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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电视剧在政策引导以及不断变
化的市场环境下，继续减量提质、深耕内容，打造
了一批高品质的优秀剧集。数据显示：2023年全
年剧集数量达294部，比上一年度减少10.6%，
但是正片播放指数却增长了7.7%，从中可见中
国电视剧提质减量取得的显著成效。本年度电视
剧以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和温暖温馨的情感调
性，以日益丰富的传播渠道和样态触达更多观
众，并对文旅产业产生了突出的拉动效应，创造
出中国电视剧生产与消费的全新时代性景观。

聚焦重大主题，突出价值引领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指引下，本年度的
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体现出新时代打造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大国精神气度和价值追求，对新时
代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作出了生动诠释。

2023年恰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本
年度以《问苍茫》《鲲鹏击浪》为代表的献礼片再
一次把毛泽东题材和主题影视剧创作推向了新
的高潮。《鲲鹏击浪》以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
一师范毕业到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这一时期故
事为主线，为我们塑造了以青年毛泽东为代表的
一批真实、饱满、立体、进步的青年群体形象。电
视剧《问苍茫》则首次将笔墨落在毛泽东同志从
热血青年逐渐走向成熟的特殊阶段，也就是
1921年建党至1927年上井冈山之前的这一段
时间，讲述了毛泽东从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逐渐
成长为成熟的革命领袖的曲折起伏而又丰富多
彩的人生故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青春浪漫
气质同时又不失沉稳坚定的青年革命家形象。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之际，为纪念
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电视剧《欢迎来到
麦乐村》第一次将中国援外医生的群像呈现在电
视剧创作中。该剧以国际主义精神加浪漫主义风
格，创造性地打造了麦乐村这一独特空间，并在
此展开了中非医患之间感人肺腑的情感故事，讴
歌了在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召下中非人民绵
延至今的深厚情谊。

直面现实矛盾，给人信心力量

本年度电视剧创作既直面尖锐的现实问题，
同时又给观众以信心力量。《狂飙》《漫长的季节》
《问心》《白色城堡》等一批现实题材电视剧，既能
够深入现实生活去剖析和揭示现实矛盾及其背
后的社会问题，但又不陷入灰暗，而是以温暖的
人文关怀给人奋进力量。2023年开年大剧《狂
飙》全景式呈现了当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惊心
动魄、暗潮汹涌的场景和情节；悬疑剧《漫长的季

节》在“烧脑”的背后同样揭示出在社会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人性与情感的复杂矛盾乃至激烈冲突；
以安贞医院急诊团队为原型呈现人生百态的《白
色城堡》在刻画急诊科室群像的同时更对生命与
死亡、理想与现实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可以看
到，这些现实题材剧集在创作上面对多样复杂的
现实问题不回避、不逃避，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敢
于批判、敢于担当的创作取向，但是这些创作又不
是简单粗暴地将社会中的黑暗与阴冷直接搬上荧
屏，而总能从中发掘出令人鼓舞的正能量，无论是
正气凛然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的安欣，还是憨厚
老实又善良正直的王响，或是敢闯敢拼在急诊室
救死扶伤的年轻医生们，他们身上都带着强烈的
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质，让作品在对现实的
批判中融入了令人进取和感动的温暖色调。

创新品种类型，探索多元表达

品种类型的突破与创新是2023年中国电视
剧创作的又一突出表征。一方面，本年度电视剧
将过往如古装剧、现实题材剧等常规类型进行杂
糅，在视听语言、表达方式上都做出新的尝试；另
一方面，本年度以科幻剧为代表的一批作品首次
登上中国电视剧荧屏，极大拓展了中国电视剧创
作与想象的空间。

《莲花楼》《繁城之下》将解谜破案的重重悬
疑与中国古代市井的风俗人情相结合，为观众打

造出极具东方古典美学特质的悬疑故事。《人生
之路》《梦中的那片海》则实现了“偶像剧+年代
剧”的类型融合，把当红偶像明星置放于充满纹
理质感的年代当中，演技在线的同时，作品呈现
既有流量也有质量。《白色城堡》《欢迎来到麦乐
村》作为医疗行业剧，在保持对医疗、医学严肃性
的尊重的前提下，融合了轻喜剧的表达风格从而
给人带来轻松愉悦之感，但又没有流于表面的娱
乐而忽视更为深层的包括对生命、社会等问题的
思考，其中甚至还有剧集大胆进行悲剧与喜剧类
型或元素上的融合，最终给观众以丰富饱满的戏
剧效果。

