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温经典

火爆荧屏带动新风尚

自今年 2 月 1 日正式开播以来，

重温经典频道已经累计播出了 2700

集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一大批优

秀经典作品播出后， 用户规模保持快

速增长， 频道收视率始终位列上星频

道前列。 截至 9 月底，重温经典频道覆

盖人群规模超 5800 万户，累计收视时

长突破 11 亿小时。 目前，重温经典频

道已经进入了超过 1.6 万家养老机构，

到 10 月底将进入近 2 万家养老机构。

在影视领域， 很多经典作品经过

一次或几次播出后便束之高阁， 非常

可惜。 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

其既能反映时代精神， 又能对后世产

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比如电视剧《闯

关东》展现的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

精神，《士兵突击》 传递的是不抛弃、

不放弃的人生信条，《亮剑》塑造的是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亮剑精神，都可

以不断欣赏解读。 重温经典频道将这

些经典佳作重新带入观众视野， 丰富

了电视屏幕，也带动了“重温经典、致

敬经典、传承经典” 的视听新风尚。

据介绍，重温经典频道所有节目都

由经过广电总局确定的专家团队精心

挑选，总局还专门制定了频道的运行管

理办法，从政策保障、节目储备、节目

编播等方面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推

动频道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化。

致敬经典

见证永恒的艺术魅力

“人们不断重温经典，因为每次欣

赏如同初看，历久而弥新。 ” 重温经典

论坛上，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隽表示，当年风靡大

江南北的电视剧《围城》、家庭伦理类

电视剧《孽债》、弘扬英雄主义气概的

电视剧《亮剑》、讲述民族深情大义的

电视剧《国家孩子》，以及今年广受关

注、 呈现改革开放大潮和上海海派特

色的电视剧《繁花》，都凝结着上影人

的心血。 在美术动画领域，厚实的积淀

与传承， 更使得上影集团成为荧屏上

最重要的动画片提供者。 重温经典频

道动画收视榜单中， 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厂的 《哪吒闹海》《大闹天宫》《天

书奇谭》等 7 部作品位列收视率前十。

“上影这些优秀作品，有不少已经

超过半个多世纪，有许多进入国内重播

率、收视率最高的行列，这让我们深切

地体会到，影视经典与其他类别的经典

一样， 它不是转瞬即逝的口碑和赞誉、

不是简单的规模与体量、更不是一时的

市场流量和追捧。 ” 王隽认为，经典的

形成和沉淀，在于它既是时代的写照和

记录，又承载了超越时间和地域的情感

与思考，其所蕴含的思想高度、文化内

涵、艺术审美具有永恒的魅力。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

会长李京盛从四个维度分析了经典作

品具有的共性特征： 经典是记录了社

会和时代发展变迁、 具有鲜明的时代

印记和生活烙印、 具有深刻的认识价

值和教育意义的作品；是颂扬真善美，

表现人的美好理想、 美好情感和美好

心灵、书写出了人性光辉的作品；是对

观众具有审美提升力和艺术感染力，

能够陶冶情操、抚慰心灵、增强人们精

神力量的作品； 是塑造了鲜活的典型

艺术形象、 为中国影视人物画廊增添

光彩的作品。“重温经典是一次向经典

作品的致敬。 它再次见证了优秀作品

的恒久魅力， 也让人看到优秀作品所

具有的跨越时空的思想穿透力、 价值

引领力和艺术感染力。 ”

传承经典

启发当下精品创作

经典的背后是创作者们深入生

活、敢于创新、精益求精的价值追求，

比如 87 版电视剧 《红楼梦》 历时三

年， 参演人员用将近一年的时间跟随

红学家研读经典、 研究原著、 分析角

色，学习琴棋书画、培养气质，才让一

个个人物仿佛从书里走出来。 电视剧

《老农民》 编剧高满堂为了把中国农

民的特点刻画到位， 用五年时间深入

农村走访六个省， 采访了两百多位农

民，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王隽认为，打

造新时代的新经典， 要有扎根生活的

真诚态度， 深入生活不是套话， 经典

是在生活的大地上生长的， 是生活给

予真诚创作者的馈赠，“好作品是盛

开的生命之花， 离开培育它的土地，

就会枯萎。 ”

在李京盛看来， 重温经典频道的

开办在得到观众喜欢的同时， 也为今

天的精品创作提供了众多成功的范例

和难得的学习机会。 他举例说，近年来

话题性创作在电视剧领域一度较为流

行，因此抓话题、找话题、开发话题成

为一种创作倾向， 其中不乏成功的市

场爆款。 但也有些作品，急于迎合大众

情绪，未经深思熟虑，未能深入剖析话

题中所反映的更深层面的社会、 人生

和心理问题， 只求以短平快方式来引

发市场关注， 忽视了艺术创作中需要

探寻和解答的人生终极意义。“如何把

追求爆款与精品生产的规律相结合，

如何克服创作上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心

态， 如何厘清在创作中出现的一些困

惑和难题。 向经典学习，这些问题，都

可以从中找出答案、获得启发。 ”

