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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
全民抗疫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人
物和故事。让观众在典型故事中找到
普遍共鸣，将伟大抗疫精神化作回首
凝望时的信心和动力，是抗疫题材电
视剧创作的核心。纵观已播出的此类
剧集，不难发现其在组织筹划、美学
内涵和精神价值等方面与一般电视剧
有所不同，呈现出中国式主题性电视
剧创作的特点。

社会各界与文艺战线的联动

抗疫题材电视剧不仅要“好看”，
还要“走心”，通过影像的回眸，实
现中国式文艺创造的社会价值与精神
引领。为了让抗疫题材电视剧具备思
想穿透力，进而拥有广泛的组织动员
力、社会凝聚力和战“疫”续航力，
社会与文艺战线共同构建起中国式主
题性电视剧创作的一大特色：依托政
策扶持和社会各界力量的统筹规划、
充分动员、层层落地，以举国同心的
磅礴伟力，为现实题材电视剧完成了
一次特殊而积极的探索。

2020 年秋开始，多部抗疫题材电
视剧带着温情与力量陆续出炉：首部
抗疫题材电视剧 《最美逆行者》 开创
时代报告剧类型，从立项、筹备、拍
摄、后期制作到定档播出，用时仅 4
个月，刷新了国内电视剧创作速度的
纪录；《在一起》 由国家广电总局指
导、国家卫健委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支
持，采取策划、拍摄、后期制作接力
进行的创制模式，实现当年策划、当
年拍摄、当年播出的预期目标；上月
收官的 《大考》 入选中宣部、国家广
电总局“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的重点项目，国
家广电总局对项目进行全流程的重点
指导、深度支持。

社会各界与文艺工作者形成了紧
密有序的战线，为剧集既“叫好”又

“叫座”悉心护航。《在一起》 在东方
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广东卫
视 4 家卫视首播、16 家平台联合播放，
刷新了中国电视剧平台播出数量纪
录；《大考》 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东

方卫视、浙江卫视及各大主要网络平
台联合播出，开播后持续引发关注。
该剧主创和老中青三代演员深入现实
生活进行文艺创作，让“难忘”“太真
实了”“多像我当年”等成为观众评价
的高频词。

多方护航、媒体联动、有情怀有
担当，抗疫题材电视剧之所以能实现
突破，在极短时间内反映现实、鼓舞
人民、振奋精神，离不开社会各界汇
聚的巨大力量。

人物群像与时代精神的交响

现实题材影视剧是“现实的渐近
线”。抗疫题材电视剧要书写时代精
神、歌颂人间大爱，就要从人民中

来、到人民中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的优秀作品。

抗疫题材影视作品不能脱离真实
底色，也不能一味照搬新闻、描摹事
件。经过两年多的创作实践，抗疫题
材电视剧找到了自身的创作方法：在
以往主旋律影视作品“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基础上，呈现出

“真实背景，戏剧人物；典型事件，众
生相联；尊重科学、淡化焦虑；弱戏
剧性、强代入感”等特征。这些特征
在创作上的鲜明体现，就是用具体、
典型、真实可感的人物，来串联一幕
幕抗疫故事，将众生相汇入时代洪流。

《最美逆行者》 和 《在一起》 均采
用单元剧形式，既缩短了作品的创作
周期，也最大可能地展现出全民抗疫
的不同侧面。抗疫群像中，有义无反
顾建起“白衣长城”的医护工作者、
闻令而动的军人，也有平凡的送货小
哥和社区志愿者，很多角色直接来自
生活。他们不一定是有名有姓的大人
物，但一定有血有肉、有情有爱。通
过他们，观众重新获得抗疫的“临场
感”：火神山医院的建造直播历历在
目，社区联防联控的喇叭提醒声声入
耳，被防护装备勒出血印的面庞深深
感动许多人。正是这些普通人构成了

