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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精心组织“优秀电

视剧百日展播活动”，遴选推介了 86 部电

视剧。这些作品聚焦中华民族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不同阶段，唱响团结

奋进的新时代主旋律。一些作品取得口

碑 与 市 场 双 丰 收 ，成 为 年 度 电 视 剧 热

点。据统计，不少作品观众规模突破 2 亿

人，《伟大的转折》《激情的岁月》等收视

率突破 1%，《外交风云》更是被许多网友

称赞。

时代画卷与信仰力量
破除题材与观众的“时差”

展播剧中，一些优秀的革命历史题

材作品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为指导，生

动展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

阔的历史画卷，彰显饱满的爱国精神和

信仰力量。这些剧作或以宏大的历史视

野、雄浑的史诗气质，再现重要历史阶段

和重大革命事件；或在历史洪流中细腻

描摹个体命运，展现杰出人物丰富深刻

的精神世界，塑造有温度、有风采的光辉

形象。不少作品注重揭示历史发展的内

在逻辑与规律，润物无声地把革命信仰

与崇高品格深植其中，让观众感知中国

共产党的先进性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中

流砥柱作用。

其中，《可爱的中国》将方志敏的人

生经历和革命事迹娓娓道来，让观众从

人物身上看到了伟大而顽强的民族魂。

《伟大的转折》详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

同志在中央领导地位的过程，揭示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实现转折、

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些作品既有

宏大深邃的历史视野，又充满丰富生动

的感人细节，破除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与当下年轻观众之间存在的“时差”，

形成观剧热潮。

年代剧也是展播剧中的一抹亮色。

很多作品找到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契合点，

产生良好反响。从讲述科研工作者扎根

戈壁为祖国制造“两弹一星”的《激情的岁

月》，到描写新中国电力机车人毕生奉献

的《奔腾年代》，再到以平民英雄的群像展

现奋斗者风貌与担当的《希望的大地》，均

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铺陈、几经波折的人

物经历，将个体同民族的命运交融在一

起，昭示强烈饱满的民族精神。

还 有 一 些 年 代 剧 艺 术 手 法 精 致 考

究，展示和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电视

剧《老酒馆》，人物各具样貌，台词精妙深

刻，以编年体的形式把老酒馆的故事置

于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将爱国情怀

和文化之美深植津津有味的情节叙述。

电视剧《国家孩子》《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等，在平凡的故事中寄寓人性美善和传

统文化的精神基因。

现实温度与生活质感
建构平凡人的“高光时刻”

描 摹 当 下 百 姓 生 活 的 作 品 受 到 欢

迎。有的作品全面深入反映时代的巨大

变迁和个体命运的转变，充分发挥电视

剧记录时代的功能，表现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有的通过故事情

节的编织、人物命运的设定，表达创作者

的鲜明立场，实现艺术追求与人民要求

的统一，正向引导社会舆论。

《在远方》生动描摹物流行业背后鲜

为人知的故事，通过展示大时代和小人

物命运的紧密交织，建构平凡人的“高光

时刻”。《遇见幸福》聚焦都市生活，给予

观众温暖的精神观照和情感抚慰，向每

一个奋斗者表达敬意。《激荡》在大城市

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以普通人

的视角讲述时代风云，给观众带来正能

量。《都是一家人》通过少数民族同胞的

创业故事，展现了崇高善良的人格之美

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军旅剧《空降

利刃》《陆战之王》《飞行少年》等，艺术化

还原当代军人风貌，展现我国军事强国

战略的丰硕成果，激发不少观众的兴趣。

上述作品多以“小成本、正能量、大

情怀”为创作原则，其间所蕴含的现实温

度与生活质感，让很多观众产生亲近感

和代入感。这些剧作从不同侧面表现创

作者的民生情怀，给人以奋斗与前进的

动力。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现实主义创

作原则，深入反映现实生活，充分挖掘现

实资源，直面社会问题，紧贴时代脉搏，

展现时代风貌，艺术化地反映时代的脚

步和人民的心声，现实题材电视剧才能

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

优化资源与融合传播
讲好故事是创作重中之重

这批展播剧虽然题材不同、风格各

异 ，但 在 社 会 上 产 生 良 好 的 收 视 效 果 ，

为 未 来 电 视 剧 行 业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带 来

启示。

第一，讲好故事始终是电视剧创作

的重中之重。依靠荒诞情节、感官刺激

的电视剧或许能火爆一时，但绝难有长

久的生命力。创作者必须摈弃拼投资、

拼 包 装 、拼 大 咖 的 理 念 ，在 增 强 剧 本 的

文 学 性 、塑 造 好 人 物 形 象 上 下 足 功 夫 。

展 播 剧 中 的 几 部 高 品 质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题材作品便是典型例证，它们用跌宕起

