选择发生新的变化，当代军旅题材发

力，而历史题材短缺。

在献礼创作中，因为“四个节点”有时间上

的叠合，2018年的创作不仅围绕着改革开放40

周年而展开，也以“中国梦”为圆心，延伸到多个

时段。实际上2017年的《鸡毛飞上天》已经具有

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的意义了。2018年出现的

优秀作品《大江大河》以1977年为起点，但《右

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的剧情涵括了从1949

年到2013年，《最美的青春》也从上世纪50年

代写到了当代。这些优秀作品树立了标杆，使

得起点很高，要超越它们着实不易。2019年电

视剧创作者都铆足了劲努力下大功夫，可以说

这一年有突出的亮点，如《可爱的中国》《外交

风云》《共产党人刘少奇》等。在社会生活题材方

面，像《都挺好》《麦香》《西京故事》《天下无诈》

《因法之名》《芝麻胡同》《少年派》《你好，最佳辩

手》《小欢喜》等作品，既有承继又有新的升发。

2019年，“打磨”二字成为电视剧创作领域

的核心词。回顾若干年前频用的“打造”，品味

今天从电视剧主管部门到主创单位和编导人

员都不绝于口的“打磨”、从抓大纲这个初级零

件开始的“打磨”，个人以为电视剧创作的神

态、心态都在发生改变，变得更加精细、更加专

注、更加坚韧起来，这是新时代我国电视剧行

业最可喜的成果。

高小立：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 2019

年最突出的主旋律。电视人拿出86部新创电视

剧作品向共和国献礼。在所有献礼文艺作品

中，电视剧数量最多，持续的时间最长。百日展

播期间，已有30余部作品亮相大屏小屏。这些献

礼作品由三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

之前的革命战争题材；一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开

始写起，时间跨越30年到60年；一部分展现党

的十八大以来祖国的发展成就。这批作品题材

样式丰富，以宏大叙事和个体情感的恰当结合

为突出特点，请你对2019年献礼剧做个评价。

赵 彤：2019年的献礼剧创作围绕“四个

节点”展开，进入了第二年。概括而言，我觉得

在这一年的献礼剧中，如《可爱的中国》《掩不

住的阳光》《伟大的转折》等作品，在党史和英

烈题材领域的深入开掘中，以“奔向新中国”为

主题，塑造求索者的形象、讲述先行者的故事，

讴歌了理想信念的力量与人格境界的高远，献

出了道路探索的成功之礼；如《外交风云》《激

情的岁月》《特赦1959》《光荣时代》《国家孩子》

《共和国血脉》《奔腾年代》等作品，在新中国的

建设历程中，以“为了新中国”为主题，展开风

云激荡的岁月里奋发图强、厚德载物的生动故

事，献出了走向繁荣富强的成长之礼；如《希望

的大地》《在远方》《澳门人家》等作品，在改革

开放的大背景下，以“新时期发展”为主题，书

写从农村到城市、从特区到内地创业立身的社

会图景，献出了奔向小康的成果之礼；如《破冰

行动》《都挺好》等作品，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

上，以“扶正固本”为主题，刀刃向内直面问题，

去危害社会的毒瘤、解心中萦绕的症结，献出

了制度自信和人格自信的成熟之礼。2019年的

献礼剧创作，把站起来的故事讲得荡气回肠，

把富起来的故事讲得起伏跌宕，把强起来的故

事讲得慷慨激昂。

高小立：现实主义是近年文艺创作涉及最

频繁的一个词，也是电视剧努力提倡和追求的

创作精神，2019年出现了像《在远方》《都挺好》

《小欢喜》《破冰行动》《澳门人家》等多部有影

响的现实主义力作。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把

现实题材等同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题材的

错误提法也是不绝于耳，这是两个层面，前者

是题材，后者是创作方法，值得在这里澄清一

下。请你结合 2019 年的作品，谈谈电视剧现实

主义创作的收获和问题。

赵 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本

自文学，引入电视剧创作领域。在多样的文学

创作方法中，只有现实主义最适宜于电视剧，

也赢得了最广泛的观众认同。在我看来，这主

要是因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适宜于大众欣赏

的普遍水平，其次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

格的内蕴，与我国经世济用、实事求是的文化

传统贴合得最紧。它注重在细节真实方面给予

大众生活认同的根据。电视剧领域出现的“话

题剧”，以及引发观众热追的现象，都说明现实

主义创作方法的生命力。

我个人以为，2019年我国电视剧在现实主

