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 2021 年，国产电视剧最令人瞩

目的成就无疑是在主题创作， 尤其是重

大主题创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创

作出以《觉醒年代》《山海情》《功勋》为代

表的一大批现象级作品， 多维度描绘百

年党史中涌现的动人故事与英雄人物。

其“集体破圈”态势彰显了价值传达、艺

术表达、情感触达、市场到达四位一体的

“新主流电视剧”的全面崛起，形成全年

度最为突出的文艺生产现象， 为未来主

旋律电视剧， 尤其是主题创作的创新生

产拓展了新空间和提供了新经验。

红色爆款：
主题创作引领新主流
电视剧的高峰之路

在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的若干重大

时间节点进行有组织有主题的文艺创

作， 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

生产实践，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献礼”。去

年恰逢建党百年的历史性时刻， 电视剧

主题创作聚焦党和国家历程中的重大决

策、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在题材选择与

人物塑造上守正创新， 实现全新的讲述

方式与表现视角， 以思想性与艺术性交

织的影像叙事生动展现了党领导人民艰

苦奋斗的波澜壮阔历程， 用创作实绩实

践对艺术高峰的追求。

《觉醒年代》 将历史的长镜头对准

1921 年建党前后，以微观视角将叙事场

景聚焦于“北大”之中，通过中国共产党

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

的社会活动展现他们如何在寻求真理的

道路上一步步开化民智， 启发大批新青

年的思想觉醒， 促使一批批有志之士冲

破旧世界的枷锁， 为波澜壮阔的百年史

诗写下光辉起笔， 从而以小见大地将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精神内核充

分阐发。

《百炼成钢》选择八首标志性的时代

金曲作为叙事线索进入百年党史， 为恢

弘历史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角度。一曲《国

际歌》将时空拉回风雨飘摇的中国大地，

我们看到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坚守心中信

念于暗夜中追寻光明， 为祖国与人民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艰难历程；在《歌唱祖

国》欢欣鼓舞的歌声中，观众得以窥见在

新中国建设时期，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

家们毅然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 扎根戈

壁报效祖国的动人故事。

《山海情》则深描宁夏西海固贫穷困

苦的涌泉村发展为繁荣富足的闽宁镇的

历史性变迁， 以最接地气的方式说清楚

了扶贫干部如何工作、 援助专家怎样援

助与困难群众如何摆脱困境的 “中国扶

贫方式”，通过将飞沙走石“干沙滩”建设

成寸土寸金“金沙滩”的“闽宁模式”典型

个案的描写， 将全面脱贫建成小康社会

的艰辛过程与伟大成就可信可感地展现

出来，开拓了扶贫剧的新境界。

除此以外，《大决战》 全景式展现辽

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精准表现解放

军高超的战略部署的同时在细节处让观

众听到平凡者的声音， 凸显解放战争是

依靠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香山叶正

红》以香山为切口，鸟瞰 1949 年 3 月毛

主席率领党中央在北京香山完成解放全

中国， 描画蓬勃向上的新中国的 “包孕

性”时刻，揭示新中国建立之不易；《红旗

渠》重回 1959 年太行山林县大地上的人

民在县委的带领下自力更生修建红旗

渠， 耗费十年苦功彻底改变千年缺水困

境的历史现场， 有力诠释体现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红旗渠精神”。

这些重大主题创作实现了硬题材的

软着陆，通过高度艺术性的叙事表达赋予

革命信仰与时代理想以血肉丰满的细节

与情感，将理想信念烙印成电视剧的精神

底色，成为过去一年电视剧最鲜亮的流行

色， 也让国产电视剧在攀登新时代艺术

高峰的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动人青春：
年轻态审美激荡新主
流电视剧的精神共鸣

青年是电视剧消费的主力军， 也是

主题创作需要面对的核心观众群体。 去

年新主流电视剧播出过程中多次出现青

年观众守点追剧、网络“催更”的现象。这

意味着新主流电视剧正在积极拥抱时

代，以年轻态审美为手段，用年轻人喜闻

乐见的方式进行电视剧艺术创作， 通过

精巧的艺术构思营造形成与青年观众进

行精神对话的综合性艺术空间， 打通了

与青年观众审美需求进行协调沟通的显

在或潜在渠道， 在深入的精神互动中实

现共鸣，激荡青年人的心灵成长。

新主流电视剧一方面着眼国家民族

的青春成长史， 着力表现国家民族发展

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另一方面，当个体

的青春成长历程与国家民族的青春成长

史相互叠加之后， 其艺术表达就既凝聚

个人，又从个体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层面，

也就消除了所谓年龄界限和时间区隔形

成的审美阻碍。

重大主题电视剧《觉醒年代》展现了

1915 年至 1921 年从新文化运动、 五四

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画卷。 该

剧以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 李大钊为

核心， 以北大为场域串联起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旗手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以

