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的田野》《时间的答卷》《中国考古大

会》《典籍里的中国》《我的青春在丝路》……近

年来，我国电视节目的数量与质量同步提升，

题材覆盖范围更加广泛，正以独特的方式影响

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一系列讲责任、讲品

位、讲格调的电视节目，在创新中提质升级，不

断丰富思想内涵、增强艺术品质、提升制作水

准，不断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成

为主流价值引领的重要力量。

理论类节目讲述生动，让理论
成果入心化行、出新出彩

坚持主流价值引领，是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平台的责任担当，也是节目创作过程中的

“必答题”。

电视节目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

动社会进步发展的责任和使命重大。电视节

目应当传播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娱乐化倾向

突出、缺乏实质内容表达的作品，注定会失去

观众。越来越多电视节目强化价值引领、丰

富文化内涵、创新内容形式，坚持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统一。

理论类电视节目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

重大理论进行解读传播，在社会舆论中发挥着

宣传教育、积极引导的作用。现在，不少理论类

电视节目锁定年轻受众，以“理论+”为路径，在

主题挖掘、模式创新、叙事方式、情感表达等多

个维度寻求突破创新。多家省级卫视联合制作

的节目《思想的田野》走进田间地头、城市街道

和工厂车间，以“寻访+解读”的方式，发现故事、

阐释思想、讲述理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东

方卫视节目《时间的答卷》以电视化、艺术化形

式演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以创新的影像表达

与互动方式，再现历史场景，反映红色精神薪火

相传的壮丽图景。安徽卫视节目《理响新时代》

打破传统理论类节目的线性表达，让党史解读

耳目一新、党章领读温故知新，实现表达上述评

相扣、结构上点面相连、观感上情景相融，进一

步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全国大学生党

史知识竞答大会》《世纪航程：中国共产党党史

知识学习达人挑战赛》等节目运用电视竞答的

形式，为观众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正茂的

“青春密码”，着力打造充满朝气、别开生面的

“年轻态”党史公开课。这些节目在保证理论与

史实真实、准确的基础上，追求青春气质，以鲜

活清新的风格、可亲可近的叙述、细节生动的故

事，使理论成果入心化行、出新出彩。

文化类电视节目从“清流”到“潮
流”，朝着纵深性与创新性方向发展

近年来，文化类电视节目以诗词、文博、音

乐、舞蹈、戏曲等领域为重点，借助极具中国古

典美学特征的场景设计和视觉效果，通过多元

艺术手段，让具象而直观的历史文化遗产呈现

别样神韵，焕发勃勃生机。文化类电视节目从

“清流”到“潮流”，正朝着纵深性和创新性方向

发展。

文化类电视节目频频“破圈”，得益于创作

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创新表达。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的“大会”系列节目，聚焦汉字、成语、

