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部戏剧作品获得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主题表达彰显时代精神和家国大义，内容

选材不拘一格，形象塑造深挖人文内涵、创造艺术典

型，表现形式推陈出新、创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

精品。整体看，剧目特点鲜明，是戏剧精品的集结号，

更是舞台创作的风向标。

主题深刻，意蕴高远。获奖剧目围绕传统文化、

历史人物、现实生活、时代发展等主题，提炼素材，披

沙拣金，艺术呈现精益求精，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京剧《红高粱》、扬剧《郑板桥》、曲剧

《鲁镇》、话剧《屈原》、舞剧《咏春》、音乐剧《飞天》、高

甲戏《围头新娘》等，都保留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

粹，实现了当代演绎和创新呈现，塑造了典型生动、鲜

明独特的艺术形象，以人物行动、戏剧场面自然而然

地展现主题。京剧《齐白石》以创新性京剧程式表现

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人生传奇。舞剧《咏春》以舞蹈语

汇与咏春拳术的有机融合创造生机盎然的舞台景观。

反映现实，贴近人心。在获奖的 15部戏剧作品中，

有 13 部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占比 86.7%，充分体

现了国家对艺术创作的大力支持。本届获奖剧目包括

京剧、扬剧、曲剧、豫剧、高甲戏、话剧、舞剧、音乐剧、杂

技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话剧《生命册》通过城市化进程

中一系列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跌宕起伏、奋进求索和生

命感悟，展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社会人生的丰富

图景。话剧《右玉》表现了山西农民战天斗地，久久为

功，将万亩荒漠改造成美丽绿洲的感人事迹。豫剧《大

河安澜》以黄河治理为背景，表现出中国人的天人合一

观念与淳朴感情。话剧《炉火照天地》表现马鞍山钢铁

公司发展先进生产力、实现中国高速轮轨跨越性发展的

英雄壮举。越剧《钱塘里》以一起交通事故开篇，串联起

百姓一系列悲欣交集又情暖人间的大爱故事。千山绿

意，遍地春潮，戏剧的百花园姹紫嫣红，充满诗情画意。

守正创新，大胆实践。获奖剧目在表演、导演、舞美、

音乐等方面展现了较高水准，特别是运用新理念和新技

术，在视觉空间构

造上追求艺术与技

术、真实与想象、写

实与写意的相辅相

成、有机融合。音

乐剧《飞天》突破了

传统的戏剧线性叙

事，凸显音乐魅力、

抒情诗意、意象瑰

丽。杂技剧《天山

雪》以惊险奇绝的

杂技手法、多媒体

影像和多重技术手

段，完成了令人耳

目 一 新 的 戏 剧 叙

事。杂技剧《先声》

运用杂技语汇和现

代造型弘扬民族精

神、表现爱国情怀。

这些获奖剧目体

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

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示出中

国戏剧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为

今后戏剧事业的创新发

展提供了艺术启示，注入

了新的活力。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

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戏剧—

千山绿意   万家灯火
宋宝珍

副刊副刊   2024年 12月 19日  星期四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16 部电视剧/片荣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这些作品生动展现时代的发展进步、书

写人民的奋斗史诗，为电视艺术创作发展带来经验

启示。

从时代精神和人民实践中寻找创作灵感。生动

反映新时代、新气象、新成就的诚意之作，成为近两年

电视艺术的创作潮流，也是作品收获口碑的根本保

证。电视剧《县委大院》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

的担当与奉献，《欢迎来到麦乐村》从援外医疗视角展

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大山的女儿》彰显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中的青春力量，纪录片《锻造雄师向复兴》

客观讲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大漠初心——彰武治

沙群英纪事》真实再现 1952 年以来彰武一群治沙战

士的英勇事迹与宝贵初心。这些作品把反映时代精

神作为神圣使命，镌刻时代足迹，唱响时代主音，描绘

时代图谱，成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从火热的

生活中“舀”出生命底色、从人民的奋斗梦想里揭示人

生真谛，电视剧《南来北往》《父辈的荣耀》《幸福到万

家》、纪录片《两岸家书》等创作紧贴时代脉搏、真情投

入生活，在气象万千的历史和现实中仰观俯察、深思

顿悟，作品因而具有与观众共情共鸣的精神能量。

用守正创新提升品质，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好作

品经得起人民和市场的检验，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电视剧《问苍茫》实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当代化与

