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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题材是影视作品中典型的现
实题材。但近期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和
爱奇艺播出的电视剧 《警察荣誉》，
没有表现以往这类题材惯常表现的大
案要案，而是通过城乡接合部的八里
河派出所，将聚光灯投向默默无闻的
普通民警，以中国古典小说的放射状
叙事结构，通过生活化、青春化的审

美表达，视角平实，故事真实，铺陈
了一幅极具烟火气的多彩生活画卷，
唱响了一曲人民警察的英雄赞歌。

剧中案情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
事，比如抓小偷、处理快递员与保安
之间的纠纷，调解无证遛狗引发的邻
里冲突等，生动再现了当下城市化进
程中的复杂之处。实际上，从基层派

出所平淡琐碎的工作中提炼戏剧感，
正是该剧的创作难点。主创不生编故
事，而是深入派出所和基层第一线警
察的工作与生活进行采访调研，通过
高度典型化、艺术化的手法制造戏剧
感。特别是剧中采用大量长镜头反映
派出所日常工作，甚至直接采用执法
记录仪的影像，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和
沉浸感。可以说，这部剧是从人民群
众的生活中生发，警情、世情、社情
相互交织，从而绘就了鲜活动人的生
活图景。

人物是电视剧的核心。和以往警
察剧大多塑造坚毅勇猛的硬汉形象不
同，这部剧将民警作为普通的职场人
来塑造，真实再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和
酸甜苦辣，以平实的笔触勾勒出鲜明
的英雄群像。所长王守一为社区安
宁、民警安危操碎了心；民警陈新城
为救轻生女子，手臂严重受伤；民警
张志杰一次次耐心化解群众之间的矛
盾，甚至自掏腰包为群众开锁……他

们是无数无私奉献的民警的典型代
表，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哪有什么从
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
人。这就是“警察荣誉”的内涵。

基层民警每天都要与形形色色的
人打交道，人情与法理、公正与效
率、个体与大局，民警往往陷入两难
选择。但他们最终都能兼顾情理与法
理、正义与理性。作品用温暖现实主
义的笔触描摹人物的特点与亮点，从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中折射人性光辉，
从平凡岗位上的奋斗揭示人生价值。
比如李大为、杨树师徒从开始互相看
不上眼到后来贴心贴肺，肝胆相照，
叶指导员对每位警察的关怀让人如沐
春风，陈新城和所长拌嘴后还不忘掏
出膏药扔给他……作品以细腻的笔触
和恰当的节奏，逐步展现从警察个人
到派出所群体再到整个阳光社区一步
步变得更善更美的过程，不煽情，不
俗套，如清泉一般缓缓流淌而出，沁
人心脾。

《警察荣誉》 坚持现实主义手法，
创新题材类型与叙事视角，通过一个
个真实而接地气的故事，深入展现人
民警察的担当与情怀，彰显昂扬向上
的价值追求，是一部有筋骨、有温
度、有情怀的作品，为警察题材电视
剧创作探寻了新的可能。

寻找文化根脉

电视媒体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核心内容的节目和纪录片上新的主
力军。《中国考古大会》《中国诗词大
会》《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

《典籍里的中国》以及河南卫视“中国
节日”系列等节目，《如果国宝会说
话》《百年紫砂》《“字”从遇见你》
等纪录片，其影响力皆辐射全媒体平
台。网络平台也不断坚持走守正创新
之路，《舞千年》在B站轻松突破7000
万播放量，《如果国宝会说话》上线两
天便登上纪录片排行榜榜首。

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让我们可以举重若轻地将几千年文明
历程当成自家的日历，细数那些散发
着光辉的昨天。影视投身到传统文化
之中，便是创作者集体投入到创造之
中。立足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
广空间，影视艺术创作切中了文脉，
理清了思绪，凝聚了精神。

文化寻根是人类在精神层面具有
高度、深度与广度的重要表征。我国
的影视工作者站在中华文明发展史的

“长线”上，带领观众回望先人在草泽
荒滩勇敢开拓的足迹，追忆先祖刻的
第一块玉、烧的第一座窑。也正因为
我们善于回望和追忆，敢于传承和突
破，中华文明才有了强大的向心力和
内生动力。

