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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文依） 2023 年 12
月 28 日，电影 《零度极限》 在
河北省张家口市开启超前点映并
举办“回家”首映场。该片由河
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北电影制
片厂等机构联合出品。

《零度极限》 讲述中国单板
滑雪运动员凌风在国外参加大赛
受挫后回到故乡，在民间滑雪高
手激励下和启蒙教练点拨下重拾
初心、回归赛场的故事。影片于
张家口多个雪场取景拍摄，不仅
展现了“雪国崇礼”的生机和活
力，而且通过中国体育健儿逐梦
冰雪、踔厉奋进的昂扬风貌以及
众多冰雪运动爱好者的可亲可爱
形象，展现了冰雪文化的独特魅
力，助燃全民冰雪运动热情，体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
果和冰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张家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燕旺林表示，

《零度极限》 展现了张家口地域
特色、文化特质和人文精神，是
张家口市冰雪产业快速发展的生
动写照和艺术化诠释。总出品人
王子囡说：“ 《零度极限》 的拍

摄过程中，我们见证了张家口的
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见证了
崇礼的冰雪产业做大做强。未
来，我们希望继续为张家口文化
产业发展添砖加瓦，让更多人听
到张家口的故事，看到张家口的
变化。”

《三大队》 是中国现实题材影片
令人惊喜的新作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的新尝试。该片的人物塑造、情节框
架构建以及主题和创作方法的采用，
为同类题材电影提供了宝贵经验。

影片娓娓道来，成功塑造了一个
执着隐忍、坚韧不拔的英雄形象，令
人潸然泪下而后肃然起敬。在开场戏
中，刑侦三大队队长程兵是一个家人
关爱、同事敬佩的“神探”，然而，
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审讯过程中犯
罪嫌疑人意外身故，他和三大队的兄
弟们都被判刑入狱，成了痛苦而迷茫
的囚犯。刑满释放后，程兵成了一个
万里追凶的民间义士，也是一个孤立
无援的犟人、一个锲而不舍的躬身护
道者，他所尊崇的“道”就是正义一
定要胜利，犯罪分子一定要伏法！

程兵的形象之所以丰满立体，首
先因为他是一个极致人物：造化弄人

使他满腹憋屈，入狱后他的家庭破
碎，为了追凶他数年如一日忍受非正
常生活。其次也由于众多配角的反衬
和情感互动：受害人父亲的茶叶蛋和
鞠躬激励了程兵；老同事的劝阻刺激
了程兵。兄弟们的重新会合与协力追
查，从侧面刻画了程兵的执着和正义
感；兄弟们由于各种原因的陆续离散，
反衬了程兵的孤勇艰难、坚韧不拔，凸
显了他的道德感召力和情绪感染力。

这部影片具有博采众长的框架和
丰富厚重的主题。影片前半段采用警
匪片的类型手法，还夹杂着法制专题
片的某些特征。后半段则采取公路片
模式，程兵一路追凶，不断遇到各种
人物，获得各种线索，也经历了同伴
的陆续离散，但他的内心愈加坚定，
信念如磐石般不可动摇。与多样化的
框架相对应，影片的主题丰富多元，
除了颂扬伸张正义、铲奸除恶的英雄

以及通过侦破手段的演变，彰显国
家法治建设的进步之外，影片打动
普通观众之处，还在于程兵面对命
运的捉弄选择了无畏抗争。他孤身
万里追凶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自
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影片的结局，
他完满地兑现了曾经的承诺，证明
了自己，也代表三大队全体兄弟取
得了追凶的胜利。

从摄影、表演、服化道来看，
《三大队》 的主基调是现实主义美学
风格，这脱胎于纪实类的原著，也奠
基于编剧擅长的现实主义剧情片手
法。导演团队在保留剧本90%内容的
基础上进行了修饰、升华和强化，突
出影片内在的现实主义精神力量。影
片以“情与法”的冲突和张力突破了
题材的限制，以普通人追凶成功的传
奇性吸引观众，以真挚澎湃的情义感
动观众，以侦破线强化戏剧性，在个
别段落还采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拍出
了动作片中大侠见义勇为的正气和高
燃情绪，最终成就了一部有社会生活
广度、立意高度和情感温度的佳作。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
究员）

