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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需要广大影

视工作者久久为功、不断

攀登。2023 年，影视发展

气象焕新、生机勃勃，从年

初到年末，从大银幕到小

屏幕，新作新人新现象亮

点纷呈。

回眸 2023，本版梳理

这一年的热点与亮点，与

大家分享难忘的瞬间、珍

贵的收获。

——编 者

节 目《简 牍 探 中 华》走 进 里 耶 秦 简 ，解 读

简 牍 里 的 历 史 智 慧 ；节 目《宗 师 列 传·唐 宋 八

大 家》艺 术 还 原《马 说》《江 雪》等 传 世 名 作 的

诞 生 瞬 间 ；纪 录 片《中 国》第 三 季 回 溯 上 古 三

代 ，探 知 中 华 文 明 的 源 流 …… 2023 年 ，文 化 类

综 艺 节 目 、人 文 历 史 纪 录 片 持 续“ 上 新 ”。 从

考 古 到 非 遗 ，从 器 物 到 礼 仪 ，从 节 气 到 典 籍 ，

借 助 现 代 影 像 技 术 和 艺 术 化 叙 事 ，收 藏 在 深

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 古 籍 里 的 文 字“ 活 ”了 起 来 ，“ 何 以 中 国 ”被

生动诠释。

在以往，文化节目较多提供通识性文化知

识，2023 年涌现的文博类节目聚焦重大考古发

现、重要发掘现场，开辟学术界与公众的对话渠

道，彰显大众媒介的价值导向和教育功能。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考古工程

进入创作视野，将考古探索与文献研究结合起

来，借助文博工作者的亲历讲述，揭示中华文明

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陈星灿、王巍、赵辉、

张弛 4 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期项目的首席专

家担任纪录片《寻古中国》的学术顾问；纪录片

《何以中国》由考古学家严文明担任学术总顾

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担任学

术总制片人。

更 新 叙 事 语 汇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 艺 术 、技

术的融合更加充分。访谈、朗诵、情景剧、游戏

竞技、户外旅行等元素被广泛应用的同时，节

目编创更加聚焦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追求叙

事手法、表达形式的创新，努力引发观众的共

情和共鸣。综艺节目《登场了！北京中轴线》

中，“时空列车”载着嘉宾在不同的历史人文场

景 中 穿 梭 ，以 历 史 带 故 事 ，以 故 事 求 共 鸣 。

《2023 清明奇妙游》巧妙运用技术手段，带观众

步入古画世界。以纸张、帛丝为媒介载体的中

国画，经由电视媒介的转化，依然呈现出独有

的 艺 术 灵 韵 和 美 学 意 味 。 2023 年 获 得“ 亚 广

联”电视类娱乐节目奖的《诗画中国》，60 余幅

画作、近百首诗文“诗画合璧”，新的审美体验

让观众念念不忘。

文物在“说话”，精神在赓续。观众徜徉在

时间的长河，倾听中华文明的回响，在古今穿越

中得以体味“何以中国”。

考古工作者、历史文化学者、美术家、戏剧

家、音乐家纷纷加入创作队伍。于是我们看到，

文化节目的目光更深邃、思想更深刻、情感更浓

郁、表达更鲜活。

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

千多年的文明史，是电视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宝藏。2023 年文化节目的新面貌，让我们

