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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事业的未

来。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艺

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

影视行业的发展离不开青年创作者的

持续努力。只有引导青年人才多创新、出精

品，中国影视的天空才能群星璀璨。近 10 年

来，一批青年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等影

视人才成长崛起，为影视创作带来了更多新

类型、新思路，为影视行业开拓了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

“年轻人拍给年轻人
看”的新趋势逐渐形成

大众对优质文化产品需求旺盛，国产影

视剧已经回归“质量驱动”的创作模式，以内

容为本、追求艺术表现力成为创作共识。年

轻观众群体日益庞大，为青年创作者提供了

广阔空间，“年轻人拍给年轻人看”的新趋势

逐渐形成。这批青年创作者大多是 80 后、90
后，在创作实践中成长成熟。他们积极拥抱

新技术，注重探索艺术风格，高度关注观众

需求。

以青年导演为例，他们普遍注重以日常

性替代戏剧性，注重在朴实自然的形态中讲

好一个个具有时代气息的好故事。同时，他

们擅长彰显自身的审美风格特质，创作出叙

事线饱满、富有个性和艺术张力的影视剧作

品。导演文牧野的《奇迹·笨小孩》以小见

大，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与社会视野，关注

个体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成长，其情感逻辑具

有可信度；导演刘江江的《人生大事》以有温

度的寻常故事细描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导演

饶晓志的《万里归途》细腻呈现人物在巨大

挑战之下的心理活动、情感变化……青年导

演的创作，以更多元的题材、更鲜明的类型

叙事、更独特的切入视角，将好故事讲好，展

现出青年创作者求新求变的共性。

这批青年创作者成长成熟于互联网时

代，不仅接受经典文化滋养，也深受大众文

化熏陶，更易与网络文学等新文化样态融合

互动。他们熟悉当下青年观众的观赏心理

和审美习惯，善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精

准定位受众，有能力提升影片或剧集的话题

度。导演郭帆的《流浪地球》系列中，行星发

动机、量子计算机、数字生命等呈现了具有

魅力的未来图景，同时，作品通过科幻内容

与影像美学表达家国情怀。而《哪吒之魔童

降世》《姜子牙》等动画影片，则展示了青年

导演在审美现代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

掘方面的持续努力，显示出面向广大观众的

创作志向。

深耕主题表达，现实
主义创作实现突破

随着影视创作和生产环境的变化，播出

和观看方式的升级与革新，影视剧创作者不

断面临新的挑战。青年创作者和他们的影

视作品之所以广受关注并获得观众喜爱，关

键在于他们与时代同行，呈现出追求创新、

与时代发展相呼应的创作逻辑。

青年创作者的创新特质，没有仅停留在

艺术手法的迭代，而是聚焦对主题表达的深

耕，体现在现实主义创作的突破。关注现

实、打动观众，成为他们的创作共性。他们

在艺术实践与生活历练中逐渐摸清了市场

规律和艺术规律，尝试用经验和智慧去回应

人生课题与艺术命题。比如，《欢乐颂》《我

在他乡挺好的》《三十而已》等电视剧创作，

着意表现新时代女性的奋斗人生和情感生

活；电影《无名之辈》积极捕捉与描绘生活的

琐细，深掘人物内心的一方天地，探索人物

的精神世界；电影《爱情神话》则将视角投向

现实生活中都市男女的感情生活……用影

像为时代与文化做出生动的注脚，充分显示

出年轻一代创作者对题材的开掘能力和内

容创作的表达能力。

真正的现实主义始终有吸引力，也是衡

量一部文艺作品、一部影视作品的重要维

度。在这个意义上看，电视剧《三体》的创作

团队提供了较好范本。在改编和拍摄这部

科幻作品的过程中，这些青年创作者坚持以

“现实主义手法”还原剧作内核，用现实主义

的态度进行创作。《三体》在还原原著的基础

