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记录新时代社会发展进步、反映人民群
众追求美好生活愿望与奋斗为主题的电视剧
《我们这十年》开播后，获得了观众赞誉和专家
好评。

与同类现实题材作品相比，《我们这十年》
的特点，是眼界更加宏阔，立意更加深远，手法
更加细腻和更具历史气韵与时代印记。

这部作品，不但为我们绘就了一幅新时代
气象万千的天章云锦，同时也细腻地再现了织
就这幅山河锦绣的一针一线和一丝一缕，既有
工笔之秀美，又有大写意之气象，既有新时代十
年历史发展波澜，又有洪流中激起的每一朵浪
花的灿烂。这部史笔为神、艺笔焕彩、以对历史
和艺术的双重聚焦叠印而成的作品，能让每一
位经历过这十年的人们感发于怀，情动于衷，同
时也为这十年的辉煌，留下了一幅艺术书写的
画卷。
《我们这十年》的主题立意，是要描写新时

代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懈奋斗
中，国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人民群众从中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如此宏大的创作主
题和如此丰富的内容含量，显然是需要一种能
突破常规的结构方式和选材角度。于是该剧采
取了“单元组合式”的结构方法，将新时代国家
在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概括提炼成了十
一个故事，形成了十一个单元剧的体例，这就
是：初心中国之《一日三餐》、开放中国之《沙漠
之光》，民族中国之《热爱》，法治中国之《西乡明
月》，文化中国之《唐宫夜宴》，同舟中国之《坚
持》，美丽中国之《心之所向》，强大中国之《砺
剑》，同心中国之《前海》，环球中国之《理想生
活》，科技中国之《未来已来》。这十一个单元剧
的内容，基本上见证了新时代国家在各个领域
所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变化，从而搭建起了实
现其主题和立意的结构框架。同时，在内容书
写上，每一个故事都选取了突出其“人民创造历
史”的角度，以最平实、最普通的人民群众为故

事主人公，将宏大历史性叙事转换为细腻生动
鲜活的现实生活镜像，实现了于寻常处见奇崛、
寓宏大于精巧的艺术匠心。这十一个故事的组
合关联和该剧的这种结构方式，不仅是一次创
新性的艺术实践，更体现出创作者对新时代十
年历史的深切体悟和感知。
《我们这十年》中的每一个单元故事，基本

上都是编创者们从实地采访和深入生活当中所
获得的素材改编而成的，有些故事，更是实有其
人和实有其事：例如《沙漠之光》就是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根据中方企业正泰公司承建埃及阿
斯旺省光伏产业园的事迹为原型创作而成的；
《热爱》是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位年轻汉族
体育老师的人生经历为原型，讲述他在新疆边
远地区中学任教，通过组建一支足球队，帮助少
数民族少年改变人生命运的事迹改编而成；《唐
宫夜宴》则是以河南卫视春晚舞蹈节目的创作
过程为原型，写出了新一代文艺工作者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与创新……正是剧中人物和生活的
真实性基础，让作品散发出了浓郁的时代气息

和生活质感。
同时，它也能调动起观众自身的生活经历，

从而对作品产生了真切的共鸣与认同。创作者
们对这些真实故事和人物所赋予的艺术感染力
和表现力，以及用影像叙事艺术重塑这些生活
真实的时候，也丝毫没有任何懈怠：对每一个篇
章的精巧构思，对每一个细节的精准捕捉，把从
生活中获得的真实素材与创作灵感，再转换成
从艺术角度对生活的还原……所有这些努力，
都构成了这部作品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
合上所形成的鲜明特色。
《我们这十年》所采用的“系列单元剧”的创

作形式虽不多见，但从这部剧的主题立意、选材
角度、艺术表达、类型样式、篇幅长短等方面，都
能对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有所启发。

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繁荣是不争的事
实。但在”热”的表象之下，似乎还隐藏着一个
“冷”的局面。这就是有些现实题材创作往往过
于集中在都市、家庭、职场、婚恋等日常生活话
题领域，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

所欠缺，使得现实主义创作的眼界受限。一些
描写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往往热衷于聚焦
房子孩子妻子工作等过于琐细的日常生活内
容，超出日常生活范围之外的题材，相对较少较
冷。而在《我们这十年》中，作品给我们展示了
更加宽广和厚重的社会现实生活内容。它为我
们打开了现实题材创作更加广阔的领域，让现
实题材创作有了纵深感和延展度，同时也提供
了更加丰富的剧作类型：从首集播出的《唐宫夜
宴》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从《一日三
餐》中，我们将看到“八项规定”之后政治风气的
变化，从《沙漠之光》中，我们将看到中国企业走
出国门的实力，从《未来已来》中，我们将看到中
国科技的发展速度，从《热爱》中，我们将看到边
疆民族地区的教育现状，从《西乡明月》中，我们
将看到扫黑除恶的力度和成果，从《砺剑》中，
我们将看到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提升，从《理想
生活》中，我们将看到义乌的国际化程度，从
《心之所向》中，我们将看到美丽乡村的今日和
未来，从《坚持》中，我们将看到面对疫情人民群