看到丰沛的创造力，更让我们对未来满怀期待。

“何以中国”被生动诠释
任姗姗

2023 年 ，影 视 工 业 体 系 建 设 提 速 升 级 。

一方面，工业化流程更科学，制作生产效率得

到提升；另一方面，进一步与观众建立深层次

链接，满足新的审美期待。

头部电影的制作突破是一大亮点。近 3
分钟时长，约 1 万名演职人员的名字一一闪

过，技术团队的名字几乎铺满银幕；占地 500
亩的外景片场，耗费约 5 个月搭建灯光系统，

统筹超过 8000 名工作人员，拍摄计划精细到

每天进度……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用

一种近乎“拓荒”的创作方式，实现中国神话史

诗电影的类型拓展。讲述东方神话，电影工业

是底气。影片中，从《千里江山图》中获得灵感

的昆仑仙境视效，雷震子、九尾白狐、墨麒麟等

数字角色细腻的动态表演，让不少观众感慨

“这部大片‘很中国’”。

视觉特效助力创意落地开花。 2023 年，

中国动画电影的民族风格抵达新的高度，具有

中国美学韵味的场景接连涌现。动画电影《深

海》打造糅合水性材料与粉彩画特点的“粒子

水墨”画风，成为动画作品拓展传统水墨风格

的新尝试；动画剧集《中国奇谭·鹅鹅鹅》中的

写意水墨、素描风格，展现水墨朱砂的独特魅

力……生动多元的作品形态，为国产动画的民

族风格开辟新的表意空间。

被 誉 为“ 影 视 工 业 金 字 塔 尖 ”的 科 幻 类

型，越发凸显工业集群协同作战的优势。为

模拟真实的游戏视觉体验，电视剧《三体》的

创作团队采用“动作捕捉+面部捕捉+CG”的

拍摄方式；《流浪地球 2》运用虚拟拍摄方法，

把演员身穿动作捕捉服的表演合成到需要的

虚拟场景中，实现可视化预演。一个个充满

想象力的影像世界，让观众在视觉奇观中流

连忘返。

影视工业体系这台“大机器”足够大的体

量，需要更多更结实的“螺丝钉”，需要一大批

创作者扎扎实实的积累。拍摄《流浪地球 2》
时，导演郭帆请了 20 多名学生常驻片场实习，

实习内容是记录团队在拍摄过程中的错误。

数次复盘提炼后，最终压缩成了取名为“工业

化管理流程”的两张纸。试想，如果越来越多

电影创作者能提炼出这样的“两张纸”，不断在

实践中训练人才、培养人才，在实践中整理错

误、累积经验，中国影视工业化流程必然会越

来越完善。

建设更完善成熟的中国影视工业体系，才

能促进中国影视创作水准和作品品质的整体

提升。相信未来，对于电影工业有着清晰认知

的年轻创作者和从业者会创作更多富有表现

力和美学气质的影视作品。

影视工业提速升级
王 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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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电 影 市 场 加 速