本年度电视剧的创新探索突出体现在以开
年科幻大剧《三体》为代表的作品开创性地拓展
了中国电视剧创作的新空间。《三体》改编自中国
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同名小说，这是国内电视剧首
次对科幻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该剧收获广泛好
评，豆瓣评分达8.7分，以亮眼的高品质表现开创
了中国特色科幻电视剧创作的先河。此外，2023
年电视剧积极发挥心灵疗愈的功能，值得关注。
《田耕纪》《去有风的地方》把观众视野带回到阔
别已久的土地，充满乡土气息的生活切片，饱含
善意与温暖的人际关系，是这两部剧的突出特
点。其中，《去有风的地方》没有特别突出的类型
标签，也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回归乡村与
土地，讲述了一段青年男女在云南大理去进行心
灵疗愈的旅程，既展现出中国乡村的别样景致和

村民的淳朴善良，又表达了都市青年在紧张激烈
的都市社会生活中对慢节奏、安逸的美好生活的
追求与向往。

构建传播矩阵，拉动文旅产业

2023年中国电视剧在国内与国外均取得可
喜成绩，传统媒体联动短视频等互联网新媒体搭
建起电视剧作品的传播矩阵，“大屏”+“小屏”+

“竖屏”的传播方式构建起电视剧传播的全新格
局，面向更广泛的不同用户群体，大大拓展了国
产电视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国际传播方面，国产剧集吸引大批海外观
众并形成了强大影响力。《狂飙》在泰国等东南
亚国家掀起观剧热潮，《三体》在海外的传播
覆盖了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
区，并收获较高口碑与评价，国外头部流媒体
视频平台Netflix买下《漫长的季节》版权并于
2023年 10月上线开播，《去有风的地方》在第
18届首尔国际电视剧大赏上夺得“最佳电视
剧”奖项，这些都显示出我们的国产剧集正在
不断“破圈”，在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寻找新的
机遇。

今年国产电视剧对文旅产业实现了有力推
动，“影视+文旅”的跨界深度融合发展为中国文
旅产业擘画了全新发展蓝图和路径。不少年轻人
将当红影视剧拍摄地作为自己出游旅行的目的

地。电视剧《狂飙》中的一碗“猪脚面”把“江门猪
脚面”推上热搜，同时也带火了广东省江门市的
旅游产业，许多江门古迹和历史街区成为年轻人
竞相前往的网红打卡地，仅2023年江门市“五
一”假期的旅游收入就相比去年同期翻了近两
番。《去有风的地方》同样也掀起云南的旅游热
潮，该剧播出后，不少游客来到云南追寻剧中世
外桃源般的秀美景色以及当地淳朴善良的民俗
风情。这让我们看到中国电视剧在不断走向成熟
的同时，也在不断衍生出更加丰富的功能和价
值，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打开新
的渠道与可能。

总的来看，2023年中国电视剧涌现出一批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高品质佳
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创作与传播图景，回顾本
年度中国电视剧，可以看到其突出体现了以下
三个特点。

一是主体性。2023年中国电视剧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推进打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持
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二次结合”，高扬中
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中华文化沃土，将我们具
有东方美学气质的优秀文化大胆进行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表达，将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融入剧
集当中的人物、故事以及视听表达当中，让广大
观众能够从更加丰富的维度去感知中华文化的
魅力与价值。

二是主导性。本年度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
大旗帜，主导和引领了社会价值导向和审美风
尚，自觉承担起影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事业中的价值与使命，其立意格局之高、思想内
涵之深、艺术表达之精在同时期作品中是突出
而显著的。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的重大主
题电视剧创作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
时代的强大引领能力，对全年电视剧创作当有
重要的领航意义。

三是主动性。2023年电视剧创作主动求新、
求变，既有现实题材作品直面社会矛盾、给人温
暖力量，又有其他题材作品探索电视剧视听表达
的新空间，它们无不积极拥抱互联网短视频，以
跨媒、跨屏的方式不断释放和扩大作品的传播效
果与影响力。这都体现出国产电视剧正主动寻找
突破点与增长点，以更加主动进取的姿态来面对
不断变化的新环境。

