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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漫长的季节》《繁花》《南
来北往》《追风者》 等电视剧、网剧热
播，在观众对它们的褒扬中，常常有

“颇具电影质感”的赞誉。
剧集的电影质感，通常指作品在

视听语言和叙事手法上呈现出与优秀
电影比肩的审美格调，具有高品质电
影的艺术价值。这种质感不仅体现在
精致细腻的画面构图、富有层次感的光
影运用以及精心打磨的配乐音效，更体
现在其通过巧妙的故事编排和典型人
物的塑造，使剧集在整体叙事上达到
电影的水准。观众在观赏剧集的过程
中，既能感受到犹如置身影院的强烈
视觉冲击力，也能沉浸在如同电影营
造的丰富饱满的情感世界中。

意味隽永的视觉语言

观众认为一部电视剧具有电影质
感，往往首先是被其出色的视觉语言
征服。娴熟的镜头运动，精准的场面
调度，具有独特美学气质的构图，极
富层次感的景深，能充分雕琢人物、
展示空间关系的光线，营造出特定情
境、特定年代氛围的置景以及节奏流
畅、张力十足的剪辑……这些视觉语
言，可以合力打造出具有电影质感的
电视剧佳作。

《繁花》 播出后广受赞誉。这部剧
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初，上海汹涌澎湃
的时代浪潮和人们的复杂情感与奋斗
历程。创作者用独特的审美风格为大
时代留下亦真亦幻的影像纪年。光影
流转的视觉修辞，将至真园里的味道
江湖、黄河路上的爱恨情仇，时而静
水流深、时而一泻千里地勾画出来。

《繁花》 的布光和用光都相当考究，运
用正面光、侧光、逆光和顶光等光源
对人物的脸颊、发型、眼神、体态进
行精细修饰，搭配浓郁、高饱和度的
色彩，让被拍摄对象轮廓立体、层次
分明，也让黄河路上的弄潮儿们熠熠
生辉、光彩照人。在 《繁花》 里，景
别与角度的使用也具有独到的审美建
构。剧中有大量特写镜头，尤其是浅
景深特写镜头，通过角色细微的情绪
变化，呈现人性深处最不易察觉的心
灵悸动。宝总的胆魄、李李的隐忍、
汪小姐的热情、玲子的精明，都在特
写镜头中显露无遗。

《南来北往》 用朴素的镜头还原上
世纪 80 年代铁路警察的职业生涯和平
凡日常。主创用娴熟的运动镜头和灵
动的场面调度，表现南来北往列车上

的世间百态，同时，在旧式家属楼围
拢起来的居民区，普通厂矿职工简
单、质朴的居住环境和家居陈设颇具
年代感，又充满烟火气，为角色进入
特定的戏剧情境提供了助力。《追风
者》 具有油画般的视觉质感，深沉内
敛又蕴蓄着张力，展现了金融行业的
明争暗斗和隐秘战线的正邪较量。《漫
长的季节》 的画面体现出主创独特的
美学追求与偏好，镜头运用、构图设
计、色彩调配及剪辑手法均遵循了一
种诗意电影的美学原则，这些视听元
素共同构筑起别具一格的影像叙事结
构与风格特征，最终通过一桩陈年旧
案，完成了对人性的思考。

直抵人心的听觉语言

在充满电影质感的剧集中，听觉
语言的作用往往会得到充分发挥。听
觉语言主要包括有声语言 （通常指台
词）、音乐和音响。台词是电视剧中直
接有效、触动人心的核心表现手段。
在具有电影质感的电视剧中，台词的
凝练程度、语义的丰富性、发声者本
人的声音美感等，都呈现出“远近高
低各不同”的审美向度，并由此延伸
出许多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繁花》
里的台词掷地有声，给人以启示与回
味。如爷叔在与宝总对话时说：“能说
服一个人的从来都不是道理而是南
墙，能点醒一个人的从来都不是说教
而是磨难。”《漫长的季节》 最后一集
里，终于弄清爱子遇害真相，也与自
己达成和解的晚年王响，在广阔无垠
的田边，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开着
火车缓缓驶来，于是他对着年轻时的
自己连说三遍：“往前走，别回头。”
这一幕深深震撼观众的心灵。

