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派风格：

讲述大时代语境中的上海故事， 弘扬上海城市品格
◆文学经典为上海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滋养。 1990 年播出的《围城》树

立了电视艺术改编文学的审美标志。 此后，《长恨歌》《平凡的世界》等小
说也被成功改编为电视剧，成为上海电视剧中重要组成部分。

◆电视剧《孽债》1995 年以沪语形式播出，讲述五个孩子从云南到上
海寻亲的故事，通过荧屏故事展现上海人的生活。此后，《婆婆媳妇小姑》

《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家庭伦理剧，一直是上海电视剧的重要构成。

◆《大江大河》等记录改革进程的电视作品，也见证了上海电视剧创
作的更新：来自全国的产业要素在上海实现了无缝对接，赋予“上海出
品”新的意义。

是什么构成了 的独特魅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电视剧从无到有，从蹒
跚学步到发展壮大，以贴近现实生活的创作理念、

清新朴实的镜头语言、 浓郁芬芳的生活气息和积
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在全国电视荧屏上呈现出一
道异彩纷呈的文化景观。 沪产剧从大都市文化传
统中汲取养分，又在上海建设浪潮里获得滋养；不
仅展示出上海的人文风貌， 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
历史变迁。

“上海出品”留下了许多经典电视剧作品 ，其
中既有宏伟的史诗篇章， 也有以普通人的经历折
射时代大背景的叙事； 不但有传奇化的浪漫主义
剧集，更有接地气的现实主义作品，让观众从中感
受时代潮流的波澜壮阔， 体悟多姿多彩的世情百
态，探寻上海人的奋斗足迹，窥见这座城市的文化
底色。

去年，上海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共 51 部
2190 集，是名副其实的创作重镇。

题图为获得第十五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的电视剧 《大江

大河》海报。 该剧围绕改革开放初期三

位主角截然不同的命运展开， 再现了

1978 年至 2008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

大历史进程 ，由王凯 、杨烁 、董子健等

主演。

荩《上海一家人》讲述了女性的奋

斗故事，从中也能看到上海城市的文化

底色。该剧由李羚、何伟、谢园、龙俊杰、

孙启新等主演。

茛电视剧《围城》由黄蜀芹执导，

陈道明、吕丽萍、李媛媛等主演。 虽然

只有十集， 却是许多观众心中评分最

高的国产剧。

▲根据路遥小说 《平凡的

世界》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展

现上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

期我国西北城乡社会的巨变 ，

书写平凡人的 “中国梦”。 该剧

由袁弘、 王雷、 佟丽娅、 李小

萌等主演。

荨 《何以笙箫默》 改编自

同名小说， 是首部单日网络播

放量突破三亿的电视剧， 抛开

了虐恋桥段 ， 该剧清新活泼 ，

并出口到海外频道 ， 由唐嫣 、

钟汉良等主演。

谁能想到，上海第一部电视剧竟诞

生在食堂里！ 《红色的火焰》于 1958 年

10 月 25 日开拍，描述了上海耐酸搪瓷

厂青年工人李志祥经过一百多次努力，

终于试验成功以石灰代替电石的先进

事迹。 当时，上海电视台所在的新永安

大楼 13 楼演播室偏小， 电视剧拍摄就

搬到 11 楼的食堂里进行。 美工把食堂

窗户蒙上不透光的绒幕， 搭起布景，作

为临时片场；特技师用鸡毛掸子在灯光

前摇晃，产生了火焰跳动的感觉，以此

模拟工人试验电焊时的弧光闪闪。

艺术的火花点亮了上海荧屏，上海

文艺工作者便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

智慧 ， 勇立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潮头 。

1979 年 7 月 1 日，电视剧《永不凋谢的

红花》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不仅与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相呼