2023年中国电视剧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
喜和鼓舞的，显现出电视剧创作的诸多全新可
能，以一批高质量的优质电视剧为中国影视的未
来发展提振了信心，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
供了有力支撑。面向未来，中国电视剧将继续以
守正创新的姿态和勇气开辟中国电视剧创作的
新天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关 注

提质减量成效显著 坚定信心激励勇气
□胡智锋

电视剧
盘点:

新作点评

本报讯 1月11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鲲鹏击浪》
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由高军担任总制片人，
马继红担任总编剧，刘飚执导，刘承林、米卓清
领衔主演，以青年毛泽东为叙事主线，讲述了
毛泽东自1918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到
1921年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革命历程。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
表示，《鲲鹏击浪》讲述了毛泽东在北京的三年
生活，《问苍茫》讲了他回到湖南的七年生活，
毛泽东年轻时期关键十年的人生历程，通过这
两部作品细致地展现出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张苏评价《鲲鹏
击浪》填补了电视剧创作的空白。“《鲲鹏击浪》
以年轻化、青春态的艺术化表达，完成了对中
国革命青春主题的壮丽书写。该剧生动呈现
毛泽东艰难求索的青春岁月，为新时代青年
厚植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提供了精神之
钙、力量之源。”

回顾《鲲鹏击浪》的创作历程，该剧总编剧

马继红谈到，剧中演员基本都是“00后”，最年
长的、饰演毛泽东的刘承林是1996年出生的。
选角公开、公平、公正，这种不讲条件、不论资
历、谁优秀谁上岗的选角做法，为演艺圈注入
了一股清流、吹进了一股清风。与会专家认为，
该剧题材新、表现手法新，启用全新的演员阵
容，让革命历史题材表演风格为之一变。该剧
做出三大探索：第一，广阔的历史时代景象与
细腻的人物成长经历双线交织互动；第二，青
春化的艺术表达与历史厚重感融会贯通；第
三，以情感浓度灌注思想深度，展示出一代杰
出青年丰富的精神世界。有专家具体谈到，剧
中一些升华写意的美学段落饱含深情、传神动
人，比如程门立雪、书院问心、在湖湘会馆雪夜
陈情、繁星之下的纪念等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中国电视艺委会秘书长易凯总结时表示，

“在这样一部重大革命题材作品中大胆起用新
人，这是电视剧赓续红色血脉的一次大胆实
践，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育新
人’的一个重要举措，值得尊敬。”

（许 莹）

本报讯 书写人间万象，讲好中国故事。
1月 12日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
CMG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举行。

时隔一年，CMG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
盛典携“剧晚”新概念升级回归，共颁发了“年
度突破男女演员”“年度融合传播大剧”“年度
海外传播大剧”“年度编剧”“年度导演”“年度
观众喜爱演员”“终身成就艺术家”“年度男女
演员”“年度优秀电视剧”“年度大剧”等18项
荣誉，并发布了2024年中国电视剧发展趋势
关键词。

活动现场，中国电视剧精品制播联盟推出
了“电视剧精品扶持计划”“青年创作人才计划”

“城市文旅共创计划”，从剧作扶持、人才培养、文
旅共创等方面助力中国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

展。盛典邀请了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剧组和
极具代表性的老中青三代创作者，通过丰富多
彩的文艺形式，向优秀作品、经典角色、幕后英
雄致敬，回顾2023年高品质剧集的精彩纷呈，
展望2024年中国电视剧行业的繁花似锦。当天
下午，《三体》《狂飙》《繁花》等电视剧主创齐聚

“盛典之路”红毯，在采访中分享了戏里戏外的
精彩故事，表达了对中国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信心和期待。电视剧《繁花》收官仪式在“盛
典之路”圆满举办，主创成员回顾拍摄历程，畅
聊角色塑造感悟，并向观众送上新年祝福。

盛典实况将于龙年春节假期在总台央视
综合频道（CCTV-1）、电视剧频道（CCTV-
8）播出，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
线。届时，将揭晓18项荣誉归属。（王曦月）

