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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距离除夕60天之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

晚会》发布主题和主标识。乙巳蛇年

春晚将以“巳巳如意，生生不息”为主

题，与全球华人相约除夕、欢度农历

新年。

央视方面介绍：巳，象 征 着 阳

气 巳 出 ，阴 气 巳 藏 ，万 物 见 ，成 文

章 。 而 将 两 个“ 巳 ”字 对 称 摆 放 ，

则恰似中国传统的如意纹样。双

巳合璧，事事如意，这是乙巳蛇年

与 如 意 之 间 吉 祥 曼 妙 的 创 意 链

接，饱含喜庆美满的家国祝福，更

彰显着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生生不

息的时代力量。

刘江华

2025央视春晚主题主标识发布

新华社电 “梦想新声音”第十

六届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秀会 11

月 29 日在福州落幕，台湾醒吾科技

大学学生郑怡荷、山东艺术学院学

生马佳仪、浙江传媒学院学生茹意

获颁“最佳新秀”荣誉称号。

作为海峡两岸电视艺术节的重

要活动之一，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

秀会是两岸青年扩大交流、共叙友

谊的舞台。经过层层选拔，28 名主

持新秀参加了本届新秀会。

据台湾中华两岸文经协会秘书

长王雅芬介绍，此次活动共有 14 所

台湾高校参与，10 所高校学生进入

最终选拔，还有律师、会计师等其他

行业从业者参与，“可见活动已在岛

内形成很大回响，年轻人期待借此

机会在更广阔舞台上实现梦想”。

本届新秀会分为“遇见福州遇见

你”“我的舞台我做主”“我的未来不

是梦”三个环节。“新媒体时代更考验

主持人的亲和力，在出色的语言表达

能力和主持技巧的基础上，要适当柔

和一些，让观众愿意听下去。”台湾知

名时事评论员赖岳谦说。

“很不可思议，有一种梦想成

真的感觉。”郑怡荷说，这次来大陆

不仅拿到“最佳新秀”的荣誉称号，

更重要的是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

的朋友。

第十六届海峡两岸电视主持
新秀会结果揭晓

两年三季，数字文化生态一日千里的今天，一档以百姓为主角的节目多次在播出当天的全国上星频道综
艺中拥有最大规模的观众群。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第三季收官在即。聚
焦乡村振兴，本季节目探访了24个多元且充满活力的和美乡村，迄今保持着高收视、高热度，首播累计触达
观众近7亿人次。随着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蓝图逐渐落地为壮丽现实，相关文旅类节目亦呈显流。作为央
视精品IP，《山水间的家》何以在“同题竞赛”中领跑，成为新时代“三农”纪实综艺的先行者和引领者？

以第三季为例，节目把准时代脉搏，深入挖掘广袤乡土大地的农耕文明魅力和创新实践成果，在时代语
境中解读新产业、新业态下的宜人村落，也亮出一张张“人美、景美、情美”的中国乡村新名片。

阔别七年，刑侦剧《白夜破晓》

携原班人马回归，一部曾被国产悬

疑网剧观众视作“白月光”的剧集能

否 再 创 巅 峰 ，是 所 有 人 心 中 的 疑

问。如今，剧集已开播数集，面对观

众的各种评价，导演刘英剑直言既

有压力，也很欣慰。

一比一还原核心场景
第一部《白夜追凶》，导演刘英

剑是当时的摄像，同时也是剧粉。

他透露，当自己接下第二部的拍摄

任务时，“自然是有压力的”，但把第

二部拍好的决心，整个剧组是一致

的。据介绍，《白夜破晓》的剧本在

七年前就完成了，2022 年刘英剑拿

到剧本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解决“创作到底是面对新观众还是

老观众”的问题，“我们找到的答案

是，新老观众要兼顾。”