影视音乐是融合视听艺术特质的
音乐形态。影视音乐既有属于音乐艺

术的抽象和感性，又有视觉符号所赋
予的具体艺术指向。好的影视音乐，
声音与画面是双向奔赴的。创作者会
根据画面所承载的主题、故事、人物、情
感来搭配相应的音乐。好的音乐不仅
能够点明主题、推动叙事、塑造人物，而
且常常能够超越视觉语言的表达能力，
达到更加意味隽永的精神高度。《繁花》
使用的插曲总能在剧情的关键时刻画
龙点睛、一鸣惊人，抵达观众内心最柔
软的角落。就像《偷心》之于宝总和汪
小姐，《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之于李
李，《我是一只小小鸟》之于陶陶，《安
妮》之于范总……每首歌都是对每个角
色生命历程的生动诠释，那婉转悠扬、
荡气回肠的旋律在剧情的高潮时刻，突
破情感防线倾泻而出。《追风者》用两条
线进行平行叙事，一条是命悬一线的谍
战戏，创作者用具有金属质感、节奏紧
张的配乐展现敌我斗争的严酷；另一条
线是充满生活气息的职场戏，创作者用
具有江南风情的苏州评弹来展现市井
生活的浮华。对具有电影质感的剧集
而言，音乐让故事更具沉浸感，观众更
有代入感，让剧作的类型化、风格化特
征得到凸显。

凝练精致的叙事结构

强调电影质感，并不是说电影一
定比电视剧高级。笔者以为，电影和
电视剧就像短跑与长跑，它们有共同
的追求，也有各自的赛道和各自侧重
的技术要领。电影时长较短，在创作
的各方面都需要更谨慎的艺术构思，
在9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完成故事讲述、
主题表达、人物塑造等，而电视剧则
有足够的时空去完成这些任务，因
此，剧集创作不像电影那样每一帧画
面都需要斟酌再三，可以在保持长篇
叙事的架构、格局和视野的同时，学习
电影在视听语言、叙事结构等方面的细
腻与考究，使长篇叙事更凝练、精致。

在30集的篇幅里，《繁花》完成了
超越一般剧集数倍的情节反转。单集
剧情的起承转合完整流畅，内容紧凑
精练，情节密度高，戏剧张力大，台
词信息量足。尤其是表现宝总、爷叔
等人在股市里的几度沉浮时，镜头转
瞬之间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让观众
的心情随着剧情起起伏伏。《漫长的季
节》 则借鉴了电影审美的另一个向
度，如歌的行板，缓慢的叙事，生活
流般的长镜头，让“漫长”成为习
惯，让“季节”成为戏核，角色的人
生之谜在徐徐的拆解与深刻的剖析之
间细致入微、按部就班地呈现给观
众，故事主题随之自然生发，在不知
不觉间走进观众心中。

总之，剧集的电影质感要基于创作
过程中全流程、全要素的共同努力，要
以工匠精神打磨作品，用高品质的视
听语言打造具有东方审美意蕴、中国审
美气派和新时代审美风范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视协视听节目传播委员会
顾问）

大型纪录片《京津冀·瓣瓣同心》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广
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
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制作，近期在京津冀三地播出。该片通过《国
家大事》《两翼齐飞》《率先突破》《合力攻坚》《共同福祉》《继往开来》
6集，全面、生动地反映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10年
来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彰显新时
代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提供了有益借鉴。

