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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热播的古装剧《楚乔传》已经收官，成为又一部现
象级电视剧，同时引发专家热议：它的成功原因何在？能给
创作者什么启示？今天观众需要怎样的影视作品？

借古装外壳传递现代意识

《楚乔传》讲述了发生在西魏的一段传奇故事，在战
乱中沦为奴隶的少女楚乔一步步成长为心怀苍生的巾
帼将军。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该剧围绕少女楚乔
从奴隶到将军的人生经历，将中国古代传统的传奇叙事发
挥到了极致。

除了传奇叙事，《楚乔传》还承袭了现当代武侠小说和
武侠电影的传统，融合了青春偶像剧、谍战剧的类型特点，
在风格上借鉴了艺术摄影和动漫的表达方式，如中国电视
艺术评论委员会评论员刑戈所说，“这是古装的瓶装了现代
的酒”。

在思想内涵上，《楚乔传》也借古装的外壳传递了现代
意识。与之前风靡一时的后宫剧不同，主角的地位上升不
靠攀附权贵，而是一段独立女性的奋斗史。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她承载了一种当
代人所要张扬的价值观，包括女性的自立意识，以及困难中
要有信仰，要坚定地活下去的精神。”

专家指出，《楚乔传》的价值取向与当今的许多主流价
值相契合，比如崇尚正义、追求平等、心怀善良、坚持真爱，

以及主张废奴与停止战争。《楚乔传》之所以受到热捧，会讲
故事与“三观正”是两个重要的因素。

不能狭隘理解主流价值

2017年，《楚乔传》并不是第一部引发社会热议的电
视剧。

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引发全社会讨论，远远超出电
视剧的范围；都市情感剧《我的前半生》与《欢乐颂2》表
现当代都市青年的生活状态，引发许多人共鸣；《我的
1997》描绘了香港回归前20多年的岁月变迁，带着观众
回顾时代发展；《楚乔传》则是青春偶像剧和IP改编剧中
的翘楚。

“这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丰富性、多样性，反映了社
会文化百花齐放的繁荣。”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尹鸿说。

在这样的境况下，如何兼顾市场与文化、老少观众、新
老题材，如何处理多元发展与主流价值之间的关系，都是摆
在电视剧创作者面前的问题。专家认为，《楚乔传》提供了
一些借鉴意义。

仲呈祥表示，在中国进行文艺创作，不管什么题材，都
应从特殊视角出发，或强或弱地弘扬主旋律精神。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楚乔传》正确的价值导向是值得赞扬的。

“我们怎么能够把体现主流价值的、拥有丰富历史文化
思想内涵的剧，也做得风生水起，让市场、观众和评论界都

有话说，都怦然心动？我觉得《楚乔传》的尝试值得一提。”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李京盛说。

文化创新要出新也要坚守

“我们秉承的基本原则是为观众奉献一部正能量的、热
血青春的、有自己价值观的、有情怀的作品，同时希望它又
好看，让大家寓教于乐从中获益。”《楚乔传》出品方慈文传
媒董事长马中骏说。

马中骏是影视制作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出品、制作各类
影视剧作近百部，至今仍致力于电视剧的题材选择和风格
挖掘。

专家指出，面对市场、观众、播出渠道等种种变化，《楚
乔传》对影视产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与创新，在题材选择
和表达手法上贴近年轻人和互联网用户，做电视剧的同时
推出网剧和游戏，通过新媒体进行海外传播，影响扩及俄罗
斯、日本、美国等地，同时对周播制、网台联动等播出方式进
行了尝试。

“文化是一个创意产业。你老，如果老在固守上，那是
没有出路的；你新，如果新在没有经验和根基上，也是没有
出路的。”李京盛说，文化创新的真谛是既致力于出新出奇，
又坚守出精品的理念。

《战狼 2》 之所以火爆，是因为吴京塑
造的“中国英雄”“中国硬汉”形象点燃了
人们的爱国情怀，激发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
英雄情结。为正义、为和平、为中国而战的

