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门“显学”：

在中华民族精神
建构中发挥独特而重
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70年，而中国的第一
部电视剧 《一口菜饼子 》问世于1958

年，迄今也度过了花甲之年。 其实，中
国电视剧创作的真正迅猛发展， 是之
后伴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历史进程的事。想当年，全国电视
剧的年产量不过百余集， 创作和播出
的电视台也仅只京、沪、穗三家。 看如
今， 电视剧作为中国人民审美地把握
世界的一种方兴未艾的现代艺术 ，其
覆盖面之广、 影响力之大、 穿透力之
强、观众之多，已经为别的文学戏剧电
影艺术形式所难以企及。 中国电视剧
的年产量早已逾万集，观众亦过十亿，

播出的电视台遍及中央和省、地、县千
余家。 它在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
和艺术鉴赏活动中， 占据一席独特而
重要的位置；它在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建
构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可以
说，它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和一门“显学”。秦
文，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
代文艺总有一代的标志性的重要艺术
样式，成就这门艺术样式的“显学”。

美学追求：

经过纪实美学 、

形式美学的探索，找
到了意境美学的道路

首部国产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是
现代化的电视技术与话剧艺术结缘的
产物。 自此，中国电视剧创作在美学追
求上，就与话剧美学有了密不可分的血
缘联系。 中国电视剧的第一代导演、编
剧、演员，大都来自话剧界。 进入新时
期，年轻的电视剧不仅继续向话剧美学
吸取营养(如首部长篇电视剧《敌营十
八年》等)，而且更注重向“老大哥”电影

美学吸取营养。 之后，有鉴于银幕视听
艺术与戏剧舞台艺术在语言审美优势
和时空观念上的差异，著名电影美学家
钟惦棐石破天惊地提出了 “电影与戏剧
离婚”的命题，赞之者众，非之者亦不乏
其人。这也影响到年轻的电视剧界，喊出
了“摆脱和突破话剧美学禁锢”的呼声。

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 电视剧领
域的美学变革，都与电影界密切相关。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新闻摄
影师出身的导演张绍林等为代表 ，在
荧屏接过了“第四代导演”的中坚人物
郑洞天、 张暖忻等举起的纪实美学大
旗，创作出了以《好人燕居谦》《有这样
一个民警》和《九·一八大案纪实》《新闻
启示录》《女记者的画外音》等为标志的
纪实性电视剧。稍后，受电影界“第五代
导演”张军钊、陈凯歌、张艺谋等影响，

年轻的电视剧界不甘滞后， 以潘小扬、

何为、张鲁等为代表，创作出《希波克拉
底誓言》《南行记》和《太阳从这里升起》

等导引电视剧语言美学风貌发生深刻
变革的新作品，彰显出鲜明的形式美学
追求倾向。 再往后，电影界以《黑骏马》

《红高粱》《黑炮事件》为代表，兼容并收
了此前纪实美学与形式美学的优长，规
避了两者单一追求势必造成的弊端，升
腾到意境美学的更高境界；年轻的电视
剧界也紧紧跟上，从杨阳的《记忆的证
明》到郭靖宇的《最美的青春》等一系列
精品力作，都奋进在由高原攀登高峰的
意境美学的道路上。

从新时期之初的纪实美学到之后
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的形式美学 ，再
到新时代攀登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讲
品质、讲格调、讲责任的意境美学即人
民美学高峰———这便是新中国电视剧
艺术坚守不懈的美学追求。

历史追求:

在唯物史观烛照
下， 与时代共同着脉
搏，与人民共同着呼吸

中国电视剧自诞生便是电视台播
出的文艺节目重要内容之一， 它自然
也受到电视新闻品格的影响， 在其历
史追求上强调表现尽可能深广的历史
内涵，努力与时代共同着脉搏、与人民
共同着呼吸。

