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2月26日 ■星期三 ■责编：齐雅文 ■版式：乔磊 ■责校：姚亚莉
电视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

2 月 20 日至 21 日，由中国电视剧
制作产业协会主办、深圳广播电影电视
集团协办的首届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
会暨第十届中国（深圳）国际电视剧节
目交易会在深圳举行。内容原创方、影
视制作机构、视听传播平台的代表齐聚
一堂，围绕“迎接‘剧’变，变与不
变”主题，发表真知灼见，共谋发展良
策，以“精品引领、向新向质”为目
标，共同为推动中国电视剧产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智慧。

创作规律和初心不会变

电视剧作为时代的情绪纽带和精神
刚需，经历了近 70 年的沉淀。新媒体
时代，观众对内容的选择更加主动，对
品质的要求也更为明确，对创新性、艺
术性和情感共鸣的需求日益强烈。

“破局之道，在于回归‘内容为
王’的本质。”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
会会长侯鸿亮认为，平台与制作机构需
实现三重转变：从流量思维转向价值思
维，打破对短期数据与商业套路的迷
恋，以专业精神深耕内容美学，用匠心
锻造作品的叙事厚度与社会价值，守护
行业的创新活力与健康生态；从长短之
争转向表达之需，摆脱围绕剧集篇幅的
浅层争论，聚焦内容表达的核心诉求，
即剧集长短应服务于叙事，用品质定义
精品；从各自为战转向开放共创，建立
市场反馈机制，让创作与市场需求同频
共振，形成创作者、制作公司与播出平
台的良好共创机制。

“以观众为本，重塑精品创作生
态；以创新为翼，激发行业新生力量；
以协同为基，共筑长期主义格局。”侯
鸿亮表示，行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全产业
链摒弃短视思维，构建共生共赢生态。

侯鸿亮基于生态主体协同发展，提
出如下建议：平台方支持优质内容，鼓励
多样化探索，注重长期价值；制作方坚守
创作初心，聚焦内容打磨，积累口碑，形
成品牌效应；资本方以“耐心资本”助力
优质项目，拒绝追逐流量泡沫；监管方营
造尊重创作、市场繁荣的行业生态。

“我们要承认行业正在经历巨变，
商业模式、产品形态一定会大幅调整，
但创作规律、创作初心不会变，也不能
变。”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苏晓表示，剧集产业正经历巨
变，但影视作品“内容为王”的道理亘

古不变。面对短视频冲击，行业需凝聚
共识，以优质内容争夺用户时长，构建
健康生态，迎接未来机遇。

正能量必须有大流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
秘书长冷凇结合行业周期变化，对剧集
产业的上行期、震荡期、转型期、融合
期进行分析。他认为，上行期“风口红
利”、震荡期“品质坚守”、转型期“风
格选题”、融合期“包容互鉴”是周期
创作生产的主要特点。

不过，无论处在哪一个时期，“有
思想、有深度、有创意的内容从来都是
刚需，《人世间》《繁花》等作品能够屡
屡实现‘破圈’传播就充分证明了这
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
中心党委副书记、副召集人夏晓辉表
示，“今日创作者们所推出的经典之
作、传世之作、扛鼎之作依然能穿越时
空、直抵人心，被回味、被研究，这也
是所有创作者的职业荣耀。”

结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5 年电
视剧工作的规划部署，夏晓辉介绍，
总台将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
论、主流文化，有针对性地创新话语
表达，把“国之大者”和“民之关
切”有机融合，真正让受众感到亲
切、形成共鸣。

“大流量不一定是正能量，但正能

量必须有大流量。”夏晓辉说，“我们希
望通过精品力作，让有质量的流量和有
流量的质量，同声合奏、奔腾入海。”

作为电视剧创作、制作、播出的“国
家队”，总台一直秉持“大剧看总台”的使
命担当，彰显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力。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电视
剧项目部副主任（主持工作）马骏表示，
总台大剧在题材方面，实现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守正创新、历史题材诗史相融、现
实题材共情共鸣，积极探索中国式类型
剧。在运营体系方面，总台创新叙事话
语体系，注重小人物刻画、细节表现等；
优化全方位服务系统，提供全流程创作
把关、宣传推广、舆情引导和版权合作保
障；推进内容供给侧改革，长短结合、开
拓短剧赛道，影剧联动、加强品牌建设，
推动技术赋能。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
剧导演工作委员会会长郑晓龙认为，在
剧集创作中，严肃与娱乐的平衡同样重
要。创作者应当始终坚持社会主流价值
观——弘扬真、善、美，真实反映社会
与时代的变迁，深刻刻画人性的复杂与
多样。与此同时，创作者也需要考虑观
众的娱乐需求，让作品能够引发共鸣，
易于接受。“优秀的文艺作品不应仅仅
满足娱乐化需求，而应兼具深度和广
度，既能让观众获得娱乐体验，又能启
发他们对社会、人生、历史等更深层次
的思考。”郑晓龙说。

