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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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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为生活加点料

近年来，北京不少大型购物中心，像

侨福芳草地、朝阳大悦城、王府井新东安

广场，都开始不定期举行艺术展览、艺术

品销售，以“文艺范儿”和互动体验，吸引

人流和目光，艺术与商业的结合逐渐成

为行业发展的一种趋势和潮流。

文化时评

现实题材影视作品
如何走红网络

□ 华 挺

近年来，随着网络全面普及，网络

视频平台快速崛起，观影效果有了很大

提升，观众也随之大量迁移到网络上。

统计显示，2017年中国网络视频用户数

达 5.79 亿，预计到 2020 年将突破 7 亿。

2017年全国新上电视剧241部，而新上

网络剧295部；在国内热播剧集中，电视

和网络渠道排名前十的剧集出现了8部

重叠。如今不仅是年轻人，连孩子、老

人都会用手机看影视剧，网络已经逐渐

成为主流播放渠道，网络视频用户和网

剧数量占比越来越大，观众选择也出现

了同步趋势。

剧本乃是一剧之本，而最好的剧本

来自现实。在众多类型题材里，现实题

材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乃是影视创作

的主流。取材现实、关注当下，现实题

材影视触及社会各个领域，反映各种社

会问题，诸如婚姻、住房、医疗、教育、职

场等，都是民众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

事，很容易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激发

观众对现实题材的关切。

网剧不再局限于玄幻、仙侠等类型

题材，更丰富的类型题材不断涌现，受

到“长尾理论”的影响，各种类型题材都

能在网络上找到自己的观众群体，一些

热门的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在网络上也

备受欢迎。比如《人民的名义》《欢乐

颂》《虎妈猫爸》《湄公河大案》等，在网

络上的点击率都很高，其中部分经典人

物和对白、剧情，甚至成为现象级的网

络话题，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反响和热

议，说明只要用心打磨精品，现实题材

一样会赢得网络用户的青睐。

在网络视频平台上如何讲好现实

题材故事，乃是创作者面临的一大挑

战。相比传统播放渠道，网络具有互动

性强、传播速度快、技术迭代快、年轻群

体为主、包容性更大、评论自由度高等

特点，不能再延用旧有的思维，需要综

合各种因素，探索网络视频传播规律，

创作更适宜网络渠道的影视作品，刻画

时代，描绘现实，激发网友的情感共鸣，

塑造和引导大众的认知和价值观。

回顾近年来网络热播的现实题材

影视作品，均具有题材贴地气、剧情合

理、关注民生、直击人性、节奏快、演技

高、情感真实等特征，将影视创作与现

实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不回避矛盾冲

突，敢于触及社会敏感话题，符合网络

观众的审美情趣，容易诱发网友的深层

次思考与讨论。比如《人民的名义》没

有小鲜肉，不炒作噱头，完全依靠精良

制作，深刻揭示反腐败问题，不仅赢得

市 场 与 口 碑 双 丰 收 ，并 在 GMIC X

2017非凡盛典上获得“互联网时代最具

影响力影视作品”奖，树立起现实题材

影视作品的新标杆。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取得辉煌成绩，社会各个领域均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层出不穷的新事