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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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中国第一代公安人故事 ，反

特题材的《暗夜与黎明》通过央视八套

和爱奇艺播出。 有众多实力演员加盟，将

谍战融入带有年代感的警察剧中，《暗夜

与黎明》 为反特剧增添了一种新的打开

方式。 该剧首播当晚在酷云平台的收视

率 突 破 2， 实 时 收 视 率 峰 值 高 达

2.8228%，并连续多日摘得全部频道平均

收视日冠， 同时在爱奇艺站内的热度值

也迅速攀升接近 8000。

剧集由《追风者》《问苍茫》等高口

碑历史剧编剧翁良平执笔，同时还会聚了

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 剧中，

已经出场的王志文、倪大红、王劲松等老

戏骨，展示了各自令人叹服的演技，而聂

远、孙岩、冯兵、郝平等正值壮年的演员也

拿出了相对稳定的发挥。 尽管该剧还是以

“老带新” 的方式来讲述革命题材，但新

一代演员的融入，确实也为相对固化的题

材带来了一些新鲜感。

剧集以当年心怀家国的热血青年加

入守护城市为时代背景，塑造了一批当时

的“警察新人” 。 金昴昌的女儿金妍（邢

菲饰） 成为法医， 协助二室侦破案情，刚

毕业的大学生岑小满（姚安娜饰）也加入

二室成为侦查员。 以林少白（陈哲远饰）、

路正阳（聂远饰）等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

代公安人，用他们独有的视角接触公安事

业，与狡诈的敌特展开极限较量，恰恰反

映了新中国第一代公安人，用初心兑现承

诺，用热血践行使命，誓做城市铜墙铁壁

的精神。

李夏至

电视剧《暗夜与黎明》：

聚焦新中国第一代公安人

国庆期间，电视剧《日光之城》连续

多日位居电视剧收视榜第一。

作为首部当代西藏都市生活剧，《日

光之城》中的每个角色都有真实的人物原

型。 主创团队在创作过程中上高原、下生

活、用拙劲，以原汁原味的叙述方式讲述

新时代的西藏故事，带领观众感受独特的

风土人情与温暖治愈的烟火人间。

从自然条件来看，拉萨年光照时间长

达 3000 小时， 以其独特的自然条件被誉

为“日光之城” 。《日光之城》将主要故事

场景放在拉萨八廓街，剧情讲述了六位年

轻人在西藏这片热土上寻找自我、追逐梦

想的故事， 八廓街上的创业青年索朗、退

役军人许少杰、都市精英达珍、甜茶馆老

板曲宗、实习医生扎西、牧区少女格桑等

热血青年群像生动鲜活。

《日光之城》创作历时 3 年，从 2021

年 10 月开始，主创团队跨越高原寒冷、含

氧量低的两个冬天，克服了严重的高反缺

氧、头痛失眠等种种困难，四上高原走访

采风，走遍了拉萨的三区五县，采访各年

龄、职业人士上百人，采访笔记超过 100

万字，为现实主义剧本创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剧中的每个细节都蕴含着根植于现实

的力量， 剧组各制作部门坚持现实主义的创

作原则，坚持实地创作拍摄。工作人员及演员

从海拔 3650米的拉萨， 一路升高到岗巴县

5200米的最高点进行拍摄， 由此 《日光之

城》成为国内首部在高海拔地区全程拍摄的