本报电 （记者苗春）
2023 年 12 月 27 日，由人
民网、中国电影家协会联
合主办的第四届“光影中
国”荣誉盛典在北京举行。

本届盛典选取影片范
围为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于内地
公映的国产电影，综合票
房数据和多平台口碑评分
形成初选名单。主办方组
织推介委员会，经过讨论
和 初 评 ， 确 定 提 名 名
单 。 最 终 ，《流 浪 地 球
2》获荣誉推介电影，《长
安三万里》获评委会特别
荣誉推介电影，乌尔善获
荣誉推介导演，冉平、冉
甲男、乌尔善、曹升获荣
誉推介编剧，王宝强、惠
英红分获荣誉推介男、女
演员，孔大山、刘晓世获荣誉推介
新人。此外，朱一龙和金晨分获媒
体关注男、女演员，《流浪地球 2》
及导演郭帆获媒体关注电影和媒体
关注导演。

2023年，我国电视剧创作坚持守
正创新，现实题材剧、主题剧、类型
剧多向发力，长剧、短剧两翼齐飞。
纵观全年剧集创作和播放，可谓精品
迭出、热点相接、亮点纷呈。

总体看来，2023全年剧集创作呈
现出题材、内容、手法、技术的全方
位创新。在题材上，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剧进一步创新革命叙事，科幻题材
剧、老年题材剧、真人漫改剧、竞技
体育剧等新题材不断涌现。在手法
上，重大主题剧在宏大叙事话语基础
上更加注重青春化表达和“烟火气”
营造，受到年轻人欢迎。在技术上，
真人动作捕捉、面部扫描技术、CG

（计算机生成图形） 动画制作被大量
采用，“艺术+技术”助力剧集制作更
加精良。行业发展也实现多方面突
破。网络视听平台成为生产播出主
力，电视剧与网剧一体化发展加速，
优秀网剧、微短剧上星播出，整体质
量显著提升；电视剧出海从内容到模
式不断进步，短剧出海等新业态加快
成长；剧集创作带动文旅融合效应显
著，如 《狂飙》《去有风的地方》《人
生之路》 等带动拍摄地旅游收入大幅
增长。

重大主题剧创作强化守正创新

围绕共建“一带一路”10 周年、纪
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毛泽东
诞辰 130 周年以及乡村振兴、民族融
合等重大主题，重大主题剧深入开
掘、描绘历史场景，生动书写新时代
新风貌。

这一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布
局进一步优化，聚焦不同革命历史
时 期 ， 结 合 时 间 节 点 ， 相 继 推 出

《破晓东方》《大道薪火》《冰雪尖刀
连》《问 苍 茫》《鲲 鹏 击 浪》 等 作
品，保持较高品质。首先是题材有
新突破。《大道薪火》 首次全面展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历史画卷。《鲲鹏击浪》首次深入
表现 1918 年到 1921 年间青年毛泽东
的思想变化。《问苍茫》 聚焦 1921 年
至 1927 年，深入展现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宏阔历史。

《破晓东方》 书写从“战上海”到
“建上海”的奋斗史诗，反映从“旧
世界”到“新世界”的时代巨变。

《冰雪尖刀连》等从不同视角再现抗
美援朝战争中的重要战役。其次是
艺术上实现突破，创新人物刻画、
场景描写和叙事方式等，实现历史
真实与艺术真实相得益彰。《问苍茫》

《鲲鹏击浪》以年轻化审美将青年毛
泽东的思想成长和中国共产党的初
创相互映照，创新了史诗性叙事方
式。《大道薪火》 突出再现当时社会
环境与生活，以日常化的书写体现
革命者的思想高度和情感深度。

这一年，重大现实题材剧题材更
加丰富，敏锐捕捉时代主题，深情回
望中国人共同经历的岁月，注重在时
代变迁中体现中国人的责任、担当、
奉献，讴歌中国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与

巨大成就。《欢迎来到麦乐村》 大规
模赴非洲合作拍摄，以轻巧鲜活的艺
术风格讲述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
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父辈的
荣耀》 以年轻人视角讲述过去的艰难
岁月和父辈们的坚韧与奋斗，故事中
有传奇，苦难中见温情。《富春山
居》 选择青春叙事，艺术再现乡村振
兴。《雪莲花盛开的地方》 讲述一群
大学生参与西藏走向全面小康进程的
故事。《公诉》《风雨送春归》《宣
判》 等延续公检法题材剧展现司法战
线风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艺术追
求。可以说，2023年的重大主题电视
剧创作进一步强化守正创新，阔步走
向精品化之路。

