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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建议加大对现实题材作品创作的扶持力度

拒绝伪现实题材 积极呼应新时代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本报北京专电 同为文艺界
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音乐学
院副院长廖昌永近几年一直致
力于创作和推广中国原创歌剧
作品，他表示，我们身处一个伟
大的时代，应该要有优秀的作品
来反映这个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最

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化自信。这
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要有好
的文艺作品来反映，要有反映中
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曲，
而这样的时代曲要能够百姓不
厌、反复演唱、代代相传。就像
《黄河大合唱》，《梁祝》、《红旗
颂》这样的作品。”廖昌永代表表
示，《梁祝》、《红旗颂》都是“上海
制造”。“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就是
上海音乐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
创作的。”

他表示，十九大报告中提
到，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
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
要战线。“总书记要求我们要不
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要自觉
坚持艺术理想，静下心来精益求
精搞创作，对文化界也提出了很
高要求，让我们很受教育。”在他
看来，这出时代曲要能体现中华
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能体
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现代
相结合的灵魂作品。

廖昌永代表从四年前就开
始做“上海三部曲”，都是中国
原创歌剧。四年来，已经完成
了第一部《一江春水》和第二部
《日出》。除此之外去年还做了
两部原创的戏，一部是反映汤
显祖生平的《汤显祖》，今年年
初带着舞台版到欧洲参加欧洲
青年歌剧节。“是中国的歌剧第
一次参加欧洲演出，这出民族
歌剧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
因为用了昆曲因素，用了琵琶、

二 胡 、笛 子 、古 筝 等 民 族 乐
器。”

如何去宣扬我们民族优秀
的作品，怎么推动中国传统优秀
的文化进一步发展，廖昌永代表
表示这是需要文艺界静心思考
的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也提到文化界要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我们也一定会结合新时
代，传承弘扬中国文化优秀的文
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文艺作品。
我们有信心。”他表示。

“伪现实题材”
在荧屏上滥竽充数

曹可凡代表表示，以现实主
义的叙述手法，深入人民的生活
和情感，书写能代表时代精神的
故事，由于有这些优点，现实题
材电视剧素来最能引发观众的
共鸣。从数据上看，近年国产现
实题材剧在电视荧屏上有所回
暖：产量上，2017 年，现实题材
剧备案量、生产量占总量近六
成；播出量上，现实题材剧在省
级卫星频道黄金档的编排中占
绝对优势；影响力上，现实题材
剧是去年观众最满意的电视剧
类型，据媒体调查显示，《鸡毛飞
上天》等作品都获得了很好的社
会反响。

但回溯近两年在省级卫星
频道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清单，
他发现，现实题材看似数量占
优，但其中不乏滥竽充数，缺乏
审美艺术价值，缺乏现实主义关
怀的“伪现实题材”。他向记者
举了不少例子。

比如部分都市剧对改革开
放发展成就的表现，仅停留在城
市中的高楼大厦，都市人的奋斗
被简单架空或是片面地描写为
狗血的家长里短；部分情感剧无
病呻吟，人物脸谱化，年轻人的
情感需求被粗暴地归纳成“霸道
总裁爱上我”的“玛丽苏”表达；
部分行业剧缺乏对行业基本的
了解，不过是披着职业外衣的偶
像剧，有皮囊无筋骨；部分青少
年题材，过度消费留学、早恋、高

考等话题，仅提供了怀旧、矫情、
颓废的情绪；还有部分作品简单
地翻拍、改编外国故事，脱离当
下实际，画虎不成反类犬。

电视剧行业
存在明显“跟风”现象

“以上种种‘伪现实题材’作
品，连基本的故事逻辑都不能自
洽，只是采用主观臆测的小情小
爱、嬉笑喧闹乃至于猎奇情节博
取眼球，缺少源自生活又高于生
活的社会关怀，更遑论深入人民
的鲜活观察和弘扬时代正能量
的内涵深度。”曹可凡代表表示，
这类作品的大行其道，显然无法
反映新时代蕴藏的实践、变革和
进步，更伤害了专注现实主义创
作的从业者的热情。

为何会出现这种“以次充好”
的情况？曹可凡代表表示，主要
是由于在商业资本的裹挟下，电
视剧行业明显存在跟风现象，“伪
现实题材”往往采用快餐式制作
手法，仅借助数据造假等手段，抢
占市场的主要份额。火了一部青
春题材都市剧，其他同类作品都
采用同样的套路进行炒作；火了
一部有偶像明星的谍战剧，同类
作品就都只知争抢人气演员，忽
略了对剧本、创作的重视。

而许多电视平台默认这样
“伪劣产品”在收视率上最有保
障，低估了观众的审美能力，冷
落甚至拒绝了许多有价值的现
实主义力作，导致此类作品的投
资、发行都不被看好。

