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精品力作，传播弘
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展现中国当代主流价值
观，已成为当下文艺创
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影
像的使命不仅是展现与
还原历史文化亮点，更
要唤起现代人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传
承意识。

重点推荐

除了承载情怀 更要与时俱进

电影重映是一个并不陌生的现象。从

《东邪西毒》到《大话西游》，从《一代宗师》

到《功夫》，以及《侏罗纪公园》《泰坦尼克

号》等，都曾重映。就在去年底，张艺谋执

导的《红高粱》也加入重映行列。有关部

门也针对重映出台了相关规定。至于为

何要老片重映，各种理由都绕不过一个关

键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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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平

近年来，剧集向精品化迈进的趋势显

著。无论是电视剧或是网剧均在整体上形

成价值立意、创作品质的极大提升。打造

精品力作、传承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指导下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当下

文艺创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近日在优酷上

线播出的《长安十二时辰》，就以较为扎实

的叙事艺术、经得起推敲的细节打磨，在对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关照下，还原了千

年长安的风貌与气质，用“十二时辰”的生

活状态带观众领略文化之美、生活之美。

由雷佳音和易烊千玺饰演的张小敬、李必

两个角色，肩负使命与担当，构造了正向积

极的人物精神内核。

该剧在紧凑的剧情主线之外，还让观

众切实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厚重分量，以饱

满的文化呈现，凸显从容的文化姿态。唐

朝与长安，是中华文明千年历史长河中璀

璨的字眼。旧时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大都

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汇聚定居于此，以此作

为安居乐业之家园。守护长安不受危局所

困的故事，便以“家国情怀、担当履责、道义

信守、重道守礼、教化传承”为核心的精神

脉络铺陈开。剧集所传递的“为生民立命”

“开万世太平”等质朴愿景，描绘出中华民

族由古及今、共融共通的质朴民族基因，追

溯历史、烛照当代、拥抱未来。

《长安十二时辰》用创新的表达方式，

全景讲述了十二个时辰里关于使命与担当

的故事。唐朝上元节前夕，主人公张小敬

与李必联手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危局、

守卫家园安宁。从小人物的刻画入手，《长

安十二时辰》的整体基调更为真实具体。

一方面，张小敬虽然带着对现状的某种不

满，但他始终将护卫长安城作为自己的坚

守，拼尽全力保卫家园；另一方面，李必年

轻气盛，迫切想为国家建功立业，他的幼稚

与不成熟不断暴露，同时也记录了他迅速

成长的过程。两个人物的浮沉和成长，以

及他们不放弃追逐梦想、深爱脚下土地的

情怀更容易与观众形成共情。

同时，故事背景设定提炼了千年长安

的文化风貌，包容的时代、隆重的节日，给

了传统文化符号最广阔的展示空间。

还有不少出彩细节值得关注，例如将

古法造纸和打铁花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巧

妙融入剧中。《长安十二时辰》将承载传统

文化的大命题分解到日常生活的细碎呈现

当中，影像的使命不仅是展现与还原历史

文化亮点，更要唤起现代人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浓厚兴趣和传承意识。

《长安十二时辰》在一天的光影变幻

中，将“包容”二字诠释得淋漓尽致。各色文

化汇聚于长安，交融出华夏文明最璀璨的年

代之一，长安城的兴盛与繁荣早已为今天的

“引进来”与“走出去”给出了历史的答案。

多年来，国产剧如何加深文化内涵这

一命题一直在探索中前进，《长安十二时

辰》给出了属于新时代剧作创作的答案，当

传统文化与戏剧张力相遇，便不应该是高耸

入云的宏大题材概念，传统文化需要扎根大

地，当观众能够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在平

凡生活的烟火气背后找寻到强大的文化印

记支撑，影像才能深入人心地以凝结华夏文

明之精髓唤起情感共鸣。润物细无声的潜

移默化才是文化自信的从容呈现，《长安十

二时辰》危局终会解开，与之相对的正义、

心怀天下、民贵思想的正能量同样彰显。

□ 史竞男

伴随着《清平乐》的徐徐展开，

恢宏壮美的长安城尽在眼前……日

前，在优酷上线播出的国产网络剧

《长安十二时辰》，一经推出便得到

了业内和观众的好评。该剧还将在

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北美

地区全集付费上线，实现华语剧的

重大突破。

这出“爆款剧”是如何打造的？

能够“扬帆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又是

什么？

用工匠精神再现“唐风古韵”

