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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晚，浙江卫视推出的
真人秀 《因为是医生》 以超级黑马
的姿态杀入电视周间档，引起了不
小的反响。作为一档医疗真人秀，
该节目从北京协和医院、北京肿瘤
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3 家顶尖
医院最繁忙的科室选出 7 名医生，
在 3 个月的时间内全方位记录他们
的工作和生活。首播第一周便获得
好口碑，被认为是今年最具“重
量”的一档真人秀。

医疗真人秀的中国探索

医疗题材历来是影视创作最热
门的题材之一。在欧美国家，医疗
类真人秀一直是广受欢迎的电视节
目类型。如上世纪90年代的《儿童
医院》、《创伤：急诊室里的生命》，
还有2000年以后的《急诊室的秘密
故事》、《疑难诊断》 等，均取得了
较好的收视与影响。

但在中国，由于医疗行业的特
殊性，一直缺乏此类真人秀。回顾
以往的医疗节目，几乎都是演播室
内，侧重于传播养生健康知识。直
到今年，才有电视台开始尝试医疗
真人秀，如深圳卫视推出的 《来吧
孩子》，北京卫视的 《生命缘》，都
取得不错的口碑。对此，《因为是医
生》 的总制作人张建珍表示，医疗
真人秀受欢迎是很自然的事情，每
个人都得面对生老病死，都得和医
院打交道，看到这样的节目很容易
有代入感。

除此之外，医疗真人秀节目在
中国落地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
义。由于优质医疗服务与人们日益
增长的需求间存在差距，医患矛盾
成为突出问题。“针对医患矛盾，
电视媒介有责任也有能力发挥社会
润滑剂作用，增进医生与患者之间
的理解，促进社会和谐。”张建珍
说，“这是我们对 《因为是医生》
的寄托，要把它做成一档有价值观
的节目，要对当下过度娱乐的真人
秀进行一次有深度、有锋芒的大手
术。”

7位医生折射行业生态

与其他已开播的医疗真人秀相
比，《因为是医生》最大的特点在于
从人物、而非从地点切入的叙事角
度。据张建珍透露，在节目策划阶
段，曾经为年轻医生的选择伤透脑
筋。

导演组对 3 家医院各个科室的
几乎所有年轻医生都首先进行了摸

底，再与每一个有意向参与节目的
医生进行深度沟通，了解他们的工
作内容和个性特征，并向这些医生
的上级医生及病患侧面了解情况，
然后通过实地试拍及节目组多次讨
论，最后从 100 多名候选人中筛选
出7位性格鲜明的年轻医生。

这 7 名 医 生 既 有 阳 光 帅 气 的
“邻家医生”，也有专业能力突出的
“浪漫学霸型”医生；既有温暖多情
的“暖男医生”，也有外冷内热的

“酷帅型”医生；既有身患癌症、喜
欢哲学的“稳重型”医生，也有大
大咧咧的“女汉子型”医生。

可以说，这 7 名年轻医生组成
了医生的群像。他们一方面是极其
优秀的精英；另一方面也是善良有
趣的普通人。“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初
衷，让你真正地了解医生，”《因为
是医生》 的执行制片人，浙江卫视
导演余潇说道，“看完节目，你会发
现自己可能一直都错怪或误解了这
个群体。病人救回来了，他们比谁
都高兴；病人没有救回来，他们比
谁都难受。”

生老病死悲欣交集

一些看过节目的网友留言说，
“看完了就觉得，其实工作啊、财富
啊都没有什么，好好活着才是最重
要的。”

在3个月的时间里，《因为是医
生》 将不仅为观众呈现医生们的真
实生存状态，他们的奉献与渴望、
挫折与无奈，同时也将呈现出生命
的脆弱与无常。

在第一期节目中，一名35岁的
男性突发心脏骤停，在30分钟的黄
金抢救时间内，北京协和医院急诊
科抢救组组长王江山用尽一切办
法，可最后还是宣告失败。急救室
外，母亲撕心裂肺地倒地嚎啕大
哭：“让我看看儿子最后一面！”王
江山坐在一边，抬头凝视着天花板
沉默不语。而另一边，北大妇产儿
童医院的两位医生正在迎接新生儿
的到来，病房里充满了喜悦。