一批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
视节目和纪录片带领观众进行了一次
次集体寻根，用大众化的视听语言让
古老遗产连接现代生活，绽放出迷人
的光彩。《中国考古大会》带领观众走
近北京周口店遗址、四川三星堆遗
址、浙江良渚古城遗址、河南殷墟遗
址、陕西西周都城周原城址等璀璨遗
迹。《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
以世界遗产探访纪实文化类节目为核
心定位，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带
领大家前往都江堰、武当山、良渚等
遗产地，挖掘精神内核，传递文化价
值。《典籍里的中国》将珍藏在古籍书
页中的文化遗产用鲜活灵动的形式展
现出来，讲述中国故事，体现中国价
值，弘扬中国精神。《我在故宫六百
年》《古书复活记》《百年紫砂》等关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纪录片也以历史
深度、知识向度和情感热度，为观众提
供了经由影像触摸文化的重要入口。

引领青春风潮

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视节
目摹写文物文博，为当代观众开启了

一种普遍而广泛的艺术化、审美化的
生活方式。那些曾被珍藏在时光里的
文化遗存，通过鲜活、绚丽、多元的
影像得以展现。考察这些影视作品的
受众群体，不难发现古老的传统文化
越来越拥有突破特定社会群体和年龄
层的能力，在年轻群体中产生发酵式
传播已经比较常见。据统计，河南卫
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播出后引发
的话题讨论和传播，以年轻观众为主
体。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字”从
遇见你》因亲切活泼的风格，缩短了传
统文化与年轻人的距离。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
的影视作品虽有“高知”的标签，却
并不高在门槛，而是高在价值与共
鸣，高在观感与样态。国风、国潮之
所以成为当代年轻人的主流风尚，很
大原因在于此类作品将传统文化的精
神基因和不断革新的媒体技术作为守
正创新过程中的两翼，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因序列注入作品，又借助
高科技手段进行沉浸式表达，让古老
的文化遗产“活”起来。

《古韵新声》借助CG动画、AR技
术等手段，带领观众在沉浸式场景中
慎终追远；《中国考古大会》 采用 XR
扩展现实技术，实现了虚拟植入+虚拟
场景+现实主体+现实场景的效果，创
造了完全沉浸式的体验；《唐宫夜宴》

《龙门金刚》等节目打破了虚拟与现实
的隔阂，通过再现大众耳熟能详的代
表性音乐、舞蹈和景观，唤起了我们
的文化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不断
迭代的新媒体技术，正在为传统文化
基因刻写现代的、灵动的密码，让传
统文化和媒体技术融合碰撞，产生出
更磅礴、更持久的传承创新力量。

实现同向奔赴

当今繁荣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景观
的形成，并不是几个因素简单叠加的
结果，而是多方联动、实现同向奔赴
的产物。全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形成了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大众在追求
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更加注重精神层面
的获得感，自发形成了对高雅内容的
主动选择；媒体在社会影响和大众选
择之下，依托理念和技术的演进，主
动完成了内容供给；科研团队、考古
文博等相关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
支撑和技术支持——在多方协同、同
向发力的作用之下，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核心的影视节目创作成为主
流，实属必然。

当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
容的电视节目和纪录片正在逐渐走向
精细化、精品化，开掘垂直纵深的题
材内容。影视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与传统文化双向融
合，抒写着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
文本。与此同时，借助覆盖面广、影
响力大、传播力强的影视艺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实现时代性、大众
化、年轻态的高质量传播。未来，我
们更应探索文化遗产资源与媒介资源
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让文化遗产保
护进一步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
题，让文化发展成果、文物保护成果
真正与大众共享，渗透在人民的美好
生活中。

图片说明：
①《唐宫夜宴》节目剧照

出品方供图
②《古韵新声》节目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③《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自去年5月20日上映以来，取得口碑
和票房双丰收，引起电影界、戏曲界等的关注和热议。但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不少观众、戏迷未能及时到影院观影。日前，出
品方启动该片在院线的新一轮放映，以惠民票价邀请观众再续前
缘，也希望以电影为载体，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该片是我国首部 4K 全景声粤剧电影，取材于我国著名民间
传说。影片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思想，传递出对美好
爱情敢表达、敢追求、敢付出的价值观和人间处处有真情的主
题内涵。影片充分运用现代电影技术，以灵动的仙侠水墨风和
占全片90%以上的特效镜头，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御风
飞行的白蛇青蛇，白雪皑皑的昆仑山顶，尤其是长达 6 分钟的