众同心协力抗疫的力量，从《前海》中，我们将看到
粤港澳区域协作为年轻人创业提供的机遇……这
些单元剧所涉及到的题材类型，有军旅、农村、疫情、
科技、民族、国际、法制、文化、疫情、创业……正是这
种广阔的创作视野和多样化的类型手法，让《我们
这十年》这部作品真正展示出了现实主义创作所本
应具有的热度广度和深度。

另外，《我们这十年》所采取的“裁长就短、
精巧为章”的短剧模式，也让我们看到了目前正
日益兴起的短剧类型在艺术上所具有的优势与
特色。可以看出创作者是在借鉴了一些精品网
剧的体例和类似电影化的剧本构思，对所要讲
述的故事做了最大限度的艺术提炼与浓缩，挤
掉了所有水份，也摈除了非艺术性的说教。这
种剖石取玉的创作方法和以短博长的创新追
求，对克服电视剧创作中内容注水的陋习和艺
术上粗疏草率的弊端，无疑也都会起到一种匡
正作用。

（作者为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于时代洪流中发现每一朵浪花的灿烂
电视剧《我们这十年》开播，作品史笔摹神，艺笔焕彩，以对历史和艺术的双重聚焦叠印而成

李京盛

观点提要

◆以短篇佳构联珠串玉，
实现了寓宏大于精巧的艺术
匠心

◆从真实素材到影像化
故事，实现了对生活的提炼与
艺术的提升

◆以题材多样类型兼备
的风格和手法，让现实题材显
示出纵深感和延展度

上图为《我们这十年》之《唐宫夜宴》单元剧照，右图为《我们这十

年》之《一日三餐》单元剧照

《我们这十年》采取了“单元组合式”的结构方法，将新时代国家在

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概括提炼成了十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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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热点

“新主流大片”作为当下华语电影的重要类

型，在中国电影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和遭遇

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起到了支柱性作用，成为国

产电影新的美学和产业增长点。自诞生以来，

“新主流大片”也在不断进行着美学提升，在国庆

档票房冠军影片《万里归途》中，这种提升有着较

为明显的体现。

以人本性和中国性拓展主流价值观表现的

深度和广度，是“新主流大片”的首要美学特色，

这一特色使得主旋律电影增强了思辨价值。尤

其是近年来的“新主流大片”在人本性表达层面

进一步拓展，更多将视点对准了普通人和个体，

使得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情怀寄于普通个体表达出

来，使其赋予了更强的人本性主题。《万里归途》进

一步拓展了人本性表达，这亦是导演饶晓志的个

人风格使然，他之前创作的《无名之辈》《人潮汹

涌》等作品始终保持着对普通人生活命运的观

照。这种关注个体的特点与“新主流大片”所秉

持的人本性一脉相承，二者对接便会产生出更为

强烈的人本光辉。故此，《万里归途》没有选择像

《战狼2》和《红海行动》等撤侨题材作品那样表现

国家投入军队来进行“宏大性”撤侨，而是表现在

国家的有力指挥下，那些具体执行撤侨任务的外

交官、中资企业负责人等个体如何以勇气、信念、

忠诚、智慧与能力去完成撤侨。片中相继担负起

带领同胞走出危境任务的章宁、宗大伟、成朗等

都是普普通通的外交官，章宁的妻子白婳也仅仅

是中资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对外交官及其他撤

侨者个体的表现，便是其人本性的体现。

影片还以较重的篇幅关注了这些个体的生

存状态和情感状态。影片中的撤侨者，既是某种

使命与担当的符号，更是普通人。当面临撤侨的

艰难时，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恐惧、痛苦、犹豫、

彷徨。此外，影片还特别关注了宗大伟和白婳的

个人情感状态，前者有着家庭层面的困顿，在撤

侨任务与安抚妻子之间努力平衡。而白婳要隐

忍失去丈夫的内心苦楚，挣扎于使命与人性之

间。上述种种对个体人物生命状态和情感状态

的关注，赋予了影片更为深刻的人本性表现。

中国性表达，为“新主流大片”在人本性表达

之外拓展主流价值观表现的另一呈现，体现为该

类影片将人类共享价值与中国传统、中国现实、

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进行对接，特别是注重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万里

归途》的中国性的表现首先是对国家实力的表

现。但该片没有像之前的同题材影片那样采用

军事片的形式，而是以一种更加隐入的方式对中

国的综合实力进行表现。观众在影片中看到，无

论海外的时局多么混乱，只要进入中国空间一切

都是那么和平安详；叛军再不可一世但不敢动中

国公民，只要是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就能得到基

本的保障。影片的这种处理手法，凸显了其中国

性表达，也使得其主流价值观表现逃逸出了概

念，变得深刻而真实。

该片对中国性表达的另一重呈现，便是对

“回家”主题的表达，这其中也蕴含着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展现。回家，体现着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沉淀下来的精神基因。《万里归途》表达出了这

