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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艺术——

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传播好中国声音
近5年来，一批具有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电视艺术作品不断涌现荧屏。这些作品艺术地展现了中国人民的

奋斗实践和精神历程，把中国故事讲得越来越精彩，让中国声音越来越洪亮。

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随着经济
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日益走入国际舞台
的中心。在此背景和形势下，电视艺术作
品应更有底气地讲好中国故事、昭示中国
道路、提供中国方案、放大中国声音，向世
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自信包容的中国。

电视艺术作品成为海外观众了解和
认知中国的重要渠道。当代中国的经济
发展和社会治理经验对世界具有重要借
鉴价值，这为电视艺术创作提供了选题方
向和发挥空间。电视剧《山海情》艺术地
观照我国脱贫攻坚历程中的减贫策略，在
海外一经推出，便在某视频网站上收获了
超过 1300 万次的播放量。电视剧《在一
起》取材自抗疫期间真人真事，生动呈现
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中国人民的抗疫精
神，不少海外观众边追剧边感叹：“我们看
到，面对疫情挑战，中国人民具有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纪录
片《超级工程》等使海外观众增加了对中
国的了解和钦佩，并提高了其学习中文的
兴趣。

电视艺术作品在情感、家庭、成长等

方面与海外观众建构精神交集。展现中
国家庭观和亲缘关系的电视剧《都挺好》，
在 海 外 某 平 台 上 的 总 点 击 量 超 过 5000
万。传递出生命意识和人间大爱的电视
纪录片《生命缘·来自武汉的报道》在海外
播出后，观众纷纷留言：“武汉加油”“中国
加油”。这些作品之所以广受海外观众的
认可，主要在于回应了人类的普遍关切，
从而得以突破不同文化语境和圈层的限
制，产生情感共鸣和心灵共振。

电视艺术用富有民族特色的视听语
言找寻“走出去”的新路径。中华传统文
化为当代视听表达提供了丰富的底蕴支
撑。电视综艺节目《朗读者》《国家宝藏》
等亮相戛纳春季电视节，将富有中华文化
底蕴和新颖创意的中国原创节目模式推
向海外，不仅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也
加深了不同国家间的思想交流和文化互
动。此外，运用和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的纪录片《本草中
国》《记住乡愁》等，也
都取得了良好的对外
传播效果。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
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
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
大时代的优秀作品。电视艺
术工作者将自觉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主动积极融入伟
大时代，按照“找准选题、讲好故
事、拍出精品”的原则，立足“高
原”攀登“高峰”，把创新精神贯穿电视艺
术创作生产的全过程，尊重和遵循创作规
律和传播规律，用视听艺术语言，通过富
有吸引力、感染力的人物和故事，努力为
国家写史、为民族塑像、为人民立传。

（易凯）
据《人民日报》

图①：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图②：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剧照。

图③：电视剧《功勋》剧照。

图④：电视剧《埃博拉前线》剧照。

图⑤：电视剧《在一起》剧照。

图⑥：电视剧《山海情》剧照。

回应时代关切
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和伟大实践

电视艺术作品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载
体，理应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回应时代关切，
勇担时代使命，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
展现“国之大者”，让观众切身感受到新时代
的奋斗实践与社会发展。近年来，电视艺术
把“反映新时代”作为重中之重，一批围绕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改革开放 40 周年、决战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共建“一带
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主题主线
的精品力作相继涌现。

电视剧《在一起》艺术地还原了抗疫中普
通人的不凡壮举，为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展现

中国抗疫成就发挥了积极作用。《山海情》聚
焦我国扶贫事业中东西协作、共同富裕的成
功实践，彰显了脱贫攻坚进程中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功勋》深情讲述了首批“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让观众了解到功勋人
物背后鲜为人知的艰辛过程和他们对社会发
展进步的卓越贡献。《埃博拉前线》以中国援
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过程为原型展开
故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做
了形象注解。