应，也为国剧在新时期迅速发展壮大拉

开了序幕。 “那个年代评价电视台的实

力主要看电视剧的创作能力，而当时上

海电视剧在全国领风气之先。 ”上海戏

剧学院教授厉震林认为， 上世纪 80 年

代，沪产剧全方位开拓连续剧、单本剧、

儿童剧、 戏曲片等艺术形式涌现，《家

风》《穷街》《陈毅与刺客》《燕儿窝之夜》

《血染的风采》《十六岁的花季》《一个盲

人的心灵》《西园记》《璇子》等精品力作

迭出 ， 显示出 “中国影视半壁江山 ”

的势头。

在不懈探索中，积淀深厚的都市文

化触发了电视剧创作者的美学自觉，海

派风格水到渠成。一批以“上海”为标识

的电视剧将清新“海风”吹进中国荧屏，

讲述大时代语境中生动活泼的上海故

事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上海传奇，潜移

默化地弘扬上海的城市精神。 《上海的

早晨》浸润着浓郁的海派风情，以生动

的镜头语言叙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的宏大篇章 ，以 “家事 ”折射时代和历

史，真实刻画了火红岁月里一代人的精

神面貌。 《上海一家人》则以平实的手法

塑造了“中国阿信”的视觉印迹，展示了

属于上海女性的独特风采，从中也可探

寻几代上海人的奋斗足迹，窥见这座城

市的文化底色。

海派风格的核心更在于将审美之思

融入奋进的时代大潮， 激发与时代同频

共振的创作豪情。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

入， 上海的影视作品纷纷将镜头对准人

民在现代化建设中多姿多彩的生活。 统

计显示，2018 年共有 32 部沪产电视剧

在全国首轮播出，其中既有《大江大河》

等反映社会转型期的沧桑巨变， 关注新

时代人们精神层面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也有《大浦东》《外滩钟声》等展示改革开

放的时代之兴， 书写建设者在逐梦路上

的艰辛与不易。 这些电视剧紧扣时代的

脉搏， 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同声

相应，用澎湃的历史诗情、生动的艺术影

像描绘着缤纷绚烂的生活画卷。

“沪味” 叙事：

突破“家长里短”的琐碎，走向更为广阔的时代生活

1981 年 ，一家 “为民点心店 ”引起

电视剧观众的兴趣，由上海电影演员剧

团拍摄的《卖大饼的姑娘》将镜头对准

了凡人小事。荧屏上的家长里短令人倍

感亲切，而其反映的待业青年就业问题

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热点议题之一。自

此， 专注于透视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

便成为上海电视剧创作的一种文化自

觉。 从对微观社会单元的细致观察入

手，进而塑造群像、描摹人情世态乃至

历史鼎革，这种聚散成团、以小见大的

叙事方法在上海影视剧创作的历史中，

有着丰富的成功例证。

沪产剧着意表现 “凡人” 的人情

美，展现“小事”的重大社会内涵，而上

海这座城市则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沛

的文化滋养。 《穷街》里窄窄的“弹格路”

与棚户翻造的简易住房，构建出大上海

版图上的一个小小 “村庄”；《十六岁的

花季》中市三女中的大草坪、南模中学

的教学楼、华东政法学院的寝室、嘉定

工艺美校的食堂，营造了少年男女特有

的生活空间……丰富多彩的荧屏世界

犹如一个多棱镜，从不同视角折射着多

元文化的都市生活。

家庭伦理剧一直是上海电视剧叙

事艺术的主流，从“三个女人一台戏”的

《婆婆媳妇小姑》， 到呼唤人间真情的

《我想有个家》；从聚焦家庭养老问题的

《儿女情长》《儿女情更长》，到探讨家政

服务和家庭养老问题的《田教授家的二

十八个保姆》， 一幕幕描绘喜怒哀乐的

生活剧出现在上海荧屏。 “在大部分作

品中都可以发现以现代市民文化为核

心的文化基因，但他们又突破了地域限

制。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吴保和认为，这

些沪产剧粗看描写的是上海市井风光，

其内里又都有着对时代的思考，“当作

品的内在文化基因与外在时代潮流发

生撞击，才形成了全国轰动效应。 ”

