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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 影

2024 年以来，国产剧集坚持主题化创作

与多元化创作并重，注重从时代的变化发展

中捕捉故事、塑造人物，强化在题材、内容、手

法上的全方位创新，现实题材创作绽放荧屏，

优秀作品频频出圈，国产剧集的思想性、艺术

性进一步提升。

紧扣现实

回望上半年电视剧创作，突出的亮点是

现实题材剧在荧屏热映。创作者更加注重从

经典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注入时代精神，展

现缤纷气象。今年 1 至 5 月，全国电视剧拍摄

制作备案公示的剧目中，当代题材为 173 部、

5564 集，分别占比约 66%和 64%。上星频道

晚间黄金档播出首轮剧 42 部，现实题材剧集

为 29 部，占比约 70%。

这些现实题材剧集具有明显特点：

一是展现时代的风云变化，反映人间冷

暖与生活的多样化。《繁花》改编自茅盾文学

奖同名获奖小说，讲述了上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上海的社会变迁，刻画了阿宝、玲子、汪

小姐等性格鲜明的人物。繁华的南京路、雨

后的石库门、努力追寻理想的男男女女，在导

演王家卫精雕细琢的影像中绽放出别样风

采，而一首首怀旧金曲唤醒了人们的集体记

忆，增强了作品的共鸣度。《南来北往》表现新

老两代铁路干警并肩作战，守护乘客生命和

财产安全，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

百态。《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围绕宋运辉等 4

个年轻人的成长、创业经历，讲述上世纪 90

年代普通人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曲折前进的故

事。

二是更注重穿透生活的表象，既不回避

矛盾，敢于触达问题根本症结，又用温暖的笔

触传递普通人面对困难的积极乐观态度，体

现人文关怀。《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讲述两

个普通家庭因车祸而遭遇生活逆境，但最终

他们以不同姿态重新站了起来。《烟火人家》

中，不同年龄段女性面对婚恋和家庭生活中

的问题与困惑彼此支撑、共同成长。《玫瑰的

故事》塑造了黄亦玫、苏更生、姜雪琼等独立

自主的当代女性形象，编织出一部精彩的女

性成长史。《谢谢你温暖我》用“渐冻症”患者

案例展开对生命意义与人性光辉的温情探

讨。这些作品紧扣现实生活，既有笑点又有

泪点，引发观众共鸣。

多维创新

今年上半年，创新成为贯穿国产剧集创

作的一大关键词，创作者们更加注重开掘新

题材，同时对类型创作进行升级，使国产剧集

呈现出丰富多元、百花竞艳的景象。

一是剧集创作注重题材创新，或表现以

往较少展现的历史侧面，或表现时代发展中

的新行业、新领域，填补相关创作空白。《问苍

茫》以青年毛泽东的视角深入展现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军旅剧《海天雄鹰》

通过荧屏揭秘航母舰载机试飞员的训练和生

活日常。《追风者》用新颖的金融视角，展现中

国共产党人在动荡年代里追寻信仰和理想的

历程。《群星闪耀时》通过青春视角和生活流

手法，创新性地讲述一个青年人成长为革命

者的故事。

二是行业剧更注重专业知识普及、艺术

表达、类型融合的平衡。金融剧《城中之城》

表现了多项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金融服

务，直面转型中的中国金融体制。医疗剧《手

术直播间》讲述不同科室的医生携手面对罕

见病、进行高难度手术以及处理一系列突发

状况的故事。整体看来，当下的行业剧正逐

渐回归到行业和职场，进行更深入的开掘。

三 是 古 装 剧 创 作 的 正 剧 化 倾 向 更 加 明

显，作品突破围绕宫廷权谋和江湖争斗、儿女

情长展开叙事的惯例，更多地融入当下视角，

颇具现代性。《庆余年》第二季中，男主角范闲

化身为正义的使者，体察民间疾苦，智勇双

全。《天行健》多条线索并行，反映了晚清时代

热血青年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奋斗精神。《与

凤行》以烟火日常感和喜剧氛围破局同类题

材，深化了对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描绘，展现

了更为复杂的人物关系。

提质升级

近年来，台网融合趋势更加明显，行业创

作理念与观众审美水准进一步提升，这些都

对剧集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2024 年上半

年，网剧创作更加注重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

提质升级。

现实题材网剧创作达到新高度。今年 1

至 5月，备案登记网络剧共 200 部、4883集，其

中，现实（当代）题材共 145 部，占比超过 70%，

表明现实题材创作成为网剧主流。《我的阿勒

泰》改编自同名散文集，入围第 7 届戛纳国际

电视剧节最佳长剧集竞赛单元，作品不依靠强

情节、快节奏、多反转的戏剧元素，而是将意涵

隽永的文学作品转化成富有诗意的影像语言，

展现了天高地阔的大草原上汉族、哈萨克族、

蒙古族等多民族人民守望相助的感人情景。

作品在海外多个国家主流电视频道播出，被认

为是拓展民族影视创作的样本。