伏 的 故 事 、血 肉 丰 满 的 人 物 来 吸 引 人 、

感 染 人 、打 动 人 ，尤 其 在 革 命 领 袖 人 物

的 塑 造 上 形 神 兼 备 、出 新 出 彩 ，受 到 不

同 年 龄 段 观 众 的 青 睐 。“ 典 型 人 物 所 达

到 的 高 度 ，就 是 文 艺 作 品 的 高 度 ”。 创

作 者 只 有 真 正 深 入 生 活 、扎 根 人 民 ，才

能塑造形神兼备的典型形象、打造雅俗

共赏的精品力作。

第二，优化资源配置，以制度建设推

动精品创作。这批展播剧不仅让从业者

拓宽对主旋律题材的认知空间，也为主

旋律作品的创作生产探索出一条“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有效路径。一流的编剧、

一 流 的 导 演 、一 流 的 演 员 、一 流 的 服 化

道、一流的摄录美，精干力量的搭配组合

是出精品的必要保证。《激情的岁月》《在

远方》《希望的大地》等剧在短时间内高

质量完成，证明聚拢行业优势资源、集中

力 量 出 成 果 的 做 法 切 实 可 行 。 可 以 预

期，通过探索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制度

化机制，推动精品创作必定大有可为。

第三，做好宣发是提升电视剧影响

力的重要手段。 2019 年 8 月 25 日，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举办了“我爱你中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电

