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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剧《我的阿勒泰》用富有

美感的画面展现荒芜的戈壁滩、

茂密的森林，彰显自由美好的生

活状态，给人带来视觉冲击和心

灵震撼。这部剧在推广和评论里

都贴上“电影感”的标签，使“近年

来富有‘电影感’的剧集为何能集

中涌现”“何为剧集的‘电影感’”

的话题走进大众视野。

“电影感”剧集创作集中涌现

“电影感”一直以来被视为对剧集品质的一

种褒奖。因为电影业比剧集业早发展几十年，

在中国剧集业刚兴起的时候，从业人员很多是

从电影业转行而来。他们将电影的制作理念和

技 巧 引 入 剧 集 领 域 ，对 剧 集 创 作 产 生 深 远 影

响。而电视频道迅速增加，需要大量作品填充

播出时段，导致剧集生产一度呈现短平快的状

态。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一些从业者和观众形

成了“电影比剧集制作更精良、更富有艺术质

感”的固有观念。《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等由电

影导演跨界创作的剧集作品强调精耕细作，呈

现出与高品质电影比肩的审美格调和艺术价

值。为了将这些作品与一味追求效率的粗制滥

造之作区别开来，“电影感”的概念应运而生。

近年来，《我的阿勒泰》《繁花》《平原上的摩

西》《微暗之火》《漫长的季节》《长安十二时辰》

等剧集创作又从视听语言、叙事手法等不同角

度对“电影感”进行诠释，使这个概念愈发充实

起来。富有“电影感”的剧集迅速增多，其实是

短视频冲击下剧集行业的自我更新行为。当

前，用手机刷短视频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娱乐生

活的重要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人们看剧

集的时间。面对这种情况，剧集领域开始积极

探索破解之道。

富 有“ 电 影 感 ”的 剧 集 涌 现 ，也 与 影 视 产

业人才流向有关。现在以微短剧为代表的剧

集 行 业 发 展 迅 猛 ，很 多 人 才 从 电 影 业 转 向 剧

集领域。比如，王家卫、周星驰等知名电影人

在 进 行 剧 集 创 作 时 ，会 不 自 觉 地 践 行 他 们 在

电 影 行 业 沉 淀 下 来 的 创 作 习 惯 和 审 美 标 准 。

不 仅 如 此 ，中 国 高 校 电 影 教 育 也 处 于 人 才 批

量 化 涌 现 的 时 期 ，这 些 受 到 电 影 专 业 教 育 的

科班人才流向剧集领域，也使剧集创作的“电

影感”越来越强。

视听画面的信息密度更大

那么，剧集“电影感”究竟是什么？它首先

体现在视听品质上。受电视荧屏尺寸限制，剧

集习惯运用中近景过肩镜头切换，依赖对白推

动叙事，让观众聚焦于密集反转的情节本身。

而电影面向大银幕，以场景叙事为基础，更倾向

于借助丰富的视点、精致的布光、多样的景别、

独特的构图和绵密的剪辑所构成的系列画面增

强信息密度与情绪张力。

所以，很多剧集借鉴电影创作的拍摄理念，

让观众能感受到犹如置身影院的强烈视觉冲击

力。比如，《我的阿勒泰》反复将角色置于美轮

美奂的空间中，通过大全景和特写的强烈对比

以及逆光的情绪感染力，渲染出李文秀、巴太和

张凤侠等人与阿勒泰的情感勾连。与《我的阿

勒泰》以户外场景为主，专注于自然对人的“唤

醒”不同，《繁花》主要依靠密闭的内景、怀旧的

逆光、重重遮蔽的景深和眼花缭乱的剪辑，来表

现社会转型期上海高速发展主题下人物的成长

转变。两部剧的场景都对现实经验形成一种

“超越”。对比大部分剧集基于现实逻辑建构的

场景，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流画面，它们的“电

