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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优酷和欢喜鱼文化联合
出品的知识问答真人秀节目《你说的
都对》，颠覆了人们关于电视令人弱
智的旧识。

这是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在内

地主持的首档文化综艺。每周二，《你
说的都对》都会上演一场独具特色的

“知识大爆炸”，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6
位知识大神，围绕简单又接地气的议
题，分别从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脑
科学、文史学等角度旁征博引，一边吸
收网络的趣味式内容，一边也整合着
脱口秀的娱乐性。他们的观点依托扎
实的科学研究，保证“说的都对”，使观
众迅速从节目中获得大量知识和养
分。开播两个月来，节目收获了好口
碑，网络评分达8.4。

有专家指出，《你说的都对》和
其他知识类节目如《最强大脑》《圆桌
派》等一起，用社会公共话题的外壳
包裹爆炸式知识库的内核，助推了年
轻观众的学习热情，让知识本身成为
了大家关注的热点。

近两年来，一向被认为“小众而
高冷”“不接地气”的科技类节目逐
渐走入更多人的视野。从中央电视台
的 《加油！向未来》、《机智过人》、

《未来架构师》，到湖南卫视的《我是
未来》、深圳卫视的《极客智造》，这

些节目的播出，掀起了一股全民“科
学热”。日前，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走近科学》 栏目打造的全新科学节
目 《解码科技史》，在每周日晚与观
众们见面。节目还打出口号：“让躺
在教科书中的历史活起来”，引发了
不少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关注。

这档节目讲述的是人类科技发展
史的故事，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档以
科技史为主体内容的科学节目。节目
从人类科技发展史上选取观众们耳熟
能详的科学事件进行重新解读，寻找
让人眼前一亮的独特视角。例如，瓦
特发明蒸汽机真的是受到开水壶的启
发吗？富兰克林雨天放风筝不怕被电
死吗？万有引力的发现难道就是一个
苹果这么简单吗？这些简单问题的答
案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瓦特的蒸汽
机使用的原理与开水壶完全相反，富
兰克林在雷雨天也放不起风筝来。

节目负责人表示，今天从故纸堆

里翻出这些科学家的奇闻轶事，绝不
是为了传播这些几百年前的科学知
识。这些科学故事背后传达的人类对
未知的探索、人类知识财富的创造，
才是对今天更有意义的借鉴。在内容
传播形式日益多样的今天，《解码科
技史》与很多科学文化类节目面临相
同的瓶颈——如何在“科学性”与

“娱乐性”中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为
了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科学实践活
动中，每期节目都邀请中学生参与复
原历史上的著名科学实验。同学们每
次都热情洋溢，也收获满满。

在科学历史的讲述上，这档节目
努力打造独特的科普表达方式：让观
众“边聊边玩边看”，营造轻松有趣
开放的氛围。节目负责人表示，只有
让科学不再“高冷”，拉近人与科学
的距离，才能踏踏实实走好建设科技
强国的第一步。这也是科技节目创作
者们需要践行的责任。

出于对喜庆热闹的追求，春节期
间的各台晚会和特别节目往往都是综
合性的文化大餐定位，而央视综艺频
道的《2018 新春相声大联欢》以精准
定位理念呈现了一道别样的曲艺“传
承佳肴”。

相声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随着
其历史发展，在街市坊间充盈了百姓
的日常、沉淀了文化的根脉，也担负了
时代的传承。这台节目以相声为内容
依托，继续挖掘相声贺岁的资源优势
和内容潜力，重融合，不拘泥，将丰富
元素融入其中，充分运用跨界概念打
造了颠覆性嘉宾阵容。节目实现了不
同界别演员创意性的合作融合，凯丽、

郑恺等舞台剧演员和影视演员的实力
加盟，以区别以往的差异化表演为节
目带来了颇多看点与新意。而相声演
员亦打破传统表演模式，将更多的新
形式、新思路和新创意融入节目之中，
让节目拥有差异性的综艺气质。