前前后后看了3遍原著，仅第

一集就写了23个版本，花费4个月

时间抓住人物和故事核心……导演

曹盾坦言，从创作之初就本着讲好

“中国故事”的初衷，自己要做的是

“努力想还原大唐的一天”。

“我觉得这是一部具有现实主

义精神的历史题材作品，我们在尊

重历史的基础上来编织故事，尽量

做到有迹可循。”曹盾说，无论是古

装戏、近代戏还是现代戏，创作逻辑

都要落脚到现实生活之中。

正是这种朴实的匠人精神，让

剧集扎根于传统，着眼于实际，处处

皆有文献资料可考。弹幕数据显

示，“电影质感”是观众提及最多的

词，除了剧情，网友们也对剧中的

服、化、道等细节的考究精致而津津

乐道。

比如，剧中的贵妇服饰方面，剧

组就收集了奈良正仓院东大寺所收

藏的六种唐代花鸟纹样和新疆吐鲁

番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三种唐代对

鸟、缠枝纹样；还对《韩熙载夜宴图》

《宫乐图》以及敦煌壁画等艺术作品

中的细节进行了较为直观的影像还

原，参考了博物馆珍贵馆藏以及民

间收藏的文物资料等。

创新表达弘扬传统文化

《长安十二时辰》改编自马伯庸

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唐代主管侦缉

逮捕的“不良人”张小敬为戴罪立

功，需要在十二时辰之内，与靖安司

李必共同侦破混入唐城的可疑人

员，解救黎民百姓的故事。

该剧总制片人梁超表示，在紧

凑的剧情主线之外，还希望观众能

切实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厚重分量。

剧中对传统文化亮点的挖掘渗透到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展示出

千年长安的文化风貌，给传统文化

符号以广阔的表达空间。

曹盾说，“我想把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剧集之中，让大家看到传

统文化的‘美’。”这种美首先是美学

上的美，体现在礼仪、服饰、食物、生

活用具等多种方面；同时，也是蕴藏

在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美”，既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韧劲，也彰显了中华民族