复 苏 ，成 为 2023 年 行 业

内 外 热 烈 讨 论 的 话 题 ，

它 似 乎 预 示 着 又 一 个 春

天 的 来 临 ，升 腾 着 热 乎

乎 的 气 息 ，充 满 了 活 泼

泼的希望。

2023 年，中国电影市

场 先 后 收 获 了 影 史 同 期

票 房 第 二 的 春 节 档 和 刷

新 历 史 同 期 票 房 纪 录 的

暑 期 档 。 根 据 国 家 电 影

局 的 统 计 ，截 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 ，2023 年 全 国

电影总票房 534 亿元，国

产影片占比 83.61%；2023
年共有 69 部影片票房过

亿元，其中票房排名前 10
均为国产影片，每部票房

均超过 10 亿元。

将观众请回影院，靠

的 是 源 源 不 断 的 优 质 影

片 。 2023 年 ，题 材 丰 富 、

类 型 多 元 的 影 片 越 来 越

好 地 满 足 了 观 众 的 个 性

化需求，亮点频出。

深情拥抱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电影观众与中华

文明双向奔赴。动画电影

《长安三万里》、神话改编

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

云》等探寻民族文化基因，

引发话题热度。

现实题材影片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反电

诈题材电影《孤注一掷》获得 2023 年暑期档

票房冠军，备受社会关注；励志影片《八角笼

中》关注乡村少年的成长，引发口碑效应。

类型片的边界大大延伸，许多影片做出

新的尝试。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2》将中国

电影工业化推上新的高度；悬疑片《消失的

她》转换叙事视角，在暑期档收获超 30 亿元

票房。

与此同时，电影与观众之间的交互性不

断增强，进一步提升了 2023 年中国电影市场

的活力。

久违的大规模“路演”回来了，许多影片

都发布了“路演”地图，主创团队奔波于不同

的城市与热情的影迷们见面。“路演”不是简

单的宣传和亮相，它制造出独特的观影氛围，

让观众在几个重点档期都沉浸在“看电影、爱

电影”的气氛中。

影片正式上映前的大规模超前点映，成

为 2023 年电影行业的“新操作”。《热烈》《三

大队》等影片均进行了大规模超前点映，这显

示出片方对影片质量拥有足够的信心，希望

通过大规模超前点映为后续上映积攒口碑，

以好口碑撬动高票房。

在市场格局的营造上，2023 年，全行业

致 力 于 打 造“周 末 档 ”概 念 ，电 影 主 管 部 门

鼓励各大片方将更多品质精良的影片投放

在 周 末 ，激 发 观 众 在 周 末 两 天 走 进 电 影 院

的 热 情 。 截 至 年 底 ，“周 末 档 ”效 应 初 见 成

效 。 均 匀 分 布 的“小 档 期 ”，有 效 拉 动 了 电

影市场消费。

2023 年电影市场的稳健复苏，彰显出中

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果，让人们对建

设电影强国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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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国电影呈现

出 20 余 年 产 业 化 改 革 赋 予

的韧性。电影工作者为观众

奉献了丰富的视听盛宴，国

产片票房收入和占比已经超

越 2019 年 ，这 是 可 喜 的 进

步 。 电 影 市 场 结 构 更 趋 合

理，投资制作中等体量的影

片呈现题材多样、类型丰富、

青年创作力量勃发等喜人态

势，在电影市场更加具有竞

争力。

这 些 影 片 注 重 观 照 现

实，呼应当下社会的变迁，调

用 不 同 题 材 和 类 型 表 达 思

考。《我本是高山》以楷模人

物张桂梅为表现对象，思考

边远山区的教育问题，表现

了张桂梅的人格魅力。《我爱

你！》关注老年群体的情感需

求 ，《好 像 也 没 那 么 热 血 沸

腾》关注弱势群体的幸福感

……创作者通过影像叙事进

行有深度的社会思考和价值

表达。

中 国 电 影 市 场 在 不 断

扩 容 ，市 场 竞 争 也 日 趋 激

烈，电影工作者意识到必须

注重故事的强情节设计，包

括悬念和戏剧性的强化，以

更好地吸引观众，增强沉浸

感 。 刑 侦 片 较 为 符 合 这 样

的 叙 事 要 求 ，因 而 2023 年

这 一 类 型 的 作 品 尤 为 值 得 关 注 。 除 了 进 入

2023 年 票 房 前 10 位 的《孤 注 一 掷》《消 失 的

她》《坚 如 磐 石》之 外 ，《莫 斯 科 行 动》《三 大

队》等 影 片 也 饱 含 强 烈 的 现 实 关 切 。 它 们 大

都围绕一个案件展开，强调悬疑的设置，还有

不 少 影 片 以 真 实 事 件 为 原 型 ，增 加 对 观 众 的

吸引力。

近 10 年来，青年导演已经是中国电影市

场的重要力量，贡献了很多富有才思的作品。

2023 年，青年导演队伍更是成为市场的主力阵

容。《流浪地球 2》的导演郭帆、《孤注一掷》的

导 演 申 奥 、《消 失 的 她》的 导 演 崔 睿 、《我 爱

你！》的导演韩延、《八角笼中》的导演王宝强、

《人生路不熟》的导演易小星、《热烈》《保你平

安》的导演大鹏、《学爸》的导演苏亮、《拯救嫌

疑人》的导演张末，等等，这些导演的作品丰富

了市场的内容供应。他们以灵活的电影叙事

手法，与青年观众的审美天然同构，使作品在

市场上受到欢迎。

不少青年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就令人惊艳。

刘晓世执导的《长空之王》礼赞试飞员群体无私

奉献的崇高精神，该片以家国情怀的叙事基调、

较成熟的叙事手法和富有冲击力的视听语言赢

得观众，也赢得了第三十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导演处女作奖。《宇宙探索编辑部》《不虚此