剧组在保证原班人马出演的同

时，需要在置景道具等方面复刻出

七年前的时代韵味。由于当年拍摄

时所使用的取景地早已拆迁，剧组

想到了借助地砖的尺寸来还原建

模，最终重新搭出了一个一比一比

例还原当年办公大楼的核心场景。

戏外虽已历经七年，但剧中的时间

并没有中断，除了对场景的还原，剧

中人物使用的手机、电脑等常见道

具都要回到七年前的习惯，路边一

闪而过的街景也要尽量维持当年的

风貌。因此，观众重新走入《白夜破

晓》时，会感觉到既熟悉又陌生，长

丰支队看似什么都没变，但人物在

第二部其实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第二部核心是主角
团的成长

“第二部的核心是讲主角团的

成长，而不是依然延续着过去的人

设始终不变。”在刘英剑看来，为了

照顾老观众，主角人物的关系核心

设定不会变，但伴随着剧中时间的

推移，剧中角色也会逐渐成长，这恰

恰是不变中的变。“新一季里，观众

会看到关宏峰变得没有那么一意孤

行，关宏宇表现出了他睿智的那一

面，而周巡也没有那么多的碎言碎

语。”这种变化的产生并不是突然

的，而是第二季的一个个具体案例

推动、影响着主角的成长。

《白夜破晓》维持了第一季的叙

事结构，主线追查 213 灭门案真相，

副线破解长丰地界上的各种案件，

“计中计”“案中案”层出不穷。已经

更新的剧情里，就出现了虐狗案、贩

卖儿童案、周子博越狱案和四月杀

手案，故事的主题既有虐狗问题的

心理动因，也有激情杀人的社会问

题。在刘英剑看来，这些案件并不

像传统悬疑剧中以高智商犯罪居

多，更多的是可能出现在普通人生

活中的，是这些具体可感的案件在

推动主角团发生转变，“我们第二季

的核心还是想讲人性，这也是《白夜

破晓》区别于其他悬疑剧的特点所

在。”

剧集播出至今，刘英剑也看到

了观众的各种评价，他表示最为欣

慰的是不少观众都看到了剧组的用

心，剧中预埋的包袱点和前后呼应

的地方，很多观众都有所感知，“现

在的观众越来越专业了，这对创作

者来说是鞭策，也是好事。”

李夏至

《白夜破晓》时隔七年回归，导演刘英剑——

新老观众要兼顾
把“好”字拆开，是“女子”，电影《好

东西》也是关于女性的，但不完全是。

自电影《爱情神话》爆火后，导演兼

编剧邵艺辉潜心打磨 3 年，其平行篇故

事《好东西》“千呼万唤始出来”。影片

依然关于上海，仍旧保持着舒缓、诙谐、

优雅的调性，只是主人公从上海“土著”