改革开放以来， 紧随着文学界现
实主义复苏后在创作上出现的变化 ，

荧屏上也相继问世了如潘小扬执导的
《无人知晓的世界纪录》、 蔡晓晴执导
的 《磋跎岁月 》、都晓执导的 《颍河故
事》、张新建执导的 《孔子 》等电视剧 ，

以呼应文学界的追求。 之后，在“弘扬
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宗旨的引领下 ，

一方面，直面人生、开拓未来的描写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电视剧如雨后
春笋，一发而不可止。 反映农村变革的
代表作先有《篱笆、女人和狗 》《古船 、

女人和网 》《辘轳 、 女人和井 》 “三部

曲”，后有《希望的田野》《美丽的田野》

《永远的田野》“三部曲”等 ；表现工业
题材的代表作有《大潮汐》《中国神火》

《车间主任》《钢铁年代 》等 ；描写军旅
生活的代表作有 《突出重围》《士兵突
击》《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为家
庭婚姻谱写精神图谱的代表作有 《离
婚前后》《牵手》《金婚》等；为当年青年
传神写貌的代表作有 《外来妹》《北京
青年》《我的青春我作主》等……总之，

题材广泛，繁花似锦，努力在荧屏上奏
响时代主旋律，反响人民心声，满足人
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

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方兴未艾。 以
杨洁、王扶林等导演为先，瞩目古典名
著， 先后把 《西游记》《红楼梦》《水浒
传》《三国演义》成功搬上荧屏。更有不
少编导， 把创作目光投向中华民族灿
烂悠久的历史富矿，把历史当作一面镜
子、一位智者，创作出了《雍正王朝》《汉
武大帝》《大秦帝国》等一系列具有较高
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的作品。

而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更是中
国电视剧的一大优势和一大特色 ，是
对中国当代文艺乃至人类当代艺术的
独特贡献。 编剧王朝柱是最杰出的代
表， 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鼎力支持
下 ，从40来岁写到近80岁 ，写花了一
头黑发，写掉了一腔白牙，用心、用情、

用功创作了 《长征》《延安颂》《辛亥革
命》《八路军》《太行山上》《解放》《换了
人间》等20余部600余集电视剧，把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
革命历史完整地艺术地搬上荧屏 ，成
就了一部形象的教科书。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电视剧界
认真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举精神之
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创作出了
如《寻路》《海棠依旧》《焦裕禄》《彭德怀
元帅》《温州一家人》《鸡毛飞上天》《白
鹿原》《大江大河》《可爱的中国》《特赦
1959》 等一批具有精神高度、 文化内
涵、 艺术价值的攀登高峰的精品力作。

显然，在唯物史观烛照下，中国电视剧
艺术反映的历史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

都越来越启智养心，培根铸魂。

风格呈现:

以高度文化自觉
与文化自信， 创立独
特的艺术风格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 、文
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
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国家、民族如此，

电视剧艺术亦应如此。 坚守有中国特
色的电视剧艺术发展道路，这特色，在
相当意义上与风格、精神攸关。 风格即
人，这指的是风格与创作主体的关系；

而风格于作品，即标示着特色。 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孕育一方艺术。

中国电视剧艺术在其发展的历程中 ，

相继形成了几种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

色和审美优势的风格———

“京味电视剧”。 从《渴望》到《编
辑部的故事 》，从 《京都纪事 》到 《共和
国往事 》，从 《北京人在纽约 》到 《金
婚》，从《正阳门下》到《芝麻胡同》……

这批 “京味” 十足的作品标识着北京
电视剧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

“海派电视剧”。从《结婚一年间》到
《上海一家人》，从《十六岁花季》到《上
海的早晨》，从《孽债》到《大浦东》……

这批“海派”风格的电视剧标识着上海
电视剧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

“粤派电视剧”。 从《公关小姐》到
《外来妹》，从《商界》到《情满珠江》，从
《英雄无悔 》到 《和平年代 》……这批
“粤味”浓郁的作品呈现出广东电视剧
艺术的辉煌成就和审美优势；

“浙派电视剧”。 从《你为谁辩护》

到《中国商人》，从《温州一家人》到《鸡
毛飞上天》 ……这批江南风味的作品
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现了浙江电视剧的
风格、特色和成就；