年轻化表达，《城中之城》积极探索行业叙事与人性深度

的有机融合，《去有风的地方》在浓郁的地域风情中有效

赋能当地文旅发展，纪录

片《中国》（第三季）探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

代审美的互彰互渗。其中

有些作品甚至成为现象级

“爆款”，正是因为创作者

敢于、善于以创新理念走

出窠臼、追求卓越。

尊重文艺人才和创作

规律，是出精品的重要前提。

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创新

创造、精益求精，通过跌宕起伏的情

节、扣人心弦的叙述、血肉丰满的人物、精致考

究的细节，来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

值，才能打造出新时代的高峰之作。电视剧《繁花》《三

体》《人生之路》等，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都是被公认

的佳作。几部作品均从原著中充分吸收文学营养，并

较好地实现了文学语言向视听语言的巧妙转化，进而

呈现出鲜明而浓郁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质感，实现了口

碑与市场的双赢。

在电视艺术创新创造中，人永远是最关键的因

素。每一部优秀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高品质的创作

团队。因此，充分尊重创作者和创作团队的创作个

性、创造性劳动，充分重视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珍惜

人才、凝聚人才，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良好环

境，成为电视艺术行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电视剧/片—

记录时代发展进步
易   凯

12 部电影作品获得第十七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以创新精神彰显

新时代电影的人民性品格。

内 容 创 新 ，讲 述 时

代 之 新 。《万 里 归 途》首

次以利比亚大撤侨为背

景 ，讲 述 中 国 外 交 官 在

艰 难 复 杂 环 境 下 ，以 卓

绝的智慧、惊人的胆识和坚忍不拔的努

力，带领同胞们成功踏上归国旅程的故

事。《我本是高山》首次在银幕上以时代

楷模张桂梅校长为原型，讲述了这位为

改变女性命运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

的好校长的感人故事。《长空之王》首次

聚焦空军试飞员，讲述这个英雄群体在

面临重大技术挑战乃至在生死关头表现

出的大无畏精神。《北京 2022》首次披露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从 筹 备 到 成 功 举 办

