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守正创新中融入时

代精神

近年来，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电视剧在创作上深度挖掘革命

历史素材，从红色岁月中寻找新

的故事灵感，从不同视角、不同

角色引领观众走进那些鲜为人

知的革命故事，力求以对时代的

还原、人物的立体化塑造及艺术

呈现手法的创新激发人民群众

根植于心中的民族热血，从而与

观众产生共情。

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鲁

迅……电视剧《觉醒年代》让无

数个历史课本上的人物变得鲜

活起来。《功勋》聚焦于首批“共

和国勋章” 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和

“高光时刻” ， 在 8 个单元剧中

以不同的叙事风格塑造了平凡而

又伟大的功勋榜样形象。

这些热播剧的创作者， 充分

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

根革命历史和时代土壤，通过守正

创新激发电视艺术的活力， 以真

挚、 朴实的故事反映时代呼声，讴

歌理想信念，弘扬中国精神。

“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在新

时代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上交出

了一份令党和人民较为满意的答

卷。 ” 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表示，

党的十九大以来， 电视艺术界始

终立足新时代的历史坐标， 围绕

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大局及重要

时间节点， 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叫

好又叫座的重大主题电视剧，取

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艺术创作少不了理论评论的

指导与辅助。“过去五年，在重点

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领域，中国

视协每年针对热播电视剧召开

一系列创作研讨会或剧本论证

会，并配合综合性的理论专题研

讨、年度座谈，如脱贫攻坚主题

电视剧研讨会、重点现实题材电

视剧精品创作座谈会等，形成了

长期 坚持 的理 论评 论 工 作 机

制。 ” 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范宗钗表示。

■ 网络传播彰显主流

价值

在总结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

剧创作成果时，《中国艺术报》

总编辑康伟表示：“无论是在演

员选择、 叙事风格还是价值取

向、 情感脉动等方面， 现实题材

电视剧均明显贴近当下年轻观众

的审美特点和关注话题来展开，

增强了亲切感、亲和力。 ” 不少作

品通过讲述青春故事， 着力展示

有志青年在建设美好生活过程中

呈现的青春风采， 由此点燃当代

年轻人的青春热情。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王一川表示：“现实题材剧创作

应注意叙述的青春化以便给青年

观众以代入感， 以纪实性表达贴

近观众。 ” 如《觉醒年代》《理想

照耀中国》《百炼成钢》《大浪淘

沙》等重点历史题材作品，通过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当代年

轻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与理解过去

的红色历史， 对当年的热血青年

为什么选择建立中国共产党，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给出了生动

的诠释， 实现了两代年轻人的隔

空对话， 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

果。 又如 《金色索玛花》《山海

情》 等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作

品， 开创了农村题材的新格局，

将爱党、 爱国、 爱人民的情怀与

青春形象、 青年风采相结合，引

领青年观众代入自我， 在剧中感

悟生命真谛。

“新时代的电视剧创作要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精神能量 。 ” 导演郑晓龙说 ，

“《功勋》 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

功勋人物自带的光芒，他们在平

凡人生中创造出的不凡功绩，为

这部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

材。 ” 他希望剧中所传达的功勋

人物的精神力量， 能激励更多的

年轻人以才智报国， 并把这种伟

大的精神不断传承下去。

“时代的文艺必然以主流价

值为底色。 ” 国家一级编剧、原总

后勤部电视艺术中心主任马继红

认为，“那些单纯为吸引眼球、拉

动流量而拍摄的电视剧，既经不

住时间的检验， 更起不到引领、

丰盈精神的作用。 ”