过度依赖市场化
易被网络热点牵着鼻子走

曹可凡代表表示，除了电
视剧，从电视节目来看，当下的
电视荧屏少了许多“有意思没意
义”的娱乐真人秀，多了不少弘
扬文化自信的好作品。比如《国
家宝藏》、《经典咏流传》，专注对
中华文化的溯源与传播；《人间
世》、《急诊室故事》切中医患关
系等社会焦点；《儿行千里》实现
百姓家风等正向价值传递；《阅
读·阅美》为观众推介当代人喜

爱的美文；《非凡匠心》、《百心百
匠》聚焦珍稀工艺和匠人精神。

遗憾的是，虽有精品诞生，
但此类呼应新时代的节目在省
级卫星频道中数量、比重还是偏
少，很多优质选题尚待挖掘。他
表示，当下电视荧屏流行的节
目，往往是高成本投入，低社会
效应产出，对真实生活的反映和
关切不痛不痒。比如，大量综艺
节目停留在炒冷饭的阶段，主旋
律、正能量的表达思路因循守
旧，缺乏真正回归、参与社会现
实的创新动力。为了应付相关
政策的要求，许多娱乐节目强行
加入一些表面的正能量元素，如
简单地安排一些明星与普通群
众见面，实际造成社会价值传播
与节目整体内容的严重割裂，不
能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

曹可凡代表表示，究其原
因，从大环境上说，尽管经过数
年的引导和调控，但主要电视平
台还没有真正转变对娱乐节目
的追崇，对真正反映时代、干预
生活的选题的储备、策划和开发
还非常有限。从供需关系说，由
于普遍缺乏健全的评估体系，部
分省级卫星频道在采购、定制节
目时，未能去伪存真，未能在价
值取向上把好关，反而跟着大量
社会制作公司的审美走，过度依
赖市场化，同质竞争，造成大量
的资源浪费。

他表示，作为主流媒体，电视
平台应该背负起媒体的社会责
任，为行业树立标杆，引领风气。
迈进新时代之后，如果此类书写
新时代的节目未能长久地成为电
视平台的主力军，如果电视平台
在节目的价值选择上依然被网络
娱乐热点牵着鼻子走，主流媒体
的权威性、影响力势必被削弱。

建议加大对现实题材
作品创作的扶持力度

“其实，对于关切和回应生
活的电视剧或节目，有关部门一
直非常支持和鼓励，也出台了相
关的引导措施。关键是将这些
措施落到实处。”曹可凡代表表

示，从整体电视行业而言，仍要
长期地打击收视率、点击率造假
等痼疾，从重从严处理造假行
为，让好剧、好节目得到公平竞
争的机会。

在此次全国两会期间，他也
提出了书面建议，在电视剧的创
作引导上，主管部门应重点抓选
题、抓策划，加大对现实题材作
品创作的扶持力度，投入专项扶
持基金。同时，应设立有效的剧
本、项目评审机制，在立项评审
阶段就去伪存真，拒绝“伪现实
题材”作品。

“去年为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等重要节点，广电总
局曾两度发布推荐播出参考剧
目清单，其中不少优秀之作随
即登上各大卫视黄金档，形成
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我建议
相关部门保持这一机制，定期、
定量，提前推出相关优秀作品
推介清单，鼓励电视台多排播
此类作品。”

曹可凡代表还提出，可以在
奖惩机制上加大对优秀现实题材
作品的评优、评奖，而不应只是单
一的收视率作为评判标准。“比如
在现有‘现实题材电视剧应达到
当年黄金时段总集数的50%以上’
的政策基础上，对于多编排获得
评审体系认可的红色历史题材、
现实主义题材佳作的卫星频道，
应予以一定的支持和奖励。”

对于电视节目方面，曹可凡
代表建议应由有关部门牵头，重
点规划一批呼应新时代的重点
题材；继续加大对此类原创电视
节目模式的保护和奖励，鼓励省
级卫星频道对此类节目进行一
定的内容储备；对于前期立项
时发现的好苗子、好选题，可以
通过评优推荐的形式，为节目
的发行推广开拓空间。在编排
支持上，从节目质量、社会影响
等多方面展开考核，对优秀的
代表作品进行一定的资金鼓
励；同时可定期推出优秀节目
的展播活动，打通各大电视台
与网络平台资源，让此类节目
更多地与观众见面。

廖昌永：要有优秀的作品来反映这个时代

电视剧里充斥了“伪现实题材”，节目盲目跟风，能以现实主义手法呼应时代的作品从数量上和质量上看都不足。记者昨
天在全国两会现场采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卫视中心主持人曹可凡，他提
出，应加大对现实题材作品创作的扶持力度，从立项评审阶段就拒绝“伪现实题材”作品，鼓励积极呼应新时代。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摄影报道

曹可凡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