“长短之争”是个伪命题

短剧和微短剧常常被混淆，两者到
底有何区别？郑晓龙介绍，短剧的创作
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早期的国产电
视剧中，很多都是短剧形式。随着国产
电视剧的发展，国内开始出现长篇电视
连续剧的创作。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长剧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流形式，且
长度不断增加。但随着视听平台的迁
移，观众对电视剧的需求变得更加多样
化，短剧再次崭露头角。“短剧并非近些
年的新生产物，而是随着市场变化，电视
剧形式的一种自然回归。”郑晓龙说。

“面对失去耐心的观众，长剧集有
没有必要向短篇剧集整体迁徙”成为本
次会议聚焦的交锋点之一。编剧汪海林
直言反对这一命题设定：“‘长短之
争’是个陷阱，短不代表先进。长和短
只是篇幅区别，不是社会趋势。”

针对行业力推短剧的现象，汪海林
痛批归因错误：“观众弃剧率高，是因
为‘臭’，不是因为‘长’。”他犀利指
出当前创作痼疾：“有些项目采用‘大
IP+小鲜肉’模式，但故事浅薄、题材
重复，拍成3集也没人看。”

汪海林一针见血指出行业困境：
“平台、创作者、制作方都不盈利，谈
何发展？”他呼吁探索创新盈利模式，
如区块链、去中心化等。“长的更长，
短的更短，各归其所，合作共赢。”

“以往的章回小说体创作方式，在
当前的传媒变化中应当有所变革。”导
演尤小刚倡导从“章回小说体”向“焦
点故事链”创作转变。他表示，在目前
的状态下，6—12分钟的一段戏就差不
多。将来的短剧一定会向横屏化发展，
不会总在竖屏状态下。“因为人的眼睛
是横向的，构图的最佳状态是横的、不
是竖的。”尤小刚说。

郑晓龙表示，在“剧”变之中，
创作者不能仅仅关注形式的变化，更
应关注内容的本质与价值的坚守。随
着社会发展，创作形式的多样化是必
然的。微短剧作为电视剧形式的创
新，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但作为创
作者，无论剧如何变，都应不变地坚
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坚持社会主
流价值观，扎根本土文化、反映时代
风貌，创作出既有思想深度，又具有
观众吸引力的精品力作。

首届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会呼吁——

流量变现时代，更应追求“长期主义”
□本报记者 徐平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以下简称
亚冬会）召开之际，由中共黑龙江省委
宣传部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
全媒体中心）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冰雪
重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
出。该片通过讲述在亚冬会筹备过程
中，一个个真实、生动、感人的故事，
记录哈尔滨为亚冬会所做的努力，让观
众感受这座城市的热情、活力以及对亚
冬会的无限期待，反映其独具特色的冰
雪魅力，彰显黑龙江省深厚的冰雪资源
和蕴含的冰雪精神，呈现这个冰雪大省
为中国冰雪运动事业的发展以及对亚冬
会所做的贡献。

展现“双亚冬之城”特色

1996 年，第三届亚冬会在哈尔滨
举办。2025 年，哈尔滨的亚冬圣火再
次燃起。29 年来，这里的人们传承着
对冰雪运动的热爱与梦想，“双亚冬之
城”绘就出美丽的冰雪画卷。

为了更好地展现哈尔滨作为“双
亚冬之城”的特色，《冰雪重逢》特意
对比第三届亚冬会与第九届亚冬会的
筹备背景、赛事组织和影响，通过影
像资料和相关人员采访，梳理了哈尔
滨承办国际冰雪赛事的经验积累及相
关变化。

《冰雪重逢》总导演董长青向《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绍，纪录片
主要采取了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变
化。首先是人的变化，在两届亚冬会之
间，片中的主人公有着自己的成长轨
迹，他们在 29 年间完成了各自的成长
和蜕变。其次是城市的变化，片中记
录了城市的发展，包括城市建设、绿

色环保科技进步，以及冰雪运动在哈
尔滨的发展。在今天的哈尔滨，冰雪
场馆越来越多，参加冰雪运动的人越
来越多，运动员们在世界上取得的成
绩越来越好。另一条线索是不变。时
间虽然在推移，但是人们的情怀不
变，对亚冬会的热爱和奉献不变，这
是“双亚冬之城”的底色。

