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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陈岗） 12 月 18 日，
“TV 地标”（2024） 电视和网络视
听暨“时代之声”（2024） 广播业
综合实力大型调研成果在北京发
布。该调研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主管的 《中国广播影视》 杂志
主办。

湖南卫视等 4 家卫视获得年度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卫视，江苏省
广播电视总台 （集团） 广播传媒获
得年度品牌影响力广播电台，河南
卫视等 9 家卫视获得年度最具创新
影响力省级卫视。

本报电 （杨洁） 日前，由中国
电视艺术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电视
剧 《故乡的泥土》 研讨会在北京
举行。

该剧根据河北籍作家田运章同
名小说改编，紧扣粮食安全、乡村
全面振兴等重大主题，讲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大包干”迄今，三
代农民不忘初心、扎根乡土、创造
美好生活的故事。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河北省电影局局长王振儒认为，这
部剧不仅让观众身临其境般体会到
人生的喜怒哀乐，领略了具有浓郁
河北特色的风土人情，也让观众对

脚 下 的 土 地 有 了 更 深 厚 的 眷 恋
之情。

该剧总导演习辛表示，《故乡
的泥土》 的创作离不开三个关键
词：土地、粮食、故乡，这是这部
剧表现的重大主题。它们直击中国
人的心灵深处，能引发观众的怀旧
情绪和强烈共情共鸣。

与会专家们认为，《故乡的泥
土》 塑造了有个性、有温度、有光
彩的人物群像，展现了农耕文明所
具有的深厚而绵长的力量，描绘了
当代农村改革发展的时代长卷，是
讲好关于农村改革发展中国故事的
优秀作品。

江西南昌，因 1927 年 8 月 1 日
在此发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
起义，被称为“英雄城”。近日，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特别
策划 《闪亮的坐标》 闪耀“英雄城”
专场演出在江西广播电视台各平台
播出，为观众呈现一场激荡灵魂、
震撼人心的视听交响。

这场演出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指导，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
视台主办。演出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说开去，以“站起来、富
起来、强起来”为结构线索，凝练
出“追光”“逐梦”“初心”“使命”

“翱翔”5 个篇章的关键词，通过多
种艺术手法，融入 AIGC 等前沿科
技，讲述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
的故事，以家国情怀诠释初心信仰。

《播火者》 节目再现伟大的马克
思主义者李大钊光辉的一生，赞扬他
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矢志不移奋
斗的精神；在 《十七棵松》 节目中，
观众被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 17 位烈
士的无私奉献深深打动，感悟赣南人
民“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报国之志；

《平凡英雄》 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特

等功臣柴云振一人杀敌近百人，却隐
姓埋名 30 年的感人故事。专场演出
还聚焦“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等新时代奋斗
者，生动展现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演 出 设 立 “ 坐 标 导 引 人 ” 和
“坐标讲述人”，一批青年演员通过
“故事讲述+情景演绎”的叙事方式
串联故事，再现英雄人物的内心世
界和情感波澜。

演出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
场景：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退休
职工组成的夕阳红合唱团和青年歌
唱演员一起高唱 《祖国不会忘记》。
这一幕不仅纪念 1954 年 7 月新中国
航空工业的创建者们在南昌成功试
飞新中国第一架自制飞机——“初
教五”的历史性时刻，也让人们感
受到：祖国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位平
凡英雄……

在 巴 金 诞 辰
120 周年之际拍摄
并 播 出 的 纪 录 片

《巴金》，在纪实美
学框架中塑造富于
历史意蕴的人物形
象，体现了纪实美
学的新突破。

该 片 共 8 集 ，
片名分别为 《世纪
长 歌 》《 激 流 火
焰》《孤 独 巴 黎》

《正色青春》《风雨
早 春 》《 怀 念 萧
珊》《收 获 桑 榆》

《时代随想》，以纪
实手法客观全面地
概括和展现了巴金
非凡的人生轨迹和
不朽的作品内涵，
讲述了一代文学巨
匠波澜壮阔的人生
故事和闪耀着人性
光辉的道德追求。

摄制组从海内
外全方位搜集、发
掘有关巴金的文献
资料，包括实物、
图片、文字、口述
等，丰富的文献资
料为重新叙述真实
的巴金奠定了深厚
的影像文献基础。

该片不仅呈现
了巴金在特定时期
的 作 品 和 生 活 状
态，还探讨了他长
达数十年创作生涯
中的求索与变迁，
还原了这位创作生
命力旺盛、创作领
域广泛的文坛巨匠
的精神风貌。该片
也在总体结构上作
了精心设计，真实
客观地展示了巴金
人生的各个侧面：
冲出家门、国门寻
找人生真理，在法国巴黎探寻中国
未来发展道路，在外国文学译介和
文学创作上不断取得成就，在新中
国初期文学创作上的开拓并作为刊
物主编编辑出版大量文学作品、提
携年轻作者，一个个镜头忠实记录
他从早期的《灭亡》到晚年的《随想
录》的探寻轨迹以及与夫人萧珊的
爱情故事等，每一个侧面都独立成
篇，却又在情感与思想上彼此呼应，
共同构成完整而多维的巴金形象。