及北大青年学生团体， 以思想变革为主

题，用“赋比兴”的修辞手法组织诗学元

素，铺陈现实以具象化思想；用意象隐比

传递意义、构造审美意境，艺术地呈现经

典文学作品，唤醒观众的审美活力；营造

刚柔并济的史诗气质， 引发了共通的情

感体验， 实现了两代青年人的跨时代对

话， 形成了思想的审美化与艺术的思想

化双向互生的高妙境界，达到了“诗以言

志”的效果。 《筑梦蓝天》则通过呈现第一

代飞机总设计师前后三代航空人为中国

航空工业奋斗的故事,反映 70 年间中国

国防科技从无到有，从有到强，让“中国

制造” 的飞机翱翔祖国蓝天的成长史。

《山海情》也着眼于得福得宝兄弟、水花

麦苗姐妹等一代年轻人如何摆脱贫困、

追求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并成为时代弄潮

儿的故事， 让身处不同历史时空但却处

于同样人生境遇的青年观众获得积极的

情感反馈。 通过强化影像叙事的思想与

艺术容量， 新主流电视剧在故事性和艺

术性上同步发力， 因而情感得以突破时

空实现屏幕内外的当代青年与历史青年

的同频共振。

同时， 年轻态审美也以高度艺术性

的场景触发精神共鸣， 完成对青年观众

思想的情感动员。 《能文能武李延年》中

李延年借批评逃兵小安东一事告诫、激

励其他战士， 救回小安东性命的同时也

将“为何而战”的答案凝于战士心中，让

“为了千千万万个二妞”呼喊成为震撼人

心的场景。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送别延

年、 乔年兄弟赴法国留学的情节成为全

剧最大的高潮之一， 为寻找救国之路而

离开家乡的背影与刑场上慷慨赴死的坚

定脚步相互交叠， 辅之以节奏庄重雄浑

的配乐， 青年为国牺牲的英勇与壮烈在

此刻形成撼动人心的影像之魂， 让无数

观众为之流泪。 符合年轻人精神审美需

要， 具有历史意义和艺术感染力的故事

与场景形成了电视剧文本中的 “情感热

链”，有效链接了年轻观众的情感水池从

而激发出思想的审美波澜。

不仅如此， 年轻态审美也体现在以

包容性为核心的创作态度中， 众多青年

演员的加入为新主流电视剧注入时代的

“青春气息”。 这些青年演员将自己沉浸

于角色之中，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的典

型人物， 与演技丰富的老戏骨们优势互

补，将市场“流量”转化为艺术“质量”。如

张晚意、李易峰、朱一龙、张艺兴等人在

《觉醒年代》《号手就位》《叛逆者》 以及

《扫黑风暴》中的表演都给观众留下“惊

艳一刻”。 事实上，青年演员通过参与主

题创作， 深度接入历史现场去塑造年轻

又富有精神感召力的艺术形象， 对演员

个人而言也是对理想信仰和“德艺双馨”