义的实践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角色塑

造上更加关注“普通人”，在情节矛盾中

更加突出“小角色”蕴含的正能量。可以

说，“小角色”这个人设基础得到日益广

泛的运用。我们看《共产党人刘少奇》，电

视剧片头是一系列行走的组合画面，在

这条“征程”上最初的形象是一名少年，

最后的形象是国家领导人；《小欢喜》讲

的是3个普通家庭全员参与高考的故

事，角色间的关系主要在父母和孩子之

间展开；《破冰行动》中的李飞是个不通

世故的“小警察”。小切口、大主题，小人

物、大时代，小家事、大国情，这样一种大

小结合的角色塑造法与结构特点，让角

色更加贴近观众主体的生活、心理，强化

了身份认同感。同时在情节进程中，这些角色在

矛盾中所表现出的朴素的英雄情怀，也激发出

观众心中自带的向往美好的正能量。人在时日

中，情在岁月里，道在日常间，在普通人的生活

中主流价值观以日常积累的方式得到弘扬，如

百川归海，最初不过是细流涟漪。

高小立：2019 年虽然历史正剧缺席了，但

推出了数量不少的古装剧，尤其在年末扎堆播

出，我个人感觉都挺好看的，这些剧弥合了历

史剧和古装剧的缝隙，不再使二者泾渭分明，

收敛了古装剧的戏说、玄幻、穿越，力求接近历

史剧的历史质感和文化内涵，从主题立意到制

作不输给前几年的历史大剧，又充分考虑了当

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我个人把这类

剧称作历史故事剧。你怎么看这一创作现象？

赵 彤：历史剧中角色必然古装。自商周

到晚清，“装”虽历代不同，但与“时装”相对都

是“古装”。《三国演义》可以说奠定了我们后来

“历史剧叙事”的一个基础，就是依据信史取

材，讲述一个王朝或王朝转换的兴废大义。虽

据史，也要虚构，比例是“七实三虚”。后来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所遵循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原则，大概也来源于章学诚的这个判断。在明

代讲汉末至晋初故事，对明代作者和读者而

言，也是“历史叙事”。在改革开放之后，拍摄电

视剧《三国演义》，对上世纪90年代初的观众来

说，更是“历史叙事”。《三国演义》在明代、在上

世纪90年代对老百姓传播“三国史事”方面的

影响都高于《三国志》，这是事实。《三国演义》

和电视剧《三国演义》都遵循“尊刘贬曹”的道

德正统史观，但2010年的电视剧《新三国》，却

采用了“尊刘不贬曹”的道德与事功并用的历

史观照。这个变化说明，历史观的变化支配着

历史叙事的变化。

我国电视剧从改编《三国演义》以后，排列

着《雍正王朝》《康熙帝国》《汉武大帝》《秦始

皇》《贞观长歌》《大秦帝国》等一系列王朝盛世

时段的历史剧，朝代明确、角色有据、事件有

本、不虚构核心人物及人物关系。这是我国历

史剧对各代重点“本纪”的演绎。同时，在引进

剧的推动下，由《武则天》《戏说乾隆》《铁齿铜

牙纪晓岚》到《孝庄秘史》等，“轶史传奇”剧也

不断涌现。正史史册中的“后妃传”得到开发，

渐次形成了“大女主”的古装系列。由港台武侠

神道影视作品引进衍生出“武侠古装”“玄幻古

装”乃至“穿越古装”等。

2019年出现的《长安十二时辰》《陈情令》

《庆余年》《鹤唳华亭》《大明风华》，是我国已成

的“古装系”中的新成员。在这个由多种类型

“古装剧”构成的“古装系”里，并非铁板一块，

成色参差不同。它们多来自于网络小说的“底

本”，作品中来自信史、轶史和“想象史”的故事

成分配比不一，注入给角色的现代观念不少，

朝代所在多有模糊，地域、职官、典仪、陈设等

时用混搭。由此，也出现了“架空

剧”“古偶剧”的说法。

仅从古装剧播出后的效果

来评价其价值是片面的，还应该

从创作的初衷来分析其动因和

目标。今天，我们看到的古装剧

创作班底中，几乎没有历史顾问

的位置。

高小立：2019年电视剧创作

在创新上有突出的作品，但仍然

感到创新力不够，有些作品没有

摆脱叙事和人物俗套化的问题。

回顾不能回避问题，对此你有哪

些建言？

赵 彤：2019 年我国电视

剧创新之处可圈可点。《外交风云》反用了“弱

国无外交”的判断，用反证法的方式讲述了新

中国站起来的雄姿；《伟大的转折》把故事主

体空间放在了贵州境内及左右，将遵义会议

的伟大意义和贵州省的革命史自豪感衔接在

一起；《破冰行动》一方面展开破冰部署，一方

面探究了“结冰”的症结，将刀刃向外向内并

举进行社会治理；《希望的大地》在改革开放

的故事里，首次塑造了经济学家的历史角色

和在改革中的作用；《特赦1959》将新中国对

战犯的思想改造和北京城市建设结合在一起

写，将战犯的内心与功德林外的世界内外结

合，开掘出新中国之“新”的含义；《你好，对方

辩友》讲述了青春的校园、论辩的校园和共识

的校园，在发掘对方漏洞的同时发现自身的

不足，通过正题反题的驳辩，达成对合题的再

认识；《老酒馆》里老掌柜、老酒客、老做派遇

到了无法按老理儿来应对的挑战，大连的往

事在新视角下得到开掘；《都是一家人》集合

十数个兄弟民族形象于沿海都市之中，把原

来单一区域的少数民族题材故事扩展为多民

族共建共享的故事；《国家孩子》将“大上海”