视剧百日展播活动启动仪式”，为这批剧

目的播出烘托氛围、做足铺垫。在全媒

体传播的背景下，电视剧没有固守“酒香

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应声而动，顺

势而为。《在远方》利用“互联网分发”和

话题策划的方式，让作品在观众中产生

舆论效应。《激情的岁月》通过多终端直

播、点播等，使作品的收视数和点击量持

续攀升。这些都对电视剧如何在媒体融

合环境下有效触达受众做出示范。

对于新时代的电视剧创作者来说，

只有坚持用心、用情、用功创造精品的初

心与使命，只有不遗余力地追求作品的

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才能创

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

力作。

（作者单位：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图片自上而下为《空降利刃》《激情

的岁月》《奔腾年代》。

制图：蔡华伟

86部展播剧绽放荧屏

赢得口碑收视双丰收
易 凯 闫 伟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

们走在大路上》《彩色新中国》《第

一日》《淮海战役启示录》等一批献

礼 纪 录 片 相 继 推 出 。 这 些 献 礼 片

更 加 注 重 对 历 史 影 像 的 挖 掘 整 理

和文献运用，创新叙事结构和形式

化表达要素，作品的历史文献价值

和艺术价值更加突出，在国家庆典

期间集中推出，对于唤起和建构民

族集体记忆，凝聚社会共识起到重

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不同阶段的

纪录片串在一起，恰是一部形象生

动的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国家相

册”的中国纪录片，以光影之笔记录

历史与现实，透视国家发展与社会

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纪录片常被

用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先进

典型，呈现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生

产建设事业，展现英雄人物的丰功

伟绩，以及报道领导人出访、记录国

内重大事件和庆典等。《红旗漫卷西

风》《抗美援朝第一部》《解放西藏大

军行》等记录了军事领域的凯旋；

《亚非会议》《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

《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中国》等反映

了我国外交领域的风生水起；《伟大

的土地改革》《五亿农民的方向》《第

一辆汽车》等作品展现了社会主义

建设取得突破性成就。这一时期的

纪录片题材相对集中，充满革命精

神和战斗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深刻改

变了中国。作为时代晴雨表的纪录

片迅速捕捉这些变化。1979 年初，

30 分钟纪录片《说凤阳》在中央电

视台播出，成为第一部反映农村大

包干的纪录片。1980 年播出的纪录

片《莫让年华付水流》，解说充满诗

意，艺术性突出，人的价值彰显，积

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气质氤氲其中。

《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

等脍炙人口的纪录片，聚焦带有民

族象征意义的山川河流、长城丝路

等人文地理符号，唤起民众的爱国

热情和民族认同，以此寻找信心与

动力。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技术革新

以及多元创作观念的涌入，纪录片

呈 现 话 语 方 式 和 美 学 上 的 革 新 。

1991 年 ，中 日 合 拍 纪 录 片《望 长

城》，将镜头伸向长城沿线的人文

风貌和百姓生活，让创作者出场，

让老百姓表达，长镜头、同期声采

访 、同 期 录 音 等 形 式 令 人 眼 前 一

亮。这种平民化、纪实化风格在 90
年 代 发 展 成 一 种 美 学 浪 潮 。 纪 录

片在语言形态上回归本体，反映了

创 作 者 对 纪 录 对 象 姿 态 的 转 变 和

对纪录精神的敬畏。

新千年，纪录片呈现大片化、精

品化的创作趋势，作品主题更加大

气，思想张力明显增强，社会价值进

一步凸显。《晋商》《故宫》《大国崛

起》《复兴之路》等一批纪录片相继

出现，“崛起”“复兴”等关键词引发

广泛讨论。纪录片成为时代船头的

瞭望者，唤起民族记忆，振奋民族精

神。近些年，伴随产业化发展的浪

潮，纪录片离时代更近，也离观众更

近。2012 年《舌尖上的中国》一经推

出即引爆全民话题。

新时代以来，纪录片迈入发展

繁荣期。中国纪录片自觉承担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苦难辉煌》《国魂》《百

年潮·中国梦》等作品，站位高远，视

野开阔，主题宏大，从浩瀚的历史和

时代中拾取鲜活生动的案例故事，

在传播主流先进文化和核心价值方

面 显 示 较 大 影 响 力 。 如 改 革 开 放

40 周年之际，《我们一起走过——

致敬改革开放 40 周年》《必由之路》

等 一 批 以 改 革 开 放 为 主 题 的 纪 录

片，体量庞大的宏论作品与风格清

新的故事化“小品”形成较好搭配，

在海内外广泛传播。

记录当下，就是记录明天的历

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

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纪录片作为一种

重要媒介文本，被纳入国际传播和

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范畴，并得以

广泛实践。新时代，作为人文交流

和文明互鉴重要载体的纪录片，将

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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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外交

风云》播出后，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和

舆论的广泛关注。该剧描写了从 1949
年到 1976 年新中国波澜壮阔、惊心动

魄的外交风云，记录了新中国外交领

域从奠基到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讴

歌了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为中华民族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呕心沥血、奋斗