“水漫金山”场景，气势磅礴，具有大片质感。影片的美术和角
色整体造型体现简约、含蓄、留白的宋代绘画艺术特质，服装
在素衣的基础上专门采用古法“草木染”，搭配扣人心弦的粤剧
唱段，即便听不懂粤语的观众，也会被唤起对粤剧这一传统艺
术形式的兴趣。

影片也满足了年轻观众期盼文化创新的需求。2021年10月，
影片在B站上线，位居热播榜第三，“国风大片”“华丽震撼”“绝
美浪漫”等成为评论高频词，不少年轻人第一次看粤剧电影就被
折服。在B站、抖音、快手、微博、微信视频等年轻人聚集的新
媒体平台，影片有关视频播放量累计近亿次。

《白蛇传·情》由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粤剧院、佛山
文化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
公司制作。

▶人民的文艺，是尊崇真善美的文艺，是长征路上
的精神火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艺术，追求卓越；
经典，追求永恒。所谓永恒，是艺术精神烛照作用的最
好体现。以舞蹈为例，吴晓邦的《饥火》、戴爱莲的《荷
花舞》、贾作光的《鄂尔多斯舞》，近些年来出现的《永
不消逝的电波》《草原英雄小姐妹》《骑兵》《天路》《朱
自清》 等舞剧作品，《雀之灵》《奔腾》《残春》《新婚
别》《翻身农奴把歌唱》《老雁》《独树》 等很多小型作
品，无不以独特的艺术形象闻名于世。这些都证明：人
民的文艺是遵从真善美的文艺，文艺必须有自己的精神
引领作用，文艺工作者应该成为真善美的塑造者。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谈文艺的人民性

▶我们看昆曲，并不只是欣赏昆曲的美，不能仅仅
停留在看懂昆曲的故事情节，或是评价昆曲的功法，而
是应该看到昆曲背后的社会担当与人文关怀。昆曲不分
传统与当代，演的是人的灵魂、情感、精神，应该在不
断淬炼中得到升华，在涅槃中不断再生，不断地完善自
我，超越自我。

——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昆剧研究会会
长柯军谈昆曲的社会担当与人文关怀

▶博物馆的力量源于文化的力量。如今，博物馆在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
展、满足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求方面的潜力越来越受关
注。作为博物馆人，我真切地看到：“活”起来、“潮”
起来的不单单是文物，更是大家心中的文化自信。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谈博物馆的力量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文化资源，唯有通过持续
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才能守住数据安全“闸门”，
从而保存完整的文化基因数据，保障国家文化数据安
全。该战略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有效路径，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
生活的需求，从而更好地揭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
化胸怀和文化自信；同时，这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
坚实的战略支撑，为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
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提供了文化与科技动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谈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德艺不可分，立艺先立德。对于文艺工作者来
说，唯有真正德才兼备者才能得到至高的荣誉，那便是
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与认可；唯有拿出叫得响的好作
品、树立德艺双馨的好人品，才能被历史铭记。文艺工
作者因其特殊的公众形象尤为引人关注。演员不仅自身
要有良好的修养，还要强化社会责任和担当。

——电影界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委员刘劲谈演员的德
与艺

▶艺术设计在乡村振兴中的融入主要包括乡村整体
景观形象、乡村建筑、乡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乡
村民居、乡村文创产品的设计等。艺术设计融入乡村振
兴，要遵循地域性原则、绿色环保原则、群众参与原则
以及实用性、审美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艺术设计原则。
乡村振兴中的艺术设计必须坚持为乡村振兴服务，因此
不仅要具有外观形象上的审美价值，还要在居住环境和
公共服务上体现实用性，具备有当地特色的深刻的文
化、艺术、精神内涵。

——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蔡安宁谈艺术设计与乡村
振兴的融合

（苗 春整理）

6月11日是2022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近年来，一大批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的电视
节目和纪录片频频热播，为公众打
造了多样化的内容供给。这些节目
以生动精致的笔触勾勒了中华文明
经纬，传递了中华文化的风雅韵
致。诗词歌赋、经典典籍、书法艺
术、文物考古、非遗传承、舞蹈杂技、
文博文旅、特色美食、节日节令……
品类多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
影视节目竞相创作、展演的重要对
象，有效促进了我国丰富的文化遗
产与时代共进，与人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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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警察荣誉》海报 出品方供图

《白蛇传·情》以惠民票价复映
本报记者 苗 春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剧照 出品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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