的实际体认， 展现出新主流电视剧与青

年演员艺术成长的相互成就。 同时，在

2021 年流量屡屡摔跟头的历史洪流中，

青年演员的成长进步也进一步彰显了

“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

留清名”的艺术追求，以及建设“自尊自

爱、互学互鉴、天朗气清”的行风艺德的

重要性。

多元化：
艺术创新打造新主流
电视剧的百变脸孔

主题创作因其题材重要 ， 主题宏

大， 往往容易走高举高打的宏大叙事，

导致电视剧的艺术想象力被框定在有

限范围中打转 ，艺术形式单一 ，表达方

式陈旧，难以适应新时代电视剧观众的

审美需要，也导致电视剧主题传达被悬

空 ，价值感召力薄弱 ，难以让观众形成

认同。 去年的新主流电视剧主题创作一

方面将视点下移，让更多普通人成为电

视剧的主角 ，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另一

方面 ，根据题材内容的特点 ，进一步创

新艺术表现形式，从而更好地把内容和

形式辩证结合起来， 形成了文质彬彬、

焕然一新的艺术效果。

新主流电视剧在落实以人为中心的

艺术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的交

织中凸显人民主体，将视点落在各时代

辛勤奋斗的革命和劳动个体上，展现个

体的鲜活理想故事，于细微处凝练宏大

之意。 如《我们的新时代》聚焦社区、工

人 、 村官等不同职业的青年党员 ；《功

勋》描绘出袁隆平、于敏、屠呦呦等首批

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华彩人生。

另外还推出了反映扫黑反腐斗争的《扫

黑风暴》；展示新时代军队形象的《号手

就位》《和平之舟》； 关注社会现实和家

庭生活的《小舍得》《您好！ 母亲大人》，

以及集中表现体育运动员奋斗的 《夺

金 》《陪你逐风飞翔 》等不同群体 、不同

职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故事，从不同层面

展现了 “中国故事 、中国精神 、中国力

量”， 拓展了新主流电视剧的广度与厚

度。 虽然属于个体的理想不一定伟大，

却都满怀着对祖国的深情，当无数个体

的理想汇聚融合，就形成了整个中华民

族的追求伟大复兴的理想。

更巧妙的是， 面对历史长河中涌现

的众多动人事迹， 新主流电视剧突破传

统，探索出相得益彰的剧集结构，陆续出

现的时代报告剧、单元剧、系列短剧等剧

集模式，让理想主题的传达实现“1+1>2”

的艺术增量效果。 单元剧围绕同一主题

讲述多个人物的动人故事， 融合电视剧

连续性与系列性的双重特点， 展现了电

视剧艺术在传递时代精神和塑造时代英

雄层面具有的独特优势。 《功勋》之所以

能够成为高分“神”作，正是因为剧集为

不同的人物进行小传式书写， 既把握住

了八位首批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功勋人物

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紧联系的共

性，又结合功勋人物的个性和命运轨迹，

通过“剧”本身的艺术魅力将历史叙事升

华成现实价值， 书写一曲曲荡气回肠的

时代壮歌， 使电视剧情理交融、 入眼入

心，征服了观众。 同样，《我们的新时代》

的背景是当下高速发展的社会， 故事中

的每位青年都是时代齿轮， 虽渺小却十

分重要，社区志愿者的协调信念、钣金工

的工匠信念、 排爆工程兵的执着信念均

从单元故事中体现， 以情感表达的汇融

唤起了观众对集体的信仰意志、 对民族

的理想担当、 对国家使命召唤的向往与

憧憬。而《理想照耀中国》则以“一集一个

故事，一集一个理想”的系列化短剧形式

进行讲述。 “抗疫英雄”杜富佳、守护珍贵

革命文件的张人亚父子、传承红色信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乌兰牧骑……该

剧采撷中国不同时期中熠熠生辉的 40

个历史片段，用不超过 30 分钟的影像时

长叙说个体的“理想”故事，充分展现了

电视剧“长短结合”爆发出的叙事力量。

这些多元化的剧集结构充分释放了电视

剧艺术形式的独特想象力，形成“同气连

枝，各花异表”的整体性和灵活性兼具的

艺术表达， 小人物书写大时代更实现了

国族理想的落地化表达， 让观众在生活

化的历史场景中更易触达其深刻内涵。

总之， 去年国产电视剧在主题创作

上佳作频出， 以规模化生产的姿态引领

了新主流电视剧的全面崛起， 为我国电

视剧创作在生产模式、美学范式、艺术形

式等若干层面上探索了新的可能性，证

明了“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

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

艺”的精辟之论。 站在 2022 年新的历史

节点， 新主流电视剧应该在去年主题创

作所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坚守人民立场，

坚持守正创新， 以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

事，书写人民奋斗史诗，进一步推动新时

代我国电视剧的高质量创新发展， 以满

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电视剧作品日益强

烈的精神需求。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
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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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

将理想信念烙印成国产电视剧的精神底色
———盘点新主流电视剧崛起带来的新景观与新经验

▲《觉醒年代》通过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

钊在北京大学的社会活动 ,展现他们如何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

一步步开化民智，启发大批新青年的思想觉醒。

荩《理想照耀中国》采撷中国不同时期中熠熠生辉的 40 个

历史片段，充分展现了电视剧“长短结合”爆发出的叙事力量。

襋《山海情 》深描宁夏西海固贫穷困苦的涌泉村发展为繁

荣富足的闽宁镇的历史性变迁，开拓了扶贫剧的新境界。

襊《功勋》把握住了八位首批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功勋人物 ,

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紧联系的共性，又结合功勋人物的个

性和命运轨迹，书写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时代壮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