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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
视中文国际频道推出十集纪录片
《大东北》。这部纪录片以宏阔的
视野、翔实的史料，展现东北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火热的时代发
展气象。首轮播出，电视观众规
模超 1亿人。总台华语环球节目
中心通过全球媒体联盟“一键触
发”机制，以 5种语言向海内外发
布特稿《这部刷爆中国东北人朋
友圈的纪录片开播！》，被美国全
国 广 播 公 司（NBC）、福 克 斯
(FOX)、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等全球一千多家媒体转载，触达
受众超15亿。

大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
江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五盟市，面积 14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1亿多。这里是我国重要的
工业、农业基地，在维护国家国
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
源安全、产业安全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纪录片从东北的历史开
始讲起。从红山文化的文明曙
光到各民族交往交融，从“闯关
东”的垦荒开拓到抗击外辱的巨
大牺牲，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人民建立新中国到“共和国长
子”创造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
诸多“第一”，从经济转型的变革
到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历史性成
就，创作者深入剖析东北地区在
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角色地
位，展现东北地区在百年党史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75年发展历程
中的卓越贡献。创作者没有局
限于就历史讲历史，而是将历史
与当下紧密勾连，在梳理历史的
过程中，逐渐提炼出观照当下的
深刻主题，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东
北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

《大东北》围绕国家战略谋篇
布局，表现能源的再开发再利用、
自然生态的保护和恢复、大国粮
仓的科技赋能、大国重器的产业
升级、开放口岸的效率提升等，解
读新时代东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比如，第五集《大国粮仓》从
自然禀赋、农业现代化、耕地保护
和种子安全、“大食物观”四个方
面展现东北何以承担起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要使命。第九集《向新
而行》紧扣新质生产力实践，展示
东北前瞻布局深空、深海、深地等
未来产业，以及在新一代信息、生
物、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性技术和
颠覆性成果。纪录片不仅展现了
真实鲜活的事例，同时也让当地
主要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对发展理
念和实践路径进行深入解读，使
观众真切感受高质量发展的东北
实践的示范效应。

鲜活的人物故事和鲜明的地
域文化特色，赋予了纪录片《大东
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白山黑
水间，曾经诞生了东北抗联精神、
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
等。节目透视东北文化现象背后
的东北精神，解码东北全面振兴
背后的精神动力。这些精神以东
北人特有的乐观和幽默，也就是
人们所说的“大碴子味”“海蛎子
味”的语言表达出来，就为纪录片
的主题思想平添了一种与众不同
而又直击人心的力量。敖木希勒
夫妇带着新的理念回到家乡草原，
运用牛用B超机、无人机等先进设
备，将经营牧场这项苦差事改造成
又酷又轻松的工作；张晓文等营口
东北钢琴厂的老职工在厂子被美
资收购多年后重新买回全部资产，
助推东北钢琴拓展钢琴制造业版
图。该片通过走访调研，拍摄了近
200个人物故事，挖掘了大量鲜为
人知的内容。这些人为美好生活
奋斗，为国家发展奋斗，以自己的
方式践行伟大精神、传承伟大精
神、弘扬伟大精神。

纪录片《大东北》展现了东北
的厚重历史和东北发展的时代篇
章，让全国观众看到了东北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生动记录并展现
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为
同类题材创作提供启示。

（本版内容均据新华网）

当前，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兴视听
形态吸引了大量用户的注意力，造成
电视大屏的吸引力、影响力持续下滑。

近期一系列改革举措让人们看到
电视大屏的“焕新”努力：整治电视“套
娃”收费和操作复杂等问题取得显著
成效，超高清电视与智慧广电建设稳
步推进……这些新变化的背后，是面
向数字时代的电视大屏重塑其社会公
共服务职能的创新探索。

挑战之下，变化之中，电视大屏如
何“焕新”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也给出
了重新发现电视价值、锚定发展方向
的关键线索。“大屏困境”并不意味着
电视的社会功能正在退场，相反，电视
大屏在创作经验、传播生态与社会价
值等方面具有小屏所不具备的独特优
势。虽然各类短、微网络视听产品为
内容市场注入了活力，但仍无法取代
长视听产品塑造观众审美品位、文化
品格的美育功能。在众多可能“转瞬
即逝”的观看快感之外，电视大屏的独
特价值恰恰在于能够为观众持续提供
回味悠长的高质量文化内容，为观众
营造“合家欢”的文娱空间，这是电视
大屏在数字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数十年创作播映的深厚积淀，为
电视大屏在数字时代构建优质内容生
态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直以来，电视大