“鲁派电视剧”。 从《武松》到《高
山下的花环 》，从 《大运河 》到 《大染
房》，从《闯关东》到《沂蒙》……这批洋
溢着齐鲁文化风采的作品， 代表了山
东电视剧的品质和风格；

“江苏电视剧”。 从《秋白之死》到
《小巷名流》，从《吴贻芳》到《戈公振》，

从《果子巷》到《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批侧重于凸现为江苏文化名人立传
的作品， 标志着江苏电视剧的主要实
绩和艺术风格；

“燕赵电视剧 ”。 从 《打狗棍 》到
《神医喜来乐》，从《荀慧生》到《在桃花
盛开的地方》，从《我的故乡晋察冀》到
《最美的青春 》……这批展现 “燕赵大
地多慷慨悲歌之士”的作品，铸就了全
国瞩目的“河北现象”；

“巴蜀电视剧”。 从《巴桑和她的
弟妹们》到《南行记》，从《死水微澜》到
《淘金记 》，从 《四川好人 》到 《壮士出
川 》……这批既麻辣又幽默的 “川味 ”

作品， 标志着四川电视剧艺术的黄金
时节和风格魅力；

“晋派电视剧”。 从《无字的歌》到
《大西北人 》，从 《太阳从这里升起 》到
《有这样一个民警》，从《沟里人》到《李
家大院》 ……这批将纪实与写意结合
的“晋味 ”作品 ，代表着山西电视剧的
审美风格和主要成就；

“东北电视剧”。从《雪野》到《努尔哈
赤》，从“农村三部曲”到《钢铁年代》……

这批在荧屏刮起“东北风”的作品将永
远留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册上。

我之所以忠实地将在新时期、新世
纪、新时代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上确曾
以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和审美优势创
立过独特的艺术风格的流派逐一道来，

正是因为实践已经雄辩证明：这种以高
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去高扬地方
文化优势、配置地域文化资源、创立独
特艺术风格的电视剧创作思维与道路，

才是有自己特色的可持续健康繁荣的
康庄大道。全国各省各地均如此，那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剧百花园何愁
不能真正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万紫千
红、百花齐放！当然，倡导各省坚守自己
的独特艺术风格，并以此为主，并不意
味着不可以美人之美，创作别样艺术风
格的作品， 这也是百花齐放的题中应
有之义。

◆ 第一部国产电视剧
《一口菜饼子》 1958 年

◆ 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
《敌营十八年》 1981 年

◆ 第一部投拍的改编自四大名著的电视剧
《西游记》 1986 年

◆ 第一部基地化生产的室内剧
《渴望》 1990 年

◆ 第一部国产情景喜剧
《我爱我家》 1993 年

◆ 第一部国产古装情景喜剧
《武林外传》 2006 年

▲ 《人间四月

天 》 （2000 年 ），由

黄磊、 周迅、 刘若

英、伊能静等主演

荩 《我的前半

生 》 （2017 年 ），由

马伊琍 、 靳东 、袁

泉、雷佳音等主演

茛 《鸡毛飞上

天 》 （2017 年 ），由

殷桃、张译等主演

▲

《
红
楼
梦
》
（19

8
7

年
）
，
由
欧
阳
奋
强
、
陈
晓
旭
等
主
演

———新中国成立 70年电视剧创作四题

仲呈祥

荩 《琅琊榜 》

（2015 年）被视为网

络 IP 影视改编的标

杆之作，思想立意和

美学品格兼具，获得

第 30 届中国电视剧

飞天奖优秀历史题

材类电视剧奖和优

秀导演奖 。 主演胡

歌也因该剧从偶像

派转型为演技派。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有恩师钟惦棐先生晚年发表于《文汇报》的传世论
文《谢晋电影十思》为范，值新中国 70 华诞之际，斗胆
学而效之，试作《新中国成立 70 年电视剧创作四题》。

题记

中国电视剧的那些“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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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电视剧第一生产大国这样炼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