悬疑剧也在影像、叙事上有所创新，不断

增强观赏性、思想性、人文性。《新生》通过不

同角色的多重视角叙事，增强了故事、人物的

复杂度，在影像、场面调度、剪辑上具有电影

感。《看不见影子的少年》不过度追求推理破

案的复杂化，而是引导观众更好地感受人性

的幽微嬗变。

古装网剧与喜剧、综艺、漫画等类型融合

趋势加强，进一步创新表达方式，特别注重增

强剧集与当下的联系。如《大王别慌张》源自

综艺与剧集的 IP 联动，巧妙地将现实百态与

《西游记》的元素相融合，剧中折射的职场百

态让中青年观众产生共鸣，也让市场看到了

喜剧的潜力和新机。《大理寺少卿游》改编自

漫画《大理寺日志》，讲述大理寺众人在洛阳

城的日常工作以及在白猫少卿李饼带领下屡

破奇案的故事，整体风格诙谐幽默。

今年以来，国产剧创作整体上高质量发

展步伐加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期待创作者进一步强化创新，用精彩故事不

断开拓文艺新境界，书写新篇章。

□ 胡 祥

2024 上半年国产剧集观察——

描绘生活百态 彰显时代精神

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出品的文化类

纪 录 片《“ 字 ”从 遇

见 你》第 二 季 延 续

了 第 一 季 的 风 格 ，

每集只有五分钟的

篇 幅 ，结 合 孕 育 汉

字 的 古 人 生 活 场

景 ，讲 述 汉 字 的 造

型 来 源 及 发 展 流

变 ，充 分 彰 显 中 华

文化的魅力。

该节目紧扣文

字 本 体 展 开 叙 事 。

《“字”从遇见你》一开

始就抓住了困扰现代

人的一个痛点——

网 络 时 代 ，使 用 键

盘 的 场 景 多 、手 写

的 场 景 少 ，很 多 人

提笔忘字，提出“那

字 怎 么 写 来 着 ”这

个 看 似 简 单 的 问

题 ，然 后 从 发 明 及

运用文字的特定情

境 及 内 涵 入 手 ，阐

释中国文字作为思

想 载 体 的 文 化 内

质。节目第二季从

“自我”系列开篇，

以全新跳脱的方式

“遇见”了与“自我”

关 联 紧 密 的“ 友 ”

“齿”“自”“口”“面”

五个汉字。之后，

又 以“ 山 河 ”为 主

题，从“田”“明”“山”“川”“星”五字的讲解中让我们

重新“遇见”那些我们习以为常，但又少有关注的环

境。接着，又以“生活”为主题，用“网”“印”“朋”

“匕”“飨”五个字将历史的“冷”知识，精心“烹制”为

一道道老少咸宜、滋味丰富的文化“大餐”。

从甲骨文、金文到简体字，汉字的形态和内

涵在不断地演变发展。这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

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进步，也展示了汉字作为一种

文化符号的强大生命力。《“字”从遇见你》从字出

发，以灵动的画面与对话感极强的解说配音，生

动展现汉字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词汇、成语产生发

展的来龙去脉。比如，关于“友”这一文字，创作

者并不急于讲这个字，而是从组成“友”字的“手”

的象形含义开始，不仅把“手”字的进化讲明白

了，还把中国人对于“友”这个字“同向同行”的认

知和理解讲得透彻生动，做到了视听元素丰富，

叙事编排巧妙，解说轻松幽默，金句段子频出。

《“字”从遇见你》之所以能这样吸引人，在于

创作者不断地探索属于这个时代的新表达方式。

首先，五分钟的时长契合习惯碎片化阅读的受众

的观赏需求，这当然提高了创作难度。创作者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使用丰富多样的镜头画面梳理，

阐释清楚了一个汉字的前世今生，看似跳脱却又

张弛有度、看似凌乱却又逻辑严谨。其次，《“字”从

遇见你》对比较艰涩的文字的文化内涵进行解释

时“举重若轻”，将黏土动画、数字特效等视觉特效

和轻松诙谐的配音解说相融合，打破了不同受众

的次元壁，做到了老少咸宜。最后，《“字”从遇见

你》的“遇见”二字用得尤为精妙。“遇见”总会给人

以期待和惊喜。当观众在纪录片中遇见文字，遇

见文化，遇见美，对汉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们对

汉字的创造性运用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字”从遇见你》坚守文化之美、坚持创造之

美，不仅是对汉字文化的深情致敬，更是对现代人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一次有力呼唤，为人们提

供了一种认知和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新视角，

为短视频时代文化传播树立了典范，为从业者和

创作者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以及如何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路径及方法提供了新思路。

□
刘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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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李白有乡愁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我们从哪里来？这是唐人李白在《下终南