《京津冀·瓣瓣同心》 首先带领观众考察京津冀三地从古至今
的紧密联系，分析这一区域发展变化的相互影响。例如由“引滦
入津”工程体现自然资源、民生建设的唇齿相依，由燕郊通勤展
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实际。全片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
全面辩证的思考，强调“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
同，却瓣瓣同心”。另一方面，该片剖析社会发展趋势，提出时代
重要议题。例如指出“大城市病”是世界大国首都发展到一定历
史阶段普遍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京津冀·瓣瓣同心》 突出
强调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例如 《国家大事》 一集援引“大禹治水”的典故，指出解
决北京的非首都功能问题宜“疏”不宜“堵”，这也是三地协同发
展顶层设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核心。《继往开来》一
集回顾10年间北京坚持处理好“都”与“城”、“舍”与“得”、疏
解与提升、“一核”与“两翼”的关系，京津冀在疏解发展中构建
新格局，在承接转移中重塑生产力，在协同创新中激发动力源，
从而为当今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京津冀·瓣瓣同心》 将高屋建瓴的政策规划与砥砺奋进的人
民视角相结合，强调“瓣瓣同心”的关键是上下连心、万众一
心。首先，该片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对10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
进行了立体化呈现，全片采访对象包括中外设计师、建筑师、工
程师、项目经理，以及学者、公务员、作家、企业家、医生、教
师、摄影师、旅游博主、个体商户、工人、农民等。其次，个性
化的讲述为该片注入生动的生活细节，增强了表现力和感染力。
片中呈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时，80岁的陈彦娴在镜头前唱
起1962年的歌谣。她是河北承德塞罕坝的第一代务林人员，2017
年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在呈现交通一体
化建设方面的内容时，动车组司机韩军甲感叹城际铁路给生活带
来巨变，他的女儿在日记中写下“爸爸的梦想是开中国最好的火
车”，呼应了交通提速、强化城市连结的主题。个体化的叙事、场
景化的展现、同期声的运用，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活化、具象
化。再次，该片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既来自人
民，又造福人民。“协同红利”使“环京津贫困带”的村民们脱贫
致富，生态修复为居民生活筑起绿色屏障，交通网络的完善极大
地方便了个人出行、企业运营以及物流运输，新区建设让优质的
教育、医疗、养老资源惠及万民，各类博物馆、图书馆、艺术中
心、文化园区的落成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京津冀·瓣瓣同心》 充分发挥电视艺术形象、直观的特点，
让参与者、见证者、受益者现身说法，在个体与时代、微观与宏观的
共振中彰显国家战略与人民美好生活紧密而深刻的内在联系，用
影像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辉煌篇章。

（仲呈祥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林玉箫系中国传媒大学讲师）

电视剧 《承欢记》 播出后，受到观众欢迎。通过这
部剧，我们试图呈现当代年轻人的情感困惑，并借此传
递我们的思考：爱的方式与爱同样重要。

《承欢记》以95后麦承欢追求独立、探索成长的历程
为主线，塑造了麦家奶奶陈淑珍、妈妈刘婉玉以及麦承
欢三代女性的形象，串联起她们不同的生活理念，尝试
弥合代际文化差异与隔阂。剧中，奶奶历经风浪，温柔
而豁达；妈妈带有新一代上海移民的特点，个性果敢坚
韧，但也外化为对女儿的控制欲。是“承欢膝下”还是“成
就自我”，成为横亘在麦承欢面前的人生难题，也是当下年
轻人在“回归家乡”和“远走他乡”之间摇摆的缩影。

剧中，在麦承欢遇到挫折时，奶奶告诉承欢：“自强
自立才是硬道理。”在这样的指点下，麦承欢以“山高有
行路，水深有渡舟”的奋进、乐观态度，最终走出一条
不平凡的成长之路，也用实际行动告诉妈妈，自己想

“有选择、有底气地活着”。而曾经强势的刘婉玉也逐渐
意识到，子女是独立的个体，父母与子女应彼此尊重，
以适当的方式、在适宜的时刻退出成年儿女的生活，也
是父母的必修课。