屏都拥有显著的创作优势，不仅有经典
作品如陈年佳酿般醇厚悠长，也有新创
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彩表达。比
如，“重温经典”频道自2024年2月开播
以来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收视表现突
出，印证了电视创作穿越时空的无穷魅
力。近年来电视台推出的《觉醒年代》
《山海情》《山花烂漫时》等一批唱响时
代主旋律的精品力作，《国家宝藏》《诗
画中国》《端午奇妙游》等铸牢文化自信
的品质节目，也彰显出电视大屏在守正

创新中稳步提升的创作能力。
变化的是连接方式，不变的是连

接关系。毋庸置疑，小屏的繁荣激发
了视听传播业态的活力，但作为“客厅
文化”的重要载体，电视所传递的“合
家欢”情感内核，让观众看见生活的美
好与希望，感受家庭的温暖力量，有助
于家庭内部代际间的情感交流与文化
传承，还能以共享式观看为契机建构
共同文化记忆。

必须发掘并发挥好电视大屏这一

媒介形态的独特价值，以全新的姿态
积极融入数字时代。

立足创作优势，电视大屏应进一
步扩大优质内容供给，持续加大规模
化“上新”和系统性“创新”力度，让大
屏成为人民群众尽享高质量视听文化
的关键基础设施。立足传播优势，电
视大屏要在适老化改造和年轻态升级
之间找到全新生长空间，面向不同代
际群体增进情感连接，重建“客厅文
化”，以点带面促进全新发展。同时在
台网深度融合趋势下，电视大屏有望
成为“大视听”的重要窗口，担当创新
视听业态的重要阵地。立足话语优
势，电视大屏要借助数字赋能提升公
共服务效能，通过多维场景应用优化
用户视听体验，围绕用户多样化需求
开发多元生活服务功能，发展具有强
劲消费潜力的新增长点。

小屏有小屏的用处，大屏有大屏
的价值。大小屏之间从来不是此消彼
长，而是互为补充、共塑生态。唯有以
人民为中心、以科技应用为支撑，在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因时而变、
顺势而为，探索高质量发展提升路径，
电视大屏才能全面拥抱数字时代，赢
得观众青睐，开拓生存空间，在向“新”
而行、以“质”致远的新征程中担负起
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少儿题材电影《要牛》日前在
全国公映。影片由中国广播电视
社会组织联合会少年儿童演艺委
员会等指导拍摄，关注乡村儿童
成长，传递真挚情感。

据悉，《要牛》由范雷、吴哲主
演，讲述了一位乡村少年弄丢自
己最好的“伙伴”老黄牛，独自一
人寻找老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成长、收获真情的故事。
主创团队介绍，《要牛》注重

呈现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情
感，也展现了少年儿童面对困境
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此
外，影片还将打铁花、剪纸等富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融入故事讲
述中，希望通过视听语言向观众
展现传统文化魅力。

近年来，剧集领域“悬疑风”劲吹，
悬疑剧集中涌现，创作也不断求新求
变。几乎每播出一部作品，都会在社
会舆论中形成热点。人们在探讨剧情
发展之余，也注意到悬疑剧创作存在
的一些问题。有的观众认为悬疑剧老
在“情理之外”，一味铺陈高能剧情，渲
染悬疑氛围，制造奇观却难以自圆其
说；有的观众批评悬疑剧总在“意料之
内”，缺乏精巧的戏剧悬念、烧脑的故事
情节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两种截然
相反的评价，指向了制约悬疑剧高质
量发展的两大症结，应引起业界关注。

悬疑剧创作的一大症结是真实性
不足。随着视频网站推出迷雾剧场、
X剧场、白夜剧场等专门播出悬疑剧

的剧场，悬疑剧的主要播出平台逐渐
从电视台转向网络。有别于在电视台
播出的悬疑剧，以网络为主要播出平
台的悬疑剧需要考虑网生代观众的审
美需求，追求奇特的审美，热衷新奇的
情节。比如，《边水往事》构建充满异
域风情的虚构世界——三边坡，让主
人公在鱼龙混杂的战乱地带，给“秘密
集团”运送生活物资。《在劫难逃》架构
时间循环模式，让主角张海峰不断陷
入梦境，却始终无法改变妻女离世的
宿命。创作者除了架构“时空游戏”，
打破单项的线性时空形态，以易变的
时空架构多重悬念，还在设置人物关
系上跳出常规思路。比如，《白夜破
晓》中关宏峰和关宏宇既是双胞胎兄

