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9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开

展“ 未 来 电 视 ”试 点 工 作 的 通 知》下 发 ，要 求

“通过用技术、试业务、探机制、研政策，进一

步引导全行业、全系统共同推进‘未来电视’

战 略 部 署 落 地 应 用 ，推 动 构 建 现 代 化 大 视 听

发展格局”。

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

布 的《2023 年 广 电 全 媒 体 蓝 皮 书 数 据 报 告》，

2022 年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实际创收收

入超过万亿元，“大视听”正成为数字文化产业

中具有显示度和增长性的新兴产业之一。

从北京推进“大视听”品牌建设，京津冀协

同推进“大视听”发展，到前不久浙江发布相关

政策，明确“到 2027 年打造年营业收入超万亿

元的大视听产业”等多项发展目标……“大视

听”方兴未艾、未来可期。

所谓“大视听”，主要由视听和“视听+”产

业 聚 合 体 组 成 ，其 内 核 是 广 播 电 视 和 网 络 视

听，外围是衍生产业集群，涵盖视听与文化、科

技、旅游、演艺、医疗、教育等各社会领域的融

合业态。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秉承

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建设与“大视听”的关系日

益紧密，“大视听”对城市形象进行全新塑造，

在推动经济发展、构建城市文明的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

塑造城市文化 IP
催生新场景、新应用、新模式

现 象 级 传 播 效 应 与 日 益 扩 大 的 内 容 经

济 ，成 为“ 大 视 听 ”发 展 的 重 要 维 度 。 带“ 风

景”“地标”特征的影视剧、综艺节目，对旅游

行业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其线上、线下产业

联 动 的 传 播 力 量 ，正 在 改 变 人 们 对 现 实 世 界

的感知与体验。

如果说，国内外一些著名城市的形象是由

传统影视作品塑造的，今天的“大视听”则在超

高清视频与 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技

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下，催生大量新场景、

新应用、新模式，带来一个增强版的全新景观。

不断流动的信息生产和故事消费，正在重塑城

市文化 IP。

剧集《去有风的地方》《狂飙》《繁花》《我

的阿勒泰》《追光的日子》等热播，带动了拍摄

地 的 文 化 旅 游 热 。 通 过 热 门 影 视 剧 、微 短 剧

引流，衍生影视园、体验工坊等创意经济持续

升温，各类文旅“网红新品”“文化爆款”不断

上新。

各级文旅部门出台的“软性”城市项目，进

一步助推了“大视听”快速发展。沉浸式唐风文

化生活街区——西安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

区”，成为新视听与商业结合的典范。《京城十二

时辰》让北京城与综艺节目形成互动，节目设置

了“十二时辰”故事会、“时辰任务”，用真实温暖

的人生故事，讲述商圈及其中的百姓生活，通过

潮流商圈的精气神和烟火气，描绘北京城日新

月异的文化景象。“潘家园文化体验季”以图文、

音视频、直播、多媒体互动等形式，打造“古韵文

化带”，丰富多彩的展览展会、文化夜市、拍卖鉴

定、琴书展、读书会等相继开展。

视听媒介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与业态

创 新 ，在 潜 移 默 化 中 形 塑 新 的 城 市 精 神 内

涵。航拍系列片《最美北京——我的家》通过

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短视频平台展开矩阵式

传播。《老外眼中的新北京》每集时长三四分

钟，以“轻体量”“外视角”贴近时下热点，通过

四合院、无人驾驶、传统手工艺等多维场景的

融合，展现一个多元丰富、充满现代科技感的

北京。互动剧《京城拍卖会》沉浸式演绎曲剧

片段，吸引青年人亲近“京味文化”。系列活

动《胡同四季歌》以胡同四季风景、古都建筑、

城市地标做舞台，形成聚落式、策展型、流动

开放式的文化展演范式。

广泛连接社会生活
内容生产运营迎来升级换代

新的平台、新的连接，激发新的空间生产，

“大视听”不再是简单的文本生产，而成为一种

开放的社会实践。由此，现代媒体对大众想象

力的引导不断增强，城市文明的新形态也被涵

养出来。

热门影视剧、短剧、微短剧让故事里的地

理空间产生特殊吸引力，激发人们把当下的文

化消费、流行时尚跟情感需求联系起来，带来

社交互动，形成方兴未艾的影视文旅经济。这

种传播落点随内容扩张而扩散的产业模式，显

示文娱生产与社会生活日益发生广泛的连接，

其实质是通过内容营销，构造大众经验与生

活轨迹的泛叙事行为。在一个更大的叙事场

域中，媒介正在重新测绘、设计当代社会的

文化感知模型。

“ 大 视 听 ”展 现 出 强 大 的 构 造 力

量，因为其空间生产背后有一个隐

形叙事：建筑、环境都是“剧场性”