诗词、地名、国宝、考古等领域，为观众奉献一

场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听盛宴。热播六

季的《中国诗词大会》持续为受众提供知识，让

更多观众成为中华诗词的忠实粉丝，掀起“全

民读诗”热潮。《中国考古大会》在借鉴考古工

作流程和方法的基础上，首次以电视节目的形

式模拟再现考古现场，充分运用视听技术，展

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河南卫视

推出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彰显中华文化之

美。节目成功塑造并沿用了多个文化创意，如

漫画版、古代版等“唐小妹”的形象已应用于口

罩、月饼等多个产品中，在全媒体矩阵的传播

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

电视节目对传统文化的演绎加入了更多

年轻化元素，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紧扣

时代脉搏的鲜活生命力。近年来《国家宝藏》

《上新了·故宫》《典籍里的中国》《最美中轴线》

《万里走单骑》等节目深受观众喜爱，正是源于

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当代演绎，将泛黄的故纸

堆、博物馆展示柜、历史文化遗产遗址里沉淀

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时代气象。

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

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文化

精神，是电视节目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节目《朗读者》第三季中，神舟十三号

航天员在太空深情朗读巴金的《激流》，这份来

自远方的诗意，被观众称为“宇宙级的浪漫”。

《上线吧！华彩少年》以“国风创新演绎”为立

意，展示青少年眼中的传统文化。中国教育电

视台节目《一堂好戏》深入挖掘中华戏曲文化

的时代内涵，让青少年继承弘扬传统艺术所蕴

含的民族精神。

电视节目聚焦百姓生产生活，
传递温暖、美好与正能量

电视节目发挥类型优势，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从当代中国火热现实生活

的题材富矿中汲取养分、获得灵感，找到社会

生活、百姓情感与节目表达的交会点。用百

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百姓故事，让他们成

为主角，正为电视节目注入更深刻的精神内

涵和人文价值。

一些节目以具有大众性、人文性话题为切

入点，以真实生活为素材和场景，进一步贴近

日常生活，使受众产生强烈共鸣。如，浙江卫

视节目《奔跑吧·黄河篇》密切结合黄河流域风

俗民情，以贴近百姓情感为发力点，以鲜明主

题和沉浸体验为闪光点，增加与当地观众的互

动，传递温暖、美好与正能量。

一些节目聚焦百姓生产生活，使百姓不仅

成为文艺的观赏者，也成为参与者和文艺作品

的表现对象。为增强节目吸引力，节目创作者

把录制场所设置在田间地头、社区学校、工厂

车间等基层一线，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提供

展示风采的舞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

100 秒》等节目为有梦想、有才艺的百姓圆梦，

将镜头对准那些奋斗不息的人们，展现新时代

人民群众的新风采、新面貌。

一些节目着力体现专业领域中专业人物

的独特风采，展示其中蕴含的美学精神和奋斗

力量。这类节目大多摒弃“户外竞赛”“棚内展

演”的传统模式，让专业人士成为推进节目叙

事的主角。如湖南卫视节目《舞蹈风暴》为舞

台艺术的大众传播开辟新途径，满足了大众对

艺术知识与审美的诉求。

观照现实生活，传递温情与友爱的电视节

目推陈出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与湖南卫视

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以青春

态表达，表现“一带一路”倡议时代背景下的青

春故事，是运用视听节目讲好中国故事、彰显

时代精神的积极探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

着我》、北京卫视《我想见到你》等公益性质的

节目逐渐成为电视荧屏新风尚，社会影响力不

断扩大。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

阅卷人。”期待涌现更多讲导向、有品质、贴近

生活、关切现实的优秀电视节目，在“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中发

挥引领作用，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力量。

（作者为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

电视节目量质同步提升电视节目量质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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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已成为国

产 电 影 制 作 升 级 的 重 要

驱动力。目前，国产电影

制 作 质 量 提 升 受 益 于 两

个维度的科技赋能，一是

积 极 采 用 世 界 先 进 的 技

术成果，二是自主探索和

创 新 研 发 符 合 中 国 特 色

要 求 的 科 技 成 果 。《我 和

我 的 祖 国》《长 津 湖》《金

刚川》《唐人街探案 3》《哪

吒 之 魔 童 降 世》《雄 狮 少

年》等 一 批 类 型 多 样 、题

材各异、受众广泛的电影

作品，都因科技赋能而获

得成功。

“ 中 国 式 大 片 ”的 科

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为

电影艺术拓展新空间，为

观 众 带 来 新 的 视 觉 体

验。《长津湖》系列电影逼

真的战争场景有赖于特效

技术的支撑，80 多家国内

外后期特效制作公司提供

技术支持，其中绝大多数

是中国公司。比如，影片

开场段落，海战中舰艇、飞

机和场景均为特效制作。

在 影 片“ 七 连 过 乱 石 滩 ”

