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的国产电视剧中，时代报告
剧《在一起》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在各个
文艺领域都树立了强化现实主义创作
目标，尤其体现在以影视剧为代表的大
众文化生产中，并形成了全新的创作环
境与文艺现实的背景下，该剧在题材呈
现、 美学表现和制作实现三个层面上，

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外延与内核进行了
精准的表达，为我们认识现实主义创作
理念提供了一种稳定的阐释模型。

作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回应，

《在一起》的第一个特点是真实性。 剧作
以“抗疫”中心武汉为展台，通过十个真
实的人物和故事为基础， 还原了疫情下
的各行各业和人生百态。 更重要的是，不
仅在人物和事件上都有原型， 真实性作
为一种内在需求， 也推动着电视剧在荧
屏表现上还原疫情下的真实时空。 在第
一个故事《生命的拐点》中，这一内在需
求转化为对医护工作者的细致观察与对
江汉医院内部结构的忠实再现， 由此形
成了基于行业写作的医疗剧范式。 医院
的日常生态遭遇到了突如其来的严重疫
情，是这一单元的主要戏剧冲突，成为题
材真实“倒逼”艺术创作真实的内在动力。

现实题材的第二个特点，体现为题
材的当下性。在《方舱》单元中，观众得以
通过荧屏表现，看到诸如方舱医院“建党
支部”“跳广场舞”等新闻素材的背面，进
而更深刻地理解方舱医院的建设目的、

运行机制和日常管理， 看到其中鲜活的
工作和生活场景， 由此形成文艺作品与
现实生活的丰富对话空间； 也正是这样
一种基于现实的迅速反应， 及时而有力
地回应了境外势力针对中国方舱医院挑
起的负面舆论， 拓展了文艺作品的社会
功能与价值。

可以说，题材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
度融合，以及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共
同实现，对文艺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手法
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更由此确立了现实
主义创作概念的边界。

基于集体创作的独立单元剧结构，

是《在一起》的主要形式特点，不仅符合
该剧聚焦平凡人物和全景呈现武汉“抗
疫”的现实主义叙事视角，也为电视剧
打开了多元的美学探索可能。

电视剧的第二个故事 《摆渡人》，就
依靠单元剧的结构优势， 通过另起一个
独立的故事， 完成了叙事视角从医院封
闭空间/医护人员向城市开放空间/外
卖骑手的转换。在《摆渡人》的开场，观众
经由骑手在城市间穿梭的移动视角，逐
渐感受到武汉疫情暴发之前的危险气
息， 与第一个故事中传染病专家的职业
反应不同， 外卖小哥日渐加深的恐惧更
令普通观众感同身受； 也正是通过他的
视角， 我们能够看到离开医院后情绪崩
溃的青年医生， 看到更完整和更真实的
医务工作者形象。于是，不同主角的职业

和身份带来对这场疫情多元的观察视
角；而不同的故事又带来对医护人员、决
策者、志愿者、工人和病患等形象的全景
式呈现。

而不同制作团队基于同一题材的
独立创作，又为这部剧打开了对类型和
风格的探索可能。 《摆渡人》开场，骑手
辜勇逐渐发现疫情到来的过程充满悬
疑片般的紧张感；《救护者》单元则用极
具表现力的色彩和电影般的构图，营造
了压抑的死亡氛围。

单元剧结构，源自于对生活进行全景
重现的现实主义需求；而创作者的创造力
也在相对独立的结构中获得解放，不同单
元对电视话语的多元探索，体现出一种集
体创作下的集体智慧。 由此，《在一起》实
现了一种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多种表现形
式并存的影视美学探索空间。

《在一起》被称为“时代报告剧”，这
一今年新诞生的概念，指的是“以较快
速度创作，以真实故事为原型，以纪实
风格为特色的电视剧作品”。其中，真实
故事为原型指向其现实题材的层面，纪
实风格的特色来自于现实主义创作的
探索，但这部电视剧能够“以较快速度
创作”，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快速回应、在
短时间内集结起的集体创作团队，则需
要一种强大的执行力才能够实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一起》的特
殊性才能被完全解读出来。 在其背后，