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中写下的回答。我取其

中二句来作为纪录片《记住乡愁》开播十周年的

回望主题，想象着诗人戴月而归回望来路青翠

生机无限，沿着这条路行走千年，就是中国人荡

气回肠的诗意乡愁，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来时路。

我总在想，若是李白有乡愁，他的乡愁又是

什么？说起来，我和李白是老乡，他的祖籍是陇

西成纪，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秦安县，有种说法

称他出生于西域碎叶城，又成长于绵州青莲乡，

即今四川省江油市。我和他一样，既未在祖籍

地出生，也未在祖籍地成长，只是模模糊糊地记

住了那个生命的源头。直至《记住乡愁》来到天

水古城，从天水伏羲庙中走出的那一刻，看到迎

面扑来的“泽被华夏一万年”这句话时，才恍然

明白了故乡以及乡愁的真正含义：那是我们每

个人的文化底气以及精神血脉。

所 谓“ 成 纪 ”，缘 于 古 人 把 十 二 年 定 为 一

纪。我的理解，“成纪”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使命，

就是要让自己镌刻于时光之上。以李白的大地

壮游为例，其漫游时间之久，漫游地域之广，都

堪称大唐诗人之首。出川之后，自江陵南下，“浮

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

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

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

地，游踪所及，几半中国”。他用脚步丈量壮美的

山川大河，以诗篇完成了自己的“归乡记”。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

明月清风我。

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

个。风月平分破。

我们向何处去？这是宋人苏轼在《点绛唇·

闲倚胡床》中的一语道破的“天机”。

乡愁之乡，其实不等于“乡村”，代表着从古

至今以梦为马的不灭理想，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和

谐与幸福的“桃花源”。所以，记住乡愁，记住的

绝不仅仅是具体的故乡，而是等同于“生年不满

百，常怀千岁忧”的永恒天问。万物有灵，天地有

序，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排列规律，而“我”要与

“明月清风”同坐，在天地之间自觉谦卑而渺小。

所以，我们才要敬天礼地、重孝爱人、天人合一。

《记住乡愁》“古村”系列中的农耕文明，那

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的天伦；“古街”与“古镇”系列中的宗

族之治，那是“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的伦常；“古城”系列中的家国之心，

那是“建章立制，遵约守契，义利有度，合作共

赢”的伦理。再到今日所要重光之“门楣”，那是

“文化溯源，文化洞察，文化寻根”的绝伦，是要

通过这“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造相”来展示我们

一代代传承的民族精神。

福州三坊七巷，曾经出现在《记住乡愁》的节

目中。那里有一幢特别的名人故居，大宅门前立

柱上各挂一块牌匾，右边是“林觉民故居”，左边是

“冰心故居”。在这同样的中国屋檐下，先后走出

过两位“大写”的人：一位为砸烂旧世界而英勇赴

死，投绝笔《与妻书》为檄；一位为建造大爱屋而毕

生从文，写名篇《小橘灯》为炬。1911年 4月，曾写

下豪言“少年不望万户侯”的林觉民，回到福州与

当地革命党联络，筹集资金，组织一批仁人志士前

往广州准备反清起义。4 月 27 日，广州起义打

响。林觉民在随黄兴攻打总督衙门时中弹力尽被

俘。林觉民《与妻书》将缠绵悱恻与壮怀激烈尽现

纸面，不由得让人生出追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家

国情怀，让人可以义无反顾慷慨赴死？

今天，乡愁既是追溯的方向也是展望的视

野。在全球化时代，需要我们再从古村、古镇、

街区、古城里头，去探寻中国人赖以生存在天地

间的那些法则。

□ 张海龙

纪录片《记住乡愁》开播十年——

影像记录来时路 7 月 18 日，电影《天盖勒》媒体见面会暨点映

礼举行，导演黎涛，制片人刘青录，编剧王寿华，

主演夏望、刘畅、李昊泽等主创人员出席活动。

这部影片讲述了女大学生安朵拉返乡推进祁

连山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致力家乡生态旅游资

源开发，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探索草原绿色生

态经济模式，带领农牧民建设美丽家乡的故事。

据悉，该片从确定选题、剧本创作、开机拍摄、

后期制作到取得公映许可，共历时 3年时间。影片

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各族人民致力草原生态保

护、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实践为素材，以基层干部深

入带领农牧民易地搬迁、携手建设幸福新家园为

主线，塑造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坚持和担当，是宣传

民族文化、民俗风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展现优美壮

阔自然风光和生态保护成果的鲜活影像。

（雷媛）

《天盖勒》举行点映礼

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为主题，从 2015 年至今，纪录片《记

住乡愁》已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

国际频道连续播出了十年，以每年一季、

每季 60 集的体量，记录了 600 个中国古

村、古镇、历史文化街区、古城的故事。

乡愁从何而来？如何记住乡愁？请

与《记住乡愁》策划、撰稿张海龙一起，追

溯中国人的文化底气以及精神血脉。

资 讯

电视剧《追风者》海报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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