CMG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举行

《鲲鹏击浪》为新时代青年厚植红色基因

由中视美星（天津）影视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推出的影片《家有儿女之神犬当
家》于近日公映，影片依托18年前由宋丹
丹、张一山、杨紫等人主演的情景剧《家有
儿女》，将这一经典IP经过当下艺术转化
之后由电视搬到了大银幕，实现新的艺术
升级。

《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里，中国男孩
肖肖和他的美国好友、12岁的科技神童奥
利弗一起研发“思维神器”，在研制过程中，
奥利弗和他的宠物狗亨利狗建立了心灵感
应。肖肖的父亲老沈与奥利弗的父母也不
同程度卷入了实验之中，而奥利弗的家庭
危机及科技大亨米尔斯的出现让情况更
加复杂。最终，肖肖和奥利弗联手用他们
对生活的独特视角来解决复杂的家庭和
社会问题。影片以“家庭”“亲情”为主要
表达，延续了原《家有儿女》IP中所诠释的
核心主题——父母与子女的情感。这种
延续，使得当年还是子女如今已是父母的
一代观众重温“家有儿女”的记忆，更大程
度上实现了共情共鸣。另一方面，该片并
非简单复制当年IP，而融入诸多科幻元素。在
片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神器”，实际上是一
种能够读懂包括宠物狗在内的所有动物心理的
读心术。此外，影片中的都市背景颇具科幻效
果，灯火阑珊处的未知场景也充满神秘感。影
片突破原IP中单一的中国家庭，融入西方家庭
中儿子拯救父母情感危机的情节，讲述了世界
范围内的家有儿女的故事。这些当下性的融
入，赋予当年经典IP以更多现代价值，满足了年
轻观众的审美诉求，是一种对当年IP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为一部儿童题材影片，该片对“合家欢”

电影的标准也进行了较为到位的探究与界定。
“合家欢”电影既要能满足儿童观众的观赏心
理，更要吻合成年观众的观赏习惯，其美学标准
较为艰难。本片努力做到这一点。首先，影片
着力于营造童真童趣，努力迎合儿童观众。比
如影片中的宠物狗亨利被设计得非常可爱，且
很多故事情节都围绕这一宠物展开，带着全息
眼镜的亨利具有超能力，它和奥利弗等人物之
间、和其他狗之间都能进行有趣对话，这样的设
计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童趣。而奥利弗和肖肖
两个男孩也被刻画得非常聪明机智，与儿童观众
的需求也十分吻合。其次，《家有儿女之神犬当

家》通过较为复杂的人物和多条叙事线满足
了成年观众的观影需求。

“合家欢”电影的定位，给国产儿童题材
电影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当下，部分儿童
题材电影（包括动画电影）借给儿童创作之名
使得叙事低幼化，拉低影片的叙事智慧，这样
不但会失去成年观众，儿童观众也未必接
受。还有个别儿童题材电影则故作高深，以
儿童题材为切入点进行艺术片创作，致力于
深奥的哲理表达和探究，使得低龄观众不明
就里。《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对“合家欢”标
准的定位，是该片的重要艺术贡献。

通过合拍方式将中国经典影视IP成功
落地海外、实现中国文化有效国际传播，是
《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的另一重要艺术贡
献。影片实现了中国文化符号的有效落
地。以往中美合拍片如《花木兰》《功夫熊
猫》等虽在表面上亦是以中国元素表达为
主，但并未达到有效的文化落地，而是以中
国符号诠释西方文化。而《家有儿女之神犬
当家》在凸显中国长城、北京街道、天津滨海
图书馆等标志性中国场景的同时，更是以

“家庭”“亲情”等共通性表达呈现出中国式家庭
关系和中国式人文内涵，让中国文化有效落
地。其次，影片在合拍层面不同于《巨齿鲨》等
中美合拍片，虽然有大量美方人员参与主创，但
完全实现了中国主导性，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
播提供了保障。第三，该片在产业层面努力与
全球现代化电影工业体系接轨，影片按照好莱
坞工业流程、制片标准及制作经验进行拍摄，为
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进行良好交流积累了宝贵
经验。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
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家有儿女”18年后戳中谁的童年记忆
——从《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看经典IP的当下转型

□赵卫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