是一种广泛动员创作力量参与、 积极
调动社会力量配合的 “战时” 生产状
态。 如同“火神山”的奇迹一般，《在一
起》中用时最长的单元也只有 14 天就
完成了摄制， 这充分体现了一种社会
主义文艺生产的独有优势：是“集中力
量办大事” 在文艺创作领域的成功体
现， 也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先进影视
工业体系也难以复制的 “中国速度”。

今天， 好莱坞依旧按部就班地制作和
上映那些在疫情中受到影响的电影 ，

却至今未能产出一部严肃回应疫情的
作品 ，而 《在一起 》的海外版权却已被
HBO 电视台率先获得。 这种文化传播
的“贸易顺差”几乎是第一次发生在影
视领域，我们也因此能够获得启示：一
种遵循全球价值分工、 面向全球产业
竞合的影视工业体系， 并不是影视生
产的唯一答案。

经历了 2020 年 “国庆档 ”的中国
电影市场， 已经开始习惯一种兼具影
视工业特点与中国特色“献礼片”生产
模式的结合 ，这在 《金刚川 》的实践中
获得了进一步的验证。 而《在一起》的
制作实现过程中， 从各个相关部门到
制播单位再到创作团队的紧密协作与
迅速落实， 更体现出这一生产模式在
特定语境下的独特优越性。 更重要的
是， 我们能够经由这种众志成城的影
视生产景观 ，在 《在一起 》中看到现实
主义创作的真正内核： 一种对人民文
艺创作观念的具体践行。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
院副教授）

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霸道总

裁式爱情剧， 今年仍然以各种各样旧瓶

装新酒的模式不断复现。 在人物设定上

女主基本是傻白甜式的纯情 “灰姑娘”，

而男主则几乎无一例外是外冷内热式

“霸道总裁”，他们虽然职业不同，但仍然

是各个领域的精英，比如《不说谎恋人》

中的霸道总裁，《好想和你在一起》 中的

冰山教授，《我，喜欢你》中的天才厨师男

主，《幸福，触手可及》中的电商大佬，《完

美关系》中的知名独立公关人。这甚至在

今年的两部翻拍剧当中也体现出来，《忘

记你，记得爱情》和《你是我的命中注定》

分别翻拍自 2005 年和 2008 年的两部偶

像剧，十几年过去了，当年两部偶像剧的

人设和情节上也依然原样保留了下来，毫

无新意可言，甚至还让观众更怀念前作。

爱情剧作为重要的类型剧， 之所以

有相当多的作品在此前所谓获得成功的

作品套路中进行复刻， 是因为这种模式

化的生产手法， 加上不少剧以启用新人

这种成本相对低廉的方式， 进行流水线

式的生产，试错的成本较低，因此不少同

类剧在自我复制当中原地徘徊。 在此背

景下， 只是在人物设定和表现上稍有新

意的《下一站是幸福》和《传闻中的陈芊

芊》，就都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收视。 前

者由于占据了春节档期的播出锦上添

花， 后者由于女主角更具有当代感的人

物设定，在年轻观众中获得了一些支持。

这也充分说明观众对爱情剧的创新和变

革有着较大的期望。

曾经凭借 IP 的影响力，占据寒暑假

的有利档期连续制造话题之作的仙侠

剧今年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水花。 《三生

三世枕上书 》是前几年大热剧集 《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 》的续作 ，投资和宣传力