该片视野广阔，注重以平视表
达平实，以记录展现真实，以情感
再现人性，以思想铸就灵魂，以大
历史观去定位和构建巴老的人物形
象及精神世界。主创团队尝试在横
跨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长时段历史
视角下，再度审视巴金的文学建树
及其跨文学价值。该片对巴金晚期

《随想录》 等作品的探析，体现出
对宏阔而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的深
厚洞察力；也试图在巴金的思想和
当下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当代文艺家理应目光再广大一
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
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
最深处探寻。该片对巴金思想内涵
的挖掘，也代表着当今时代基于文
化自信大背景下，对这位中国现代
文学巨匠的深层文化意义进行的重
新阐释，使该片更具有重要的纪实
美学价值。

重大题材剧再创精品

2024 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和邓小平
同志诞辰 120 周年。在重要历史节
点 ， 国 产 电 视 剧 深 情 回 望 历 史 征
程，推出多部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
剧 。《走 向 大 西 南》 讲 述 邓 小 平 、
刘伯承、贺龙等领导的中共中央西
南 局 团 结 各 方 力 量 ， 克 服 重 重 困
难 ， 成 功 解 放 并 建 设 大 西 南 的 事
迹。《西北岁月》 首次全景式反映
波澜壮阔的西北革命历史，以史诗
叙事描绘西北根据地的峥嵘岁月，
讴歌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精神风范和丰功伟绩，展现崇
高信仰的光辉。《上甘岭》 以独特
视角再现艰苦卓绝且极富传奇色彩
的上甘岭战役，讲述志愿军战士英

勇无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诠
释 中 国 军 人 的 坚 定 信 仰 、 爱 国 情
怀、顽强意志和不屈精神。《天下
同心》 再现 1948 至 1949 年间，中国
共产党携手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
人士，历经艰辛，成功召开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
过 程 ， 展 现 新 中 国 诞 生 的 不 平 凡
历程。

众多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剧开
拓历史纵深，还原历史人物。这些
剧在艺术表现上注重用细节刻画人
物，深入挖掘角色的精神世界，以
人带史，使观众在细微之处感受到
真实的力量。无论是革命者的坚定
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还是
普通民众在动荡年代中的生活智慧
与人性光辉，都蕴含丰富的情感色
彩和深刻的历史思考，剧集因此在
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新的高度。

现实题材剧传递温度

2024 年，现实题材剧占总体剧
集的 70％以上。剧集创作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取材现实，关注当下，
富有创新性的佳作接续登场。

现实题材剧常常聚焦普通人，
通过他们的奋斗史，体现时代发展
的内在动力。《繁花》 以其独特的
艺术风格和细腻的叙事，再现改革
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蓬勃活力和城
市 繁 华 。《大 江 大 河 之 岁 月 如 歌》
以改革开放为背景，讲述一群普通
人在时代洪流中拼搏，实现自我价
值和梦想的励志故事。《小巷人家》
通过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一个
普通社区三个家庭的变化，讴歌老
一辈工人的坚守与新一代青年的奋
斗，以工笔描绘了一幅中国社会变

迁的风情画。
现实题材剧还以宽广的视角扫

描时代，热情讴歌国家战略实践和
百姓创新创造。《江河日上》 聚焦生
态文明建设，直面生态保护中遇到
的各种挑战。《幸福草》 讲述中国菌
草技术团队跨越国界、助力他国的
传奇故事。《山花烂漫时》 关注乡村
教育，讴歌基层教师的崇高风范和
精神境界。《烟火人家》 细腻勾勒几
代人的命运交织与情感纠葛，如同
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社会纷繁复
杂的矛盾与解决之道。《日光之城》