“战狼精神”，让无数中国观众提气，表达了
一个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更加强大的姿
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应有的国民心态
和精神状态。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由人民群众中诞
生的英雄推动、引领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物质遗产、精神成
果、文化经典，那些创造辉煌成就的思想家、
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那些在民族
苦难、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忘
死的忠臣良将、豪杰义士，为人类发展和社会
进步作出了贡献，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
那一串串耳熟能详的名字闪耀在历史的星
空，是我们的“床前明月”，激励着世代中华儿
女奋勇向前。中华民族的历史闪耀着英雄的
光辉，因英雄而精彩。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曾经饱受外侮、伤痕
累累，但中国人民从不屈服、永不言败、决不
退缩，那些慷慨赴义、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那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革命先驱，那些东
奔西走上下求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开路先锋，
都是国家的英雄。一个能哭着微笑的人不会
被打倒，一个饱受屈辱还能泪眼望远的民族
不会停下脚步。只要英雄的情结和精神尚
存，英雄的血性和气概还在，散落一地的基因
和细胞就会聚合成钢筋铁骨，用血肉之躯筑
起新的长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波澜壮阔
的伟大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人物，那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的人民领袖，那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劳动大众，
那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坚强砥柱，都是人民的英雄。
新中国的蓝图记录下英雄的荣耀，因英雄而多彩。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英雄，一个时代当有自己的楷模。国
家因英雄辈出而强大，民族因精神挺立而兴旺，社会因正气浩荡而温
暖。没有英雄豪气的人会萎靡不振，消解英雄的社会没有希望，缺少
英雄的国家没有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项气势磅礴的伟大
事业，靠无数各路英雄共同推动。那些胸怀坚定理想、执着信念、崇
高使命、深沉情感、强烈责任的身体力行者，那些致力改革发展稳定、
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勇敢担当者，那些心系人民呕心沥
血、面对灾难赴汤蹈火的无私无畏者，还有那些敬业奉献、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的国家功臣、先进典型、时代楷模、最美人物、道
德模范、大国工匠、身边好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民族复兴
的伟业呼唤着英雄的精神，因英雄而出彩。

英雄不问出处，好汉各有来路。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岗位、什么
地位，只要我们“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
得出来”，你就是英雄。不必抱怨没有脱颖之机、用武之地，做最好的
自己，你就是英雄。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为我们开启了人
人都有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成为英雄的好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为我们开辟了群英荟萃、英才竞现的宽广舞台。把“战狼”点燃
的激情转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实际行动，你我
都是英雄。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白瀛 卢南峰）知名儿童电影
教育工作者张同道时隔6年后再次开办儿童电影启蒙特训
营。他指出，目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迅速，但儿童电影教育
仍然落后，还停留在推荐电影“被动观看”的模式，他试图引
导孩子拍电影进行“主动创造”，从而促进儿童全面成长。

张同道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其导演
的儿童电影代表作包括《小人国》《零零后》，曾获半岛国
际电影节、波士顿国际电影节、四川国际电视节等多项国
内外大奖。

张同道3日接受采访时说，近些年，关注儿童电影教
育的人群和团体越来越多，但孩子在电影产业中仍然只
扮演消费者的角色。2010年前后，张同道多次担任国际
儿童电影节评委，发现外国一些专门鼓励儿童电影拍摄
的项目，受到很大启发，于是2011年与北京青少年公益
电影节合作，首次在国内开办儿童电影夏令营，引导孩子
们自编自导自演电影。

今年暑期开办“儿童电影启蒙特训营”中，他联合多名
电影人指导一群8至15岁的孩子拍摄微电影，从编剧、导

演等思维培训到配音、布景、摄影、形体等技能训练，尝试
“变被动观影为主动创造”。

张同道说，儿童电影教育首先是激发儿童的创意思维，
让孩子从ABCD的选项思维转变为创意思维，从自身经验
出发编织天马行空的故事。“孩子们被激发之后会灵光闪
耀，有些创意是成年人想不到的，虽然零碎，但非常珍贵。
我们引导孩子把零碎的创意发展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

其次，他希望通过拍摄电影培养儿童的行动力。“一个
不能实现的创意只是理论狂欢。因此，孩子们要把构思的
故事拍出来，拍摄过程中不断修改自己的创意，最终自己把
故事落实到镜头上。”

此外，他认为，拍摄电影还能培养孩子的团队意识，摆
脱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

“儿童电影教育不仅是用电影教育儿童，更是用电影启
发儿童智慧，激发儿童创意思维。”张同道说，“儿童电影教
育的重要性不在于电影行业，而在于电影带给儿童的全面
成长与健康发展。”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9月1日提供的初
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6月至8月）全国城
市影院票房163.35亿元；观影人次4.74亿，比去年
3.74亿增长26.7%。

从《战狼2》不断刷新中国影史票房纪录，到中
国第一部票房破亿元的纪录片《二十二》，这个夏
天，中国电影市场见证了历史与奇迹，而这背后，
是中国电影观众的逐渐成熟。