度较大 ， 在服化道等设计上也颇费心

思，也依然是以仙侠为背景以恋爱为主

线的方式，但是相似的人设和略显老套

的情节冲突无法带给观众更多的新鲜

感 ， 以及存在注水等问题导致节奏拖

沓，使得该剧在关注度和话题性上远逊

于前作。 IP+明星的模式再一次被证明

不是万能的。

将恋爱线的复杂性上升到十生十

世的仙侠剧《琉璃》也曾引起一些关注，

但是较之于此前火爆荧屏的同类作品，

也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在同样的范式里

小修小补 ，不思进取 ，将越来越难取悦

不断进步的观众的审美。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副
教授）

悬疑推理应该是今年国产剧中最为

亮眼的类型。其中，给观众带来巨大惊喜，

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沉默的真相》。

这部剧改编自紫金陈的小说《长夜难明》，

以颇具悬念性的案件开头，带领观众不断

深入剧情，不仅仅聚焦推理的过程，而且

刻画了很多个性鲜明、饱满生动的人物形

象，尤其是主人公不畏强权、伸张正义的

勇气和决心让观众动容不已，而且他们不

是符号化的英雄人物，是有血有肉甚至有

弱点的人。 全剧篇幅紧凑，电影感的画面

呈现和考究的镜头语言也带给了观众非

常好的观看体验。

《沉默的真相》 是爱奇艺今年推出

的 “迷雾剧场” 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这

一剧场主打悬疑推理剧， 相继播出了一

系列的剧集 ， 有改编自东野圭吾小说

《绑架游戏》 的 《十日游戏》， 还有构建

了烧脑的时空线索设定的 《在劫难逃》

等。 这里面并不是每一部都具有极高的

水准， 比如 《非常目击》 就因为剧情散

乱、 故弄玄虚受到了不少批评。 但是整

体上确实是试着在这一类型剧的领域不

断深耕 ， 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范

式。 每部十二集的篇幅相较于动辄五六

十集的主流电视剧来说， 更加顺应当下

观众短平快的观看习惯。 而且在拍摄制

作上用心打磨， 有着较强的观赏性， 即

使是在叙事上比较糟糕的 《非常目击》，

视听语言的呈现也是较为精良的， 这对

于提升观众好感度也具备重要意义。

腾讯视频的 《摩天大楼》 也是一部

很有特点的悬疑推理剧。 与前述剧作差

不多的内容体量， 十六集的长度短小精

练， 两集一个单元， 以人物为篇章结构

方式， 罗生门式的线索讲述， 层层抽丝

剥茧， 是比较规矩的本格推理之作， 虽

然最后的反转显得有些刻意且生硬， 但

还是让观众能够获得较多参与推理和追

寻真相的满足感。 而且不止于推理， 对

于家暴、 性侵等具有社会性的议题也有

所探讨。 导演之一的陈正道此前有过不

少受欢迎的影视作品 ， 《催眠大师 》

《记忆大师》 等作品的经验让他对于悬

疑类题材的掌握和表现也十分成熟。

这一类型在今年的爆发， 有一个突

出的特点， 就是网络视频平台在数量和

质量上的全面赶超。

一方面这和视频平台的大力扶持推

动密不可分，像是爱奇艺力推的“迷雾剧

场”就已经逐渐形成品牌性的效应。而且

视频平台也在持续利用并且不断扩大此

前已有作品的影响力， 比如具有较强的

悬疑推理性的《河神》改编自天下霸唱的

作品，此前在爱奇艺播出时颇受欢迎，所

以今年也推出了续篇。 比如优酷视频推

出的《重生》，也是知名的悬疑剧《白夜追

凶》的系列衍生作品。

另一方面， 网络视频平台确实在这

一类型的剧作播出中， 有更多尝试的空

间和可能性。 相比而言， 这类题材在传

统电视荧屏当中确实占的比重较小， 今

年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的 《三叉戟》 也

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代表， 内容扎实不悬

浮， 但不是以惊心动魄的罪案为主要内

容， 推理性也较弱， 是更多地把视角放

在警察之间的兄弟情义上。 在人物表演

的方面， 几个老戏骨的演绎到位传神，

但是剧中的配角， 尤其是大部分女性角

色的刻化比较扁平也让人感到遗憾。

单元剧结构：

用现实主义探索美学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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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突然而至的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冲
击和改变。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也是如此，减少外出使得观众
观剧的时间和机会得到增加，确实有不少剧集因此受益，也使
得不少好剧有机会“被看见”，甚至是产生了话题性的热点。

整体而言，今年国产电视剧可圈可点的优秀作品数量不
在少数，尤其是从观众感受的角度而言，剧集类型化十分突
出，也呈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化特征。