全民抗疫的主力军，成为中国速度、
中国力量、中国担当的写照。

与前两部抗疫题材电视剧相较，
《大考》 没有聚焦医护工作者的逆行
身影，而是通过一个县城、两所中
学、几户人家、一群师生的应考故
事，表现疫情之下全体中国人的命运
与共。如果说之前的抗疫题材影视作
品更多地表现奉献者、施救者，《大
考》 则从被守护的一方，勾勒出全社
会为一群孩子的未来多么拼搏、多么
无畏、多么热血。正如剧名所示——

“大考”不仅是学生的高考，牵动无
数家庭，也是全社会共克时艰的一次
迎考。

中国抗疫是紧紧依靠人民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抗疫主题电视剧创造性地展现
全民抗疫的“组合拳”，在从“我”到

“我们”的故事中，彰显出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印证了人民群众才
是抗疫胜负的最终决定力量。

平视审美与共同价值的营造

如何用当代审美呈现正在发生的
全民战“疫”？抗疫题材电视剧选择了
与众不同的处理策略：既不凸显个人英
雄主义，也不俯瞰芸芸众生；既谨慎地
调动观众情绪，避免过度煽情，也不
刻意编排主人公的感情世界。这些作
品用真实、朴实的烟火底色，撬动普
通人的共鸣空间，拍下一幅幅抗疫中
的正面像与灵魂照，呈现出平视视
角、平淡风格、平实追求的审美趣味。

《最美逆行者》 与 《在一起》 虽塑
造了众多平民英雄，但聚焦他们的视
角总是平视的，叙事从未离开过“平凡
人的不凡事”，基调始终在大力弘扬真
善美；《大考》 则更关注普通人物之间
的深层联系，独辟蹊径地彰显疫情之
中更有情：是患难真情，更是家国同
情。如果说突如其来的疫情是猛烈的
风暴，那么贯穿不同个体、家庭和地
域的情感，则是平静的风暴眼。抓住疫

情中人与人之间的独特关系、不同场景
下的故事勾连以及事件背后深切的感
动，儿女情、英雄胆、家国志、时代
风才能从庸常生活中被提炼出来，拥
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

一 系 列 抗 疫 题 材 电 视 剧 已 经 证
明：艺术不是生活的拷贝，优秀文艺
作品要向生活的深处、高处和远处前
行，也要向艺术的精致、精深、精彩
处挺进，描绘亿万民众的人生百态，
传达人民的心声，体现中华民族坚强
不屈的品格。

每当人们回忆过往，总会想到一
批文艺作品中宛如多棱镜像般生动鲜
明的时代肖像。文艺创作总是与经
济、政治和社会同频共振。抗疫题材
电视剧正是与时代脉动、火热生活、
人民悲欢同行的重要载体。久久为
功，善作善成。以“艺”抗“疫”的
种种尝试已走进广大人民群众心中，
中国式主题性文艺创作道路也将随之
不断开拓深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副
主任）

本报电 （记者苗春） 打起腰鼓、
舞起红绸，充满激情的延安岁月在舞
台重现；一幅幅版画在剧中艺术家们
的演绎下活起来，带领观众穿越时
空，走进 80 年前的杨家岭……11 月 5
日晚，原创舞蹈诗剧 《杨家岭的春
天》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是首
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的开幕大戏。

本届展演季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
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广播
电视台承办，以“文艺展新姿 精品献人
民”为主题，自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
月，邀请 40 部精品剧目在京集中展演，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爱国主义主旋
律，凝聚奋进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力量。

《杨家岭的春天》 由国家大剧院与
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生动呈现延

安文艺工作者学习、劳动、创作和战
斗的场景，沉浸式展现当年的文艺青
年用艺术做武器，满腔热血投身革命
的历史画卷。据悉，首届“大戏看北
京”展演季的展演剧目还包括河北梆
子 《人民英雄纪念碑》 等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作品、昆曲 《李清照》 等历史
题材作品、话剧 《人世间》 等现实题
材作品，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的音乐剧