变成了“沪漂”，故事也从小市民的小情

爱“荡”开去，扩展到女性的多重关系。

影片展现的生活性，将一切都溶解

在了细节里——包括男人和女人，包括

各种定论。邵艺辉是充满触感与敏感的

创作者，不喜宏观立论和大块叙事，擅

用丰富的表象、瞬间和细节来呈现复杂

而多义的现实：以具象提炼抽象，以行

动透视关系，以语言拆解观念，从而将

生活分解在形式丰盈的片段之中。

在《好东西》里，没有《爱情神话》无处

不在的吴侬软语，但观众还是看到了上

海。上海被“安放”于25处取景、51个风格

各异的地点之中，这个上海是具象的，没

有确切的定义或形容词，只是够味儿。人

一旦走进这样的上海，便不由自主地沉浸

其中，既是观看者，又是参与者。

将人带入一个故事，是电影的主要

功能之一。而《好东西》的故事将自己

放得很低，低到尘埃里，有了泥土般的

质地，就像未经修饰的生活本身在银幕

的时间格局中自然生长。谁都看得懂它

的故事，亦能从中找到或似曾相识、或

忍俊不禁、或意犹未尽的片段。主人公

“两大一小”三位女性平凡如斯，亦因平

凡而生动。这种生动，来自她们被生活

“塑造”的痕迹：单亲妈妈王铁梅，似乎

工作、生活、照顾孩子无所不能，但也无

奈、无助，不得不因为生活而放弃年轻

时的梦想，搬进条件更差的房子；乐队

主唱小叶缺爱、“恋爱脑”，性格软弱，偶

尔又勇敢得不得了；9 岁女孩王茉莉，是

她们中最幼稚的，又常常最清醒。生活

让几位女性既矛盾又自洽、既艰难又坚

强，她们带着烦恼拥抱生活的样子如此

真实而亲切。

她们的生动，也来自于独特性。她

们是普通人，也是自己；纵然平凡，却不

平庸；释放独特的个性，也演绎特有的

故事。片中有一处神来之笔：小叶带着

王茉莉辨识各种声音，每发出一个奇妙

的声响，画面就切换到王铁梅忙于家务

的不同日常，数个蒙太奇的叠加为这位

单亲妈妈镀上了一层美好的光泽，庸常

的生活由此如诗如歌。

影片最难能可贵的是真正的女性视

角。几位女性主人公，她们审视自己又

互相审视，她们站在独立的视角观察、

叙述、挣扎、取舍。影片中没有过度倾

斜的两性关系，男女成为彼此平等的

“合作者”。

也许会有观众看不懂这几位主人公，

她们确实很难“界定”。她们选择、为之努

力，又在几乎得到的时候放弃；她们的身

上萦绕着各种关系，对此她们不拒斥也不

欢迎，只泰然自处；她们会为微不足道的

理由奔赴远方，哪怕前路不可预期……但

有一点是确定的，她们走在大胆尝试的路

上，愿意为好的人生、独特的自己“创设一

个新的游戏规则”。片中有一段对白特别

有意思，问：“女孩应该怎么打鼓？”答：“你

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的确，什么是好

东西？只与自己相关。不只对于女性如

此，对于所有人皆然。

李佳

电影《好东西》是怎样的好东西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我是刑

警》正在央视八套播出，这部现实主义刑

侦大剧以类纪实的叙事手法和拍摄风格,

还原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多起恶性大案、

疑难积案的侦破过程，讲述了 30 年来公

安刑侦事业的发展历程。随着《少年壮

志不言愁》在剧中一次次唱响，熟悉的老

牌刑侦剧经典味道再现荧屏，把观众拉

回当年看《便衣警察》的集体记忆中。

15个典型案件再现刑侦工作
《我是刑警》从 1995 年震惊全国的

“鹤岗 1·28 大案”持枪抢劫大案侦破切

入，讲述了于和伟饰演的秦川从警官

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开始刑侦生涯，最

终 成 长 为 一 名 优 秀 刑 警 的 故 事 。 据

悉，《我是刑警》通过 15 个具有时代烙

印的典型案件串联起基层刑侦工作，

揭秘了诸多刑侦大要案的侦破过程，

该 剧 开 播 后 爱 奇 艺 内 容 热 度 破 8000，

酷云收视峰值达 2.9137%，成为年末荧

屏的一部品质佳作。

剧集开场硬核又生猛，首个案件“河

昌市西山矿大案”以“鹤岗 1·28 大案”为

原型，不但案情惨烈，而且犯罪分子非常

狡猾，男扮女装误导警方侦查方向，对现

场被击毙的同伙毁尸灭迹不留线索，导

致警方破案陷入僵局。相比近些年流行

的悬疑推理剧，《我是刑警》在人物塑造

上没有高智商的天才神探，情节设置上

没有烧脑、多重反转的炫技叙事。

剧情对刑侦题材重案实录不修饰不

美化，高度还原真实的破案过程及刑警的

工作生活，全景式展现基层刑侦工作的复

杂性与挑战性。剧中，在案件侦办初期，

基层民警集体走访摸排、刑警一次次现场

勘查，逐步缩小侦查范围，而案件难点是

案发现场一具无名尸的身份迟迟无法确

认，省厅专家的到来成为侦破的转折点。

剧情讲述中，破解无名尸的过程采

用了平行剪辑，一边是刑事技术专家在

案发现场进行弹道还原，一边是法医专家

对无名尸进行尸检，两个场景下的刑侦工

作交叉叙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揭示了无

名尸的真实身份和犯罪分子毁尸灭迹的

动机。剧情对刑事侦查手段的细致还原，

让观众能以一线刑警的工作视角深入挖

掘案件的细节，沉浸式体验刑侦工作。

返璞归真犹如刑侦纪录片
《我是刑警》在艺术想象和戏剧性设

计上较为克制，比如秦川挚友叶茂生牺

牲的情节没有出现在大要案侦破的关键

节点，而是晚上出门买烟路遇盗车贼上

前抓捕，殊死搏斗中叶茂生中枪，最终倒

在追击路上。这样一个看似偶然性十

足、与主线剧情无关的牺牲，却是无数人

民警察恪尽职守打击犯罪、用热血谱写

警魂的缩影。