在类型上的不断摸索和逐渐成熟，既是市场化的选择和
过程，也与观众观看途径和方式的变化，以及整个时代性有
着密切的关联。

一方面，网剧的成长速度之快确实令人侧目，在数量、口
碑和质量上都已经可以与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剧”分庭抗礼，

尤其是在古装、悬疑这样一些类型上优势巨大。 另一方面，观
众更注重角色本身，既不唯流量，也不一味地反对流量，这一
特点也在今年的不少剧集中体现出来。 比如主演表现电竞题
材《穿越火线》的鹿晗、《摩天大楼》中的杨颖和《隐秘而伟大》

的李易峰，都因为作品本身得到了正向的评价。

《在一起》包含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正内核
赵宜

《在一起 》 的海外版权被
HBO 电视台率先获得，这种文
化传播的“贸易顺差”几乎是第
一次发生在影视领域。

对人民文艺创作观念的具体践行———

真实性与当下性：

用现实题材生成创作的空间

悬疑推理剧大放异彩

在传统电视荧屏当中较为主流的两

个重要类型， 即家庭剧和谍战剧， 今年

也有不少发挥得较为出色的剧集。 尤其

是在社会关注度和话题性的营造上， 体

现出了较强的影响力。

《三十而已》 就堪称今年家庭剧的

话题制造机。 该剧聚焦并关注了三十岁

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女性群体， 从三个女

性朋友的生活、 情感和职场事件出发，

收获了极大的关注度， 并且不断引发热

搜。 剧中试图对中年女性的生活进行具

有一定纪实性的描绘， 尤其是前半部分

对于这一年龄层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真实

境遇的刻画， 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共情。

但是到了后半部分， 剧中试着塑造的完

美女性开始表现出很强的虚浮感， 而且

实际上也是借由这一社会问题的热度，

在强化和挑动女性的焦虑感。

另一部讨论度较高的家庭剧 《以家

人之名》， 则是一部颇为清新治愈的家

庭伦理剧， 从本质上探讨了 “家人” 的

定义并不只在于血缘， 以温情的笔调描

摹了一个特殊的家庭构成。 虽然后半部

分陷入了有些俗套和狗血的三角恋， 让

观众陷入了猜测女主人公情感归宿的不

同阵营当中去， 降低了整部剧的立意和

格调， 但也实实在在地为该剧带来了很

多的话题性。 总的来说， 依然不失为一

部有个性有温度的家庭剧， 尤其是对于

传统家庭观有一定的突破。

谍战剧《隐秘而伟大》表现了一个胸

怀正义、单纯的小警察在逐渐认清现实后

找到并且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的过程。担

纲主演的是流量小生李易峰，这也在开播

前让不少观众心生退意，但也在开播初期

为剧集带来了较高的讨论度。最终该剧以

比较引人入胜的情节设置吸引了观众，人

物群像整体演技在线，李易峰的表现尤其

让人惊喜，也展现了较高的制作水准。 最

终不仅没有崩坏， 而且还因为 “打工人

顾耀东” 这样有当下感的话题成为网友

玩梗的素材， 尤其是赢得了不少年轻人

的关注。

这些谍战剧和家庭剧之所以能够受

到广泛的关注， 引发现象级的热点和讨

论， 不仅和剧集的故事内容和制作质量

直接相关，更是在于围绕社会话题、围绕

演员确实容易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家庭、谍战类型引发话题

自我复制导致爱情剧与仙侠剧疲软

社会主义文艺的独有优势：

用人民文艺重构生产的空间

国产剧的成长

与突进既是市场化

的选择和过程，也与

观众观看途径和方

式的变化，以及整个

时代性有着密切的

关联

观众更注重角色本身，既不唯流量，也不一味反对流量，这一特点在今年不少剧集中体现出来。 比如《穿越

火线》的鹿晗、《摩天大楼》的杨颖和《隐秘而伟大》的李易峰，都因为作品本身得到了正向的评价———
2020 年终盘点
国产电视剧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