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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怎么
又上热搜了。”《觉醒年代》导演
张永新对记者说道。这些天，不
少网友发现《觉醒年代》撞上了
多地的高考作文题， 正在上海
参加电视节的张永新对此进行
了回应。 “后来想一想，好像是
偶然，可能也是一个必然。今年
正逢我们党的百年华诞， 在这
么一个时间节点上， 高考的内
容也反映出中国当下的精气
神。 ”张永新表示。

以 1915 年 《青年杂志》问
世到 1921 年《新青年》成为中
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觉
醒年代》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用短
短六年的时间维度讲述一个思
想巨变的过程， 张永新坦言这
是他入行从事导演工作 20 多
年以来最艰难的一次创作，但
也是最踏实的一次工作。

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张永
新注意到剧迷们经常用这两个
词来形容《觉醒年代》。 他也问
自己，让观众真正沸腾的、感动
的究竟是什么？ 思考之后他得
出了答案———中国人的 “同频
共振”。 “100 年在历史长河当
中是很短暂的一瞬， 但这个一
瞬间是几代人用心血铸成的。

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我希望
借这部作品和观众们共勉。 ”

《觉醒年代》播出后成为当
之无愧的爆款， 收视群体中年
轻观众更是成为中坚力量。 越
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主旋律，张
永新并不觉得意外。“生活在当
下中国的自豪感是每个中国人
感同身受的， 但是这个自豪来
得不容易，在《觉醒年代》播出
的时候， 恰恰和百年之前的中
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所有人
对这种感受都是特别强烈的。”

年轻人对作品的关注让张
永新相当欣喜， 他也因此学会
了看弹幕，并深深为“这?青年
观众”所打动。 “我还第一次知
道 yyds（‘永远的神’字母缩写，

网络用语，代表最高赞美）的意
思。”他笑着对记者说，“这是年
轻朋友用一种非常活泼自然的
表达方式直抒胸臆， 表达对一
部剧的喜欢。 ”“我知道用真诚
的态度把我们所理解的真实，

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呈现出来，

一定会得到青年观众的认可。”

张永新同时寄语今天的年轻
人，“把喜欢这部剧的动力变为
在生活中的一个动力， 建设好
我们的祖国。 ”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6 月 10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燕 5

?拥抱真实，才能为精品创造更多未来”
人气口碑作品主创齐聚白玉兰电视论坛，这群国剧中坚力量不约而同地认为———

《觉醒年代 》《山海
情 》《跨过鸭绿江》《在一
起》……回顾过去一年的
中国电视剧，这些名字都
闪烁着耀眼光芒。它们用
精益求精的创作让主旋

律深入人心，用满腔热忱讲述中国故事。

回望历史，正视当下，现实生活是人类
共情的基本语境。当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成为创作的蓝本，时代遭遇和社会变化震动
人心，真实成为创作的核心。 在昨天举行的
第27?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电视论坛上，这四
部作品的主创们齐聚一堂，分享对精品电视
剧的理解，共同呼吁“让作品真些、真些、再
真些”。

作品的底气来源于现实
的千钧之力

“这部剧回答了萦绕在观众心中的一个

问题，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中国人民志
愿军凭什么敢于作战、能够作战并且获得胜
利。 ”《跨过鸭绿江》 的总制片人王浩表示。

2020年底，抗美援朝主题电视剧《跨过鸭绿
江 》播出 ，平均收视率1.3，最高收视率1.7，

打破了央视综合频道近年来的收视纪录 。

用王浩的话来说，《跨过鸭绿江》 的制作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阅读几百万字的资
料、 邀请抗美援朝史学专家挑选重大事件
和人物，这部全景式、史诗般的作品凝聚了
主创团队幕后大量的心血。