《因为是医生》应该是普通大众
与医学行业最近距离的感官接触，
也是观众第一次在电视节目的镜头
里，如此真切地目睹到不同家庭的
生离死别，真实地感受到生命的残
酷与伟大。“有记者问我这个节目的
感情基调是什么？到底是悲还是
喜？我很难回答。因为这是震慑人
心的一场关乎‘生命重量’的旅
程，个中滋味大家各自体会吧。”张
建珍说。

为真人秀做一场手术为真人秀做一场手术
郑郑 娜娜

《因为是医生》

开播引热议：

国服文化研讨活动举办
以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服饰文

化、实现中国梦为宗旨的国服文化
研讨活动日前在北京开幕。此次活
动由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民
族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中国服装
协会联合主办，力图通过国服文化
研讨，引导各界围绕中国要不要有
自己的国服、为什么要有自己的国
服、什么叫国服、按着什么思路和
规范去设计国服等问题进行探讨。

（薛 仁）

“陆子冈杯”获奖作品亮相
11月3日—9日，具有浓厚历史

氛围的北京天坛古玩城迎来了“玉
之玲珑·水墨江南”中国玉石雕第四
届陆子冈杯获奖作品晋京展。本次
展览由苏州市玉石文化行业协会主
办，200 余件体现我国高规格的玉
雕艺术精品，让京城藏家欣赏到苏
州文化艺术之细腻雅致。

展览中，观展者还有机会近距离
与玉雕大师互动，参加苏帮玉雕艺术
作品品鉴会、苏帮玉雕艺术和南红玛
瑙品鉴会等活动。 （徐 蕾）

“电视剧与中国梦”系列②

一 热
周 点

《恋恋不忘》、《绝爱》、《我在北
京挺好的》、《产科医生》、《生活启
示录》、《相爱十年》，如果说这些电
视剧都属于“中国梦”电视剧，有
些人可能会觉得讶异。“中国梦”电
视剧不应该是主旋律电视剧吗？主
旋律电视剧不应该就是红色教育电
视剧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在7月
到 10 月份展播的“中国梦”电视剧
名单中，观众们可以看到“中国
梦”的外延十分广阔，与人们很长
一段时间里对主旋律电视剧的固有
印象有所不同。

主旋律不是只有红色剧

“这次广电总局推荐的“中国
梦”剧目有一个附带效果，那就是
让人们改变了对主旋律电视剧的认
识——主旋律电视剧是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剧，它应该题材更
丰富些，而不仅仅限于红色教育
剧。”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
院长张辉锋表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
旋律，是践行“中国梦”的精神保
证和支撑。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还是“中国梦”都是多元
价值观的融合，然而人们有时容易
陷入一种狭义的认识。以“中国

梦”电视剧为例，央视电视剧管理
中心项目部主任周亚平表示，人们有
时会把它局限于特定影片的范畴，甚
至把它当作一种标签去定义或附
会。其实以“中国梦”为主题的电视
剧，既不是单指某个类型的作品，更
不是针对某类特殊的受众。“中国梦”
除了要讲国家命运以外，家庭戏、青
春戏、甚至是古装剧都可以是“中国
梦”故事的载体，可以通过百态的民
生拼接出完整的民族印象。

一切从生活出发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李
跃森认为，“中国梦”系列影视剧应
避免公式化和概念化，一切从生活
出发、从现实出发。在有一个好故
事的基础上，找到其中包含的“中
国梦”要素，深入挖掘其内涵，不
能反过来，概念先行。

在通过电视剧传递“中国梦”
主题的过程，除了考虑其本身题材
的多样化，还要能够让作为受众的
老百姓起到很好的接收效果。对
此，张辉锋提出：“电视剧目前的题
材、体裁、表现手法等应该更为多
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选择，满
足各类人的需求。让电视剧以更加