物、新思想、新现象不断冲击着社会，激

荡起巨大的波澜，也为现实题材影视创

作提供了最丰富的素材。从业者应抓住

历史机遇，深耕现实社会土壤，积极拥抱

互联网技术，学习全球最先进的影视创

作经验，勇于探索创作剖析社会问题的

题材，用网络叙述方式讲述现实故事，展

示飞速发展的现实中国，为改革开放的

伟大历程留下印迹，借助网络力量将中

国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传播向全世界，实

现影视作品和社会价值观的输出。

开栏的话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

系乎时序。”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

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改革开放的40年里，文艺始

终在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文学、影视、戏剧……

每一种文艺形式都在记录时代的巨变；每一部小说、每一首歌曲、每一部

电影……也成为世界了解今天中国的新窗口。本刊从即日起推出“记录

时代巨变 触摸文化脉动”专栏，进行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 本报记者 于 馨

如果要寻找一个和改革开放几

乎完全同步的文艺形式，那非电视剧

莫属了。

国产电视剧40年的发展史，几

乎与我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同步。

每十年间，都会有多部“爆款”电视

剧引发社会关注。电视剧这种文艺

形式，不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

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表达，成为了解

和把握中国社会变化和文化动向的

指针。

十年磨剑
时间成就“经典”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宣

告成立，在开拍播出寥寥几部电视剧

后，就因“文革”而停滞不前。直到

20年后的1978年5月1日，北京电

视台正式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才有

了如今大众耳熟能详的CCTV，也才

有了国产电视剧的起步和复兴。

1958年6月15日，中国第一部

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在当时的北京

电视台开播，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开

始了。《一口菜饼子》根据同名短篇小

说改编，讲的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故

事。—位承受生活重压的母亲，为救

女儿省下仅有的一口菜饼子，最后死

在旧社会的饥寒交迫中。

与《一口菜饼子》类似，早期国产

电视剧主要聚焦在农村现实题材和

政治宣传，大多有“庙堂之高”的深远

立意。接下来1962年的《绿林行》、

1966年的《焦裕禄》等电视剧，都是

以正面典型人物作为作品主体。该

时期的电视剧作品大多起到较强的

教化功能，但作为文化艺术作品，基

本上没有太大的娱乐性。因此，这一

时期国产电视剧总体处于起步阶段，

各方面都处在萌芽。

从萌芽状态出发的国产电视剧，

在经历了近20年的迟缓发展后，终

于迎来经典时代。

业内专家认为，我国电视剧发展

始于改革开放。浙江大学新闻系主

任、教授沈爱国表示：“电视剧迎来真

正发展，主要在于改革开放后。电视

剧的观众，会受到家庭有没有电视机

这一媒介的客观限制。而改革开放

前，中国绝大部分家庭都还没有买电

视机的经济能力。”

上世纪80年代，借助改革开放东

风，电视剧创作迎来第一个高峰。

1980年，CCTV播出改革开放后的首

部电视连续剧——导演王扶林的《敌

营十八年》。次年，连续剧《虾球传》红

遍大江南北。随后的《蹉跎岁月》《四

世同堂》《末代皇帝》《便衣警察》《乌龙

山剿匪记》等，部部引起轰动。

此外，对于古典名著的改编系列

更成为首屈一指的经典。1980年开

始筹拍的《西游记》足足拍了6年，使

得两部剧分别于1986年、1987年播

出，造就轰动一时的荧屏盛宴。

而87版的《红楼梦》，由王扶林导

演，周汝昌、王蒙、周岭、曹禺、沈从文等

多位红学家参与制作，整个拍摄过程历

时三年之久，剧组先后走遍全国10个

省市的 41 个地区的 219 个景点。

1987年，该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得

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直到今天，已重

播千余次，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

妙篇章”和“不可逾越的经典”。

此后，随着1994年《三国演义》

和1998年《水浒传》的播出，中国古

典四大名著完成了第一次的电视改

编，也成就了几代人的荧屏记忆。

折射现实
扮演“时代说书人”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这曾是许多观众再熟悉不过的旋

律。1990年，50集电视连续剧《渴

望》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国产长篇电

视情节剧的历史，也成了当时的“现

象级”剧作。在电视机尚不普及的时

代，邻里间凑在一起看《渴望》也成了

当时一景。而扎根现实题材又贴近

生活本身的室内剧由此深入人心，也

影响了《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

约》《我爱我家》等后续室内剧、情景

剧的拍摄。

《渴望》也被称为国产电视剧发

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1990年

出品的《渴望》，创造了中国电视剧的

奇迹，定位了中国电视剧在中国社会

中的地位。以《渴望》为范本，雅俗共

享、老少咸宜。它对整个中国社会、

中国城乡、中国中心城市和边远城市

的覆盖和冲击，对中国不同年龄段、

不同社会阶层普遍的覆盖，使得电视

剧在中国社会确实扮演了一个极为

重要的角色。”在北大教授戴锦华看

来，“电视剧扮演、接替了当代说书人

的社会功能。”