《我是刑警》在平铺直叙的叙事中讲

述破案，还原了“人”在办案的纪实感。

剧中，侦破案件不再是主角光环下灵光

一现、如有神助的个人头脑风暴，而是各

层级、多部门、多警种依靠扎实的刑侦工

作和丰富办案经验，在严密的逻辑推理

中一步步试错、纠错，群策群力找出关键

线索揪出真凶。剧中公安局案情分析会

场面让人过目不忘：全景镜头里，一屋子

民警层层叠叠堆满画面，整个场景呈现

的是一个办案集体，一眼望去看不出谁

是主角，更找不到一张让人出戏的明星

脸，真实得犹如在观看刑侦纪录片。

剧集的影像回归了《便衣警察》《重

案六组》《征服》等老牌刑侦剧的经典风

格，剧中演员几乎都是素颜出镜，在表演

风格上“去表演化”，更侧重于呈现生活

质感与年代印记。开篇剧情中，于和伟、

马苏等实力派演员的审问对手戏堪称演

技高光。

有观众发现，剧中角色在高强度办

案过程中都来不及整理凌乱的头发。导

演惠楷栋透露，拍摄现场“没有化妆，并

且跟化妆组说不能带梳子。演员头发乱

了，就用手整理，因为我没看到哪个公安

部门的办公室里还有把梳子”。如此处

理让人物形象回归到最真实的状态，对

比当下剧集制作的时尚精致，这份返璞

归真打破了刑侦题材的同质化竞争，反

倒显得清新脱俗。

邱伟

《我是刑警》揭秘还原多起大案侦破过程

老牌刑侦剧的“老味道”再现荧屏

根植兴农沃土，探寻农
业农村发展“新质”之路

新时 代 的 中 国 乡 村 什 么 样 ？《山

水 间 的 家》第 三 季 以“ 三 农 ”的 繁 荣

景象为笔墨，通过多元的乡村体验等

叙事手法，描摹全国各地乡村如何立

足特色谋产业、因地制宜促发展的奋

斗图景。

比如面对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新命

题，节目走进农业生产一线，从农业与

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小切口望见农业

大变革。在江苏无锡锡山区严家桥村，

无人驾驶系统实现了插秧、播种、收割

全过程无人化，让“只闻机械声，不见种

田人”的无人化场景成为现实；在陕西

安康汉滨区财梁社区，数字化技术在农

业、乡村惠民服务体系的应用，让观众

对“一屏观千里，一网管全局”的数字乡

村系统有了更多期待。

又如 农文旅融合这一现代乡村产

业发展新模式，节目也从具体案例里

找 寻 中 国 农 业 农 村 发 展 的 华 丽 跃

迁。四川省达州市宝塔坝村打造“荷

花节”文旅品牌，将万亩荷塘的“生态

颜 值 ”转 换 为 旅 游 业 的“ 经 济 产 值 ”；

江 西 省 萍 乡 市 茅 店 村 将 武 功 山 景 区

流 量 变 为 村 庄“ 留 量 ”，走 出“ 以 景 带

村 ，景 村 融 合 ”的 发 展 路 。 农 业 、文

化、旅游三大产业的有机结合，形成了

全新的产业链条，助力乡村经济腾飞，

为乡村带来多元的就业机会和可观的

经济收益。在这里，青山绿水不仅是

“诗和远方”的象征，更是实实在在的

“金山银山”。

从“塑形”到“留魂”，绘
就幸福底色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培育新农人，

才能增添新动力。《山水间的家》第三季

把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与新农人水灵

灵、沉甸甸、沾泥土的生活有机结合，从

“塑形”到“留魂”，绘就幸福底色。

在贵州省遵义市山堡村，“辣妹子”

梁静打造出村内第一家辣椒家庭作坊；

在北京市大兴区李家场村，00 后新农人

李震让菌菇家庭农场升级了体验采摘

园、社会实践课堂等新功能；在新疆伊

犁州四宫村，返乡青年潘伟杰积极发展

特色民宿产业，助力四宫村农文旅融合

发展……“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的双向奔赴故事，自会激发观众情感共

鸣，引导更多有技术、有视野、有魄力的

年轻人“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

乡村发展，要守住优秀传统文化，彰

显文化魅力。节目也聚焦新时代乡村精

神文明建设路径探索，充分释放乡土文

化的内在魅力，让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焕

发生机。湖北省宜昌市青林寺村村民结

合谜语民俗文化，打造极具青林寺村特

色的“谜橘”产品，为传统的消费场景注

入新的文化创意和文化动能；云南省红

河州阿者科村村民通过对哈尼梯田、原

始蘑菇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保护和

改造，让它们成为更加独特、更具观赏

价值的旅游资源，推动文化和经济交融

互动、融合发展。

值得一提的还有节目的制作匠心。

快节奏的数字文化大环境里，《山水间

的家》顺应农作物时令，真实记录中国

农业生产生活景象。春末，海带丰收

季，在福建莆田南日岛，摄制组每天乘

坐渔船深入海洋牧场，扎根渔民生活；

夏初，又横跨 4000 余公里，顶着高温，捕

捉新疆四宫村数万亩薰衣草绽放的治愈

瞬间。正因此，观众能随镜头游历全国

范围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乡村、领略乡村

发展的多样性，从关注乡村到去往乡

村，在山水间收获身心栖息。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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