‘务实’、接地气的方式，更好地传

达‘中国梦’这一主题。这样，电
视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精神产
品，就实现了对“中国梦”宏大主
题的表达。”

“多元而不单一，平实而不平
庸。”这是张辉锋教授总结的“中国
梦”电视剧应具有的美学标准。本
次“中国梦”电视剧推荐名单上的
多部当代都市生活题材剧也印证了
这一标准。其中，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推荐剧目、东方卫视热播剧

《爱情最美丽》讲述了马锦魁和牛美
丽两个家庭的凡人小事，情感真
挚，叙述平实生动，避免说教式的
讲述方式，诠释了“亲情”在家庭
中的重要性，既有艺术性又注重了
观赏性，传递了温暖的时代正能
量。此外，推荐剧目中“榜上有名”
的《婆婆爱上妈》、《保卫孙子》 等都
与老百姓生活比较近，反映的内容具
有生活质感，演员表演精致，收视
效果和社会口碑都很不错。

继续挖掘和延伸“中国梦”

目前中国电视剧正在遭遇“市
场对艺术的绑架”，中国传媒大学教
授曾庆瑞表示， “电视剧是能够在
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有用
武之地的，关键是要把握好电视剧

和‘中国梦’思想内容的关系，把
握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正能量
的东西。”

事实上，展现“中国梦”与优
秀电视剧之间并没有鸿沟 。“‘中
国梦’电视剧代表了一种优秀的主
流价值观，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同
时又有一定品质的电视剧的综合性
的代表。两者之间是不冲突的。”
东方卫视影视部主任王磊卿认为。
据他介绍，东方卫视在播出《金牌律
师》、《离婚律师》后，社会反响和收视
率相当不错。上海市委宣传部也重
点表扬了这个剧。明年还会有第二
季，是继承法的相关内容。在王磊卿
看来：“‘中国梦’电视剧可以尝试多
挖掘具有长远题材、品牌效应的优秀
电视剧，构成一季、两季、三季，以延
伸‘中国梦’的概念。”

传播主流价值的“中国梦”电
视剧，被业内人士寄予厚望，希望
其能促进电视剧产业健康、良性、
有序、繁荣发展，或将有助于缓解
当代国产电视剧过度娱乐化的现
状。“这一轮‘中国梦’电视剧展播
是会改变过度娱乐化倾向，但它的
改变可能更多是在过程中，将来会
否改变不好说。如果这种展播能持
续进行，应该会持续改变。”对此，
张辉锋也表示期待。

“中国梦”是
不同的颜色

李 悦 林桂桢

电视剧《相爱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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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动画片《英雄冯子材》日前在北京举行发布会暨
研讨会。该片是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立项的“中国
梦”主题系列重大题材3D动画，以抗法名将冯子材为主
要人物，以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镇南关大捷”为主要
故事。

由于国产动画片长时间缺乏真人真事题材，《英雄冯
子材》 的出现让不少人感到惊喜。提起近几年的国产动
画片，有人戏称是“熊羊二人转”，“熊”指的是 《熊出
没》，“羊”指的是《喜羊羊和灰太狼》。这种说法虽然有
点夸大，但不可否认的一个现象是，国产动画片已经很
长一段时间几乎都围绕着动物和植物做文章，虚拟题材
为多。针对这个现象，研讨会上许多业内人士和专家学
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中国动漫周刊总编辑钟路明指出，与日本、韩国相
比，国产动画片在历史题材上非常单薄，主要是因为真

人真事的创作难度很大，能达到艺术性、观赏性和思想性完美统一很难。
上世纪60年代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一个代表，其他大部分要么真实度
不够高，有的只是“借壳”，大部分仍为虚构，要么艺术性、观赏性和思想
性统一不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雄冯子材》 以及它的“兄弟篇”《戚继光》、
《翻开这一页》，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因为它们皆以历史人物
为蓝本。提及这3部“中国梦”主题重大题材3D动画的立意策划，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司长高长力说到：“国产动画片不能只有小猫小
狗，应该开拓新的题材领域。”