弟的亲情关系，也是警察与嫌犯的对
立关系；《八角亭迷雾》里念玫和去世
的姑姑玄珍长得一模一样，而念玫的
遭遇又牵扯出多年前玄珍遇害的真
相。这些奇观化的故事情境、非常规
的人物关系、剧烈的戏剧冲突，主要由
巧合、意外等元素构成。虽然满足人
们的猎奇欲望，却让实现剧情的合理
性、逻辑的严谨性、现实的贴近性加大
了难度，很多内容与社会和人心有

“隔”，成为飘荡在时代边缘和角落里
的“远方风景”。

悬疑剧另一大症结是戏剧性不
足。有的悬疑剧早早将谜底告知观
众，只让剧中主人公“疑”而不让观众

“疑”。比如，《黑白森林》设置青年刑
警文彬彬配枪丢失的悬念，之后很快
就交代了配枪的去向，使故事戏剧张
力有所减弱。有的悬疑剧改编自小
说、报告文学等，观众已经知道故事的
来龙去脉和案件的谜底，自然对作品
的戏剧性呈现提出更高要求。然而，
这些作品要么刻板地照搬原著，要么
毫无章法地魔改，导致口碑高开低
走。比如，电影版和电视剧版《三大
队》均根据深蓝的作品《请转告局长，
三大队任务完成》改编，并同期上映播
出。如果说电影版把三大队故事浓墨
重彩地介绍给大众，那么观众对剧版
的期待便是利用篇幅优势，将原作和
影版的未竟之言，即主人公程兵万里
追凶路上热血又悲怆的经历合理而又
艺术化地呈现出来。遗憾的是，剧版
《三大队》穿插与案件无关的情感戏
码，反而削弱了人物的悲壮之美。还
有的悬疑剧忽视电影化思维与网络媒
介特点存在差异等问题，大量使用慢
镜头、空镜头等叙事技巧，采用意识流
的叙事方式，铺陈不必要的细节，导致
节奏拖沓、情节冗长。凡此种种，都使
悬疑剧离“悬疑”越来越远。

要解决悬疑剧这两大症结，创作
者应遵循该类型特有的创作规律，在
戏剧性与真实性之间寻找平衡点，达
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审美效
果。一方面，悬疑剧需积极营造“意料
之外”的戏剧性。观众选择悬疑剧的

初衷是追求高智商剧情的烧脑感、紧
张惊险故事的刺激感，因而铺垫悬念
和疑窦仍是悬疑剧最核心的内容魅
力。创作者可以依托情境、动作等戏
剧性元素助力悬念和疑窦的铺垫。拿
情境为例，可拉长时间跨度，围绕数年
前的种种事件架构起历时性情境，让
观众从中窥见法治生态、社会结构的
变迁。比如，《漫长的季节》建构起跨
越近 20年的叙事结构，引导观众审视
时代变迁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改
变。创作者还可以将日常空间陌生
化，拓展观众的认知边界。比如，《摩
天大楼》利用镜头的仰拍、旋转，将摩
天大楼变成了一个充满悬疑感的空
间。或逼仄或开阔的空间强化了该剧
的戏剧冲突，带给观众强烈的心理刺
激。此外，创作者应注重原创。改编
固然是悬疑剧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
但悬疑剧还是应以原创为主，从策划、
制作等各环节都拿出创新的态度、创
造的勇气，创造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
这才是悬疑剧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根
本。

另一方面，悬疑剧不能忽视“情理
之中”的真实性。悬疑剧具有一定的
假定性，但不论故事如何离奇、烧脑，
冲突与悬念的展开依然要符合事物发
生发展的基本逻辑与本质规律。前面
挖的“坑”后面应一一“填上”，情节反
转需合乎逻辑且与主题密切联系。还
有人物塑造、场景呈现、话题设置等，
应让观众在沉浸式观剧之余联想到自
身的现实生活，进而引发对现实问题
的思考。比如，《对决》表现了原生家
庭给个人成长带来的影响，《江照黎
明》探讨女性在婚姻家庭中面临的现
实困境，《我是刑警》真实还原刑警的
办案日常，以及刑侦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刑侦理念的日新月异。

当前观众对悬疑剧的观看热情高
涨。创作者应该秉持现实主义创作理
念，从营造猎奇性向寻求真实性转变，
从聚焦个体悲欢向观照社会现实转
变，力求达到典型情境真实、情感共振
真实和深度认知真实三重真实的统
一。

悬疑剧

既要在“意料之外”也要在“情理之中”
□ 涂 彦

电视大屏如何“焕新”

电影《要牛》
关注乡村儿童成长

《大东北》

记录东北火热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