电视剧。

邱伟

电视剧《日光之城》：

高原上的烟火人间温暖治愈

现实主义电影近年来层出不穷，如何

深入现实又不落窠臼，依旧是考验作品的

探照灯。 电影《浴火之路》自上映以来各

平台讨论热度居高不下，更以对社会议题

的关注，收获颇多好评。 失亲父母千辛万

苦寻子的故事并非新话题，这部电影用何

种方式创下电影国庆档的不俗战绩？

“虎狼兔” ， 是影片英文名的直译，对

应影片中临时组队又相互牵绊、 救赎的

“拐三角” ， 用各自的狠劲儿切入影片的

寻子叙事。 虎狼丢失孩子会有怎样的撕

咬？“社会大哥” 崔大路如虎，他对死亡毫

不惧怕， 却反复咀嚼寻子的恐惧与执着；

而前警校教官赵子山如狼，将家破人亡后

的复仇之刃直指人贩。 李红樱如兔，她是

平衡“拐三角” 的核心，也是“兔子急了也

咬人” 的母亲。 导演五百说：“这是从现实

中剥离出来的，实际上大部分真正丢孩子

的人不一定会有这么暴烈的勇气，但我们

把这样超越现实的力量赋予这三个特殊

的个体，他们形成最稳固的三角形，坚不

可摧，共同走向寻子之路。

作为一部聚焦人口拐卖问题的电影，

《浴火之路》并不局限于“孩子” ，李红樱

一角承担了破题之义， 撕拉开人口拐卖的

产业链条与动因。影片中，李红樱被沾染恶

习的丈夫欺辱， 诞下的女儿被转手卖到富

人家中干活， 而她寻女路上又险些被贩至

境外，为救赵子山无奈“嫁” 给人贩头头的

“傻儿子” 。 重重难关下，她并不像惯常母

亲角色那样温柔与脆弱， 也未曾丢失人性

与仗义，在她快要丧失生的希望之时，她的

女儿被同伴找回，而这，如同神迹。

现实题材的戏， 超现实的创作手法。

相比于停驻在现实层面的苦情戏，影片另

辟蹊径， 用复仇追凶的方式上演 “热血

番” ———悲情父母直击人贩老窝。 五百坦

言，在拍摄时“内心的感觉是超越现实主

义的， 它有一种神性和天意在” 。 “拐三

角” 身陷荒野时，是突然出现的兔子身上

的奶水助三人死里逃生；而穷凶极恶的人

贩陆永安在雨夜被雷劈中， 人贩老金和

“傻儿子” 被水泥淹死，皆是电影“恶人自

有天收” 的朴素主张。至于影片中的寓言，

观众们更是津津乐道。

路，在影片中有多重隐喻。 一方面，复

仇爽感融合公路片元素， 追凶途中场景不

断更替，构成影片的整体质感，也是吸引当

今观众走进影院的叙事方式。另一方面，路

的苍凉更显人物的复杂心境。 赵子山一句

“六年，我一直在路上找，只有在路上才能

像个正常人” ，道出多少寻子家庭的心碎。

寻子之路凛冽，而“众人拾柴火焰高”

的援手、 伙伴间的信任与救赎， 还有路中

邂逅的 “江湖侠气” ， 都为故事添了一分

暖色。 电影并不是给出一份美好的幻梦，

而是给那些依旧不放弃寻觅的受害家庭共

情与力量。

孙彦扬

电影《浴火之路》：

叙事快感不掩现实力度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

录片中心出品的纪录片《三大战役》以

清晰的历史讲述、 深入的战略剖析、鲜

明的人物刻画和饱蘸浓情的纪录语言，

全景式展示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

役的战争历程，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展现三大战役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建立