早于 《英雄冯子材》 开播的 《戚继光》 在北京播出后反响很好，得到
孩子和家长的认可。与“戚继光”相比，同是民族英雄的“冯子材”知名
度却不高，在几位专家看来，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
院副教授马华表示，冯子材虽然知名度小，但相对来说创作空间更大。

年近七旬的清朝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在镇南关一举扭转中法战争的
整个战局，这个题材本身就充满着令创作者兴奋的元素。作为《英雄冯子材》
的导演，同时也是中国首部3D武侠动画《秦时明月》的导演，沈乐平在研讨会
上把这次创作比作“军令状”，并称其团队坚持“历史为骨，艺术为翼；中华文
明，弘扬万世”的原则，在制作中精工细作。不仅在历史故事基础上，加入了
吸引青少年观众的创意细节，而且采用了最先进的动态捕捉技术和面部表情
捕捉技术，据了解，这两项技术一般仅用于大电影制作。

“ 《英雄冯子材》 让我看到，传统文化题材通过时尚和科技的融合达
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院长助理吕欣表示。吕欣不
仅是动画迷也是历史迷，他认为这部动画片能够满足许多孩子对英雄的幻
想：“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冯子材可以说是一个精神支点，他对抗法兰西所
体现的民族气节和民族风骨，今天看了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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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术界誉为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绘画一代宗师，连齐白石也不得不赞
叹他“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内，此为中外之特见，予甚佩之”的蒋兆和，
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画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流民图》，堪称
震撼世界的反战鸿篇巨制，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上里程碑式力作。

日前，为纪念蒋兆和诞辰110周年，由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泸州市文
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制作的大型话剧《蒋兆和》在清华大学成功演
出。话剧共计九幕：《序》“君住长江头”；《第一幕》“识珠”；《第二幕》“烽火
画像”；《第三幕》“沥血《流民图》”；《第四幕》“太庙展画”；《第五幕》“琴瑟和
鸣”；《第六幕》“失画”；《第七幕》“劫后余生”；《尾声》“愿与君子共和平”。
剧情主要围绕蒋兆和一生的艺术历程展开，从青年时期开始学画、前往上
海结识徐悲鸿结下深厚友谊、抗战期间以画笔作刀枪、呕心沥血创作《流民
图》到新中国成立后找回《流民图》，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在话剧里串起了
蒋兆和史诗般的艺术人生。

蒋兆和的儿子萧和看完话剧后十分感动，认为该剧真实地塑造了父
亲的艺术形象，现在很多年轻人对那段历史和人物并不熟悉，希望这部
剧能增加他们的了解。四川泸州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兰自
力表示，蒋兆和一生的创作都与人民站在一起，是当之无愧的人民的艺
术家，如今这部话剧就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这位艺术家。

历史上，《流民图》 因受日本侵略者的禁锢和暗算，最后仅存半卷，
现藏于中国美术馆。世界著名美术评论家 A·切戈达也夫称赞 《流民图》

“是真正崇高的艺术创作，是人民在不幸与痛苦、自尊与崇高精神美中的
形象，洋溢着一种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和压迫的情感。在任何大型公共
建筑物中，这种宏大的壁饰都应占有一席之地，它的热烈而积极的人道
精神的感化作用是无比激烈和高贵的”。

1985 年四川泸州市把 《流民图》 制作成大型石雕，镌刻在玉蟾山
上，让 《流民图》 与山河同在！话剧里也真实再现了蒋兆和闻知这个消
息后的兴奋心情，他端起酒杯，吟诗一首：“少小离家未得归，蹉跎岁月
八十余。梦中常饮家乡酒，期与乡邻共举杯！”

话剧《蒋兆和》上演——

致为民抒写的伟大艺术家
文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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