观众的审美情趣不断变换，沪产剧

的叙述范式也在与时俱进。上海电视剧

逐渐突破“家长里短”的琐碎，走向了更

为广阔的时代生活。 《爱情公寓》 将单

身男女的生活呈现得淋漓尽致、趣味十

足；《大好时光》捕捉到了当下都市人对

婚姻家庭的看法；《幸福一家人》剖解城

市青年面临职场与婚姻抉择时的心路

历程；《小别离》《小欢喜》 稳准狠地击

中了中国式家长们的生活痛点……这

些作品机敏地强调了角色的心理意识，

从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透视时代

图谱和社会现实，兼顾了戏剧张力和社

会容量，引起广泛的共鸣。

上海品质：

跳出“符号上海”，小荧屏投射城市精神大格局

如今看来，1990 年播出的 《围城》

仍标志着电视剧与文学作品融合所达

到的最理想的审美境界，那一方用视听

符号构架起的形象生动、感情深邃的意

象世界，令观众难以忘怀。 浩渺的文学

宝库为上海电视剧创作源源不断地提

供着养分，《孽债》《长恨歌》等也走出了

自己的文学改编之路。 35 集电视连续

剧《长恨歌》根据王安忆的同名小说改

编，原著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生活

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们历经的理想愿

景，她们对爱与真的追求，她们的成与

败，随着电视剧的铺陈在观众面前徐徐

展开，也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从上世

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

堪称上海当代电视剧现实主义海派美

学的代表作。

美，并非一成不变。近年来，电视剧

创作思路不断拓宽，上海文艺工作者以

广阔的胸襟和长远的眼光，跳出“符号

上海”的狭小格局，成为担当中国文艺

风潮的重要力量。 《亮剑》把观众带回硝

烟四起的战争年代，描摹革命军人的英

雄形象；《平凡的世界》 展现上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我国西北城乡社会

的巨变，书写平凡人的“中国梦”；《大江

大河》 演绎了乡村改革的艰难历程，以

普通人的视角见证时代变迁……这些改

编自文学作品的优质电视剧， 从主演到

编导再到制作团队， 来自全国的产业要

素在上海实现了无缝对接。 “上海出品”

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上海已成为中国优

秀影视文化的集成地， 吸收全国优秀的

影视文化资源，更多优秀的中国故事在

上海得以清晰地阐述和传播。

“上海出品” 的高水准也受到了全

球观众的认可。 上世纪 80 年代，上海

电视剧就悄悄地走向世界 。 《穷街 》

1987 年 10 月在日本札幌举行的第三

届世界电视节上获纪念奖， 这是中国

电视剧第一次在外国举办的国际电视

节上获奖；儿童推理电视剧《窗台上的

脚印》，1989 年在保加利亚获 “普鲁夫

迪夫金盒子”大奖，是我国第一部在国

际上获大奖的儿童电视剧。第一部在海

外播出的上海电视剧是《济公》，此剧在

新加坡播出后，那首“鞋儿破，帽儿破”

主题歌竟风靡星岛。 随后，《浣纱女的传

说 》《秦王李世民 》《孙中山与宋庆龄 》

《秋海棠》《家春秋》《花鸽子》 等相继在

海外电视台播放。 近年来沪产剧“走出

去 ”的步伐持续加大 ，截至 2018 年已

出口到全球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 。 上

海出品的 《生活

启 示 录 》 《 小 别

离 》 在乌兰巴托

觅到知音 ；《媳妇

的美好时代 》在

非洲热播 ， 引来

坦 桑 尼 亚 观 众

集体点赞……改

革开放以来的上

海影像在全球观

众 面 前 缓 缓 舒

展 。 一批优秀的

现实主义作品因

为描绘当代人相

似的生活境遇 ，

蕴含着普遍的人

类情感而打动异

国观众 。 除了切

近的情感 ， 海外

观众对剧中呈现

的今日中国之美

景也大为赞叹 。

上海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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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电视剧
成为担当中国文艺风潮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