回望上世纪90年代，引起轰动

的电视剧，几乎都与时代背景密不可

分。1991年的《外来妹》，聚焦改革

开放初期创业热土广东的劳动力迁

徙；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颇具

前瞻性地关注了出国热，并用个人奋

斗史的形式折射了当时东西文化的

碰撞。那句“如果你爱他，送他去纽

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送

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的

slogan，唤起了一代中国人对纽约

的美好遐想；1995年的《苍天在上》，

以及之后的《大雪无痕》《黑洞》《黑

冰》等反腐剧，真实记录了经济利益

驱动带来的人心浮动以及国家对于

反腐倡廉的决心和力度；1996年的

《儿女情长》围绕上海寻常人家的寻

常故事，完整细腻而又真实朴素地还

原了底层市民的情感，被誉为“上海

里弄的风俗长卷”，因此获得了“飞天

奖”和“金鹰奖”。

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不约而同地

以写实的视角直面社会大时代的起

伏，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揭示了人们

对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

渴望，也向中国观众第一次展示了国

产电视剧“真实”的力量。

四分天下
多元创造“新格局”

2000年，国产电视剧产量突破

10，000集。电视剧逐渐成为电视立

台和收视的法宝，也成为大众关注的

中心。由于创作日趋成熟，大众文化

的趣味性和艺术作品的专业性开始

相容，造就了国产电视剧多元创造的

新格局。

相关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国产电

视剧呈现出“四分天下”的局面——

年代剧、历史剧、现代剧和穿越剧。

与此同时，央视一家独大的地位开始

不断受到地方卫视的挑战。

2001 年的郭宝昌作品《大宅

门》，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历程交相呼

应，大气磅礴，也带火了后来的《乔家

大院》《闯关东》等反映家族历史的年

代戏。而胡玫的《汉武大帝》、李少红

的《大明宫词》、张黎与刘和平的《大

明王朝1566》等则探索出了古装剧

不同视角的表达方式。

而随着80后、90后成为主要收

视群体，反映时代进程中的年轻人理

念和心态演变的现代剧开始“霸

屏”。一部《奋斗》在2007年火遍全

国，新时代青年的情感与追求让人耳

目一新，成熟独立的夏琳成为新一代

女性的代表。《媳妇的美好时代》《中

国式离婚》《金婚》《激情燃烧的岁月》

《父母爱情》《我的前半生》等婚姻、家

庭题材作品也勾起人们对家庭关系

与情感新问题的思考。

此外，在这一时期，抗战、军旅题

材作品异军突起。2005年，李幼斌

主演的主旋律作品《亮剑》，成就了李

云龙这个非同寻常的荧屏人物形

象。2007年，王宝强等主演的《士兵

突击》讲述了农村出身的士兵许三多

的成长历程，“不抛弃、不放弃”的精

神深深触动观众，甚至成就此后几年

的“参军热”。

上世纪90年代末，在网络平台

上，一批穿越小说诞生并发展起来，

这为电视剧提供了全新的模式，穿

越剧也成为那一时期影视的流行趋

势。2001年的《寻秦记》和2012年

的《穿越时空的爱恋》为穿越剧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网络上以及现实生

活中，要求把各类穿越小说拍成电

视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可是后来

由于各类谍战片和战争剧的兴起以

及电视剧导演们的忽视，穿越电视

剧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发展体

系，在之后的几年里也没有出现一

部专门表现穿越的电视剧了。直到

2005年电影《神话》的出现以及成

功，为穿越电视剧的进一步发展埋

下了伏笔，而网络上越来越红的穿

越文学创作也为穿越电视剧的盛行

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此后湖南卫视