这个段落，所有角色隐藏

在 石 块 中 ，导 演 运 用 了

“ 飞 猫 ”索 道 摄 像 系 统 进

行拍摄，加上后期特效合

成，实现了镜头在远景和

特写间的无缝衔接。

电影技术的运用，逐

渐由“炫目”向为角色叙事

和视听表现服务转变。大

量高新特技效果的运用，

使不少国产电影的视觉呈

现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电

影《刺杀小说家》、动画片

《哪 吒 之 魔 童 降 世》等 影

片，将资金更多投放在特

效制作上。电影中动作捕

捉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学

习技术的应用，直接推动

了电影故事叙述，使电影

角色形象和表演呈现出更

为生动的艺术表达和内蕴

丰厚的美学风格。

科技创新，贯穿于电

影创作的全过程，创造着

全新的电影工业生产流程。除了积极应用最新的高帧

率和高清拍摄、LED 虚拟拍摄、数字灯光、数字虚拟

人、全景立体声等技术，一些影片已经开始采用基于引

擎支持的虚拟预演技术。该技术通过在传统电影制片

流程中增加虚拟预演的环节，极大提升了电影制片效

率，降低了拍摄过程中因为不确定性产生的人员和时

间成本。比如，电影《金刚川》《长津湖》，都尝试了“联

合执导+特效统合”的制作模式。电影《金刚川》涉及

多个故事桥段、真人动作与虚拟角色以及众多复杂的

历史场景，借助于这一流程的应用，在两个月的时间内

完成了电影的拍摄和后期制作。

未来，虚拟化制作和高新技术格式观影体验，依然

是电影科技创新的主要着力点。新的通信技术、人工

智能、智能制造方面的成果有望与电影制作中的数字

资产、区块链产品、电影云、动作捕捉等系列专业技术

实现融合发展。未来可以融合高清大屏放映、数字拷

贝传输、智慧放映、沉浸观看、互动体验等技术，将匹配

观众不断提高的观影需求。

如何通过电影科技创新，助力更多电影创意“落地

开花”？两种“实力”必不可少。一方面，要大力夯实电

影科技“硬实力”，直面电影虚拟化制作的挑战，积极研

发电影各个流程环节的数字工具软件，开发基于人工

智能的行业软件，研制满足数字文化创意的支撑软件

和系统，研发影像制造中的硬件设备，等等。从电影虚

拟化制作的自主研发创新阶段，到实现在国际影像领

域的引领创新，应是未来发展的路径。另一方面，要积

极提升“软实力”。在数字资产库的建设、电影版权的

保护与认证、影像创意范式的检索和传播等方面，大力

培养精通技术与艺术的复合型人才，让更多承载中国

文化符号的艺术作品、艺术形象走向世界。

期待更加精彩的“中国式大片”，讲述更加美好的

中国故事。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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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的全面发展，标志着经济运行

方式和人们生存方式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这个方面，中国走在了前列。这种崭新的社

会生活及其伴生的文化课题，呼吁着广大文艺

创作者去关注和表现。电视剧《输赢》立足多

姿多彩的时代舞台，合为时而作。

内容创新是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是文

艺 创 作 与 时 俱 进 的 标 志 。 电 视 剧《输 赢》通

过描写两家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将故事的矛

盾 、压 力 、情 感 浓 缩 于 两 个 销 售 人 员 及 其 团

队的身上，生动展现了当下知识经济运行的

一 种 新 业 态 、以 高科技和人工智能软件为支

撑 的 商 战 的 一 种 新 样 式 ，塑 造 了 以 周 锐 、骆

伽、方威等为代表的人物形象，为文艺创作的

内容创新打开新视野，提供了新启示。剧中

人物周锐说，研发部是公司的心脏，是技术中

心，更是升级的发动机。他的职场“对手”、也

是女友的骆伽说，销售卖的是服务器，卖的更

是互联网的连接，是人和人的连接。两位主

角作为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代表人物，分别

从 技 术 和 销 售 手 段 的 层 面 形 象 地 展 现 了 如

何 在 竞 争 、合 作 、共 赢 中 推 动 行 业 进 步 。 该

剧反映的新型经济业态，提供了新鲜的故事

内容，在职场剧创作上具有类型融合与创新

的特征。

回应时代课题是文艺创作的内生动力，

是优秀文艺作品的使命担当。电视剧《输赢》

立 足 新 时 代 以 高 科 技 为 先 导 的 经 济 发 展 蓝

图，通过市场竞争中数番输赢的描写及主人

公们跌宕命运的刻画，探讨市场竞争与职业

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电视剧《输赢》生动演

绎了当代职场的一个侧面。“如果竞争让我们

可以不择手段，最后沦为利润的奴隶的话，那

我心里这道坎是过不去的！除非有一天规则

变 了 ，从 竞 争 变 成 了 双 赢 ，从 利 己 变 成 了 互

利。”剧中周锐这句台词令人深思。该剧富有

戏剧张力，深刻揭示市场竞争与人性准则之

间的博弈，展现输赢之思辨，表达“只有行业

共赢才是赢”的观点，深度挖掘职场剧理应承

载的精神内核和文艺作品承担的社会价值。

情感表达是文艺作品的审美观照，是艺术

创作永恒的生命力。电视剧《输赢》在新式商

战中巧妙呈现了以周锐、骆伽为主的情感关

系，通过周锐、骆伽、肖芸等人物人生选择的呈

现，生动地直面职场与生活中的种种议题。剧

作巧妙地给出多维度解答，肖芸回归家庭；崔

龙和贝爻爻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踟蹰徘徊；周

锐和骆伽跳出舒适圈，选择远赴大西北，扎根

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他们不仅打破了现有的

竞争规则，更完成了一种自我超越。电视剧直

面新时代年轻人的情感议题，在情感价值上的

多元化探索具有新意。

电 视 剧《输 赢》不 仅 层 次 丰 富 地 呈 现 了

职 场 剧 在 内 容 创 新 挖 掘 、行 业 纵 深 剖 析 、社

会价值探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更立足时代舞

台 、反 映 社 会 变 迁 ，表 现 了 当 代 年 轻 人 的 理

想与奋斗。

（作者为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表现当代年轻人的理想与奋斗
李 准

坚持主流价值引领，是广
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平台的责任
担当，也是节目创作过程中的

“必答题”。

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
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
相协调，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
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
值的中华文化精神，是电视节
目的题中应有之义。

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讲好百姓故事，让他们成为主
角，正为电视节目注入更深刻
的精神内涵和人文价值。

核心阅读

技术为电影艺术拓展新空间，为
观众带来新的视觉体验。电影技术的
运用，逐渐由“炫目”向为角色叙事和
视听表现服务转变

◀ 电 视 剧

《输赢》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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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②③④分别为节目《思想的田野》

《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考古大会》《我的青

春在丝路》海报。 资料图片

制图：赵偲汝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