自古以来，相声艺术便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也因此，相声得以成为流传
几百年的不朽艺术。时代在变，观众
的审美需求也在变，这台节目呈现了
应有的时代性。《大双簧》、《打灯谜》等
经典相声桥段以新的内容形式展现却
并未失其本味。除此之外，舞蹈、歌
唱、魔术和杂技表演也在相声节目中
自然展现，强化了现代相声的丰富与

灵动。站在央视综艺频道这个国家平
台上，这台节目找准了定位与姿态，打
造了一台亲切亲民的春节大联欢。节
目构建了“剧场化”的场景时空，主持
人与嘉宾在表演间歇中将春节话题以

“茶话脱口秀”的形式松弛呈现，台上
台下的高频互动拉近了彼此距离，也

更贴近“联欢”的本意。
任何艺术创新，能不失本真，保

留原味，才是最好的创新。传统艺术
如同树之根、水之源，能为文明前行
积蓄源源不断的力量，而《新春相声
大联欢》另辟蹊径，用大众普遍喜爱
的方式，探讨和践行了文化传承。

2018 年我国电视荧幕上，将会
出现一大批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
作品，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特别
是大体量的“年代剧”创作，将迎
来一个新的创作高潮。评估一下即
将看到的这批作品是否写足了改革
开放的意蕴？我认为观察一下剧情
和 角 色 ， 要 看 看 其 中 是 否 设 计 了

“移民”角色；看看是否写足了“移
民”的奋斗——这些是衡量其得失
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无论这个“移
民”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是成功
还是失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改革的内涵是变通，开放的内

涵是流通。改革开放在解放生产力
的同时，也在解放着生产关系，重
新建构了人与各种隶属的关系，逐
渐 破 除 了 原 本 板 结 僵 化 的 社 会 结
构，将整个社会纳入到流动之中。
在这 40 年历程中，与生产资料的大
规模流通相比，人这个生产力中最
活跃的因素，其流动的规模、水平
和方向，更具有根本的意义。虽然
户口限制仍在，但实际上，中国社
会两千多年以来“编户齐民”的束
缚被打破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的
自 由 发 展 ” 过 程 中 的 一 个 巨 大 进
步。中国社会的活力，因为流动的
人口与多样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
合而焕发出来。而其中，“移民”

（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 则是这
个典型背景中的典型身影。今天，
在这个意义上看电视剧 《外来妹》，
我们会意识到，正是赵小云和她的
姐妹们的流动，才不仅有了广东经
济的快速发展，也有了新一代农村
青年的成长与成熟。

改革开放 40 年间，我国工业化
和城市化高速发展并迅捷地向信息
化社会迈进。产业布局的调整、经
济结构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从乡村
到城市的大规模职业与生活变动。
在这 40 年里，我们耳闻目睹的多种
命名，如“农民工”“下海”“北
漂”“海归”都与人的流动密切相

关。在电视剧 《外来妹》《我在北京
挺好的》 中，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
动；在 《下海》《生命中的好日子》
里，是北方城市里“体制内”的干
部向南方“体制外”企业流动；在

《北京人在纽约》 中，是国内音乐人
向国外流动。可以说这些贯穿着第
一二三产业的新词语，也是理解改
革开放 40 周年的重要关键词。同
时，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
等国家战略出台之后，都伴随着工
农学商的大规模流动。

改革开放 40 年，人口的流动或
者说“移民”的方向，不是单向度
的 ， 而 是 随 着 国 家 发 展 、 产 业 布
局、技术推进而变化的。从乡村流
向 城 市 、 大 都 市 ， 从 西 部 流 向 东
部，从内地流向沿海，从中国流向
欧美，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之后到新
世纪之初的“移民”态势。而在此
后，随着“返乡就业”“回国创业”

等新现象的出现，“移民”景观也随
之而变。在这前后的“移民”转向
或 转 型 中 ， 从 趋 之 若 鹜 到 自 在 选
择，变化的是人们的幸福观、功利
观、事业观和情感观以及九州大地
为实现人们的选择而提供的更多更
充 足 的 资 源 。 这 样 的 “ 移 民 ” 故
事，我们在电视剧 《黄大年》 中只
看 到 了 一 点 儿 。 应 该 说 ， 这 类 的