期间令人动容动情却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个个“首次”，彰显电影创作者主动拥

抱时代、深入开掘生活、用影像叙事书写

时代之新的用心用力。

视角创新，塑造人民形象。《流浪地球 2》
中外交官周喆直的形象稳健、大气；科学

家图恒宇的形象严谨、执着，饱含深情；刘

培强的形象刚中带柔、亦庄亦谐，刷新人

们对航天员的认知。《志愿军：雄兵出击》

塑造了一组个性鲜明的抗美援朝英雄群

像。《钢铁意志》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鞍钢

重建为题材，塑造了赵铁池等一代钢铁战

士的形象，还原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不畏

艰难、开创新局的精气神。《人生大事》中

殡葬师莫三妹外糙内柔、质朴深情的普通

劳动者形象栩栩如生。这些作品中的人

民形象多元、立体、饱满，独特而富有精神

内核，人物个性得到充分表达和凸显。

类型创新，满足大众需求。《封神第一

部：朝歌风云》将战争片、奇幻片、古装片

等多种类型混合在一起，既有宏大场面，

也有奇幻想象。《第二十条》融

合多种类型，在紧张、严肃的叙

事进程中，夹杂令人捧腹的喜

剧场景，传递“法，不能向不法

让步”的主旨，形成独特的韵味

与情致。《热烈》将青春片与喜

剧片融合，既有年轻人初生牛

犊不怕虎的热血沸腾，又有少

年不识愁滋味的莽撞无知，轻

松愉悦中不乏励志。《长安三万

里》以唐代诗歌为主题，打造新

的银幕动画形象，这也是中国

动 画 电 影 值 得 关 注 的 原 创

类型。

内容之新、视角之新、类型

之新，彰显电影工作者勇于探

索、敢于突破的创新精神。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电影—

收获银幕上独特的“这一个”
胡智锋

随着 5G 时代到来、知识付费兴起，众

多新技术在视听领域陆续落地，“耳朵经

济”迎来发展新机遇。此次获奖的 10 部

广播剧作品题材、主题、内容有新意，创作

手法有突破，艺术审美有追求，彰显了声

音艺术的魅力，也为创作者带来更多思

考：好故事如何“声”入人心，让人“声”临

其境？

10 部作品题材可以简单归纳为农业

（《禾下乘凉梦》）、航天（《问天》）、渔业（《山

海渔歌》）、乡村振兴（《彩虹路上》）、东西

部合作（《我从湾区来看你》）、法制（《喜

鹊》）、教育（《马兰的歌声》）、历史文化（《赫

哲人的“伊玛堪”》《遇见良渚》《听！国宝

在说话》），选题视角丰富多样。

这些广播剧作品不仅突破了现实题

材创作难点，也构建了诗意的美学风格。

比如《禾下乘凉梦》采用自述方式，讲述

“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

隆平的故事，为听众铺陈开主人公丰富的

内心世界和不凡的人生经历。如同丰富

的音轨，同类题材作品有不同角度、呈现

不同“音色”。《山海渔歌》反映粮食安全问

题。《问天》以我国载人航天重大事件为背

景，用声音塑造了以聂海胜等为代表的航

天英雄群像。同样是历史文化题材，《赫

哲人的“伊玛堪”》跨越 80 年时空，讲述三

代赫哲人挖掘保护传承文化瑰宝“伊玛

堪”的故事，打造“可以听”的文化传承史。

《遇见良渚》讲述四代良渚考古人 80 多年

的接力故事，身临其境的音响动效，艺术

地表现了“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史实证，是世界文明的瑰宝”这一主题。

《听！国宝在说话》是一部网络广播剧，也

是一部儿童剧，通过 50 件文物生动有趣的

故事，还原时代背景和人物经历，在轻松

的氛围中让孩子们体会文物的价值。

表现同一主题的《彩虹路上》《我从湾

区来看你》《马兰的歌声》《喜鹊》4 部作品

有不同层次。《彩虹路上》两个村落，两代

人，携手致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乡村。

《我从湾区来看你》讲述澳门女孩和喀什

女孩一起设计富有新疆文化特色珠宝的

故事。从澳门、新疆到大湾区，当代青年

在文化交融中共同追梦。《马兰的歌声》

中，邓小岚在河北马兰村义务教授山村的

孩子唱歌、弹琴，组建合唱团。18 年里，

她用音乐和艺术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也

改变了山村面貌。《喜鹊》聚焦农村未成年

人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国内首部未

成年人保护题材的广播剧。

在广播剧诞生 100 周年之际，10 部广

播剧精品用不同的艺术创作手法、独有的

话语方式，讲述了中国故事，展现了声音

艺术的魅力。

（作者为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副会长）  

广播剧—

好故事“声”临其境
关   玲

歌曲因其深情凝练的艺术呈现、便捷广泛的接受

方式而独树一帜，成为凝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情感记

忆、记录一个时代变迁的声音标识。本届入选的 12 首

歌曲在兼顾思想性、艺术性、大众性的同时，展现出创作

者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切观照和艺术创新的不懈追求。

多首获奖歌曲紧密围绕时代主题展开，彰显出强

烈的时代性与使命感。《如许》以红旗渠精神为主题，用

雄浑昂扬的旋律，奏响跨越时空、奋进向上的时代乐

章。《天山放歌》以新疆发展的繁荣图景为蓝本，融合现

代曲风与多种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展现了新时代新疆

大地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的人文风貌。《我引绿洲接长

路》通过对地方音乐语汇的创造性运用，歌咏宁夏地区

从古道驼铃到现代繁华、从荒漠戈壁到绿洲成荫的历

史性巨变。《新路》以乡村振兴为主题，通过运用一系列富

有生活气息和象征意义的意象，反映广大党员干部带领

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无我》起笔于

高远的人生境界，将个人的奉献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合。

多首获奖歌曲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展现了艺术家的文化自信。《瓷魂》以陶瓷的特性

比喻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通过对陶瓷这一文化符号

的赞美，将思想深度巧妙地融于清新隽永的曲风之

中，不仅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传递了对未来

的期待。《盛世莲花》融合了粤剧、京剧的神韵，深情地

描绘了澳门的历史变迁和时代风采，体现了澳门与祖国

的血脉相连以及“一国两制”方针下澳门的繁荣发展。

一些作品着眼于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情感需

求，反映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奋斗、成长与感悟。

《枕着光的她》以细腻真挚的笔触将老一辈人温暖质

朴的爱情娓娓道来，展现了细微而真切的美好情感。

《小花》充满了诗意和童趣，从微小的视角折射深远的

立意。《我们的家》悠扬的曲风加上歌者温暖的演唱，

让亲切感扑面而来。

获奖歌曲在风格的多元化、表现手法的时代性方

面都颇具新意。《今朝》的歌词简洁凝练、通俗易懂，通

过巧妙的修辞手法，如“顶真”等，将江山、家园、百姓、

神州、民族等意象串联在一起，突出它们之间相互依

存的关系。《今朝》通过宏大的交响乐编制和合唱团的

精彩演绎，展现磅礴的气势和深厚的艺术底蕴。《一路

生花》（2024 特别版）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编

曲和制作，使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细腻丰富。

不难发现，歌曲创作正在努力提升艺术的多元性

与融合性，通过丰富人们的情感体验，凝聚社会共识，为

社会发展提供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中国文联音乐艺术中心副主任）  

歌曲—

丰富人们的情感体验
张   萌

根深叶茂   百花盛开
近日公布的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获奖名单中，15 部戏剧作品、12 部电影作品、16
部电视作品、10 部广播剧、12 首歌曲等，共 105 部作