新中国进程中的重大意义。

《三大战役》 从毛泽东 1946 年

发给东北局的电文开场。 这个充满历

史感的细节折射出整片的创作基调

和叙事风格，即全面还原重大历史事

件的本来面貌，以真实影像、原始文

献以及实地拍摄为基础，通过采访专

家和战争亲历者，再结合解说、动画

演示、 情景再现等多种表现形式，从

战争决策、战略战术、国际形势、战争

进程、民心向背等多维角度，揭示战

役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与深层内涵。

《三大战役》 紧密围绕战局演变

构建叙事框架，精心布局悬念与多线

并进的故事线索， 引领观众穿越时

空，随着战事的起伏，不断推进并深

入探索三大战役历史的关键节点。

无论是辽沈战役中敌我双方实

力差异明显的塔山阻击战，还是淮海

战役中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与

国民党军杜聿明之间的斗智斗勇，以

及平津战役中对国民党军第 35 军的

围堵聚歼，悬念中更有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紧迫感。 而旁白中对于整体战局

乃至战略战术的解读， 如同纽带，将

同一时间内发生在不同地域的战事

紧密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可以彼此

关联的历史网络，从而深化了观众对

战争复杂性的清晰认识。

作为一部聚焦重大题材的纪录

片作品，《三大战役》 选择以人民为

落点， 让观众真正理解中国革命问

题， 感受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激情。

70 余年后的今天，尽管硝烟已散、战

事已远，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

的与时俱进，人民解放军所展现出的

敢于战斗、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都

在《三大战役》讲述的一个个真实故

事中徐徐展开，“为什么中国共产党

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最终赢得胜利，最

终建立新中国” 这一时代命题，也在

影像中得到了解答。

王彦

纪录片《三大战役》：

全景式再现人民战争的壮丽篇章

提到短视频，会想到什么？有人想

到饭后睡前的娱乐， 有人觉得是消磨

时间的利器， 有人认为自己的专注力

被破坏了……如今， 有关短视频的激

烈争论期已经过去， 许多人承认了短

视频已经进入人们的精神娱乐生活。

作家梁晓声在一场活动中，先是说

自己不怎么看短视频，随后又透露自己

每天晚上都会刷一段时间的短视频。这

一说法其实并不矛盾， 因为平台不同，

传播方式不一样，不少人会对什么是短

视频产生不同理解。梁晓声可能就误会

了，认为短视频的内容类似于将电视画

面转移到手机上，而不会特意去确认短

视频这一形式意味着什么。

那么，究竟什么是短视频？ 除了

篇幅短这个明显的特征外，短视频的

重点在于：用极短的时间吸引观众的

注意力，将观众带入情境，迅速激发

观众情绪起伏，引发观众共鸣———极

其戏剧化，是短视频的立身之本。 由

短视频衍生而来的短剧，将短视频的

内在应用到了一个极致，并吸引不少

影视剧从业者投身其中， 形成产业。

由此可见， 短视频的诞生与流行，是

带有颠覆性的。

一位女作家曾做过测试，她刷了

一段时间的短视频，发现并没有成瘾

迹象， 但当算法发现她的喜好后，开

始接二连三地给她推送相关内容，结

果她沉溺了，和许多人一样被强大的

短视频攻陷。

2017 年被视为 “短视频元年” 。

在此之前的数年，短视频并不太被看

好。 但随后短视频的爆发速度令人惊

讶， 到今天短视频用户已经超过 10

亿人。 如何看待短视频，成为摆在人

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短视频无孔不入，本质上它是碎

片化时代的必然产物。 即便没有短视

频，在一个时间被打碎、注意力被分

散的时代，人们仍然会选择其他娱乐

方式来填满碎片时间。 而短视频与碎

片化时代更为匹配，所以它大大挤占

了用户看电视的时间，跃居休闲娱乐

的首位。

不过，选择权仍在用户手中。 能

够拒绝短视频的用户，相应地会拥有

更多被自己支配的闲暇时间。 无法拒

绝短视频的用户也拥有选择的权利，

那就是把短视频当成一个工具、一个

窗口，去观察社会与世界，了解他人

的生活与人生，映照自己的内心与精

神。 如此，在获得休闲与娱乐的基础

上，也能看到一些实实在在有助于自

己思考的东西。

今年春节后， 潮汕英歌舞借助短

视频传播大火特火， 与此同步被关注

的还有福建游神、 甘肃社火等传统民

俗活动。 不少人看完短视频后化身为

游客，奔赴现场与当地人同乐。这类短

视频的火爆，虽然具有季节性，却让人

看到一种可能———在活跃传统文化、

激活民俗风情等方面， 短视频有着既

直接又深远的影响。

转变视角， 不再把短视频仅仅作

为娱乐选项来看待， 或能解决受众与

短视频之间因紧密联系而带来的焦虑

感。 如果真正搞懂了短视频的创作与

流行逻辑， 真正意识到自己对短视频

的需求， 就能够客观看待短视频对自

己时间的占领和对精神的“入侵” ，把

短视频放置于它应该存在的位置，像

看待电影、电视剧等那样，用平常心有

选择地欣赏与消费。这样，短视频与受

众之间自然便有了距离与张力， 一样

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

在笔者看来，一个理想的方式是把

短视频当成社会与时代的镜像，从中去

看世界与人心的进行时，并将自己作为

一个个体放置其中对号入座、 校准修

正，那么，短视频一样可以起到促进人

反思与觉醒的作用。而要短视频能够拥

有更多积极一面的作用，平台要有责任

意识，让优质内容更多到达用户，让劣

质内容边缘化。 对于用户来讲，选择给

什么样的短视频“点赞” ，则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短视频的发展走向。短视频的

样貌呈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用户的内

心，当用户更多地借助短视频去表达与

传递美好与善意时，这一传播媒介才会

真正迎来高光时刻。

让短视频成为社会与时代的镜像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评弹

说到影视经典，许多人脑海中浮

现出《红楼梦》《西游记》等经典老

剧，又或是动画片《大闹天宫》《黑

猫警长》。 今年 2 月 1 日，中国广电

重温经典频道推出，免费向全国观众

提供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频道开播

半年多已成为拥有两亿收视人群的

一线频道。10 月 11 日至 13 日，首届

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举行，并

特别策划了重温经典论坛，探讨电视

艺术经典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以

及如何打造属于新时代的新经典。

将经典佳作重新带入观众视野

重温经典频道开播半年受众两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