的 ，承 载 人 们 的 生 活 经 验 与 现

实 愿 望 。 来 自 多 主 体 、多 视

角、多层面、多重时间点的信

息增值，不仅是技术现象、

媒 介 景 观 ，更 是 一 套 表 意

机 制 ，把 特 定 的 社 会 、心

理 、符 号 和 物 质 关 系 结

合在一起。

进入数智时代，视

听 内 容 的 生 产 运 营 迎

来 整 体 升 级 换 代 。 电

影、剧集、纪录片、短视

频、网络直播、有声书、

旅行视频日记、播客等

不同类型的内容，在创作、制作、分发等环节上

彼此呼应，IP 系列产品在不同渠道多态多栖、

互补共生。短视频、“二创”、Vlog（视频日志）、

直播等 UGC（用户生成内容）新型媒介生态，

促进用户生产的规模化与集群性，其生产、接

受和传播始终处于开放性的结构，无数个点和

点之间联结、交织、互渗，重构话语体系，新的

媒介生态与媒介秩序正在建立。

以剧集《风起洛阳》为样板，爱奇艺围绕 IP
开发综艺、剧集、游戏、衍生品、舞台剧、动画、纪

录片、漫画、商业地产、VR（虚拟现实）全感剧

场、电影和文学 12 个项目，以期实现 IP 价值和

生命周期的延长。如今在洛阳，剧本娱乐已从

早期局限于单一固定场馆的室内桌游，升级为

与景区、博物馆、电影院、书店、旅行社等跨界融

合的“剧本娱乐+文旅”新模式。依托《斗罗大

陆》，腾讯视频以小说、漫画、动画、电视剧、衍生

品等多种形式，不断与观众见面。2023 年，线

下实景主题空间“斗罗大陆嘉年华”落地成都宽

窄巷子。优酷则将实景娱乐开发前置——定位

再现宋代文化，携手周庄筹建数字梦工厂，建造

规模宏大的实景基地。首个项目《清明上河图

密码》力图通过宋文化内容 IP，带动整个园区

设计及景区经济的发展。

叠加情感与价值观
放大叙事共情的传播力

文娱业态的串联、IP 价值的深挖、聚合效

应的显现，标识“大视听”内容生产与社会交互

的深度、广度以及情感嵌入模式走向深入。

如果把城市形象塑造与现代文明建设视

为当代媒介实践的关键任务，文本生产、流通

模型、技术赋能及其社会应用等每个环节，都

与叙事设置密切相关。借助影像叙事建构地

理空间形象，媒介以具体的、嵌入社会的方式，

实现传播信息和确立意义的统一，通过情感和

价值观的叠加，将特定空间构造成人们心向往

之的“地方”。

热门影视剧在大众审美中扮演翻译乃至导

游的角色，独特的自然景观、文化历史与共同经

验 、社 会 记 忆 等 被 编 织 成 联 通 大 众 情 感 的 纽

带。如《我的阿勒泰》中广袤的牧区草原，《西出

玉门》中浩渺无垠的塞外沙漠，《司藤》里神秘的

原始森林，《长安三万里》中盛世长安的诗词气

韵，《山海情》里西海固的扶贫记忆，《繁花》中改

革开放初期上海独有的风土人情，等等。热播

剧《玫瑰的故事》借助亦舒文学改编，加载北京

20 年的发展变化，赋予城市及周边 200 多个独

特地标全新的讲述视角与鲜明的当下色彩。剧

中的一句台词意外引发社会共情，激发互联网

二创热潮，众多出圈视频显示叙事共情对传播

力的放大。

在全球数字经济大潮中，“大视听”成为重

要 引 擎 。 基 于 技 术 与 应 用 场 景 的 全 面 创 新 ，

“大视听”通过新的内容生产、运营与消费，重

塑视听想象与媒介生态，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

型提供支持。作为一种新兴的视听生态，“大

视听”领域的拓展，同时也是产业新阶段、媒介

新周期的扩展。分析了解这一领域变革，将帮

助我们认识未来媒介的语言特征和叙事机制，

了解一个更大场域中的文化建构，让内容的供

给与传播更加健康蓬勃，推动构建现代化“大

视听”发展格局。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左图为在阿勒泰举办的《我的阿勒泰》旷野

音乐会现场。 片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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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 一 株 草 ，情 接 万