清穿剧《宫》的热播，把穿越剧推向

了高潮。

“数”“质”并重
中国故事走出去

2010年，国产电视剧产量达到

了15,000集，而这仅仅是播出的数

量，制作上的产量还要乘以2——如

今，国产电视剧每年的拍摄量已经超

过了30，000集。

与此同时，“IP”来了。这些原本

在上世纪80、90年代被称为“原著小

说”的电视剧常见改编基础，在新时

代有了一个时髦的新名字：IP。如果

2015年是“IP热潮”，那么2016年就

成了“IP疯潮”，市场上85%的IP都

被抢购一空，“哪怕是囤着不拍，静待

版权过期，也要先抢下来再说。”成了

当时各大制作公司的“默契”。

对IP不分质量的疯抢很快得到

了“恶果”：价格水涨船高、类型日渐俗

套、炒作没完没了、收视率真假不明。

业内人士曾总结IP剧八大“套路”：小

鲜肉、小花朵、外貌协会；卖萌卖腐、霸

道总裁玛丽苏；玄幻魔幻变虚幻；五毛

特效成噱头；潮牌风尚视觉控；欧巴翻

拍来淘金；网红新星成新宠；弹幕营销

吐槽狂欢。细数下来，无论哪部IP剧，

都少不了这些关键词。

有专家表示，IP剧的潮起潮落

与电视剧产业形态关系密切。随着

改革开放的进程，民营机构占到电视

剧制作总量的比例已经超过90%，

但90%的民营公司规模非常小，一

年基本也就生产一部电视剧。从产

业形态来看，这是典型的分散型竞

争。这些“一部剧”小公司为了将利

益最大化，将风险最小化，于是买

IP、迎合市场、越拍越长就成了普遍

办法，这也导致了拍电视剧成了一种

无意识、无主体的投机性创作。

IP疯潮后，国产电视剧逐渐从

“重数量”到“重质量”。国产电视剧

再次迎来了现实主义题材的高峰。

这主要是电视剧业内遵从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的意见》等政策，众多优秀

电视剧作品开始自发地进一步植根

生活、深挖生活。例如，表现中国社

会城乡改革大潮的《马向阳下乡记》

《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一方面延续了

上世纪80年代改革题材剧的优秀传

统，又以与时俱进的视野观察了中国

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生动再现了30

年来深度的社会转型与体制变革。

而在国内影视剧市场蓬勃发展

的同时，国产剧集正以飞快的速度在

海外形成一股“国剧热”。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周继红

表示，2017年全国影视内容产品和

服务出口的总量已经超过 4 亿美

元。中国影视内容产品的出口规模

不断扩大，出口类型不断丰富，出口

的市场也从东南亚扩展到中东、非洲

和欧美地区。

随着一批国内优秀影视制作公

司、电视台和视频网站“抱团出海”，

一大批在国内有着良好收视率与口

碑的电视剧走出国门，被翻译成多种

语言在异国他乡受到当地观众的喜

爱和肯定。

在阿里文娱大优酷事业群剧集中

心总经理马筱楠看来：“之前海外市场

对中国国产剧的认可仅限于古装剧，

我们的古装剧不管从文化上还是从制

作上都有绝对优势。但是这几年我们

发现，很多别的题材在海外也开始被

接受了，刑侦悬疑推理剧、都市情感剧

也受到海外频道的青睐。”

柠萌影业CEO苏晓认为：“发

展到现在，国剧越来越有自信，讲故

事的方式、题材、制作水平都与国际

越来越接轨了，从文化意义传播的

角度来说，走出去非常有价值。从

原来只是针对海外华人，到现在针

对更多的全球观众；从原来只是在

古装剧题材类型上面走出去，到现

在越来越多都市爱情题材能够走出

去；从原来是海外小众卫星频道，到

现在越来越多在主流频道的黄金时

段播出，这些变化在悄然发生，我们

也越来越有信心。”

改革开放40年，国产电视剧从

初生到繁盛，在题材、类型、风格、

概念等方面都极大地丰富了人民

的视听，并成为一张承载中国文化

软实力的“活名片”。在未来这张

“活名片”将被印上更多优秀的时

代烙印。

电视剧：“中国故事”的时代长卷
从六年拍25集到一年拍3万集，国产电视剧过去40年的发展，几乎与我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同步

记录时代巨变 触摸文化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