电视纪录片《摆脱贫困》通过真实再现人
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
充分彰显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同心战“疫”》全景式地记录
了我国不平凡的抗疫斗争，深刻体现出中国
人民从磨难中奋起的巨大勇气、鏖战历程。
此外，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一带一路”上
的智者》、反映我国近些年科技创新步伐的

《大国重器》，以及展现“精准扶贫”战略的电
视文艺节目《我们在行动》等，也都从不同维
度书写了新时代的崭新风貌与发展成就。

紧扣时代脉搏、呼应时代召唤，用正能量
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站在新的历史方位
上，电视艺术工作者有责任承担起记录新时
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从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在全
面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图景、文化风尚和时
代精神的基础上，全面反映和生动展现新时
代的新风貌、新气象，以一部部扛鼎之作为新
时代的中国代言。

彰显民族精神
表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奋斗与向往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传承
民族根脉，弘扬中国精神，是新时代电视艺术
作品的题中之义。

很多作品在革命烽烟中擦亮英雄形象、
彰显信仰力量。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以全景
式、国际化的视野，把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
争搬上荧屏，彰显了中国人民钢少气多、以气
胜钢的革命豪情和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电
视剧《觉醒年代》展开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
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向观众展示了近代思想文化运动以及一
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由《绝命后卫
师》《绝境铸剑》《绝密使命》组成的“闽西红色
三绝”系列剧，立足对闽西红色文化的整体性
挖掘、系统性梳理、系列性开发和连续性创
作，讴歌了无名英雄们赤胆忠诚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电视文艺节目《跨越时空的回信》
通过邀请烈士后人写下跨越时空的感人回信

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前行力量。电视
纪录片《淮海战役启示录》通过回顾战争岁月
的艰苦卓绝，表现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不忘回报人民”的价值追求。

不少作品在火热生活中描摹社会万象、
描写奋斗人生。电视剧《大江大河》《最美的
青春》《鸡毛飞上天》《装台》《安家》《小舍得》

《三十而已》《我在他乡挺好的》等，或刻画时
代浪潮中激情奉献的平凡个体，展现其自强
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品格；或在直面现实中
精准聚焦百姓关切，传递健康向上的正能
量。电视纪录片《人间世》《巡逻现场实录
2018》《城市 24小时》、电视文艺节目《忘不了
餐厅》等，聚焦医疗、养老、公共安全、邻里关

系等民生话题，表现了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奉行人民至上、深植人民情怀，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凝聚起强劲的精神力量。人民
需要文艺，文艺也需要人民。电视艺术工作
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方面，以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态度扑下身子找选题、
挖素材，表现不同历史时期一代代中国人的
顽强拼搏、不懈奋斗，让观众在津津有味地追
剧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精神洗礼；另一方面，以
精湛的艺术表达彰显深厚的人民情怀，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表现人民的柴
米油盐、喜怒哀乐，讴歌奋斗人生，坚定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弘扬中华文化
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
蕴，而且要有文化传承。近年来，一些
电视艺术作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了
中华文化之美。

在电视剧领域，《大秦赋》还原了
先秦时代的独特文化氛围，让观众从
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观览到战国时期的
格局和气象。此外，《知否知否应是绿

肥红瘦》《长安十二时辰》《清平乐》等，
也均以个性化的视角形象表现了我国
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与风土人情。

在电视文艺领域，河南卫视“中国
节日”系列节目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
国传统节日，用电视语言生动讲述文
化习俗的故事，发掘传统节日的文化
内涵，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电视综艺
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以“文化节目+戏

剧+影视化”的方式，向观众展示蕴含
古代智慧的典籍以及典籍背后的历史
人物，诠释了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电视纪录片《如
果国宝会说话》《本草中华》、电视动画
片《大禹治水》《丝路传奇》等，也都在
汲古纳今中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
讲述中国故事、打通古今脉络，架构起
历史和当代的精神桥梁。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
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弘扬中华
美学精神，电视艺术工作者近年来的
实践和探索，值得总结，值得点赞。

加强国际传播
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