■ 用中国故事弘扬中

国精神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灵感源

泉。 在具有烟火气、 人情味儿的

人民生活中， 现实题材电视剧的

文学性和人文关怀不断回归，表

达了对现实的温暖关怀、对社会

现实的思考， 真切地回应人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山海情》以朴实、接地气的

叙事风格， 温情细腻的视角，描

绘出扶贫路上一个个鲜活生动的

故事和人物， 在体现主题的同时

又串联起角色的亲情、 爱情、友

情等话题， 引发观众的情感共

鸣。 《大江大河》 系列通过三个

不同的典型人物、 三种不同的经

济形态，以小见大、用点带面，全

方位、 立体式地描绘了时代画

卷、 社会风貌。 这两部作品的出

品方，东阳正午阳光影视公司副

总裁兼企划部总监陆维表示 ：

“坚守人民立场， 书写生生不息

的人民史诗，用情用力讲好中国

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 这正是我们一直

努力践行的行业理想。 ”

当下， 现实题材剧集的创作

已经成为主流和主导。 据介绍，

2021 年爱奇艺推出了国内首部

献礼建党百年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网络剧《约定》，以及《爱上

特种兵》《理想之城》 等多部优

质现实主义电视剧， 通过对各行

各业的表现， 折射人民生活、反

映伟大时代。 爱奇艺创始人、首

席执行官龚宇表示，“我们将下

力气打造更多讴歌新时代、 唱响

主旋律的主流大剧， 重点规划重

大革命、 重大历史、 重大现实题

材创作， 从采购、 自制两个方面

储备充足的精品项目。 ”

在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

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看来，“近

年来， 现实题材电视剧在创作

理念和题材表达上均有突破 ，

如强化国家叙事， 让现实题材

创作内容更丰厚； 强化现实主

义精神， 直面社会焦点 、 痛点

等， 这些为今后的创作提供了

重要经验。 ”

当然， 现实题材电视剧在创

作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面临不

少挑战。 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

视剧司副司长周继红看来，“推

动电视剧高质量发展要清醒对标

大历史、 大时代， 运用纵横坐标

法找准选题， 为电视剧创作生产

谋篇布局。 ”《人民日报》文艺部

主任袁新文则表示，“有的作品

并不能真正反映新时代火热的生

活， 有的没有把生活的真实与艺

术的真实有机融合， 有的还有些

悬浮。 ”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

记、 副校长胡智锋也强调电视文

艺工作者要不断深入生活，“植

根中国大地， 深挖细磨， 精益求

精， 坚持高质量发展之路， 不断

与时俱进探索艺术表达新的可能

性。 ”

近年来， 一批重点现实题材

电视剧用开阔的思想艺术视野开

掘了题材内涵， 用生活的真实和

情感讲好了中国故事， 用诚心和

匠心拍出了精品影视作品。 大家

期待， 未来能有更多反映火热现

实生活， 弘扬中国精神的精品力

作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

GUI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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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近日有网友反映，《喜羊羊

与灰太狼》 动画片走下坡路了，

“灰太狼不捉羊了， 也没了有趣

的打斗场面，只有偏向低龄的剧

情，看着以前童年的动画变成这

样， 心里挺不是滋味， 希望早日

恢复原版剧情和画风。 ”