影感”就呼之欲出了。

叙事更注重与主题结合

如果说诉诸感官的视听形式是“电影感”的

外在表现，那么叙事就是彰显“电影感”的内在

因素。剧集和电影叙事上最大的差别是在不同

的篇幅内处理素材。剧集像章回体小说，每集

时长四五十分钟，集数可多可少，一般采取线性

叙事手法，每集设计一个吸引人继续往下看的

悬念情节，为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作铺垫，所以给

人一种始终行进着、陪伴观众生活的感觉。而

电影只有两小时左右的时长，无论故事跨越数

个世纪还是几个小时，都得在两个小时内讲完，

更像是构思精巧的短篇小说。很多电影人在解

决这种故事时间和银幕时间的矛盾时，大胆使

用闪回、倒叙等叙事手法，建构或浓缩，或跳跃，

或混沌的时间概念。

《我的阿勒泰》就借鉴了这种创作经验。主

人公李文秀到夏牧场后，没有此起彼伏的情节

需要她去推动，所以时间被展现为一种混沌状

态。尤其是她与托肯、库兰三人去参加婚礼的

路上嬉笑打闹，穿过树林，走过草原，找野草莓、

嚼松胶、摘木耳，让观众在无拘无束的氛围中思

考人生意义。

《繁花》则以 1992 年宝总发生车祸为开篇，

以闪回、倒叙等手法穿插讲述发生在 1978 年、

1987 年等时间的故事，用碎片的时间拼贴出那

个年代独有的风起云涌以及人们的积极进取。

《长安十二时辰》则将“十二时辰”拉长至

48 集 的 容 量 ，用 稀 释 时 间 的 方 式 渲 染 悬 疑 效

果，不断强化主人公张小敬为守护长安城百姓

的安宁一次次与敌人斗智斗勇的过程。这些

作品注重时间的形式感，使叙事与所要表达的

主题紧密结合。

审美体验更加连贯完整

相较于剧集，电影篇幅较小，更容易通过显

性层面的视听设计和隐形层面的叙事铺陈，实

现审美体验的连贯性。所以，很多富有“电影

感”的剧集也从这个角度下功夫。比如《我的阿

勒泰》，无论情节如何发展，我们都能清晰感知

到阿勒泰这个叙事空间的存在。角色之间的关

系，他们的价值抉择以及观众对角色的理解都

以阿勒泰为文化底色。《繁花》同样如此，它用炫

彩迷幻的霓虹招牌建构起都市充满欲望和情感

的意境，不管情节如何跳跃，始终难以脱离这一

既定的视觉框架。

电影相较于剧集，会更有耐心经营情绪，关

注观众在故事情境中的心理感受。这种效果通

常会以留白或“闲笔”的技巧呈现出来。譬如具

有“电影感”的悬疑类型剧《微暗之火》里，林副

队长去村里调查，与村民聊完后，镜头切到一面

山墙特写，墙脊上站着一只小鸟，再接林副队长

若有所思的面孔，这就是典型的“闲笔”——画

面对比所产生的意象虽无关情节，却有着极强

的情绪感染力。

这部剧也反复使用珠帘的视觉意象，以凌

乱对撞的珠帘特写将画面中主角周洛和门外

那些嚼舌根的妇女区分开来，使小镇的人际关

系具象化。还有《平原上的摩西》的开场戏，主

角傅东心在前景与人闲谈，后景里庄德增忙不

迭地为她买汽水、船票，而在两人划船的长镜

头 里 ，船 桨 与 船 身 摩 擦 的 声 音 和 场 景 噪 声 混

合，为这对青年即将到来的缺少情感交流的婚

姻生活做出伤感无奈的评价。这种叙事技巧

为日常生活赋予一种陌生的审美价值。而系

统性地使用这些技巧，会对观众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富有连贯性的审

美体验。

除了视听画面、叙事节奏、美学质感，“电影

感”还有很多我们能够感知到却无法描述的感

受。可以说，“电影感”是一种整体气质，由创作

理念、具体技巧等综合作用而成，表达了观众对

高质量剧集创作的一种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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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执行法官》刚刚落幕。随着主人公