种民族基因。宗大伟们带领同胞们历经千难万

苦，最终的指向便是回家，每一个人的坚定信念，

最终凝聚成为“回家”的磅礴伟力。片尾处，宗大

伟也终于回到了北京温馨的家里，完成了影片对

“回家”的表达闭环。在对“回家”主题的具体表

述过程中，影片还与世界性进行对接，如宗大伟

从战争的废墟里捡回一本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

零一夜》并送给了白婳的养女法提玛。在“回家”

的艰辛路途中，法提玛一直在吟诵其中的“航海家

辛巴达”的故事，不断地重复着这个故事中的关键

词：坚持、勇敢、直面死亡等等。影片以这个故事

里的这些关键词，与其艰难的“回家”之路的故事

相呼应，来为其“回家”的主题赋予一种世界性，使

得其中国性表达更显特色。

以强叙事为主的类型书写，是《万里归途》突

破“新主流大片”的类型定式而进行的形式方面

的新探索。以往“新主流大片”的类型书写，多以

重工业模式和高科技手段，来进行战争、动作、科

幻等类型元素的表现，并凸显影像的营造。该片

亦注重局部的战争和灾难类型的表现，但将其类

型叙事的重点由影像营造转向了叙事铺陈。故

此，《万里归途》体现出强叙事性。该片在撤侨的

主线之下，设置了四段故事，力图形成反转不断

的故事架构。第一段故事，表现宗大伟和成朗奔

赴努米亚共和国的边界，去解救那里在战火中仓

皇奔逃且丢失护照的中国工人。第二段故事表

现宗大伟和成朗又逆行至战乱腹地，艰难地找到

了白婳等一百多名同胞，但却与大使馆失联。第

三段故事讲述宗大伟、白婳因寻找掉队同胞而落

入叛军之手，他首次和叛军首领玩“轮盘游戏”。

第四段故事表现撤侨看似成功了，但叛军又突袭

边防站，面对凶残的叛军，手无寸铁的中国外交

官只好再次和首领玩起了惊心动魄的“轮盘游

戏”。四段故事的叙述，不断叠加着人物命运的悬

念，使得戏剧冲突一步步升级。这样以强叙事为主

的类型表达，突破了相对单一的影像营造，而更能

牵动观众的内心。影片在其他的细节层面也努力

追求叙事的跌宕性和代入的效果。如为了展现真

实的战乱国实况，剧组按1比1搭建了一座拥有七

十多栋建筑的非洲小城。再如，主创在拍摄时对

太阳照射角度、植被生态等都进行控制，使得一

切的外景条件尽可能贴近故事里虚构的国度。

创新必然意味着挑战。作为“新主流大片”

重要文本的《万里归途》，在实现艺术拓展的同时，

也给自己的创作增加了难度。比如在追求强叙事

并力图表现出更为深刻的人本性的美学宗旨下，

影片试图展现出特别复杂的撤侨背景，因此在叙

事上构建了较为庞大和复杂的框架、情节和多样

化的人物，此种情况下，如何形成情绪和节奏的一

致性，从而带给观众滚滚洪流般的磅礴吸引力，

极为考验导演的把控能力和恰当的叙事手段；又

比如，前文提到，该片采用了强叙事手法，经过多

轮的预先铺设之后，到了关键时刻如何保持叙事

张力，让之前的种种剧情铺垫和情绪积累得以充

分释放，则考验着导演营造戏剧高潮的能力。

总体而言，《万里归途》以深刻而丰富的人本

性和中国性表达，进一步拓展了对主流价值观表

达的多元性和深度，在主题呈现方面提升了思辨

价值。该片在类型叙事方面，亦在延续以往“新

主流大片”的基础上力求创新，选择以强叙事作

为突破点。其人本性、中国性的深化，以及叙事

性的提升，也使得该片突破了宏大叙事的模式，

以凸显的个体性、叙事性在影片与观众之间形成

更有效的互动和共情，满足了他们深层次的情感

需求，在传播效果上也实现了新突破。最新消息

称，该片将陆续在美、加、英、澳等全球多地上

映。该片的种种探索和尝试，都引发了我们对

“新主流大片”今后发展的思考。对于能够引领

国产电影发展的“新主流大片”，业界和学界应当

继续给予高度的关注。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

“新主流大片”的人本性与中国性
赵卫防

观点提要

以人本性和中国性拓展主
流价值观表现的深度和广度，
是“新主流大片”的首要美学特
色，这一特色使得主旋律电影
增强了思辨价值。尤其是近年
来的“新主流大片”在人本性表
达层面进一步拓展，更多将视
点对准了普通人和个体，使得
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情怀寄于普
通个体表达出来，使其赋予了
更强的人本性主题。

在收获口碑与票房的同时，影片《万里归途》进一步拓展了对主流价值观表达的多元性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