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民
生活息息相关，影视作品
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美好
生活紧密联系，承载着深
厚的家国情怀。

近年来诸多传扬生态
文明建设理念的影片体现
出诗意的影像风格，既营造
出丰富的视听享受，又指向
因景而生的哲学思考。

影视作品中的生态叙
事不只是一种文艺创作现
象，更是创作者参与社会
建设的实际行动，是对“花
繁叶茂”“千顷澄碧”的时
代畅想和积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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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

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美丽画卷在神州大

地上不断铺展，影视作品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传播的重要载体。这十年间，影视创作的生

态叙事在呈现自然景观和注重现实关怀的基

础上呈现诸多新趋势，题材内容的拓展和美学

品质的精细化，让影像语言在传扬生态文明建

设理念上呈现更多可能，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影

像呈现提供了多元路径。

题材领域不断拓展，观照
现实承载家国情怀

影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书写，将中国文艺

观照现实与厚植家国情怀的传统联系起来。

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影视作品

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美好生活紧密联系，承载

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主人

公在老一辈建设者之外出现了青年群体，通过

不同时代的叙事，勾勒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在青春影像层面上的历史样貌。

电影《一点就到家》讲述了三个从城市到

农村创业的年轻人从犹疑到坚定，从追求个人

成长发展到为当地人摆脱贫困而争取，影片体

现出青年一代对梦想的坚持，艺术而巧妙地将

对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家 国 情 怀 的 思 考 融 为 一

体。电影《十八洞村》刻画了青年扶贫工作者

的形象。扶贫工作直接关联着新时代的乡村

建设。对于青年一代而言，投身扶贫工作，倾

力生态文明建设，既是践行历史责任使命，也

是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电视剧《山海情》也呈现出青年一代对大

西北生态建设的身体力行，将时间追溯到上世

纪 90 年代，一个农校毕业的青年心怀理想，带

动乡亲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将贫瘠无望的西

北荒漠建设成“塞上江南”。电视剧《最美的青

春》聚焦上世纪 60 年代，一代人为改善生态环

境唱响的“青春之歌”成为珍贵的时代印迹，他

们在河北塞罕坝创造的林海奇迹，体现着老一

辈建设者的精神传承。

关注个人内心成长，融入
对传统文化的当代思考

在观照现实的基础上，不少作品更加关

注个体的内心成长，并融入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当代思考。电影《等儿的湿地》通过湿地四

季风貌和东方白鹳的保护传达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同时呈现了一位女性的内心成长过程，

与 20 多年前的电影《一棵树》相似，两部电影

都 将 笔 墨 凝 注 在 主 人 公 身 上 蕴 藏 的 精 神 能

量。前者以唯美的影像语言表达湿地保护的

生态理念，后者以粗粝又富含哲理的影像风

格讲述普通农家妇女在 20 多年里变沙漠为

绿洲的信念与行动。

电视剧《让我听懂你的语言》将生态主题

寄寓在两代人的情感故事中，以人与人之间

的 交 流 为 起 点 ，拓 展 到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共

生。“语言”是人际的，也是非人际的，大自然

的语言也需要人类细心体悟，这其中既有中

国传统哲学的生存智慧，也有创作者对经典

文化的当代解读。

近些年，青年导演的作品也体现出对生态

发展的体察与认知。例如，颇具文艺气质的电

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创作者对人们的

精神世界给予了温情的观照，在呈现西北大漠

沧桑与厚重的自然景观时，将这种沧桑之感赋

予影片中的老者，继而将老者和孩童作为故事

中的主人公，在寻找父亲和家乡的故事中生成

不寻常的文化意蕴，传递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

的双重要义。

呈现诗意美学风格，赓续
中华传统美学

乡村景观的诗意呈现是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在视听美学上的显著特征。近年来诸多传

扬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影片体现出诗意的影

像风格，既营造出丰富的视听享受，又指向因

景而生的哲学思考。

电影《十八洞村》在视听语言上呈现出独具

特色的湘西村寨，梯田衬青山、碧水生灵性，自

然景观与家国情怀、文化意蕴形成较为完美的

契合。电影《等儿的湿地》中四季风貌的变化如

同自然的语言在诉说千回百转的心绪起伏，与

主人公内心的成长相呼应。电视剧《青山不墨》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水青山带笑颜》也都不同

程度地呈现了诗意影像的美学魅力。满眼青翠

的视觉想象，是生态理念的艺术表达。

《青山不墨》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为

时间线，聚焦新中国第一代林业工人。他们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为青山着墨，影片中