齐麟在执行局半年的轮岗到期，他面临重回刑

庭还是留在执行局的重要选择，最终如庭长楚

云和执行局年轻同事们所愿，齐麟选择留下，这

一笔和剧中的法官人物群像一道留在了观众心

里。同时，最初那一个个看似热闹混乱的执行

案件随着情节的展开，逐渐清晰贯通起来。剧

情虽然结束了，但执行法官的艰辛付出、责任使

命及其人格魅力，已然感染了观众。

近年来出现多部呈现人民法院办案、弘扬

法治精神的作品，在艺术表达上不断成熟、细化

深化。如《执行法官》所呈现的，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不能得到执行，群众的

利益就无法真正得到保护，公平正义、法律尊严

也就形同虚设。执行乃至强制执行正是让人民

法院的判决裁定落到实处的关键阶段与保障，

执行法官的责任之大、任务之艰由此可见。

《执行法官》的题材定位鲜明，体现了涉案

题材剧细分细化的发展趋势，即从纵跨公检法

司、律政的涉案题材剧，到表现人民法院法官审

判的法治题材剧，再到聚焦执行法院判决的执

行法官们的故事，正是国产涉案题材剧不断发

展成熟的重要表征。

《执行法官》中，齐麟、楚云和执行局的年轻

同事们马不停蹄、穿梭奔忙于一个个案件的执

行中，每个案件都不轻松，甚至危机四伏。从开

篇的方强借款房屋抵押执行案，主人公齐麟的

姑妈因事发突然、无法接受自家房屋被强制收

走而大闹现场，最终被带回法院短暂拘押；其后

的李仁欠款不还案，被执行人抵抗执行法官例

行检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执行法官面对

形形色色的被执行人与申请人，耐心细致、一点

点攻坚，让申请人和被执行人最终达到和解与

彼此谅解，既符合规范，又彰显了温情。

即使对被执行人，《执行法官》也没有对人

物身上的弱点无限放大，而是恰当呈现事理的

复杂性、人性的多面性，如状告父亲的张睿、减

肥不成功而状告训练教练钟晴的王有志，以及

霸着医院病床不走的李桂芝等。在面对老赖、

欺诈、故意隐藏转移财产甚至被执行人铤而走

险时，齐麟、楚云等执行法官们则采取有效手

段，以震慑被执行人、让判决得到执行。

由此，作品对执行、强制执行的难易程度的

把握参差错落，连带着情节的戏剧性也起伏跌

宕。《执行法官》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一味地追

求强情节叙事，而是强调执行法官工作的规范

性与人性温度。同时，在影像呈现上也没有过

度渲染执行过程的奇观化，从而使作品真实可

信，体现了创作者对现实主义精神与美学原则

的坚守。

法治题材剧中，案件常常是情节结构的基

础。其中，“串”为情节主线索，“珠”则是主线索

上的一个个支线案件。《执行法官》同样采用珠

串式结构，但“珠”与“串”的逻辑关联却颇有讲

究，情节设置更为贴近执行法官的工作生活日

常，也更为自然真实。观众最初似乎完全感受

不到珠串之间的关联而沉浸在一个个执行案件

中，这是所谓“珠显串隐”的阶段。随着剧情的

展开，“珠”与“串”的联系越来越大，及至全剧高

潮，“珠”案与“串”案则完成了“珠串合流”。执

行之艰难、执行法官为维护公平正义和群众利

益的崇高法治精神，也以一种平实素朴的方式

表现尽出，让观众为之深深感动。

除了结构的精巧设置，该剧在细节把握上

也颇见匠心。如李仁欠款不还案中，齐麟在推

算马棚面积，助理闫安阳作为技术高手，运用锚

点坐标标定法迅速推导出马棚面积，也为齐麟

发现马棚藏匿马驹的秘密提供了重要线索。再

如刘泽光车祸案中，查询的线索似已被切断，但

执行法官凭借对于套牌车问题的经验，最终发

现了端倪并让案件水落石出；刘川对儿子刘泽

光最初态度决绝，及至齐麟耐心劝慰后态度发

生了根本转变，清晰呈现出执行法官的睿智练

达与工作温度，情节也产生了柳暗花明的回转。

男女主双强的人物定位与生动多样的群像

塑造。男女主双强的人物定位是目前行业剧、

职场剧中流行的设置模式。当然，男女主都强

的人物塑造也存在相当难度，有可能越希望两

个都强，却变为事实上的两个都弱。该剧在这

方面把握的力道颇为合适：齐麟最初出外勤执

行时，虽然机智果断，但某些行为却有违规之

嫌。此时楚云的强制要求对他其实是一种重要

磨砺。其后，齐麟的睿智、勇敢兼及人情味等优

长日渐显露，也更加自然顺畅；而女主楚云同样

敢作敢当、气场强大。两人从带有偏见、彼此对

峙到相互欣赏、理解与契合的转变过程总体而

言曲折而自然。

该剧的配角大多是演技派戏骨，如饰演姑

妈姑父的萨日娜、赵君将一对敦厚善良的老夫

妇对侄子深厚的情感演绎得细腻而温柔。而饰

演执行局周磊局长的老演员房子斌对齐麟掩饰

不住的欣赏、惜才，对楚云和执行局年轻人的关

心爱护、但又不能宽纵部下的神情总是表达得

细腻精准，显示了创作者塑造人物、建构人物关

系的深厚功力。

——从《执行法官》看法治题材剧的细化与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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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执行法官艰辛有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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