行》等也都出自青年导演之手，他们拓展影像语

言表达人类心灵世界的更多可能，为艺术片的

叙事创新做出有益尝试。

电影市场可持续发展，中等体量作品的丰

实是关键所在。作为创作力量和投资力量的蓄

水池，中等体量作品蕴蓄着中国电影未来发展

的持续生产力，应该继续夯实这一部分的电影

市场。只有这样，我们迈向电影强国的步伐才

会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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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热播，

云南大理成为旅游热门城市。据当地统计，仅

春节假期，大理共接待游客 423.93 万人次，同比

增长 219%。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不仅是大理。根据

文化和旅游部统计，2023 年前三季度国内旅游

接待游客 36.7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7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75%、114%。因影视作品的

热播而带动地方旅游，已经成为文旅产业发展

的新趋势。

2023 年春节档电影《满江红》热映，作为拍

摄地的山西太原古县城在元宵花灯会期间，18
天接待游客 68 万人次，不少游客登上阁楼大声

朗诵《满江红·写怀》。引发大众关注的电视剧

《狂飙》，给主要取景地广东江门带来旅游热度，

旅行社甚至推出“跟着《狂飙》游江门”的旅游线

路。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陕西清涧县是作家路

遥的故乡，在电视剧《人生之路》播出后，迎来踏

上这片黄土地的游客们，他们感受九曲黄河十

八道弯的壮美，聆听那古老苍凉的信天游……

随着影视类型的多元发展和文旅融合的深

度探索，“影视+文旅”不仅成为当下的文化消

费热点，也为旅游产业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往往能够激发观众的热烈

情感，人们渴望走入故事的发生地，而地方旅游

宣传也需要一些小窗口、小切面来增加烟火气

和人情味。热门影视剧话题度高、受关注度高，

自然是引发观众共鸣的较好方式。

位于陕西西安曲江新区的“长安十二时辰”

街 区 ，入 选“2023 中 国 旅 游 创 业 创 新 示 范 案

例”。通过在现实空间注入影视元素，这一主题

街区被打造为由“热门剧集+沉浸式娱乐+主题

餐饮+国潮产品”组合而成的新消费综合体。

在这里，游客可以跟随《长安十二时辰》的主人

公张小敬守护长安，也能在靖安司中近距离观

看壮观的长安沙盘。以剧集为切口，街区努力

打造独具魅力的传统文化旅游体验。

很多城市也为热门影视剧打造“小而美”的

实景娱乐项目。山东青岛东方影都产业园展出

了《流浪地球 2》中的宇航服、门框机器人、机甲

等炫酷道具，游客可以穿上带有标记点的动作

捕捉服迅速代入电影中的科幻场景。湖南长沙

“风雅梦华游”线下古风集市还原古装剧《梦华

录》中的多个场景，游客通过扮演剧中角色参与

互动，体验不一样的宋韵文化……这些影视剧

主题实景娱乐项目，以灵活的运作模式、生动的

故事场景、浓郁的影视氛围和沉浸式的互动体

验，受到很多剧迷的欢迎。

从借势而兴到乘势而上，影视剧在城市乡

村的大街小巷、田野山丘取景拍摄，使影片内容

饱满与丰盈。而一部部打动人心的影视剧成为

城市的“宣传片”，一键激活潜在的文旅红利，开

辟更为广阔的受众市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多方共同发力，文旅才能相向赋能、双向共赢。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
任飞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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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电视剧《三体》剧照。

图②：电影《流浪地球 2》剧照。

图③：电影《学爸》剧照。

图④：电视剧《问心》剧照。

图⑤：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图⑥：电影《深海》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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