上，努力将宏大的科幻故事置于现实中，并

赋予心理呈现的内容，注重将悬念、意象和

音乐相结合，剧情紧凑，场景设定意蕴丰富，

同时将写实故事的营造与动画描绘的“三体

游戏”交织呈现，拉近了观众与科幻想象世

界的距离。可以说，《三体》再次印证了现实

主义的魅力和青年创作者的实力。

类型和题材多元拓
展，视野和格局自信开放

近年来，影视产业经历着新的转型，原

有的创作制作、发行播放等环节产生了较大

变 化 。 其 中 一 个 鲜 明 特 征 是 类 型 化 的 成

熟。在这个层面上，国产影视剧创作有较大

发展。比如，《开端》等剧集的创作者了解年

轻观众的收视习惯，熟悉观看网剧长大的这

一代观众的审美偏好。剧集以短剧集为主，

侧重叙述价值和交流功能。

这些青年创作者显示出较强的风格化

追求，以新的视听语法吸引观众，寻求表达

的更多可能性。

青年创作者展现的，既是类型和题材的

多元拓展，更是内容视野和创作格局的自信

开放。他们将目光投向大众的喜怒哀乐等

真 情 实 感 ，在 看 向 中 国 的 同 时 ，也 观 照 世

界，表现出鲜明的国际化视野。以科幻题材

为例，青年导演在创作科幻题材影视剧的过

程中，更加注重情感的探讨，注重让更多外

国人认识并了解“中国故事”，而不仅仅关注

科幻电影的“科技属性”。青年作者在创作

科幻题材作品时，不再局限于传统科幻符号

的套用，而是将属于他们的时代记忆和家国

感悟融入创作，展现出新一代创作队伍的社

会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

正是这样积极拓展对话空间的国际视

野和创作思路，使不少影视剧为更广大观众

奉献精彩新鲜的好故事，传递容易理解和接

受的价值理念，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

国声音的重要载体。

有 效 注 入“ 情 感 源
泉”，做出有中国风格、中
国特色的影像创作探索

从虚拟拍摄技术到扩展现实和混合现实

的运用，从故事延展到特效升级……通过“科

学+技术”的方式更新换代，不仅为中国故事

插上想象的翅膀，也推动着影视行业的工业

化进程。借助新技术的优势，在拍摄、剪辑、

制作各环节中实现高效沟通、周期把控、精细

预演，赋能影视叙事，呈现蓬勃生机。

青年影视创作者对艺术和科技的结合

意识非常强，尤其关注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

虚拟影像、动作捕捉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可

以预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的

发展，将为影视行业带来愈发重要的影响。

如何将技术、艺术与新一代的精神气质、文

化需求更好地融合，是关键的内容，揭示了

更多可能性。

技术并不能代替一个好故事。运用智

媒时代丰富的资源，在创作上更好地反映人

们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有 效 注 入“ 情 感 源

泉”，才是最重要的。正如导演郭帆所言，我

们不要忘掉电影的本质是故事，而情感是电

影的内核。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喜剧、

悬疑等类型片仍受到网络环境下青年观众

的欢迎，但真正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幽默搞

笑的创作风格，更是影视作品的故事内容。

剧情丰富、内容有深度、能够引起情感共鸣，

这三个因素在受访者的偏好选择里，全都超

过了半数比例。这对青年创作者提出了更

高要求。

电影表现和技术方法的变革是表层的，

关键是表达方式的变革。青年创作者需要

在原有讲故事的路径上有所突破，做出有中

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影像创作探索。

以文化为根，以生活为源，为新时代新

征程放声高歌，用影像谱写新时代的华彩篇

章，是青年创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博士

生导师）

青青年创年创作者担当作为作者担当作为——

为为影影视行业开拓视行业开拓更加广阔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发展空间
丁丁亚平亚平

