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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狂
飙》宣传海报。

（《狂飙》剧
组供图）

近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广播电视艺术
资料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023年上半年电视和网络视
听文艺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副主任韩肖鹏发布了2023年
上半年电视剧、网络影视剧收视大数据情况。相关统
计显示，2023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电视剧播出总量
跟去年同期持平，上半年一共播出电视剧 682部，大约
11.6万集，累计时长7000余小时。总体来看，2023年上
半年，创作者用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开掘内容深度与思
想厚度，让高品质剧集不断涌现，以叫好又叫座的受众
反馈赢得了市场尊重，也提振了行业信心。

“精品化”“多样化”成为创作共识

2023 年上半年剧集市场活力十足：《狂飙》创造了
近十年来国产剧罕见的现象级播出效果；《三体》凭借

“中式科幻”的硬核内容在海内外取得良好反响，成为
中国本土科幻电视剧的里程碑式作品；《漫长的季节》
在悬疑类型中加入生活流元素，引发观众强烈共情。
此外，2023年上半年在保持现实主义创作主流的同时，
题材边界持续扩容，情感、职场等类型凸显其独特的价
值优势。其中，不仅有以《人生之路》《我们的日子》为
代表的现实题材剧集，也有以《爱情而已》《偷偷藏不
住》为代表的都市情感剧，还有以《外婆的新世界》为代
表的老年题材创新表达。

众多质量上乘的剧集作品次第涌现，引发观众的热
议。在优质影视内容的驱动下，国产剧集进入了高质量
发展阶段，“精品化”“多样化”成为2023年上半年电视剧
行业的关键词，这种精品化多样化的探索让观众看到了
影视剧创作的更多可能性。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
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认为：“随着时间节点的相对拉长，主
题性创作所形成的精品意识正成为创作的常态化表现，
正是精品意识的形成和创作的发力，让2023年上半年剧
集在思想内容和质量上给观众带来了惊喜。”

融合创新成为创作新动向

今年年初开始，剧集创作领域一直在内容方面寻
求突破，通过深挖生活富矿，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落点。
融合创新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一大新动向。《去有风的
地方》将田园生活和乡村创业融合，给“田园牧歌”提供
了现实的注脚；《追光的日子》用别样视角切入高考和
教育题材，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后浪》用全新的
人物视角丰富角色的成长曲线，关注传统文化中的中
医传承问题……这些作品体现了现实题材创作融合创
新的风貌，拓宽了现实题材创作的路径。

此外，还有一些取得良好口碑的现实题材剧集，如
《我们的日子》《人生之路》《情满九道弯》等，在传统的现
实议题基础上表现社会变迁与人生历程，让现实题材创

作具有了时代延展度和历史纵深感，拓展了观众对现实
题材的理解。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影视艺术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周蓉表示：“这些作品把现实性作为底色，
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其他的类型题材进行渗透、融
合，实现了与时代共振的目标，才凸显了其内容的可看
性与价值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
授尹鸿表示：“今年的现实题材作品敢于提出问题，并尝
试通过沟通、理解、互助等方式解决问题，一些作品甚至
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指南。这批作品让人们感受到
了时代进步的脚步与人文关怀的温度。”

摆脱套路找到叙事新切口

2023 年上半年，历史古装剧创作找到了新的发力
点——摆脱已有的帝王叙事框架，重新思考历史古装
剧传奇剧新的切入口，实现题材拓展与叙事创新，生动
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
中，《云襄传》《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打破古装剧
套路化创作的藩篱，不断调整角度与叙事策略，为古装
剧的创作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

可以见到，一批切口小、视角新的轻量古装剧陆续
登场，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长月烬明》在人物和精神

内核上精耕细作，对角色的刻画基本做到了“主角丰
满，配角出彩”；《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展现出“微
处见史”的功力，尽管是从名不见经传的历史小人物出
发，却能将几百年前的社会图景描绘得活灵活现……
这些作品不再局限于宫廷、宅斗、大女主等传统套路化
叙事，而是更多地拓展方向，主打传奇、爱情、成长等元
素，将平民生活、市井文化等内容注入其中，试图提升
此类作品的价值性与思想性。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历史古装剧要从历史细节中寻找故事的发力
点，要突破围绕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件选取题材的传
统路线。

2023 年上半年不管是现实题材剧、古装剧、悬疑
剧，还是都市爱情剧，都有着亮眼的表现。优质内容中
的写实生活质感和社会议题带动着大众的话题讨论，
也更加触及观众的情感共鸣。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真实
落地，不悬浮、接地气的制作内核带来越来越多的精品
化内容，不断提升行业制作水准，带动着行业向上发展
……无论是题材内容、播出形式，还是价值赋能等维
度，2023 年上半年剧集市场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
景象。

（来源：光明日报 记者：牛梦笛）

深耕现实 创新表达
——解读2023年上半年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创作

新华社太原8月15日电（记者杨晨光）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瓦楞
纸箱除了扔掉，还能用来做什么？在山西太原一位匠人的手上，小
到一草一木，大到文化地标，一片片瓦楞纸“幻化”成一件件精美的
艺术品。

今年 39 岁的王帅栋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市一个美术纸艺世家，
从小就和纸结下了不解之缘。2008年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他开
始从事儿童美术教育和品牌包装设计类的工作。由于工作中经常
会接触到瓦楞纸，留着无用，扔掉可惜，于是王帅栋开始探索瓦楞纸
创意作品。

有感于瓦楞纸的纹路、颜色和山西黄土高原地貌特征较为相
似，王帅栋创作了一系列以山西省文化地标为主题的瓦楞纸作品：
云冈石窟、五台山、洪洞大槐树、晋商大院……并命名为《山西魂》系
列，在各地展览时受到许多参观者的青睐。

“瓦楞纸作品和童年记忆中的家族传统纸艺作品，虽有材质和
工具的差异，但在构思设计、精准下刀、美感搭配等方面都体现了家
族传统技艺的精髓。”王帅栋说。瓦楞纸作品创作需要经过绘制、裁
剪、雕刻、粘接、修整等多道工序，其中粘接最为复杂，需要将大小不
一的瓦楞纸片依次拼接，据王帅栋介绍，他耗时最久的一件瓦楞纸
作品3个多月才完成。

虽然创作并不容易，但在王帅栋眼中，瓦楞纸一步步变废为宝的
过程本身就乐趣无穷。“瓦楞纸在生活中十分常见，通过这样的纸艺
文创，不仅可以传播中国文化，也可以传承保护家族传统技艺，重要
的是还能传递纸箱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我觉得很有意义。”王帅栋
说。接下来，他将继续通过文创开发和课堂教学的方式，在传承传统
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让更多人接触并喜欢上瓦楞纸创意作品。

旧纸箱别扔！看瓦楞纸“七十二变”

王帅栋在修整瓦楞纸作品。 新华社记者杨晨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