《冰雪重逢》中，尽管部分历史影
像资料的质量并不太高，但是那份因真
实 而 产 生 的 分 量 感 却 是 扑 面 而
来。“我们在采访速滑世界冠军王曼丽
的同时，穿插了王曼丽在第三届亚冬会
以及第二十届冬奥会上的比赛和采访画
面，配合现在王曼丽抓后备人才建设的
现场记录，能够让人真切感受到时间的
变化和一代冰雪运动员的责任与担
当。”董长青举例道，“更为珍贵的是，
我们找到了中国首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
罗致焕老人首夺冰雪大赛世界冠军的资
料。在那些黑白的影像里，我们感受到
了中国冰雪运动员首次在世界冰雪大赛
上焕发出的光彩，仿佛在历史和现实
间，用影像做了一个巧妙连接。”

为了体现出影像的历史感，《冰雪
重逢》拉长了片中历史的长度，同时将
哈尔滨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冰雪旅
游、冰雪产业和冰雪文化融合进来，以
此拓展冰雪赋予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宽
度，体现出冰城的魅力。

风光与文化交相辉映

如何将冰雪魅力进行完美展现？
《冰雪重逢》 用细腻精彩的镜头语言，
在展现哈尔滨独特的冰雪风光和丰富多
彩的冰雪文化方面下足功夫。

在形式上，《冰雪重逢》采用全景
航拍展现宏观之美，运用无人机进行大
量的全景航拍，从高空俯瞰哈尔滨冬季
的城市风貌。镜头扫过被白雪覆盖的中
央大街，欧式建筑与皑皑白雪相互映
衬，展现出独特的浪漫与庄严；冰雪大
世界的全景画面中，巨大的冰雕建筑在
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凸显出冰雪景观的
宏伟壮观，让观众对哈尔滨的冰雪风光
有了震撼的视觉感受。同时，纪录片运
用特写镜头聚焦细节魅力，在拍摄冰雪
景观时，对冰雕的纹理、雪花的形状放
大呈现，细腻地展现出冰雪的晶莹剔透
和独特质感。

在内容上，《冰雪重逢》将哈尔滨
的特色建筑与冰雪元素相结合进行拍
摄。在圣·索菲亚教堂，教堂的穹顶被白
雪覆盖，教堂前的广场上，孩子们在雪中
嬉戏；在哈尔滨大剧院，其独特的建筑造
型与周边的冰雪环境融为一体……该片
通过拍摄哈尔滨特色建筑在冰雪中的独
特美感，体现出哈尔滨城市建筑与冰雪
文化的和谐共生。

“城市中的人永远是 《冰雪重逢》
镜头的兴趣所在。”董长青说，“我们捕
捉哈尔滨城市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冰雪印
记，拍摄街头巷尾的雪人、冰滑梯，以
及市民在结冰的松花江上进行冬捕、滑
冰等活动场景，展现出冰雪已经融入哈
尔滨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城市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让观众感受到哈尔滨
独特的冰雪生活气息。”

记录“全城迎亚冬”盛况

《冰雪重逢》 共 4 集，内容各有侧
重。可以看到，片中用相当大的篇幅

记录下为迎接亚冬会，不同的工作人
员在各自岗位上的生动故事。《支撑》
一集展现了亚冬会筹备过程中的具体
工作人员，比如滑雪安全保障的医
生、亚组委的宣传工作者、奖牌设计
师。这些人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在
最直接地为筹备亚冬会而战，是和亚
冬会有着最密切关系的。《盛开》一集
则主要记录了亚冬会外围的志愿者及
城市建设者，他们为亚冬会营造了温
馨、热情的氛围。

为何会选择这些群体在片中进行
展现？董长青认为，举办一届亚冬会
不是只靠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还需要
社会上众多志愿者的帮助。他们用自
己的职业素养展现了这个城市的热情
友好，他们是成功举办亚冬会的基
石。“我们精心挑选了各行各业的代表
人物，比如努力学习英语的出租车司
机、冰雪大世界的设计师、设计美味
佳肴的厨师等，尽管他们的工作和亚
冬会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但是他们
为亚冬会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让
运动员和远道而来的客人能够感受到
一座城市真心真意的热情。”

在拍摄方面，《冰雪重逢》没有过
于强调技巧，而是付出努力，真实记
录。为了跟拍冰雪大世界的设计师，
编导和摄像在冰雪大世界拍摄半个
月，忍受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寒冷，付
出了超出常人的辛苦；真诚对待拍摄对
象，和每个拍摄对象交朋友，让他们熟
悉镜头、忘记镜头，将自己最真实的状
态展现出来。一届“简约、安全、精
彩”的亚冬会被真实记录下来，既体现
了“双亚冬之城”的历史，也体现了哈
尔滨人民对亚冬会的热情。