里 长 。”中 国 菌 草 技 术 在 中

国 脱 贫 攻 坚 和 国 际 减 贫 中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 2021 年

是菌草援外 20 周年，五洲传

播中心策划推出电视剧《幸

福 草》，讲 述 原 型 人 物 林 占

熺 教 授 离 开 闽 宁 镇 之 后 的

新征程，从闽宁镇走向南太

平洋岛国。在电视剧《山海

情》的基础上讲述林占熺教

授的故事是巨大挑战，我们

感到不小的压力。

跨 越 千 山 万 水 ，要 把

“ 扶 贫 状 元 ”林 占 熺 的“ 转

身”写好不易。在生活真实

的基础上跳出生活，把生活

逻辑编织成艺术逻辑，是讲

好 故 事 的 第 一 要 务 。 导 演

白 涛 从 一 开 始 就 要 求 我 和

另 一 位 编 剧 范 胜 震 要 跳 出

原型人物，写好“关系”。

林占熺说，我们是一个

“吃大苦、耐大劳、顾大局、

干 大 事 、成 大 器 ”的 民 族 。

我被这句话“点燃”，这“五

个大”就成为剧本创作最初

的起点，也是我们从生活驶

向戏剧的航标。

只有感动远远不够，获

取 丰 满 的 生 活 细 节 乃 至 探

索新的表达路径，都离不开

深 入 采 风 。 2022 年 3 月 19
日 ，我 们 第 一 次 采 访 林 占

熺。他向我们娓娓道来，诸

多的艰辛、挫折、困难，带着

客家人的倔强和坚韧，从他

的言语中传递出来，酸甜苦

辣 咸 交 织 在 一 起 。 他 品 味

出 科 研 的 本 质 和 生 活 的 味

道，我们收获了全身心的投

入 和 乐 在 其 中 的 享 受 。 主

要 人 物 黎 长 欢 和 基 本 戏 剧

结构，由此敲定。

某种意义上说“人物即

结 构 ”，主 要 人 物 决 定 故 事

的走向。几乎每个周末，我

们 都 与 菌 草 团 队 开 视 频 会

议 、做 远 程 采 访 、校 准 剧 本

的方向，最终确定从家庭切入，建构人物关系。家庭

是中国文化的集中展现，是人物思想、戏剧矛盾极具

张力的空间，父女关系又是叙事体系中容易引发受

众共情的一种表达。聚焦黎长欢的大家族，剧情围

绕黎长欢客家文化的身份认同和菌草团队构建的现

实困境展开。参考中国古典文学《西游记》的基本布

局和结构，我们用“一支师徒四人取经小分队经历九

九八十一难”，构建基本的叙事脉络。由菌草带出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诸多人物，如当地的警察部长、部落

酋长、普通农户等。这些角色都在剧中发挥一定的

戏剧功能，从一个侧面呈现菌草抵达的不同地域人

民的日常生活、风俗文化。这些内心丰富的人物构

成《幸福草》的情感关系、创业历程、命运变迁，串联

起人物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

《山海情》拍得细微细腻，《幸福草》也力图做到

小切口，用细节呈现真实。某种程度上，创作也是说

服观众的过程，如果不能让观众相信讲述的这一切，

哪怕只在一两个关键点上不真实，也会让观众出

戏。这要求剧作必须扎实丰满，通过丰富的细节刻

画，表现生活的本质。2023 年 1 月到 3 月底，主创人

员先后赴云南、福建甚至是斐济实地采风、勘景，找

寻剧作定位的风格路线，深挖客家文化、闽南文化等

的丰富内涵。

踩进泥土的实地调研和采访，考验我们对生活

的洞察。热气腾腾的生活，让我们对“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有了切身的理解。对文化碰撞的体验，让