品获得“优秀作品奖”。本版约请戏剧、影视、音乐、

广播剧等领域专家解读作品的创作手法与选题立

意，与读者分享获奖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

——编   者   

电视剧《我是刑警》

在观众追剧的期盼与不

舍中落幕，“金色盾牌，

热血铸就”，激情澎湃的

老歌久久盘桓耳畔。这

部硬核刑侦剧让人们回

想起《便衣警察》《重案

六组》《刑警队长》《破冰

行动》，该剧在致敬这些

作品的同时，以鲜明的

时代感、震撼力与艺术

突破，建构起刑侦题材

电视剧的美学追求。

正面强攻是该剧的

首要特色。《我是刑警》

以河昌市公安局大山子

派出所高建设副所长被

害案、西山矿 1·28 特大

杀人抢劫案为开篇，紧

迫的节奏、不安的背景

音乐、昏暗的构图，都将

剧中大案、要案的凶险

与侦破难度拉满。这些

案件极度威胁国家、集

体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

全。作品立意鲜明，正

面凸显刑警们对真相的

探寻、对正义的守护，侦

破案件时的责任、坚韧、

智慧及其伴随的艰辛曲

折乃至牺牲。

剧中人物形象不故

作高深、不故弄玄虚，更

不刻意拔高。主演于和

伟、富大龙、丁勇岱等以

朴实无华的扮相、自然

真实的表演，拉近与观

众的距离。秦川、武英

德、曹忠恕、陶维志等一

系 列 人 物 形 象 鲜 活 独

特，秦川与胡兵、秦川与

武英德、秦川与叶海平

等 人 物 间 的 对 手 戏 好

看、耐咀嚼，也是让观众

入戏、共情的重要因素。

在情节推进中，该

剧真实呈现刑警们查案

办案过程中的付出、委

屈与牺牲。不眠不休、

一帧一帧查监控的基层警察眼睛忽然失明；老

同事胡兵因追踪肇事司机出车祸，在病床上念

念不忘“我是刑警”；无比执着、几近痴迷的陶维

志，用近乎考古的方式去查案；因破案不成落寞

退休的范守良，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手术后还

未完全康复的秦川，仍然放不下正在侦破的案

件……正是这种真实浓厚的纪实感，让刑警的

使命与付出更接地气，也让观众沉浸其中，不经

意间感受现实主义崇高美学的洗礼。

行业剧创作对行业、职场的呈现日趋深化，

这部剧为刑侦技术进步写史，是另一大特色。

《我是刑警》中，故事的地域与时间跨度很大，河

昌、绪城、溪城、昀城、清江、东林……秦川和他

的战友们以脚步丈量祖国大地，夜以继日追捕

嫌犯，捍卫正义与百姓生活的安宁。故事开篇

时主人公秦川 30 岁左右，结尾时，儿子秦海正

和牺牲战友的女儿都已成为新一代人民警察，

这从另一个角度书写了一代警察的成长以及对

父辈精神的传承。

剧中自然融入了心理测试、DNA 辅助案件

侦破、大数据锁定犯罪嫌疑人等刑侦技术的时

代发展，显示出创作者为刑侦技术进步写史的

抱负。这一点也是该剧主创团队深度开掘题材

领域获得成功的有力证明。据报道，为创作这

部剧，主创团队采访各级刑侦专家、一线刑警近

200 人，行程 2 万里，整理各类访谈达 200 万字。

以“脚力、眼力”为基础，最终落实转化到了“脑

力、笔力”，作品的精神蕴涵与审美价值都实现

了重要超越。

《我是刑警》的这些创作经验看似并不稀

奇，但将其落实到位、发掘出新意并努力推向极

致，也便抵达了新的创作高度与美学境界。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以
硬
核
纪
实
开
拓
刑
侦
剧
审
美
新
境
界

戴  

清

《我是刑警》剧照。 片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