近期，全国戏曲会演圆

满落幕。参加全国戏曲（南

方片）会演的近 20 台参演剧

目，整理改编的传统戏与新

编历史剧的数量共占一半。

此前，全国戏曲（北方片）会

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

的 26 台参演剧目中，新编历

史剧、整理改编的古装戏与

传统折子戏的数量加起来也

占了一半。尽管这些剧的剧

种风格、艺术呈现、题材内容

各不相同，但都以戏曲的程

式化、虚拟化等美学特质为

内核进行艺术创造，为推动

戏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整旧如旧”，感受光彩。

山东梆子《豹头山》戏曲传统

工架俱在，女性心理动作和人

物外部动作对照强烈，让人们

看到了刀光剑影中产生的美

好情愫，于艺术神韵中感受人

物光彩。海南省琼剧院演出

的《红叶题诗》，是一出有近百

年历史的传统剧目，历经不同

时期的打磨，形成闲适淡雅、

深邃幽远的艺术风格。此次

会演，该剧在原有风格的基础

上，进一步凸显其优雅、细腻

的表现特色。整场演出古典

神韵依旧，又充满鲜活的现代

质感，是对戏曲传统的一种高

层次继承。这样的“整旧如

旧”，于不露痕迹的转化创新

中，达到“看山还是山”的审美

效果。

“ 整 旧 如 新 ”，去 粗 取

精。《罗帕记》是黄梅戏经典

“三绝”的剧目之一，此次会

演是经由重新加工提炼而更

显精粹的压缩版。剧中大幅

度省略了一些次要戏份，凸

显女主角的心理动作与性格

特色。“逐女”一折，女主角的

一系列程式化表演，让技艺

成为表达人物情感、塑造人物形象的巧妙手段；结尾的开放性处

理，淡化了大团圆色彩，给观众留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与情感参

与度。广州粤剧院演出的《焚香记》，在沿袭旧有样貌的表演中，

从原先“快意恩仇”的设定里脱离，提升了这一经典剧目的现代气

质。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创作演出的《夫子正传》，从传统小戏《讨

学钱》脱胎而来，但经由创作者们的再创造，超越了传统小戏的原

有形式与意蕴，于命运起落间，写出了一个坚守道义之人的心路

历程。作为南方片会演压轴演出的汉剧《夫人城》，取用了“三国

戏”中“截斗”的戏剧内核，又在一个“城”字上做足文章，作出深度

开掘，困城、愁城、围城，都指向不同人物的心理层面。这些剧目

“整旧如新”，新在戏曲观念的跃升与主题开掘的深化。给予深厚

的戏曲传统以思想的烛照、现代的观照，去粗取精，激浊扬清，这

是传统戏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主要路径。

“整新如旧”，动态传承。四川南充市川剧团·川北灯戏剧团

编演的《板桥卖画》，是在民间故事基础上的新编剧目，但秉承了

灯戏通俗易懂、诙谐风趣的表演传统，俚语的使用活泼清新。形

式感与风格化的处理，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达到了“庭前庭

后灯弦调，满座捧腹妙趣生”的境界。湖北咸丰县南剧艺术传承

保护中心创作演出的《唐崖土司夫人》，是对少数民族故事的全

新演绎，从音乐唱腔到道白，都体现了古老剧种的韵致。这些

“整新如旧”的艺术实践，让观众在接受新的故事内容表达时，品

味到稀有剧种的古朴神韵。这种动态传承，是传统戏曲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独特体现。

“迭代更新”，全面出新。迭代，可以概括此次戏曲会演新编

历史剧的创新态势。由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和四川省川剧院联合

打造的《草鞋县令》，是一部力求从形式到内容全面出新的新编

历史剧。该剧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注入创作者观照历史、

关切当下的深度思考，塑造了一个颇具人文情怀的人物形象，写

出了书生县令纪大奎深入民间的“草鞋”之旅。“我们都是百姓

养，碗里装的百姓粮，身上穿的百姓衣，当官就该为民想”等感

叹，经由韵味十足的道情、高腔的生动演唱，深入人心。浙江小

百花越剧团创作演出的《苏秦》，一改传统越剧婉约柔美的风格，

体现金戈铁马的磅礴气势以及合纵连横的战国风云，塑造出一

个与以往不一样的“苏秦”形象，无论是对历史人物的当代诠释，

还是对剧种特有的表现形态，都做出了探索创新。

这些立足于戏曲艺术本体的不同演化方法与创作途径，其

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有意识地着眼于自己的受众乃至培养新的

观众。比如，此次全国戏曲（南方片）会演中，中青年观众居多，

仅青年观众的占比就达 40%，充分体现出传统戏曲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成果。

（作者为湖北省艺术研究院原院长、国家一级编剧）

传
统
戏
与
新
编
历
史
剧
共
占
一
半

—

全
国
戏
曲
会
演
绽
放
新
芳
华

胡
应
明

核心阅读

青年创作者和他们的影视
作品之所以广受关注并获得观
众喜爱，关键在于他们与时代
同行，呈现出追求创新、与时代
发展相呼应的创作逻辑。

青年作者在创作科幻题
材作品时，不再局限于传统
科幻符号的套用，而是将属
于他们的时代记忆和家国感
悟融入创作，展现出新一代
创作队伍的社会责任感和文
化责任感。