《小日子》《欢乐家长群》《城中之
城》 等把镜头对准各个群体，反映
了百姓的真实生活和奋进时代的精
气神。

现实题材剧叙事风格更加多元，
既着力强化真实性和感染力，又为
观众带来更加新颖独特的审美体验。

《南来北往》 以轻松幽默的轻喜剧叙
事，将观众带入 20 世纪 70 年代迄今
的东北大地，讲述铁路职工和乘客
的故事，表现他们的坚韧与乐观。

《我的阿勒泰》 以新疆相对偏远又充
满魅力的地区为故事发生地，采用
抒情诗般的笔触描绘青春的成长与
自我突破，再现风景之美、人生之
味，给观众温暖与慰藉。

2024 年的现实题材剧将审视的
目光对准平常生活中的不平常、平
凡人中的不平凡，直面社会议题和
百姓苦乐，书写了人民群众的乐观
自信和豪迈情怀。

类型剧创作百花齐放

2024 年，国产剧集多类型发展，
各类题材并进，各种风格纷呈，类
型融合催生众多优秀作品。

这一年，女性题材电视剧表现
出色，《玫瑰的故事》《如果奔跑是
我的人生》 等“她题材”剧皆从生
活中捕捉女性坚韧不拔、勇敢前行
的人格魅力，展示不断成长的女性
形 象 。《追 风 者》《深 潜》《破 密》

《哈尔滨一九四四》《群星闪耀时》
等谍战剧通过扣人心弦、跌宕起伏
的情节，展现信仰的力量。《边水
往 事》《微 暗 之 火》《白 夜 破 晓》

《新生》 等悬疑剧情节线索错综复
杂，在光怪陆离的叙事中体现丰富
的人性，为观众带来视觉震撼和心
灵启迪。《庆余年》 第二季、《天行
健》《大唐狄公案》《唐朝诡事录之
西行》《清明上河图密码》 等古装
剧巧妙地融合悬疑元素，在情节引
人入胜的同时，也深入探讨人性与
世情，追求观赏性与深刻内涵的结
合，使古装悬疑剧热潮持续升温。

《与凤行》《长相思》 第二季、《永
夜星河》 等古装奇幻剧精心构建出
一 个 个 神 奇 而 迷 人 的 东 方 神 话 世
界，通过浪漫的表达方式，展现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与 独 特
魅力。

总体看来，2024 年的类型剧集
创作日益成熟，在类型多样性和创
新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不断
带给观众新鲜感，也为未来的电视
剧创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价值拓展多向发力

2024 年，《我的阿勒泰》《日光
之城》 等剧集展示出在文旅推广方
面的独特价值，拍摄地吸引大量游
客打卡，形成了剧集创作与文旅产
业双向奔赴的景观。广电总局“跟
着微短剧去旅行”作品的征集以及

文旅微短剧的兴起，更是促进了文
旅融合。剧集的价值从艺术价值、
文化和教育价值走向包括经济价值
在内的多重价值整合。

与此同时，剧集的传播超越大
屏，向数智传播转场，对接社交、
消费等诸多使用场景。观众常常就
剧集中的议题展开讨论，形成社交
互动，通过发弹幕、点赞、评论、
分享等促进剧集的传播及相关议题
的曝光。这一新的传播方式正在促
使剧集创作进行相应的调整。

此外，剧集创作迎来新技术赋
能的关键时期。AIGC 技术参与剧集
艺术生产，在编剧、导演、拍摄、
剪辑、后期、虚拟制作等方面，人
机协作展现出更多可能。由可灵 AI
与业界知名导演联手打造的短剧创
作计划开启影视创作的重大探索。

《神话》《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山
海奇镜之劈波斩浪》 等一系列 AI 创
制微短剧，已体现出数智技术对剧
集创作的重大影响。

2024 年，精品化的国产剧集显
著拓展了国际市场。《我的阿勒泰》
上线后，吸引多国观众。《庆余年》
第二季在国内首播之际，即实现美
国迪士尼旗下知名流媒体平台 Dis‐
ney+的同步上线。《与凤行》 也在海
外 流 媒 体 平 台 Rakuten Viki 上 线 。
国产剧集品质与国际传播力持续攀
升 ， 进 入 国 际 化 、 数 智 化 发 展 新
阶段。

回顾 2024，国产剧集创作积极
响应时代发展和观众需求的变化，
加速推进精品化建设，注重作品的
情感共鸣和情怀表达，传递向上向
善精神。展望 2025，在创作创新与
技术革新双重驱动下，影视工作者
必将谱写视听文艺新篇章。

（作者单位：广电总局发展研究
中心）

《西北岁月》 海报

《山花烂漫时》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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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电视剧、网剧：

创新铸就更多精品佳作
杨明品

《闪亮的坐标》闪耀“英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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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地标”调研成果发布

纪
录
片
《
巴
金
》
：
用
影
像
探
寻
文
学
巨
匠
的
精
神
世
界

王
一
川年终岁末，盘

点2024年国产剧集
创作可以发现，这
一年的剧集更加贴
合社会和观众需求
变化，创作格局持
续优化，在主题表
达、题材拓展、类
型突破、叙事创新、
人物塑造、科技赋
能等方面取得重要
突破，整体品质明
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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