与“大草原”结成一体，写出了情怀之大、胸襟

之大、母爱之大；《梦在海这边》从“出国潮”写

到“归国潮”，通过留学生的群像故事透射出当

代中国的变化，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发展紧紧交

织在一起……

问题也不是没有。一方面因为“四个节点”

的叙事时段有很大重叠，故而题材重复开掘的

现象不少。有的因为各省区都在狠抓本土题材

上下功夫，全局题材的乃至区域联动题材的作

品很少。有的因为类型叙事的可辨识度很高，

所以题材的独特性往往被叙事的类型化“兼

并”得似曾相识了。有的因为要快出成果、紧抓

知名编剧担纲，所以“总编剧”总是盛情难却但

难以集中精力，温故的笔法多于创新的篇章。

有的是围绕“四个节点”抓精品创作的“雁阵效

应”在扩大，但同质化再生产内在的“边际效

应”在增加。

1月20日，中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2020 年春节联欢

晚会》第四次彩排圆

满举行。流光溢彩

的舞台、目不暇接的

精彩节目让观众赞

不绝口。

歌舞类节目在诗情画意中体

现宏大主题，折射出老百姓满满的

幸福感。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同台，

主会场分会场同唱一首歌，展示全

世界华人对祖国的挚爱。不仅有

醇厚动听的经典老歌，也有新创作

的劲曲新歌，唱出了中华儿女的思

乡爱国之情，展现出新时代中国繁

荣发展的盛世景象。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图景也在节目

中深刻呈现。舞蹈类节目有的以

东方传统服饰“旗袍”为主元素，传

统与现代融合，古典与时尚交汇，

让人耳目一新；有的将柔美舞蹈与

机器人等高科技元素结合，展现出

绝美的梦幻奇景，给人以强大的视

听冲击力……

语言类节目新意频出，笑点爆

棚，深度反映社会现实，生动展现

百姓生活。较之往年，今年语言类

节目在数量上为历年之最，题材内

容更丰富多彩。许多节目聚焦“情

感”表达，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

还是陌生人之间的互帮互助，一次

次走心的情感沟通，如春风化雨演

绎出真挚的人间大爱。此外，今年

春晚舞台还出现曝光和鞭挞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语言类节目。

舞台首次打造三层立体舞美，

同时运用飞屏技术营造出360度

环绕式景观，通过精良的视频制

作，让观众在屏幕前就能有“裸眼

3D”的极致体验。与此同时，“快

闪”概念将首次融入今年春晚舞

台，打破舞台界限，提升观众的参

与感，通过一系列新玩法展现“春

晚”品牌强大的创新力、凝聚力、影

响力。

目前，5G网络已全面覆盖春

晚北京主会场和粤港澳大湾区、郑

州分会场。还有两天，《2020年春

节联欢晚会》将与观众如约见面，

让我们一起期待。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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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电影《夺冠》（原名《中

国女排》）在北京举行全球首映礼。影

片由陈可辛指导，许月珍、张一白监

制，张冀编剧，巩俐、黄渤、吴刚、彭昱

畅、白浪等主演，影片通过重点讲述中

国女排在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与美国女排的巅峰对

决与2016年里约奥运会四分之一决

赛上逆转战胜东道主巴西队等历史事

件，致敬几代功勋，再现中国女排一路

的荆棘与荣光，诠释了女排精神的诞

生、传承与发展。电影《夺冠》即将于

2020大年三十在全国上映。

据《夺冠》导演陈可辛透露，拍摄

80年代女排戏份时剧组实景搭建了漳

州训练基地：“我们把地板一块块从福

建漳州搬到北京。这些地板上沁透着

当年女排运动员的血泪和汗水。”首映

礼现场，当宋世雄的声音从观众席中

响起，放映厅内欢呼声和掌声不绝于

耳，其独特嗓音将观众拉回到青春洋

溢、挥洒热血的上世纪80年代。81岁

高龄的宋世雄看片后勾起无数回忆：

“我又想起中国女排所走过的艰难历

程，特别是1981年世界杯的场景历历

在目。“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排现役国

手朱婷、张常宁、袁心玥、丁霞、颜妮、曾

春蕾、刘晓彤、龚翔宇等队员都在影片

中有精彩的本色出演。 （许 莹）

女排精神昂扬中国年女排精神昂扬中国年

电影电影《《夺冠夺冠》》举行首映礼举行首映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