的开放、包容和自信。

据导演透露，剧组专门请来专

家，精心复原了28种供各种宴会日

常场景所需的唐朝点心，还将古法

造纸和打铁花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巧妙融入，带观众领略文化之美、生

活之美。

“此外，剧中主人公经历种种磨

难、始终坚持要去找出真凶，我们从

这样一个小人物出发来探讨传统文

化中诸如坚持、抗争、勇敢、拼搏等

层面的价值美。剧中故事背景下，

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实现平等交

流，兼收并蓄，这同样是我们希望表

达的另一重价值美。”曹盾说。

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邓文卿

表示，打造精品力作，传播弘扬优秀

中华传统文化，展现中国当代主流

价值观，已成为当下文艺创作者的

责任与担当。影像的使命不仅是展

现与还原历史文化亮点，更要唤起

现代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和传承意识。

“国剧”漂洋过海“圈粉”无数

近年来，在国内受到观众喜爱

的一些优秀国剧作品，也开始走出

国门，成为国外观众了解中国的新

窗口。随着《长安十二时辰》的开

播，在海外再度掀起中国影视剧的

观看热潮。

梁超透露，目前，《长安十二时

辰》已经在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

文莱的新媒体平台紧跟大陆同步上

线。7 月起，该剧将陆续在维姬

（Viki）、亚马逊（Amazon）和优兔

（Youtube）三大平台全集付费上

线。经过配音和翻译后，该剧还会

登陆欧洲、非洲等地。

优秀国剧作品漂洋过海，大受

欢迎，很好地满足了海外观众在观

剧娱乐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的双重

需求。“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

增长和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中

国影视剧实现了与全球优秀作品的

同台竞技。”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研

究员赵聪认为，这些类型多元的影

视作品凭借引人入胜的情节、精致

唯美的画面、共通的情感表达让海

外观众看到了注重传承又与时俱进

的中国形象。

中国影视参与国际竞争的过

程，也实现了自身的升级迭代。专

家指出，国内外影视剧市场交流的

日益频繁与深入，不仅为国产影视

剧国际传播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更

大的市场，也带来了更多挑战——

国产影视行业必须掌握更先进的制

作技术、选取更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创作更新颖的主题内容、制定更全

面的传播策略，才有可能在竞争激

烈的海外影视剧市场走得更远。

□ 张 博

如何培养全球影视创制人才？

对于这一问题，在第22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期间举行的电影教育创新论

坛上似乎可以找到答案。不同于通

常教育论坛请来一些教育学者畅谈

教育话题，此次论坛受邀参与讨论

的都是行业从业者，直接从他们的

需求出发谈对人才的需求，从而反

推到作为教育者，该如何培养人才，

这也是本场论坛的合作主办方上海

温哥华电影学院所倡导的“入学即

入行”的教育理念。

热爱是成功的基础

“如果自己不从观众的角度做

一个作品创作，那么，是没有办法提

供一个观众所满意的作品的。”制片

人迈克尔·山姆伯特说道。在他看

来，要想在电影行业中发挥自身的

价值，有三点基本素养很关键：其一

要有找到好故事的热情，其二要有

对好故事的坚持，其三要有很强的

执行力。他同时强调，对于从事电

影工作的人，不论在工业化体系中

担任怎样的角色，都要有观众视角

的思维。

作为中国科幻电影崛起的代表

作，《流浪地球》在制作过程中面临

了不少挑战。《流浪地球》制片人

龚格尔透露，在拍摄期间，剧组每天

的工作时间达到18个小时，而导演

郭帆在拍摄的145天中大多每天只

有一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如果你

不热爱，恐怕很难坚持下去。”

奥斯卡最佳声音设计得主雷斯

尔·普克莱同样谈到了热爱的重要

性。他表示，印度电影的竞争非常

激烈，每年200部电影中可能只有

15部可以在电影票房方面取得成

功，但仍然有源源不断的电影创作

诞生，电影的数量也在持续上升。

雷斯尔·普克莱指出，这背后的动力

还是对电影的热爱。“想让你的故事

成为经典，就必须要有一种非常疯

狂的精神。”

中国动画产业虽然仍有待提

升，但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袁野表

示，动画本身的制作特性，已自然地

推动中国的动画制作遵循工业化

体系。他表示，就目前整体来看，

投身行业的人基本还是靠热爱驱

动。一方面，动画制作流程非常繁

复；另一方面，中国在动画教育方

面专业设定的缺位，使得人才的培

养需要持续靠一线的实践积累。

因此，除了动画相关的专业技能，个

人的学习能力和创作能力也很重

要，“这就对综合能力提出了要求。”

袁野总结道。

尽早主动参与实践

“目前，中国的影视类院校达

300多所，重点大学达到30所，每一

年影视类的专业报考人数在不断攀

升，但很多名牌院校的毕业生进入

到社会以后，却很难进入行业。”上

海温哥华电影院学院执行长蒋为民

说道。

针对电影人才普遍的产学脱节

问题，制片人、奥斯卡最佳音效设计

得主理查德·安德森表示，电影学院

的教育的确可以帮助个人触及电影

的方方面面，但想要深入到行业中，

适应工业化体系的运转，就应该从

基层做起。“好莱坞体系开始运转的

时候，是没有专业电影学院的。”

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艺术总监

陈大明认为，对于学习电影的人来

说，真正的努力不仅在学校里更是

在学校以外。在学校学到的只是基

本知识，要在行业立足，还是要通过

各种尝试，寻找到自己的定位。

制片人李少伟同样鼓励学生要

走出电影学院。他直言，学生在学

习的同时就可以工作。他认为，只

有这样，才可以真正了解行业到底

在发生什么，将来才能在机会到来

时，有能力去选择。

在强调要尽早主动参与行业实

践的同时，与会嘉宾也对电影人才

的教育现状发表了看法。阿里巴巴

文娱集团大优酷事业群副总裁干超

表示，当下的电影人才培养存在专业

分工不明确，专业不够聚焦的问题。

对此，理查德·安德森提出，一

些大的制片厂可以与电影学院加强

合作，创立有章可循的培训体系，这

样也会使得学校的教育更加具有针

对性，专业人才的培养更加聚焦，所

匹配的工种更加多元化。

除了专业进一步细分化，与会

者还提及要进行审美意识的培养。

他们认为，真正进入到制作环节后，

基本的制作技术和技巧都是可以学

习的，但审美才是决定一个从业者

能够往前走，能够变成一个优秀人

才必不可少的条件。

《长安十二时辰》为何成“爆款”
这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历史题材作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来编织故事，尽量做到有迹可循。

从小人物出发来探讨传统文化中诸如坚持、抗争、勇敢、拼搏等层面的价值美

影视创制人才培养：从热爱出发 从基层做起

在千年长安中
触摸传统文化魅力

““网网””聚先锋力量聚先锋力量
共共筑文化强国筑文化强国
日前，“‘网’聚先锋力量 共筑

文化强国”第五届“创意在北京——

北京网络视听节目创新与人物

推优”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国传媒

大学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分为活

动启动仪式，作品征集，作品评

审，交流、研讨与优秀作品及人

物推优总结、表彰四个阶段。活

动旨在通过优秀的网络视听作

品，传递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推动具有中国特色、

首都特点、时代特征的网络文化

建设和管理。图为活动启动仪式

现场。

新华社发（任 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