的林场院落、皑皑白雪、笔直的树木都构成独

特的自然景致，苍凉而坚韧。与这种苍凉形成

对比的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水乡景致，其中

的烟雨江南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唯美与

诗意。这种影像质地始于自然景观而又超越

自然，其深层的文化意蕴与当下乡村建设和生

态治理的宏大格局相契合。

随着中国电影类型化的成熟，类型电影创

作的生态维度也日渐凸显，同样具有不容忽视

的现实意义。科幻片《流浪地球》将现实问题

置于未来空间，构建了一个虚拟世界，影片的

故事内核却是实在的，充满现实警示的意义，

呼吁人们重视生态问题。电影《可可西里》的

叙事加入类型化的悬疑元素，并强化了对人性

的开掘力度。

无论表现城市还是乡村，无论聚焦当下还

是想象未来，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体现出中国

电影生态叙事的多元化，在艺术探求、市场拓

展方面进行可贵实践。

总体来看，在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

上 ，电 影 、电 视 剧 创 作 表 现 出 强 烈 的 人 文 关

怀。内容主题从早前的粗浅意识到整体的故

事渗透，从自然到社会，从现实到未来，显示出

一定的理论认知与较强的使命担当，实践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从世界电影的发展来看，生态影像已经蔚

然成风。影视作品中的生态叙事不只是一种

文艺创作现象，更是创作者参与社会建设的实

际行动，是对“花繁叶茂”“千顷澄碧”的时代畅

想和积极实践。这些作品包含的中国人的生

存智慧和生命哲思，既以艺术的特殊形式形塑

着社会主流价值观，也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发出

铿锵有力的声音。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压题照片为电视剧《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剧照。

图①为电影《一点就到家》剧照。

图②为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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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心

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

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功

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

我 2012 年 参 与 电 影

《中国合伙人》编剧工作，

后来创作以中国女排为原

型的《夺冠》、脱贫攻坚题

材电影《一点就到家》等剧

本。十几年的从业经历，

让我切身感受到创作没有

捷径，必须下真功夫，才能

练就真本事。

我刚入行时，每天观

摩学习优秀的电影作品，

一天看两三部，中外经典

和新片都看，不仅看，还把

故事结构写下来，认真分

析 人 物 和 主 题 。 几 年 下

来，累积了好几本厚厚的

笔记。正是这种笨办法，

磨练了基本功，弥补了专

业技术上的不足，增加了

对电影的整体认知，电影

人应该具备工匠精神。创

作能力的养成和技术水平

的提高是一个漫长过程，

活到老，更得学到老。真

正 的 技 术 不 是 用 来“ 炫 ”

的，它最终要服务于内容，

要 体 现 创 作 者 的 观 念 意

图。技术和思想相统一，

才有工匠精神。

向生活学习，在真人

真事、真情实感中找灵感，

也需要下功夫。2012 年，

我参与电影《中国合伙人》

的编剧工作，是第一次接

触由当代真人真事改编的

作品。大量来自生活原型

的真实细节和真情实感，

带给我前所未有的震撼。

我发现，不到实地、不与人

面对面交流，写不出真正

的好作品。作为一个创作

者，应该用心去听、去看、

去接触、去感受、去了解，

才可能真正感悟到时代的温度、生活的真谛。

我们生活的时代产生了特别多有魅力的人物和事

件，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来源。在创作《我和我的

祖国》的“相遇”篇时，我阅读了大量的真实资料，有一

处令我记忆犹新。试验基地的领导面对因公殉职的无

名英雄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朴实的话语，

道出了为国家默默付出的普通人的不凡之处。我把这

句话写进了剧本。

中国女排的故事家喻户晓。为讲好女排故事，阐释

好女排精神，我几乎阅读了所有关于中国女排的报告文

学和人物传记，做了大量的人物采访和现场采风，观看了

很多场的比赛录像。第一次采访时任中国女排主教练郎

平的情形让我至今难忘。郎平坐在我的对面，目光透露

出一种职业性的敏锐，这是数十年赛场风云所赋予的。

她在结束采访起身时，中途停顿了约十秒钟。后来，我才

知道，这是多年的运动伤病造成的。从这一刻的停顿，我

仿佛看到了一位女排运动员的过去，看到她每一次腾空

所付出的代价。岁月像一条河，在她身后流淌。她离去

的背影，跟那个叱咤风云的“铁榔头”形象结合在一起，一

个更加完整、更有说服力的郎平形象浮现在脑海中。采

访期间还接触到一位基层教练，后来她担任了影片的排

球顾问。有天下午，她站在训练馆球网前给我讲解打排

球的基础，阳光正好透过窗子照进来，那一刻，她对排球

的热爱好像传导给了我。现场采访让我找到了扎实的创

作依据。

编剧从生活中采撷素材，将看似日常却鲜活的人物

故事转化为艺术化的表达，除此之外还要有创造性表

达。创新精神能保证我们在创作观念上与时俱进，主动

破除惰性套路和陈词滥调，杜绝固步自封和自我迷恋。

创作脱贫攻坚题材电影《一点就到家》，从剧本到拍摄，我

们都力求用新的叙事和新的风格，展现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中的崭新人物和时代面貌。

创新，让文艺作品开拓了新的境界。当然，创新并

不是猎奇，真正的创新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地

去创造。

（作者为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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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的从业经历，让我切身
感受到创作没有捷径，必须下真功
夫，才能练就真本事