动画出品方回应称，“2019

年播出的《羊村守护者》正式开

启了 ‘羊狼和平共处’ ， 现在的

故事更能扣人心弦， 主线、 主题

更清晰。 ” 并表示，一部好的作品

除了故事性和画面技术外，也需

要传递正能量和成长的力量，寓

教于乐。

这条新闻很有意思。 当年看

《喜羊羊与灰太狼》 的孩子长大

了， 能得到出品方的答复， 则是

对资深老粉的尊重。

其实，“狼不捉羊” 是个伪

问题。 《猫和老鼠》中，汤姆一

直抓杰瑞， 但从来没有真正成

功过。 《熊出没》中，光头强一

直驱赶熊大、熊二，但都没有成

功过。 严格说起来， 这些都算

“狼不捉羊” ，但没有人觉得这

样的情节设计突兀。 原因很简

单，“狼” 真捉住了“羊” ，故事

还怎么演下去———毕竟， 这是

动画片嘛！

网友疑问的点在于， 哪怕是

永远捉不住的 “假捉” ， 也应该

有，动画世界里狼和羊是对立关

系这种有限逻辑，也不应该完全

放弃。 只要故事够精彩， 能够自

圆其说，观众就会支持创作者脑

洞大开，放心创作。 但“羊狼和平

共处” 的说法，显得有些“强行

解释” 。

不过， 真正的问题或许在

于， 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使用了

“捉” 这个字眼 ，而避免用“狼

吃羊” 的说法———尽管这么说

更符合现实。提问者对童年经典

有保护欲，作答者对自己产出的

IP 呵护有加， 但事实并不像一

问一答所展现出的宾主皆欢那

么简单。

动画片受众主要是孩子，围

绕其引发的争议往往是敏感话

题，尤其是“熊孩子” 喜欢模仿

动画片情节，一旦出现问题都能

轻易引发舆论争议。

舆论对动画片进行监督是

有必要的， 但动画片创作和公

众监督的边界在哪里， 是很专

业且难有明确说法的事。 对动

画片进行评价的观众、网友、家

长， 要对动画片创作的规律和

特质有足够的了解。 同时，对于

儿童的娱乐保护， 也要有客观

的认知。

创作者敬畏舆论，从舆论中

获取创作元素，当然是可以的，

舆论中也往往也隐藏着创作的

灵感和商业的价值。 顺从舆论

进行创作， 产出双方都满意的

作品，固然皆大欢喜。 但双方意

见不同时 ， 创作者应冷静看待

舆论裹挟的杂质， 认真检视自

己的创作初心。 究竟是为了对

动画片的热爱而创作， 为了孩

子们快乐的童年而创作， 还是

为了商业利益而屈服于舆论场

上的部分声音， 为了最大化图

“安全” 、图省事而放弃一些创

意创新？ 观众意见本就是众口

难调，想让所有人满意，只会让

编剧无从下笔。

希望创作者能够以孩子的

需求为最大目标 ， 产出真正的

好故事。 如果能够赢得儿童观

众的心， 并且在创作过程中做

到坦然无愧 ， 对一些苛责可以

不必太在意。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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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家图书馆 1

月 7 日宣布， 历时 8 年之久的

国家图书馆藏清宫 “天禄琳

琅” 修复项目取得圆满成功，正

式结项。 这是自 2007 年“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 实施以来最大

的一次针对国图珍贵古籍的专

项修复行动。

据介绍，“天禄琳琅” 是清

代乾隆皇帝将皇宫各处藏书中

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

后， 掇之菁华置于昭仁殿的重

要藏书。 从建立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其间历经火、盗、兵、

蠹等劫难，致使藏书大量损佚，

664 部中已有近 60 部不见影

踪， 存世的 600 余部主要存藏

于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 目前，

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 279

部，其中宋、元刻本占比较大，

并且保存着 《钦定天禄琳琅书

目后编》 中最为珍贵的大部分

古籍。

据了解 ，2013 年 6 月，国

家图书馆古籍馆完成了 “天禄

琳琅” 未编书的编目并对其进

行了破损情况调查。 调查结果

显示， 这批书籍中 10%属于一

级破损， 急需抢救性修复。 在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经费的

支持下，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

禄琳琅” 修复项目启动。

国家图书馆藏清宫———

“天禄琳琅”