看完《装台》，有观众评价“电视剧终于
又落地了”。 编剧王丽萍则用“热气腾腾”来
形容这部作品。要讲述好一群舞台搭建者生
活中发生的酸甜苦辣的故事，离不开创作者
对生活的深扎。 据出品人任双有介绍，《装
台》的小说作者陈彦为创作在劳务市场积攒
了十年都写不完的故事。演员在开拍前提前
一个月就进入剧中的城中村体验，编剧更是
早在此生活了十年。“平凡中见伟大，伟大中
见平凡。”任双有说，“因为有优点、缺点和特
点，每个人物都活灵活现。 ”

“真实有着千钧之力。 ”时代报告剧《在

一起》 的制片人吕超非常在意观众对作品
的评价。 以十个单元故事塑造了一批可歌
可泣的平民英雄群像，《在一起》 生动展现
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疫精神。 生活比戏剧
精彩，真实比虚构动人，剧中95%的角色都
有着原型人物， 编剧之一的六六在接到创
作任务后第一时间便提出———“我要去武
汉。”“2020年中国是怎么抗疫的？我会回答，

就看《在一起》。 ”吕超说道，“这部作品真正
实现了记录时代、抚慰人心。 ”

好作品观照当下，更予
人以希望

生活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

然而文艺作品背负的使命又远不止于此 ，

如何用艺术的方式引导观众遇见光明和美
好，这是国剧担当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自己的国
家，我们不爱，谁爱？ ”《觉醒年代》中李大钊
在火车头前的演讲片段打动了许多人。导演
张永新特别提及这段戏的拍摄过程，“那场

戏我们动员了350多个群众演员， 当台词说
出来我喊停的时候，现场没有人动，我注意
到无数双眼睛都是晶莹剔透的，甚至热泪盈
眶的。那一刻戏里戏外，画内画外，我们都只
有三个字———中国人。 ”

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播出后不仅
收获了国内剧迷的好评，在海外网站上线后
也成了爆款。但该剧的创作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剧组在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 采风过程
中，当地人直接向编剧王三毛抛出问题：“你
们怎么又要写这个东西？ 这个题材拍过电
影，也编过舞台剧，但是大家都不太喜欢，现
在要做电视剧，是不是资源的浪费？”果不其
然， 剧本两稿过后依然没有达到理想的水
平，王三毛甚至打起了退堂鼓。最后，他大胆
地提出放弃“变迁史”的构思，转而写一群人
的“心灵史”，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面对浩繁的现实材料、艺术虚构和历史
还原的抉择，当代创作者们用专属于自己的
艺术手段进行诠释，唯有饱含对生活的热情
和对艺术的尊重，才得以从不同维度不断丰
富内容和题材，重现民族记忆深处的激情和
生活的诗意。

视点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老外”视角的当代中国如何“圈粉”世界
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白玉兰电视论坛聚焦国际传播新模式

又是一年高考时。 去年此时，华特
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携手中国外文
局解读中国工作室，联合制作了纪录片
《高考 2020》。 不久之前，这部纪录片在

2020 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系列
推优活动中，荣获“最具对外传播力纪
录片”奖项。这是日前上海电视节“新形
势·新平台·新机遇———国际电视合作
论坛”上传来的好消息。

不 仅 仅 是 华 特 迪 士 尼 ， 还 有

Discovery 探索传媒集团等外国团队 ，

频频与中国的制作单位合作，用“老外”

视角诉说中国故事。 《透视紫禁城》《鸟
瞰中国》《星空瞰华夏》《做客中国》《华
彩中国》《数字里的中国》等纪录片或纪
实节目，走进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见证
这里的变革与发展，用外国人亲眼所见
的真实情况、 亲身经历的真实情感，向
世界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外国团队鲜活讲述
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大
美中华

眼下， 不少国外机构希望能与国
内影视平台合作， 共同探寻中国故事
“出海” 之路。 去年下半年， 由五洲传
播中心和美国国家地理 、 英国 Wild

Blue Media 联合制作的三集考古纪录
片 《星空瞰华夏》， 通过国家地理国际
频道和美国频道全球首播， 同时在中
国爱奇艺和哔哩哔哩 （B 站） 两大视
频平台上线播出。 该片通过卫星拍摄
遥感技术 、 三维重现等 ， 揭开长城 、