▲汉剧《夫人城》剧照。 陈笛春供图

近 期 ，《追 寻·不 忘 初 心—— 新 时 代 经

典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在建党

102 周年之际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上诚

挚祝福。

文 章 合 为 时 而 著 ，歌 诗 合 为 事 而 作 。

好歌始终与时代同行，反映时代的风貌、人

民的心声。音乐会上，一首《不忘初心》引

发 现 场 观 众 的 共 鸣 。“ 树 高 千 尺 根 深 在 沃

土，你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生生不息只为

了那一份托付”“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

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婉转动

人的歌曲，诠释了我们党坚守“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立场，道出了人

民热爱党、拥护党、跟党走的坚定决心。歌

曲《灯火里的中国》以轻柔悠扬的旋律，让

人感受新时代中国欣欣向荣、人民幸福安

康。“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焰火在节日

诉说，星空升腾时代的巍峨，灯火里的中国

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

灿烂的中国梦，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歌

词具有画面感和意境美，充分表达了人民

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对

奋 进 新 征 程 的 信 念 信 心 。“ 凡 作 传 世 之 文

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音乐工作者在

创作上追求卓越，也要在思想境界上不断

升 华 ，只 有 认 识 到 肩 上 的 责 任 ，才 能 把 这

种责任转化为栩栩如生的音乐形象。

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音乐要放飞

想象的翅膀，就必须脚踩坚实大地、心系人

民群众。音乐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向人民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

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

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以充沛的激情、优美

的旋律、感人的语言，不断创作出人民喜闻

乐见的优秀作品。音乐会上，不少音乐力

作都是扎根生活土壤的创作成果。“拂去岁

月厚厚的封尘，敞开心的世界记忆的闸门，

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的画卷，引领着我

默默地前行”“我苦苦追寻，那人世间的大

爱 无 疆 大 道 无 垠 ”…… 选 自 电 影《建 国 大

业》的歌曲《追寻》，热情讴歌了党的光辉奋

斗历程，尽显大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歌

曲《生死不离》催人泪下又振奋人心。“你的

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无论你在哪里，我都

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谈起这首

歌的创作初衷，曲作者舒楠至今仍十分激

动：“当年汶川地震时，一打开电视看到相

关新闻，我的泪水便忍不住涌出来。旋律

在脑海里一遍遍闪过，仅用 40 分钟就谱完

了曲。因为一个承诺——要为震区的人们

尽快写一首好歌。”

事实证明，创作者只有时刻关注社会、

关注人民，才能深切体悟生活底蕴，抓住动

人情节，生成感人旋律，最终形成荡气回肠

的歌曲。把握时代脉搏，就是要努力将创

作者的“小我”与国家的“大我”连接起来，

努力让旋律镶嵌进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当 音 乐 成 为 时 代 的 见 证 ，便 能 常 听 常 新 。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青年人发出的“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等等，伟大

祖国的奋进雄姿为音乐创作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与人民同在、与时代同行，就一定能

获得音乐创作不竭的智慧和力量。

家 国 情 怀 代 代 相 传 ，优 秀 的 音 乐 作 品

把爱国主义作为创作的主旋律，潜移默化

地引导受众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有难一起扛，共分担才更

坚 强 ”“ 真 情 守 望 ，长 江 黄 河 水 流 长 ，我 们

凝 聚 起 中 华 民 族 的 力 量 ”…… 歌 曲《坚 信

爱会赢》激发了人民抗疫的信心。为了创

作 歌 曲 ，曲 作 者 从 家 乡 赶 到 北 京 ，与 同 事

奋 战 五 天 五 夜 没 有 合 眼 。 中 华 民 族 历 史

上 经 历 过 很 多 磨 难 ，但 从 来 没 有 被 压 垮

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

磨难中奋起。这首歌传递的是坚强、奋进

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四面八方，我们

在 北 京 重 聚 ，夏 季 以 后 又 是 冬 季 ，白 雪 已

覆盖大地，我和你，永远在一起”，《永远在

一 起》咏 叹 出 北 京 冬 奥 会 、冬 残 奥 会 的 脉

搏——中国和世界在一起、北京和奥运在

一起、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大调作品高亢

嘹 亮 ，小 调 音 乐 深 情 咏 叹 ，呈 现 出 艺 术 歌

曲 与 流 行 歌 曲 的 融 合 之 美 。 追 求 真 善 美

是音乐的价值所在，音乐的至美境界就是

令人动心，动心的真谛在于强烈的爱国情

怀，有了强烈的爱国情、报国志，音乐作品

才 有 正 能 量 、才 有 感 染 力 ，才 能 够 温 润 心

灵、引起共鸣，音乐作品才能传得开、留得

下，为人民所喜爱。

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追寻·不忘初心

——新时代经典作品音乐会》帷幕已落，启

示留在音乐工作者和广大观众心间。文化

如水，浸润无声；文明如潮，弦歌浩荡。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文艺工作者，也应始

终心怀“国之大者”，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汲取

中华民族的文化养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不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谱写动人的

时代华章。

谱写动人谱写动人的的时代华章时代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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