粉丝电影号召力下降

电影局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国产电影票
房108.02亿元，占比66%，同比上升约15个百分
点；前10名榜单上，国产电影有5部，票房占比
67.4%，同比上升17.5个百分点。

票房榜单上，《战狼2》以55.09亿元遥遥领先，
《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神偷奶爸3》分别以
15.51亿元、10.37亿元占据二三位。

整个暑期档，《战狼2》无疑是最大赢家：自7
月27日上映以来，先是以近3.6亿元刷新中国影史
单日票房纪录，随后创造了最快破7亿元、8亿元、
9亿元、10亿元的票房纪录，至8月7日票房超过
34亿元，打破了《美人鱼》2016年创造的中国影史
票房纪录。

另一方面，粉丝电影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虽有刘亦菲和杨洋护航，5.34亿
元票房距10亿元预期仍有较大差距。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认为，
中国电影市场在保持稳态增长，虽然上半年市场
比较压抑，但《战狼2》的出现成功释放了大量的
消费需求；与此同时，粉丝电影的市场号召力下
降，说明观众越来越成熟，对产品的要求也会越
来越高。

纪录片成新亮点

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类型丰富、风格多样，演
员阵容也不再是清一色的偶像明星。

战争片《建军大业》、古装片《绣春刀2：修罗战
场》、警匪片《杀破狼·贪狼》、犯罪悬疑片《心理
罪》、奇幻片《悟空传》、青春片《闪光少女》、动画片
《大护法》、纪录片《二十二》……今年暑期上映的

众多影片涵盖了众多题材类型，为观众提供了多
元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档有 《重返·狼
群》《地球：神奇的一天》《二十二》 3部纪录
片上映，尽管市场反应与商业大片仍有差距，
但其良好票房和口碑再次提振了观众对纪录片
的热情。

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慰安妇题材纪录片
《二十二》，从最初仅1.5%的低排片率，到网络上各
路明星、网友共同呼吁支持，最后成功逆袭，截至8
月31日以1.69亿元成为国产纪录片票房冠军，也
成为暑期档一个新亮点。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
《二十二》的成功对纪录片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
启示，说明观众除了关注电影带来的娱乐刺激
之外，也开始关注电影的内涵和文化。他认为，
近两年市场逐渐细分，未来将有更多纪录片进
入院线。

国产动画片遇冷

今年暑期档共上映10余部动画电影，然而只
有好莱坞作品《神偷奶爸3》取得超过10亿元票
房表现亮眼，国产动画电影中并没有出现可以比
肩前两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的爆
款作品。

今夏的国产动画片展现出了题材多元化、受
众差异化的特点。带有实验性质的“成人向”动画
《大护法》引发多元化解读；《十万个冷笑话2》主打
“二次元”群体，把小众文化带上大银幕；《阿唐传
奇》取材中国传统茶文化……动画电影的诸多尝
试与创新为市场带来了不少亮色。

遗憾的是，虽然创作上有所突破，大部分国
产动画片在这个暑期档的市场表现却令人遗
憾。《大护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票房最终没能
破亿；《豆福传》不惜重金邀请国际知名团队参
与制作，然而1500余万元的票房与业界期待形
成巨大落差；而《牧野传奇》的票房甚至不足10
万元。

不过，暑期档末尾上映的《十万个冷笑话2》和
《赛尔号大电影6：圣者无敌》从上映之初就表现不
俗，展现出了强大的票房收割力，前者票房已过
亿，后者过亿也指日可待。

尹鸿分析，国产动画票房遇冷背后有两方
面原因：质量过硬的作品仍然不多，创作需要
长时间的积淀，并非邀请国际团队就能解决问
题；另一方面，观众的成熟也对作品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由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主办的
北京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展览
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北京市
文史研究馆组织文史专家和书画
名家历时5年多创作而成的19幅

“大画”，描绘了古今北京的壮阔
历史。

此次展览展出的19幅大型绘
画作品，包括10幅大型人物画，这
些画作将古都北京化作宏大舞台，
通过金、元、明、清和新中国定都北
京的10个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
历史的波澜壮阔；8幅大型山水画
延续了传统山水组画中春、夏、秋、
冬四季和东、南、西、北四方的外在
组合形式，彰显了北京之所以能够
成为历代都城的独特区域位置；大
型风俗画《清末民初北京万象图》，
则以全景视角俯瞰巨变中的古城。

据了解，担负创作任务的主
创画家有多届全国美展金奖得

主，也有著名艺术研究机构的掌
门人，旨在宣传和弘扬底蕴深厚
的北京历史文化，为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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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暑期档盘点：