现实题材剧创作再上台阶

2023年，现实题材剧创作进一步
加强，数量占比超 70%。主创们瞄准
时代主题和民生热点，现实主义手
法运用更加娴熟，实现与时代共振、
与观众共情。

《狂飙》 展示“扫黑除恶”斗争
的巨大成果与曲折历程，真实再现政
法干警的奋斗与牺牲，强化写实手
法，成为现象级剧集。《人生之路》
采用上海与陕北农村双线并举的叙事
模式，把握人物心灵嬗变和精神升
华，讲述平凡人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追光的日子》 表现相对“另类”的
老师带领高三学生实现“逆袭”，延
续现实题材剧的青春质感。《去有风
的地方》 将乡村振兴和唯美爱情巧妙

融合，展现温暖与美好。《后浪》 强
化戏剧性表达和年轻化叙事，令人耳
目一新。

现实题材剧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视
野观察年轻群体的职业、情感、生活
等方面，既体现人文关怀，也抒写积
极向上精神。《外婆的新世界》 以单
元剧的形式，串联起当代社会各个领
域普通人的故事。《爱情而已》 创新
都市爱情剧类型，真实摹写生活，还
原爱情本来的样子。《故乡，别来无
恙》 敏锐洞察“返乡”这一社会思潮
转变与当代都市现象，引发观众关于
人生选择的思考。

行业剧不断拓宽叙事维度，塑造
出多彩的职场群像。医疗剧 《问心》
扎根当下生活，以日常视角呈现医疗
行业现状。《向风而行》 把镜头对准
民航业，体现打工人的职场烦恼。

《平凡之路》 将视角投射到普通律
师，与年轻人进行职场对话。

类型化创作进一步提升

这一年，电视剧类型日益丰富，
科幻、古装、悬疑、体育等题材剧加
快走入大众视野，呈现出主旋律强
劲、多样化突出的良好局面。

悬疑剧以新颖的故事和职业设
定，着力刻画人物内心，质量和口碑
均达到近年来最高水平。《漫长的季
节》 以东北生活为场景，破除以往悬

疑剧的冷色调、肃杀风，在明朗爽利
的色调中营造生活质感，成就“生活
悬疑”，强化了悬疑剧的思想内涵与
文化品格。《特工任务》 聚焦国家安
全，试水谍战剧，在游戏世界与现实
世界交错的背景中推动剧情不断反
转，实现此类题材剧的年轻化和创新
表达。《尘封十三载》 以平视的视角
讲述刑警的故事，讴歌了浩然正气。

科 幻 题 材 实 现 重 大 突 破 。《三
体》 首次以悬疑方式讲述“硬核”中
国科幻故事，是一部现实感极强的现
实主义科幻剧，完成了对原著的高水
准还原，在中国科幻剧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

古装剧摆脱帝王叙事框架，寻求

新的切入口，推进题材拓展与叙事创
新。《丁宝桢》 深刻总结晚清的时代
特征，以国事、时事与家事的交叉叙
事，展示出“烟火气”、人情味。《繁
城之下》 讲述明朝江南小县扑朔迷离
的探案故事，勾勒出复杂人性与世间
百态。《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
展现出“微处见史”的功力，从名不
见经传的历史人物出发，将几百年前
的社会图景描绘得活灵活现。

传奇剧正剧化、正剧传奇化创作
趋势日益明显。《珠江人家》 将粤中
医药、粤菜、粤剧 3 条职业线与内忧
外患的家国线相交织，贯通革命叙
事、地域叙事、文化叙事和生活叙
事。《一代匠师》 讲述福建莆田木雕
手艺的历史渊源和发展传承，实现了
铺陈历史、演绎变迁和颂扬工匠精神
的融合。这些年代剧将故事拓展到家
国大义、民族情怀，丰富了内涵。

网剧创作加速转型融合

2023年，网剧创作在内容上加速
转型融合，注入革命文化、平民生
活、市井文化等内容，强化价值追求
和审美意蕴。

《欢颜》 聚焦海外华侨参与中国
革命这一重要历史现象，融合公路片
和年代剧等类型特征，升级了网剧的
手法与视野。《长相思 （第一季）》

《莲花楼》《护心》 等拓展了古装剧审
美取向与叙事模式。《破事精英 2》

《今日宜加油》 等聚焦办公室普通人
的酸甜苦辣，充满欢笑的打工人生活
引人共鸣。《炽道》《不就是拔河么》
等对体育题材进行了更加生动多元的
表现。《白日梦我》《曾少年之小时
候》 等青春题材剧探讨“Z 世代”子
女与父母的新型代际关系，显示出视
野和立意的新变。