“移民”故事在电视剧中还没有得到
应有的开掘。

还有一种“移民”，我们的电视
剧触及更少，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
而来、且日益在增多的外籍人群。
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事业，不仅改
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不仅让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让世
界走进了中国城乡。从改革开放之
初 ， 国 民 在 大 街 上 见 到 零 星 “ 老
外”多有侧目，到今天人们对如过
江之鲫的在华“老外”司空见惯，

甚 至 连 “ 老 外 ” 这 个 词 也 几 近 消
亡。今天，不仅在中国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外籍人士，而且在荧屏上
多样电视节目中，也抬头不见低头
见一批批肤色不同的“洋面孔”。在
纪录片 《外国雇员》 中，乌拉圭人
尼古拉斯和英国人克里斯安贝，被
广东省佛山市外经贸局聘为国际投
资推广人；在 《中国好声音》《世界
青年说》《叮咯咙咚呛》 等电视节目
中 ， 参 与 其 中 的 外 籍 人 士 不 可 胜
数。出现在我国电视屏幕上的这批
外籍人士，不仅风华正茂，而且汉
语流利。他们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亲历者和受益者，以他们为主角或
配角来描写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电
视剧作品尚待开发。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在
改革开放 40 年中耳熟能详的一句名
言。上至决策层，下至老百姓，都
深深体味到这句话表达的意志，也
深切体会到了其中的不确定性。而
对 此 感 受 和 经 验 最 直 接 、 最 深 刻
的，大概就是移民。他们之中既有
早 期 南 下 的 打 工 者 、 开 发 海 南 的

“停薪留职”者，也包括初试海外市
场的投资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河西。当我们回望和梳理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的时候，写出“摸着石头
过河”的移民心态，就是在为一个
民族的探索写心。没有写足心路历
程的改革开放题材是不够充分的。

改革开放 40 年了，看看我们的
身边，从居所到职场，从邻居到同
事，从早点摊到快递点，从写字楼
到电影院，听一听人们的乡音，问
一问他们的籍贯，你会感觉到每个
省都在你的身边。在改革开放 40 年
这首宏大的史诗中，有一个重要的
集体角色叫做“移民”。笔者以为，
在 这 个 最 大 的 中 国 “ 移 动 ” 群 体
中 ， 选 择 好 、 写 好 其 中 的 “ 这 一
个”，就写好了这首现实主义史诗的
一个重要篇章。

（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
论研究部主任）

经历了连续几年票房的高速
上扬，也经历了2016年票房增速
趋缓的“冷静期”，2017年，中国电
影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日前，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布数
据：2017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
559.11亿元，同比增长13.45%；国
产电影票房 301.04 亿元，占票房
总额的 53.84%；全年票房过亿元
影片 92 部，其中国产电影 51 部；
城市院线观影人次 16.2 亿，同比
增长 18.08%。这些成绩表明：中
国电影市场将步向稳健。

世界电影市场
地位更加稳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
局艺术处处长陆亮认为，2017年
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和观影人次再
创新高，标志着我国电影产业实力
更加壮大，电影促进居民消费的重
要性进一步提升，我国作为世界第
二大电影市场的地位更加稳固。