观影人次同比增26.7% 市场与观众渐趋成熟
●白瀛 方沁茗

视点

又到九月开学时，全国不少小学的语
文课都和这个暑期一档热播的文化节目
《汉字风云会》产生了联系：北京市东城区
黑芝麻胡同小学的第一堂语文课，100多
名学生集体跟随《汉字风云会》的题目听
写；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连云港市苍梧小
学的语文课堂上。

浙江卫视播出的听写节目《汉字风云
会》，在刚结束的暑假成了不少孩子的“刚
需”：每周一个多小时，在全程欢笑中，孩子
们对着电视机，铺开纸，拿起笔听写，校正10
多个常用易错汉字，学习10多个生活用字，
拓展20个好词。透过荧屏，汉字的温度，传
递在孩子们稍显稚嫩的笔画勾勒间。

“孩子们看没看，开学有差异”

7月中旬《汉字风云会》刚开播时，节目
总导演关正文不曾想到，节目会变成大家口
中“电视上有趣的语文课”，不少孩子习惯了
每周四晚上9点40守在电视机前听写。

关正文曾一手打造《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见字如面》等文化节目，在他看来，很多
家长不让孩子看电视看网综，但是他们会和
孩子一起看这个节目，节目又刚好是在暑期
播出，非常适合全家一起边看边学。

节目播出后，一位语文老师给关正文发
的微信，验证了他的判断。这位老师直言，
字词教学是语文教学中最难解决的老问题，

节目让枯燥的教学生动化，孩子们在娱乐的
氛围中完成学习。一期节目50个词，一季
节目12期就是600个词。令关正文特别欣
慰的是一位老师的留言：“孩子们看与不看，
一开学就有差异，锦上添花的娱乐，变成了
雪中送炭的刚需。”

直指提笔忘字，暴露书写盲区

脑中有印象，拿起笔却忘了怎么写，这
样的情形，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司空见
惯。直指提笔忘字，确实是《汉字风云会》
最直接的观照。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刘祥柏研究员看来，提笔忘字犹如大脑失
忆或歌唱失声，是正常能力的不正常退化，

“最常见的情形是认识字形，但是一时忘了
怎么写，或者对写出的字形没有把握。还
有一种常见的提笔忘字是对字词把握不准
确，常用词语中的字究竟该写哪一个，提起
笔来就犯了难。”

事实上，《汉字风云会》每期节目中的常
用易错汉字、生活用字和好词，是递进式出
现的，关正文团队在设计时也煞费苦心。按
照他的说法，汉语之美，在于细腻的表意能
力，但几十年不断向下通俗化的汉语，让常
用字词的范围非常窄小，“对于博大精深的
汉语来讲，这就是暴殄天物。”

《汉字风云会》播出至今，很多汉字让观
众看起来很熟悉，写起来却犹豫了，这和节
目中“添乱组合”的干扰密不可分。关正文
说，这个设计的初衷是诱导观众充分暴露书
写误区。节目组邀请“开心麻花”的演员胡
铂和李岱，专门负责“添乱”。他们感到为难
的是，很多字词表意特别微妙，手边的字典
上可能也查不到，“这时候就知道书到用时
方恨少是什么感觉了。

重在学习，汉字属于全民

同为关正文出品的《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堪称近年文化类节目的发端之作。不
同的是，《汉字风云会》的参赛者从过去的初
中二年级降到了小学五年级，题目难度全面
降低。这样做是基于节目组“成人普遍写不
过5年级的孩子”的调查结果。

关正文感慨，成人书写水平普遍低于小
学五年级的孩子，但大多数人却对此无动于
衷不思进取，还好意思沉溺于追星娱乐，这
是个体的悲哀，也是群体的悲哀。

电视节目研究者鲍楠说，这档节目重在
学习而非比赛，有意淡化了以往类似节目

“请听题”“你准备好了吗”等格式化的台词，
把观众对“激烈对决”“孰胜孰败”的关注，引
导到了一个个知识点上。正如关正文所言，
节目中孩子的听写比赛只是形式，“我们希
望这个节目能再次成为全国人民一年一度
温习书写的仪式。”

专家：国内儿童电影教育落后

应变“被动观看”为“主动创造”

历时5年多：19幅“大画”
描绘古今北京壮阔历史

●李放

《汉字风云会》

感受汉字的温度
●刘迪

■
■

《楚乔传》热播的启示：

正确理解主流价值和文化创新
●白瀛 卢南峰

《清末民初北京万象图》(局部)

《汉字风云会》节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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