元上都、 石峁等中国历史遗址的神秘
面纱。 “这是我们数千年自强不息的
见证。” “看到这些凝固的历史， 自豪
之感涌上心头 ！” ———《星空瞰华夏 》

不仅在 B 站上获得 9.6 的高评分 ， 弹
幕也纷纷道出激荡在观众心底的文化

自信。 据悉， 该片还将在北美等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 ， 向世界展
现大美中华。

“我们一直致力于用最新的技术将
中国发生的伟大发现和事件， 最迅速、

最及时地传播到世界。”华特迪士尼（中
国）有限公司媒体及原创内容总经理戴
骅介绍说。 2019 年上线的纪录片《做客
中国》，是一部突出外国人共情体验、聚
焦中国脱贫攻坚的中外合拍片，以国际
视角解读中国乡村的变化。 “这里有一
个我们常用的创作技巧，用外国讲述人
亲身体验的视角，甚至与当地人同吃同
住同劳动的方式，增强故事在海外的传
播力和说服力。”戴骅说，希望通过内容
的生产、 传播加深中外沟通与理解，把
中国发生的最新鲜、最精彩的故事传递
给世界。

在国际合作合拍领域， 江苏省广
播电视总台也探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径。 获得美国艾美奖的纪录片 《南京
之殇》 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江苏广电
国际团队和总台纪录片制作团队同美
国制作方一起参与了制片流程。 作品
以故事化的结构形式、 情节化的表达
方法讲述历史史实， 全球知名纪录片
《世界大战》 的原班创作团队参加了这
一项目。 四年前， 纪录片 《南京之殇》

在美国 A&E 电视网下属的历史频道、

美国区主频道和亚洲区主频道播出 ，

这也是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首次在
美国本土主流频道播出。 “因为制作
精良、 播出效果好， 美国 A&E 电视网

于去年 9 月再次采购了二轮播出权 。

同时， 《南京之殇》 西班牙语版也译
配完成， 将尽快在南美播出。” 江苏广
电国际事务部主任兼国际频道总监 、

江苏广电国际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仇
园园说。

国际产品制作加强
本地合作，吸引中外年轻
观众

“曾经，很多国际产品的制作模式
都是空降式的， 海外团队空降到中国，

在中国进行节目创作， 在全球进行播
放。 可现在如果要吸引当地观众，这种
模式行不通了。 ”Discovery 探索传媒集
团副总裁、东亚及东南亚区内容总编魏
克然认为，中国的纪录片市场正在快速
地成熟，中国也正在广泛使用数字化技
术。“如果我们要吸引中国的受众，必须
要更紧密地与本地伙伴进行合作，挖掘
优质内容，让本地观众感兴趣。 ”

提起探索频道，人们都知道贝尔的
那档生存类节目《荒野求生》。 “从去年
开始，我们和 B 站合作了《决胜荒野》。

在节目中，我们选择了中国非常有挑战
性的地形。节目播出后立刻就成了我们
最成功的生存类节目之一 ， 有超过

5000 多万的播放量。 ”魏克然介绍，《决
胜荒野》 第二季正在拍摄制作过程中，

主创非常期待新一季还能和 B 站一起
吸引年轻受众。“要知道，现在中国的年

轻观众也是非常全球化、 国际化的，我
们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

据说在《决胜荒野》新一季节目中，

除了邀请嘉宾探索中国的大好河山，还

有关于宁夏沙漠绿化的内容。政策制定
者、当地农民、科学家等都会参与到节
目中，让世界观众有机会更全面地了解
中国。 “我们希望可以和中国合作伙伴

一起讲述中国的伟大故事，尤其是在现
在这样伟大的时刻，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变化正在发生，而未来将充满希望。”魏
克然说。

■本报记者 姜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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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一年的中国电视剧，它们用精益求精的创作让主旋律深入人心，用满腔热忱讲述

中国故事。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