近年来，现实题材佳作不断涌现，频频赢

得观众的赞誉。日前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和爱

奇艺播出的电视剧《警察荣誉》，就是一部值得

关注的新作。

38 集的篇幅里，八里河派出所警情不断，

没有什么惊天大案，几乎都是鸡毛蒜皮的小

事。地处城乡接合部的八里河派出所，辖区内

居民构成复杂、警力不足，在全市 160 多个派

出所中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八里河的故事，

一开篇就给观众带来新鲜的观感。

究竟什么是警察的荣誉？借用剧中派出

所所长王守一的一句话：“警察在，社会的防线

就在，善良和正义就在。”这表现了警察的职责

使命，也反映了群众的呼声。

《警察荣誉》集中笔墨写为维护社会治安

做了大量工作的基层民警，写他们苦乐交织的

日常工作和生活状态，写警民互动中的新情

况、基层治理中的新难题。从积怨已久的两个

村子回迁到同一个小区摩擦不断、穿警服的年

轻警员与自己的父亲在街头推搡引发网络舆

情，到居民的电动车连连失窃、网络诈骗案呈

现新特点，这些生活中会遇见的事情化作浪

花，从细微处照见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以及警

察荣誉的背后。

尽管没有强类型、强情节、强话题，《警察荣

誉》依然让不少基层民警深度共情，赢得不少

观众的共鸣，从开播到收官热议不断。真实细

节和典型人物是其最鲜明的特质，令人难忘。

《警察荣誉》的细节源于我们身边热气腾

腾的生活。编剧赵冬苓在创作谈中讲道：“尽

管有艺术再创作，但几乎每一件都是我们从生

活中‘捡’来的，有些几乎就是原封不动照抄

的。”为写好这部作品，创作过《猎狐》《因法之

名》等多部法治题材剧的赵冬苓，带着几个年

轻人采访了 5 个派出所和 1 个刑警队，聆听几

十位一线工作的警察讲述他们的酸甜苦辣。

年轻人还跟着警察一起值大夜班，观察他们如

何处理警情，切身感受其中的快乐和苦恼。只

有观察生活的功夫下到位，情节才有真实可信

的生活质感。这部剧从民事纠纷到刑事案件，

大大小小案件有若干起，观众用弹幕刷屏点赞

“太真实”，甚至有民警留言“看剧就像在上

班”。创作者娓娓道来、小中见大，那份讲述的

从容和自信，就来自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真实

素材的精准提炼。

《警察荣誉》让人们记住了一个个性格鲜

明、各具魅力的人物。4 位年轻民警形象十分

典型：机智好学、充满英雄情结的李大为，成长

在父辈的光环下、寻求确立自我的夏洁，理论

知识丰富却不谙人情的杨树，吃苦耐劳却总是

急于求成的赵继伟。他们有年轻人的朝气锐

气，有正义感，也有闯劲儿，善于用新知识寻找

破案新思路。他们在事业理想与琐碎日常的

碰撞中摸索方向，在处理工作与家庭、友情与

亲情的复杂关系中磨砺成长。4 组师徒关系

充满张力，在教学相长的师承中，他们赓续着

警察的职责和使命，也点燃了彼此对工作和生

活的热情。杨树的师傅曹建军是个引人深思

的人物，背负家人期盼、争强好胜的他在前程

大好时因酒驾自毁前程，最后用生命履行了入

行时的誓言，不仅让剧中人也让追剧的观众不

胜唏嘘。作为一部群像戏，该剧无论主角配

角，几乎人人有戏。以王景春、宁理等为代表

的中年戏骨，对人物的刻画细致精准、颇见力

道。剧中几位青年演员的表演也在水准之上，

接地气、不浮夸。李大为的父母等配角也给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实题材创作的难度大，难在要实现日常

生活的审美化表达。很多观众评价《警察荣

誉》“有人间烟火气”。营造这烟火气的秘方，

说到底是尊重生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生

活，意味着尊重生活本身的复杂，不惧怕展现

真实生活中粗粝的一面，也不淹没人性中的光

芒和力量，善于以更敏锐的眼光发现普通人的

不凡之处，以温暖的底色给人以希望。尊重艺

术规律，则意味着以艺术创作的标准要求剧

本、拍摄、表演各个环节，不偷懒、不取巧，不向

套路和惯性妥协。

《警察荣誉》并非十全十美，剧中一些情节

的处理见仁见智。那些引起广泛热议的情节，

恰恰表达了时代变化对基层治理提出的新挑

战：社交媒体时代，公众监督之下的执法如何

让群众更满意？如何更好地化解生活中的矛

盾，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和平安指数？这部剧

创造了讨论的空间，留下思考也留有余味。

当创作走向广袤的生活，我们期待有更多

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能力不断进步的现实

题材精品力作进入观众视野。

真实细节和典型人物令人难忘
任姗姗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