2017 年票房成绩的取得，首
先有赖于国产现实题材影片的成
功。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指
出，2017 年上半年，国产电影迎
来了倒春寒，电影界为之担忧。
近年来，博纳影业用《智取威虎
山》、《湄公河行动》《建军大业》等
影片探索出了用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中国故事加上对观众有吸引力
的制作推广方式来打造一部影片
的模式，给了电影行业启示：我们
不能还沉迷在大IP（知识产权）+
流量明星+粉丝效应的模式下，
沉迷在古装、玄幻、盗墓甚至草根
喜剧等题材上。所以，现实题材
在2017年有了集中表现并取得了
好成绩。尤其是《战狼 2》带动了
2017年下半年国产电影的绝地反
击，可谓一次历史性的超越。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
光说，2017 年票房成绩的取得，
主要还是依靠电影院及其银幕数
的增长以及部分三四五线城市的
增量。此外，国产电影的档期意
识有所增强。更重要的是，电影
的口碑在电影的票房增长当中发
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观众的成熟
度在提高，非理性和粉丝消费在
减退。这是 《冈仁波齐》《二十
二》等艺术类电影获得更高票房
和良好口碑的重要原因。

改变世界电影文化版图

2017 年 ，美 国 观 影 人 次 下
降，印度等一些国家票房增长乏
力。相比这些传统电影发达国家，
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已经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展
的重要动力源和稳定器。

饶曙光认为，中国电影市场
规模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世界电影的地理版图和文
化版图。我们的增长动力和前景
依然是强劲的，对世界电影的吸
引力也在不断增强，比如印度的

《摔跤吧！爸爸》、西班牙的《看不
见的客人》、泰国的《天才枪手》等
影片，都在中国取得了超过本土
市场的票房成绩。

陆 亮 指 出 ， 国 产 电 影 在
2017 年充分发挥电影作为文化
大使的特殊功能，不断拓展中国
电影的国际发展空间。2017 年
金砖国家首部合拍影片《时间去
哪儿了》成功拍摄，有关部门着
力打造海外十大中国品牌电影
节，持续办好上海、北京和丝绸
之路国际电影节，精心举办各类
境外影展活动，通过“中国电影·

普天同映”等平台加大海外推广
力度。2017 年中国电影海外销
售收入达到 42.53 亿元，是 2012
年的4倍。

国际影响力亟待提升

业内人士认为，经历连续多
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电影也面临
着一些新的矛盾与挑战，突出表
现为：质量水平亟待提升，电影市
场发展不均衡、分配不合理，对电
影新业态的规范引导相对滞后，
电影拨尖人才稀缺，国际影响与
我国综合国力不相称等。

饶曙光说，尽管 2017 年是
质量提升年，但是我们还没有找
到有效提升电影质量的途径和方
法，弥补国产电影在人才、技
术、文化准备、美学准备方面的
不足，还缺少重量级的、有影响
力的产品，可以有效地跟好莱坞
电影正面抗衡。

于冬指出，中国电影的海外
输出能力尚存在欠缺。他认为，
中国电影要实现从电影大国向电
影强国的转变，必须具备两个条
件：一是国产电影在本国市场占
有绝对优势，这一点我们做到了；
二是中国电影强大的海外输出能
力、辐射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目
前中国电影还仅在华人市场有优
势，在欧美市场还处在劣势。未
来10年，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并驾
齐驱的电影市场将产生怎样的化
学变化，正引发世人极大关注，
两国应该有合作，有包容，有共
赢。这是中国这一代电影人的机
会，也是幸运之处。

据统计，近年来，现当代题材影视创作占总剧目
数量的近六成。有人用“黄金机遇期”来形容当下现
实题材影视创作。怎么评价现实题材影视创作？如

何理解这波热潮以及如何理解现实题材影视创作的
着力点、亮点及难点、热点？我们特约请业内权威人
士围绕这一主题谈看法，出主意。 ——编 者

●我看现实题材影视创作①

在改革开放中写好“移民”
□赵 彤

中
国
电
影
保
持
良
好
发
展
态
势

□
苗

春

春节文艺盛宴中的
传承佳肴
□冷 凇 张丽平

◎

墙
内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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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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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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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都对》：

知识类节目助推学习热情
□张蝶儿

让
躺
在
教
科
书

中
的
历
史
活
起
来

□

李
志
鹏

《解码科技史》剧照

部分受欢迎的现实题材剧作：
右上：《外来妹》
左：《下海》
右下：《我在北京挺好的》

《2018新春相声大联欢》剧照《2018新春相声大联欢》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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