2023年是电视剧创新突破的丰收
之年，呈现出很好的发展势头。未
来，电视剧行业将在新的起点上进一
步繁荣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国家广电总局发展
研究中心）

怀着很大的期待，等来了纪
录片 《中国》 第三季。《中国》
第一、二季以大历史观的气势和
颠覆性的表现手法脱颖而出，
2022 年获得第 31 届中国电视金
鹰奖最佳电视纪录片奖。第三季
更加独树一帜，立意深刻宏大，
文辞优美隽永，画面瑰丽奇幻。

《中国》 第一至三季完成了对中
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的宏大叙
事，以鸿篇巨制展现了主创团队
和制片方对辉煌历史与奔涌时代
的无限热爱和澎湃激情。

从华夏文明的根脉追根溯源

《中国》 第一至三季对中华
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做了精彩的
故事解读和视听呈现，第三季的
推出，更是对中华文明的“连续
性”做了深刻的延展挖掘。中华
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
明，《中国》 第三季主创在前两
季成功展示了春秋到近代中国
2000 多 年 历 史 之 后 ， 调 转 目
光，把视野拉伸到历史文献记录
之前甚至考古记录之前的中国，
从远古神话、三皇五帝到上古三
代，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发端、
起源，创意大胆，视角深邃，意
义深远，体现了新时代纪录片人
勇担新的文化使命的高度自觉。

《中国》 第三季从远古神话
开篇。西方几大文明都有自己的
神话体系，如希腊神话、圣经神
话故事、印度神话故事等，各文明
的神话也折射出自身对创世纪的
解释。中华文明有盘古开天、女
娲 补 天 、 夸 父 逐 日 等 神 话 故
事，《中国》 第三季通过这些神
话故事梳理出中国人世界观、宇
宙观、天地观的清晰发展脉络，
成为一部中国人的“创世纪”。

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就要知晓根脉、捋清脉络，知所
从来、思所将往，《中国》第一至
三季担负起了这样的文化使命，
令人振奋。

从精神内核解构基因密码

《中国》 第三季回答了中国
人的终极追问：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为什么是今天的样子？从而
让每一个中国人得以回望来路，
看见一个陌生而熟悉的自己。

中 国 人 的 宇 宙 观 、 天 地
观、农耕文化的由来、秩序礼
法的演变、对祖先的崇敬、对
血脉的认同、社会治理方式的
演化、汉字的由来等，这些塑
造中国人的基因都在这部纪录
片里找到了发端。

《中国》 第三季继续保持了
前两季“大脉络、大逻辑、大历
史”的思路，主题设置囊括了对
中国人关于天地、自然、鬼神、
农耕、礼乐、宗族、家国等精神
内核的系统阐述，这是我们文明
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基因密
码。以这样抽象宏大的概念为主
题，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是颇
具野心的，同时也成为这部纪录
片不同凡响的证明。

以颠覆性视听凸显个性

《中国》 第三季的视听表现
形式是颠覆性的。对远古神话、

哲学思想等用“绘画+动效”的
方式进行演绎，是主创勇于创
新、不断突破能力的展现。

由一群年轻艺术家完成的手
绘画作，色彩绚烂斑斓、创意演
绎精巧，饱含东方美学神韵，又
在现代动效技术下显得时尚灵
动。其中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等
创世纪的画面表现相当震撼，讲
周易、八卦图推演和对二十四节
气的演绎是全片独特手法的极致
体现，精妙绝伦又准确生动。除
了美术效果，第三季的音乐音
效、配音解说也十分精良，每集
都既有延续又有创新，使 《中
国》第三季成为纪录片精品创作
的新标杆。

《中国》 第三季的传播是全
媒体的，除了芒果 TV 播出之
外，在新媒体端还上线了配套
的知识类短视频，社交平台上
涌现大量“二创”短视频，线
下开展了全国高校巡回交流、
文创周边产品开发等，甚至还
有美术展。这些都是有效的跨
界融合传播手段。

《中国》 第三季在题材立
意、影像风格、融媒传播以及市
场拓展上全面革新，肩负文化自
觉，充满文化自信，为中国电视
界带来一股强劲新风。关于文明
起源的探索是人类共同感兴趣的
话题，制作方以及相关管理部门
还可以加大这部纪录片的海外传
播，让其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
面成为新的文化符号。

（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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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创作——

推进全方位创新 实现多方面突破
杨明品 胡 祥

《三大队》：一部现实题材电影佳作
刘 藩

讲好中国冰雪故事 展现冰雪文化魅力
电影《零度极限》在张家口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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