终身的丰功伟绩，也再现了人民共和

国第一代外交官们鲜为人知的经历。

这部作品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提

供了诸多经验。

以往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往往采取“断代史”的书写方式，即把

中 国 革 命 分 为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后 两 个

阶段，绝大多数创作集中在对新中国

成立前的书写。《外交风云》打破了对

中国革命历史在艺术书写上的“时空

停 顿 ”，一 气 呵 成 连 接 起 两 个 历 史 时

空，将其熔铸成一个新的艺术叙事空

间 。 这 不 仅 是 一 种 艺 术 构 思 上 的 创

新，更是对中国革命历程更深层面的

思 考 和 提 炼 。 因 为 新 中 国 的 建 立 不

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而且改变

了世界的格局，新中国在外交领域的

斗争，其实质依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

延续，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取独立

自主的又一个战场。新中国成立后，

面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政治扼杀、

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和国内一穷二白

的局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革

命 者 的 斗 争 胆 略 、勇 气 和 智 慧 ，冲 破

重 重 封 锁 ，纵 横 捭 阖 ，在 世 界 冷 战 的

舞 台 上 ，取 得 了 一 个 个 胜 利 ，最 终 实

现 毛 泽 东 同 志 代 表 中 国 人 民 向 世 界

发 出 的 铮 铮 誓 言 ：“ 我 们 中 华 民 族 有

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

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外

交风云》正是在这一宏大立意的基础

上 ，将 革 命 的 主 题 做 了 历 史 性 延 伸 ，

让 新 中 国 的 外 交 史 和 百 年 来 中 华 民

族 的 奋 斗 史 目 标 相 承 ，精 神 相 通 ，豪

气相贯，也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具有了世界性的叙事空间，呈现通史

意义上的风貌。

纪 实 性 是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创

作的基础和原则，而艺术创作又必须

有 想 象 的 空 间 和 虚 实 结 合 的 笔 墨 。

《外 交 风 云》以 宏 大 历 史 叙 事 和 正 史

品格为作品基调，具有坚实的历史质

感 ，同 时 以 其 诗 性 的 艺 术 表 达 ，对 剧

情、事件和人物进行了审美意义上的

开掘与提升，克服以往同类作品中出

现 的“ 史 有 余 而 诗 不 足 ”和 以 纪 实 性

取 代 艺 术 性 的 通 病 。 该 剧 营 造 了 两

个 叙 事 时 空 ，即 历 史 时 空 和 艺 术 时

空 。 历 史 时 空 上 演 的 故 事 ，以 史 为

据，是历史逻辑本身所具备的戏剧逻

辑，它的精彩、曲折、神奇和雄壮，远

胜于任何艺术虚构。与此同时，作品

又建构了一个艺术空间，使其具有艺

术 真 实 感 。 历 史 逻 辑 和 艺 术 逻 辑 相

通，呈现虚实互映的效果。这也为历

史 题 材 创 作 在 历 史 叙 事 中 进 一 步 拓

展艺术叙事范围提供了参照。

这部作品还用丰富饱满的细节，

再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音容笑貌

和内心世界。细节是最生动、最传神、

最有感染力的人物塑造方法，也是历

史题材创作中最难捕捉的精彩瞬间。

《外交风云》中的细节使作品具有更加

感人的情感温度，也在大气磅礴中增

添 精 致 和 细 腻 。 其 最 成 功 的 细 节 描

写，体现在对毛泽东同志的性格形象

刻画和内心世界的展示上。

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和领导的新

中国外交，是百年中华民族奋斗史的

延续，也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

精彩华章。正是在英雄主义精神力量

的感召下，新中国外交才能一洗百年

屈辱，拉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序幕。今天的中国，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依

然 会 面 对 复 杂 的 世 界 形 势 和 各 种 压

力，《外交风云》所讴歌的英雄主义精

神和前辈们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成

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拓展重大题材作品的艺术时空
李京盛

核心阅读

创作者必须摈弃拼投
资、拼包装、拼大咖的理念，
在增强剧本文学性、塑造人
物上下功夫

一流的编剧、一流的
导演、一流的演员、一流的
服化道、一流的摄录美，环
环相扣是出精品的保证

第二十八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近

日落下帷幕，19 个金鸡奖项记录了中国

电影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中国电影薪

火相传的繁荣气象。

纵观本届金鸡奖入围和获奖影片，

有张艺谋、陈凯歌、王小帅等资深电影人

的新作，也涌现出郭帆、文牧野、董越、霍

猛等一批青年电影人的佳作；最佳故事

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中小成本

故事片等奖项中，青年电影人入围比例

均已过半；多部最佳导演处女作入围影

片口碑与票房双丰收……正如获得本届

金鸡奖最佳录音的王丹戎所言，“新一代

电影人已飞速成长起来。”

业界将目光聚焦青年电影人才的培

养，专家资源、资金投入、展映平台等多

方力量汇聚本届金鸡奖，为更多青年电

影人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由国家电影

局指导、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中国

青年电影导演扶持计划”，旨在挖掘有潜

力的青年导演人才，并对优秀电影项目

进行全产业链扶持。过去 4 年，该计划

从数百名报名者中评选出 20 名青年导

演，至今他们已成功拍摄 10 部作品，其

中有 6 部在国内外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从叙事的深度到题材的丰富性、表

达的多样性、类型的多元化，青年电影人

正以勇往直前、创意蓬勃之姿，成为中国

电影的中坚力量。

“我们赶上了中国电影的繁荣时代，

也面临时代的变革和历史的机遇。”电影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道出青年电影人的

共同心声。日新月异的时代是电影创作

的富矿。青年电影人不仅用电影语言

“写天地之辉光”，更努力“晓生民之耳

目”，达到了更大范围的共鸣和共情。电

影《我不是药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主

人公程勇的人性蜕变浸透着创作者的人

文关怀；电影《过昭关》以祖孙二人跋山

涉水看望重病在身的老友为线索，传递

出对生命的尊重与善意；电影《流浪地

球》在宏观叙事与微观人性之间取得平

衡，用科幻题材承载“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时代命题。这些作品以独特的观察

和表达方式，积极回应和观照现实，传达

出美好的希望与向上的力量。

从本届金鸡奖入围作品看，从科幻

恢弘的《流浪地球》到“小而美”的《红花

绿叶》《过昭关》，从情感类型的《后来的

我们》到悬疑类型的《暴雪将至》，多元的

题材类型与主题选择呈现青年电影人的

创作活力。

“梦想自有梦想的力量，仰望在银河

的想象，我们起航。”32 位青年演员齐唱

《星辰大海》的歌声背后，是青年电影人

扬帆起航的昂扬，更是中国电影指向星

辰大海的征途、迈向电影强国的决心。

成就青年电影人的梦想
王 瑨

《外交风云》让新中国
外交史和百年来中华民族
的奋斗史目标相承，精神
相通，豪气相贯，让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创作具有世界
性的叙事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