《承欢记》改编自1996年出版的亦舒同名小说，我们
的创作团队沿袭原著充满烟火气的叙事方式，但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关注当下观众的审美期待。我们认
为，如今，越来越多的观众希望看到更开放包容的价值
观、更真实鲜活的社会生态。所以，这部剧不仅表现女
主角的成长，也反映了当代城市普通家庭中代际之间真
实的沟通状况与各自的精神世界，映照出家庭生活的完
整镜像。剧中几代人在出现分歧时，逐渐学会接纳差
异，通过互动与磨合，走向“和而不同”，得到包容和温
暖。我们也希望这部剧传递的文化价值理念和悦纳自
我、从容笃定的人生态度，能以独有的“中式温情”，滋
润年轻人的心。

（作者为电视剧《承欢记》总制片人）

《抗战中的文艺》 是中国国家话剧
院的首部戏剧电影，不仅生动再现了
抗战时期诸多文学家、艺术家的文艺
创作概况及其精神面貌，而且对以电
影的方式呈现传统话剧进行了多方面
探索，为观众带来新颖的视听体验。

这部电影不仅聚焦抗战时期的重
要历史事件，还深入挖掘抗战中的文
艺发展脉络。影片通过戏剧、诗歌、

小说、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全方
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抗战时期文艺创
作的整体风貌。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以
舞台演绎和镜头记录的方式得以呈
现，使观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抗战时期
的文化氛围，所以该片兼具纪实价值
与史料保存价值。

这部影片演员阵容强大，表演形
式丰富多样。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一批

中青年演员以不同的表演方式、扎实
精湛的演技、富有个性的人物塑造，
为观众呈现了抗战时期文艺名家的风
采，表演风格朴实自然，情感饱满、
充沛，深具感染力。同时，话剧原作
和戏剧电影都在表演形式上进行了大
胆创新，不仅有传统的话剧表演方
式，还融入诗歌朗诵、歌队、真人与
影像结合等艺术手段，使整部作品艺
术形象更加多样，给观众带来了强烈
的视听冲击。

这部电影空间设计独特，灯光、
音效、影像等与演员们的表演有机融
合、衔接在一起，使舞台整体呈现出
立体感，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抗战时期
的文艺现场。这种独特的舞美设计，
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效果，也令观
众沉浸式感受抗战时期的历史氛围。
电影镜头的运用非但没有减弱现场演
出的真实感，反而放大了诸多空间与
人物的细节，提升了观众的体验感。

戏剧电影 《抗战中的文艺》 突出
了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战中的凝聚作用
和激励作用。作品无论在剧作内容、
表现形式还是演员表演等方面，都进
行了大胆创新与探索，为观众提供了
观赏剧场作品的新方式，使更多观众
通过影像参与戏剧艺术欣赏，扩大了
戏剧的影响力。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戏剧艺术研
究院副院长）

本报电（记者苗春） 4 月
16日，京剧电影 《九江口》 在
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首映，

“京剧电影工程”经典影片展
映活动同时在这里拉开帷幕。

京剧电影《九江口》由刘学
忠导演，张关正任艺术指导，杨
赤等主演，根据同名京剧经典
剧目摄制而成，以元末明初为
历史背景，讲述名将张定边智
破敌军骗局，于危难之际成功
挽救陈友谅的故事。首映现
场，主创们分享了他们在京剧
艺术道路上不懈探索和在电影
拍摄过程中精益求精的故事。
观众表示，这部京剧电影融合
传统京剧艺术与现代电影技
术，赋予古老艺术新生机。

“京剧电影工程”经过 10
余年发展，已成为弘扬民族文

化、传播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工程。
此次展映有《龙凤呈祥》《霸王别姬》

《状元媒》《秦香莲》《大闹天宫》《九江
口》等18部经典京剧电影。

京剧电影《九江口》由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京剧院、首都京
胡艺术研究会出品，于4月19日全国
上映。“京剧电影工程”经典影片展
映活动由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首都京胡艺术研究会
主办，将展映至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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