修复项目取得成功

新华社电 中国交响乐团

2022 音乐季将启，助力北京冬

奥的“欢乐颂” 开幕式演出、大

型原创交响音乐会 《山河颂》

等令乐迷期待。

中国交响乐团团长李心草

介绍，在即将到来的 2022 音乐

季中， 国交邀请著名小提琴演

奏家吕思清担任驻团艺术家；

陈燮阳、谭利华、张国勇、吕嘉、

张艺、 林大叶等指挥家将悉数

登场；大家还能领略到陈萨、袁

芳、罗维、黎雨荷、李秀英、宋元

明等客席艺术家的风采。

据介绍， 新乐季演出内容

与呈现形式亮点满满， 这其中

既有从巴洛克时期到 20 世纪

的经典交响乐和歌剧作品，也

有难度较高的无指挥室内乐演

出。国交还将首次推出《国之骄

子》“协奏曲之夜” 音乐会，全

部独奏演员或重奏组合均由国

交演奏员担纲。

传承红色血脉，弘扬民族

音乐，国交将在新乐季中推出

纪念聂耳 、冼星海、朱践耳等

中国著名音乐家的专场音乐

会，以及由少数民族民歌组成

的“爱我中华” 民歌合唱音乐

会。 此外 ，国交还将开展《红

色传承》“黄河大合唱” 国内

巡演。

中国交响乐团

2022音乐季将启

新华社电 1 月 8 日 ，由

四川省文物局组织、 多位全国

知名专家参加的石窟保护座谈

会在乐山市召开， 为屡屡出现

“脸花鼻黑” 的乐山大佛石窟

“会诊” ，开出了“治水药方” 。

乐山大佛是世界现存最大

的石刻坐佛， 通高 70 多米，距

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有 “山

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 的美

誉。 然而就是这样的红砂岩山

体，风化病害严重。

乐山大佛景区党工委书

记左小林在座谈会上介绍，由

于气候潮湿 、雨水多、依存岩

体性质等因素，长期以来乐山

大佛的水害 、生物病害 、风化

病害、修复层开裂剥落等问题

突出，这些病害反映到游客眼

里就是 “脸花鼻黑”“流泪”

“长草”“开裂” 等，而这距离

上一次大规模修缮完成还不

到三年。

据了解， 自 1914 年以来，

乐山大佛先后进行了 7 次较大

规模的表面修复， 但都没有系

统性地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表

示， 将针对系列问题 “照方抓

药” ，以新成立的四川石窟寺保

护研究院、 乐山大佛石窟研究

院为依托， 与国内外科研机构

深入合作， 对乐山大佛开展系

统化整体性保护、 跨领域多学

科研究，加强机构队伍建设，实

施一批保护利用项目。

全国专家———

“会诊” 乐山大佛

“狼不捉羊” 背后的真问题

月寒

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热播———

荧屏持续闪耀理想与信仰之光

牛梦笛 黄魏媛

����在刚刚过去的 2021 年，随着《跨过鸭绿江》《山海情》《觉

醒年代》等电视剧的陆续热播，观众从开年就感受到了主旋律

电视剧实现价值传达、艺术表达、情感触达三重统一的全面创作

态势。 随后，《大决战》《扫黑风暴》《理想照耀中国》等剧在年

中热度走高，《功勋》《对手》《埃博拉前线》 等剧在年末精彩

收尾……这些现实题材电视剧不仅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 也让

不同年龄层的观影群体在新主流故事中感受家国情怀。

日前，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创

作协调小组共同主办的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成果座谈会

上，与会专家表示，“重大主题电视剧的接续热播，让荧屏持续

闪耀理想与信仰的光芒” 。

新华社电 由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指导的体育竞技题材电视

剧《超越》已于 1月 9日开播。

该剧由张晓波导演， 李庚

希、胡军、沙溢、涂松岩等主演，

讲述了短道速滑小将陈冕因为

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凭借坚定

意志成长为国家队运动员，最

终站上了北京冬奥会赛场的励

志故事。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

短道速滑人发力加速、闪耀国

际赛场，到新一代年轻运动员

的接续奋斗 、逐梦冰上，电视

剧《超越》通过对不同时期中

国短道速滑人群像的描摹，真

实展示了中国短道速滑运动

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

国体育健儿拼搏精神的代代

相传。

电视剧《超越》：

讲述冰上逐梦 传承拼搏精神

《功勋》 宣传海报。 （资料图片）

评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