《基督山伯爵》 等优秀作品也将参演，
诠释“大戏看北京”和“来北京看大
戏”的丰富内涵。

据介绍，展演季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举办。线下演出空间既包
括国家大剧院等地标性综合剧场，也
有繁星戏剧村等城市小剧场，同时还
有颜料会馆等演艺新空间。展演季还
在北京时间、抖音等互联网平台搭建

“云剧场”，开设“云展播”，同步直播
部分线下展演剧目。

如今，传统文化在不断释放更强活力，国潮形成展现中国文
化自信的浪潮，并逐渐融入大众日常生活。数据显示，今年 9
月，国潮品牌相关搜索量在快手站内同比提升 72%。“众多非遗
创作者在快手生产内容。通过自身努力，快手正在让非遗受到更
广泛的关注，同时释放文化和市场价值，提升国潮消费。”快手
有关负责人说。

国潮的持续升温还体现在文艺创作领域。近年来，从央视到
地方卫视再到各视频平台，大大小小的晚会大多含有国潮元素。
尤其是2021年河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及 《唐宫夜宴》 节目一鸣惊
人后，各电视台和视频平台都在国潮方面积极探索，使国潮成为
当下各种文艺晚会的亮点甚至成为整台晚会的主题，进一步推动
国潮深入人心。

在这股热潮中，一些创作者积极寻求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吸
引年轻群体关注。2021年B站跨年晚会包含许多国潮元素，《错位
时空》 等节目通过往昔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的激荡，展现出百年
来中国青年为祖国未来和人民美好生活奋斗不息的身影。还有一
些创作者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深厚资源，撷取优质元素为我所
用。如今年央视中秋晚会的歌曲 《游仙吟》 改编自李白经典作品

《梦游天姥吟留别》，古典诗词变得时尚新潮，令观众耳目一新。
同样是从李白那里获取灵感，河南卫视联合优酷出品的“重阳奇
妙游”以收藏家张伯驹高价收回李白书法真迹 《上阳台帖》 为引
线，用舞蹈的形式讲述了李白寻友的故事，并将其墨宝呈现给观
众，增进了观众对“诗仙”的了解。

创新国潮晚会形式和内容的，还有 11月 9日快手联合河南卫
视打造的 《国潮盛典》。晚会采取“网剧+网综”的新形式，用讲
故事的方式串联起 10 个节目，展现了糖画、木版年画、龙鳞装、
刺绣等非遗项目。如果说 《唐宫夜宴》 诠释的是古代小姐姐们去

“上班”时的情景，这台晚会推出的《三彩闹千灯》则展现了她们
“下班”后的生活细节和各种兴趣爱好，活泼动人，契合当代人的
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

央视中秋晚会中的圆月、流水、小桥，无声地传达着中国人
对圆满、团聚的期盼。《国潮盛典》中由河南木版年画延展出的舞
蹈《门神》，则通过舞蹈动作、音乐、舞美等，诠释了“门神”这
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包含的守护、驱邪、平安、吉祥理念，唤
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不难看出，国潮晚会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创新。只有深
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脚当下，才能激发观众普遍的情感共
鸣，加深年轻人的文化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正如河南广电全媒
体营销策划中心副总经理程万里所说：“文化自信已经成为这一代
年轻人的标识。”

有专家认为，国潮不仅是国货之潮，也是国力之潮，更是国
运之潮。民族文化、国货品牌和青年力量是支撑国潮的三个重要
元素。许多国潮晚会正是以民族文化为核心，以国货品牌为依
托，以青年人为主要受众，不断展现国潮精粹，通过多渠道、多
平台跨屏传播，推动国潮融入大众生活。今后，相信各平台的国
潮晚会将在持续探索中更加守正出新，带领观众体验更多来自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惊喜和震撼。

日前，许多市民来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北京世界
花卉大观园观赏菊花。据了解，本次展出的菊花包含独
本菊、多头菊、什锦菊等 500 余个菊花品种，共计 1500
余盆，均来自“2022 北京菊花文化节——北京第十三届
菊花擂台赛”中的参赛菊花。图为 11月 5日，小朋友们
在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画菊花。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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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秋赏菊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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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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