《冰雪重逢》聚焦“备战”期间的生动故事——

冰情雪韵中，传递温暖力量
□本报记者 齐雅文

从日出到日落，从春耕到冬藏，中国人的
三餐四季是味觉的记忆，更是文化的缩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推出的《三餐四
季》第二季继续以食物为线索，勾勒中国广袤
大地上的风味图景。节目播出后广受好评，
成为观众了解中国味道、感受时代变迁的一
扇窗口。

城乡美味双向奔赴

在《三餐四季》的镜头里，美食是地域的
象征，更是乡村与城市互动的纽带。乡村美
食依然是中国味觉的根基——黑龙江的“九
珍十八品”、贵州铜仁的酸汤鱼、辽宁锦州的
小串、新疆喀什的手抓饭……这些味道源于
一方水土，承载着千百年来的文化智慧。今
天的乡村传统美食正通过产业化、品牌化、数
字化等方式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地方风味走
出家庭厨房，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成为
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城市正成为地方美食“破圈”
的舞台。宜宾的大河帮菜、乌鲁木齐的大盘
鸡、铜仁的抹茶米豆腐——这些食物，过去是
小众地方菜，如今却在城市商业体系中突出
重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食客。网红餐饮、夜
市经济、新消费模式，让传统美食成为年轻人
的新选择，也让地方味道走向更广阔的消费
市场。

《三餐四季》第二季向观众展示了乡村美
食的品牌化，城市餐饮的多元化，正在共同塑
造新时代的中国味道。在四川宜宾、新疆乌
鲁木齐、辽宁铁岭等地，美食正塑造城市文
化，地方经济依托特色餐饮打造美食名片，推
动城市消费升级；在四川成都、黑龙江牡丹
江、辽宁锦州等地，街头市集与餐饮品牌联
动，形成新的文旅增长点，让美食成为城市形
象的一部分。这些鲜活的案例无不展示美食
不仅是味觉的享受，还是经济活力的体现。

“老味道”成“新潮流”

一碗面、一口肉、一块馕，背后是千百年
来的匠心传承。《三餐四季》第二季不仅记录
了食物的味道，还记录了手艺人的故事。在
新疆喀什，打馕师傅手掌翻飞，馕坑烈焰升
腾，一日能烤上百个馕，技艺代代相传；在贵
州铜仁，草木灰点浆的灰豆腐，既传承了先辈
的智慧，也传达了对食材的尊重；在黑龙江，
冻梨、酸菜既是漫长冬季的储备食物，又呈现
了黑土地上独特的风味，生存智慧在厨师们
手中延续。

在今天，传承不意味着固守，而是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三餐四季》第二季特别关
注了美食传播方式的变化——在短视频时
代，地方美食不再只是口耳相传，而是通过社
交平台迅速走红。四川宜宾的李庄白肉，被
精妙的刀工视频带火；新疆乌鲁木齐的炒米
粉，因“最治愈的搅拌画面”成为全国年轻人
的夜宵心头好。更多的地方美食及其所承载
的文化，正在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找到更广阔
的受众，让“老味道”成为“新潮流”。

提供满满情绪价值

美食的意义，从来不止于味道本身，还有
心理慰藉和文化认同。《三餐四季》第二季呈
现了人与食物的情感联结——一碗热汤的温
度，是家的归属；一口酸辣的刺激，是对生活
的热烈回应；炭火烤肉的香气，是人与人之间
的社交纽带。

美食的流行趋势映照了当代人的生活方
式和价值取向。城市快节奏下，人们对健康、
便捷、美学的需求，让轻食主义、新中式茶饮、
国潮美食成为市场宠儿；而乡土情怀的回归，
又让“复古味道”“慢炖时光”成为人们追寻的
慰藉。在《三餐四季》第二季中，观众可以看
到年轻人回归乡村，学习传统腌制技艺；匠人
走进短视频，把美食技艺变成可感知、可分享
的视觉体验。消费转型，食物不再只是果腹
之物，而是成为人们表达个性、追求生活品质
的方式。从黑龙江的东北铁锅炖到贵州的精
致抹茶点心，从新疆的手抓饭到四川的江湖
菜，越来越多的地方风味正在被重新包装、传
播，满足不同人群对“情绪价值”“社交体验”
的需求。

风味不止于一地，味道也不止于舌尖。
《三餐四季》第二季展现了一种当代中国人的
精神气质——在食物里寻找共鸣，在烟火中
品味生活。

《三餐四季》第二季

以食为媒
记录时代烟火
□张钰宜琳

非常纪录

首届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会上，专家热议“长短之争”。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