我们找到细节展示与幽默风格结合的手法。走进

万家灯火，让我们把菌草的浪漫诗意与现实观照叠

加在一起。

近 3 年来，几易其稿，大家满怀敬意，力求既保

留农业科技工作者和援外人员的工作生活，又努力

使这个故事更加丰富，真实再现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下的历史生活，观照跌宕的人生命运，成为一出带

着泥土芬芳的温情戏剧。

（作者为电视剧《幸福草》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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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平台、新的连接，
激发新的空间生产，“大视
听 ”不再是简单的文本生
产，而成为一种开放的社会
实践。由此，现代媒体对大
众想象力的引导不断增强，
城市文明的新形态也被涵
养出来。

在全球数字经济大潮
中，“大视听”成为重要引
擎。基于技术与应用场景
的全面创新，“大视听”通过
新的 内容生产、运营与消
费，重塑视听想象与媒介生
态，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提供支持。

图为电视剧《幸福草》剧照。 片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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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暑气渐消，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区 九 圩 港 村 的 孩 子 们 早 早 吃 过 晚 饭 ，三 五 成

群结伴来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围坐在银

白色的幕布前，孩子们静静等待着，一双双眼

睛 闪 烁 着 兴 奋 和 期 待 的 光 芒 。 幕 布 亮 起 ，一

大 朵 水 墨 描 绘 的 向 日 葵 徐 徐 绽 开 ，随 着 光 亮

逐渐增强，向日葵的色彩明亮起来，孩子们渐

渐 沉 浸 在 故 事 中 。 他 们 正 在 观 看 儿 童 电 影

《向日葵中队》。

一个人在童年接触到的文艺作品，不仅关

乎审美趣味的养成，还可能影响人的一生。《向

日葵中队》表达了新时代儿童电影创作的新追

求 ，在 这 部 电 影 中 出 现 的 每 一 个 角 色 都 是 有

“光”、有爱的。电影中的主角莫离是一个患有

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和陪伴莫离一步步成长的

张小西、吴萌萌、马一飞、罗佳以及五（3）班的全

体同学，细心守护孩子们心灵家园的米兰老师、

林校长等，这些真实可感的人物角色汇聚在一

起，让小观众们产生强烈共鸣，同时让这部儿童

电影拥有了充满阳光、充满真善美的明亮艺术

风格和美学气质。

创作反映特殊儿童生活题材的电影难度较

大，我们不刻意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冲

突，而是选择正面表达。影片以儿童的行为和

意志作为情节展开的第一动力，用一种正向的、

诗意的、鲜亮的表现方式，传达对儿童个体的肯

定、尊重、包容和爱护，传递积极向上的情感力

量，努力体现善意、温暖和美好。

电 影 摄 制 完 成 后 ，除 了 在 城 市 院 线 上 映

外 ，我 们 着 重 选 择 将 中 小 学 校 作 为 影 片 放 映

的 主 阵 地 ，陆 续 深 入 江 苏 、北 京 、河 北 、上 海 、

浙 江 、河 南 、安 徽 、广 东 、吉 林 等 地 的 校 园 、社

区 、村 民 活 动 中 心 ，放 映 了 1000 多 场 ，受 到 广

泛欢迎。

来自各地学生写的上万份观后感，说出了

孩子们观影后内心真实的声音。“我也要成为张

小西，勇敢地帮助别人”“给孤独一个爱的拥抱”

“像向日葵一样，面朝阳光绽放”，当这些情真意

切又朴实无华的句子从孩子们内心生长出来，

也验证了儿童电影“播种”的成功。尽管不曾谋

面，但是通过作品，我们获得了孩子们的信任，

得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是属于我们的幸

福，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我们欣慰地看到，《向日葵中队》在孩子们

心中撒下了一颗颗“向阳而生”的种子，在他们

心中开出一片片灿烂的向日葵花海，让他们的

成长之路铺满阳光。

近年来，儿童电影的样态不断丰富，发展欣

欣向荣。我们将继续坚持儿童本位，努力创作

更多展现新时代风貌、体现新时代脉动和精神

气象的优质儿童电影作品。

（作者为电影《向日葵中队》制片人）

在孩子们心中洒下阳光和爱
张 锋

电影《向日葵中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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