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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电视剧
与社会思潮简述

刘林沙

摘 要:从 1958年我国第一部电视剧 一口菜饼子 到今天建国 60周年日益繁荣的电视剧创作,

中国电视剧创作经历了从 运动文学 与 写英雄人物 思潮、启蒙主义思潮到大众文化思潮和爱国主

义思潮四个主要的阶段。中国电视剧 50年的发展历程也表明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电视剧创作是与当时

的纯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也是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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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8年至今,中国电视剧已经走过了 50余年。 50

年间的电视剧文本为发展中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文本

体系。本文试图揭示其与建国以来各种复杂的社会思潮的

互动性关系。这些社会思潮都在电视剧这一文化阵地上争

相进行着自我的表述, 表现出一种彼此消长的态势。在当

代,这种消长却又表现为一种多元的融合。因而,以思潮的

流变轨迹对电视剧进行梳理,应该可以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社会与文艺的成长轨迹提供一个参照。

一 初创期 ( 1958 1966年 ):

运动文学 与 写英雄人物 思潮

1958年 6月 15日,北京电视台直播的电视剧 一口菜

饼子 标志着我国电视剧艺术的诞生。到 文革 前夕,北

京电视台共摄制了 一口菜饼子 、焦裕禄 、江姐 等 80

余部电视剧。在长达 8年的直播时期内,中央和地方电视

台共播出电视剧 180余部。

1. 电视剧与 运动文学 思潮

建国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特别强调文学创作要紧

跟生活潮流,与现实斗争保持同步, 后来有学者把它称为

运动文学 。这个时期的思潮与电视的新闻敏感性相结

合,涌现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作品。

1958年 7月 1日, 人民日报 发表 党救活了他

记抢救上钢三厂工人丘财康的经过 一文后不久,北京电视

台就立即根据报道编写剧本。 9月 4日电视剧 党救活了

他 顺利播放。 1963年 8月 17日播出的 火种 ,以反映美

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为主题,播出的当天,正是美国 25万

黑人举行盛大示威,抗议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时候。该

剧紧密及时地配合了政治斗争, 引起了电视观众的强烈共

鸣。把握时代脉搏, 紧密地和政治斗争形势结合成了当时

电视剧的主要特点。

2.电视剧与 写英雄人物 思潮

写英雄人物 是当时另一规模巨大的文学思潮。在

该思潮的影响下,反映先进人物事迹、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也

成为了当时电视剧的主要任务。如 1959年 1月 29日播出

的 火人的故事 中,由朝鲜老者给三个朝鲜儿童串讲中国

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攻占高地的英雄故事。再如 刘

文学 ( 1960)、小八路 ( 1965 )、小英雄雨来 ( 1965 )、

文革 前最后一部电视剧 焦裕禄 ( 1966)等也是其中的

优秀代表。在当时的电视剧中, 人民群众不仅成为了文艺

的主要描写对象,而且被作为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公而成

为了主要的歌颂对象。

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创作显然受到了当时文艺创作思潮

的影响,虽然鲜明地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 然

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艺的娱乐与审美作用。在人

物的塑造上,将中心或英雄人物完美化,脱离了现实主义

基础。

二 复苏期 ( 1978 1988年 ):启蒙主义思潮

文革 时期,全国只有 考场上的反修斗争 ( 1967)、

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 ( 1975)和 神圣的职责 ( 1975)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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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政治话语感极强的电视剧作品问世。

随着 文革 的结束,以 1978年播出的彩色电视剧 三

家亲 为起点,中国电视剧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复苏

最初的两年,电视剧作品仍习惯性地充当着政治意识形态

的共建者,自觉配合主流话语的需要。

1980年之后的电视剧,与当时的文化环境、社会心态

相适应,以启蒙意识为主调, 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创作观,实

现了对新时期现实生活的全方位折射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

辅助建构。启蒙主义思潮是贯穿 1980年代中国的重要文

化思潮。启蒙运动首先集中指向了人道主义。在人道主义

文艺思潮的主导下, 文学创作开始关注 人性 、人的价

值 、人的自由 、人的需要 、人的本质 、人的自然欲

望 等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命题。而在电视剧创作中

则表现为伤痕、反思、改革和寻根主题的相互交织。

1. 伤痕与反思题材剧与启蒙思潮

伤痕 、反思 思潮之中的 启蒙 对象主要是对 十

七年 和 文化大革命 时期极左思潮的批判与反思。受时

代思潮的影响, 1980年代前半期,电视剧领域也出现了一

批引人深思的 伤痕电视剧 和 反思电视剧 作品。其中

较突出的有:电视单本剧 女友 ( 1980 )、新岸 ( 1981 )、

雾失楼台 ( 1985)、大林莽 ( 1986) ,电视连续剧 蹉跎

岁月 ( 1982 )、今夜有暴风雪 ( 1984 )、寻找回来的世

界 ( 1985)等。后期作品如 今夜有暴风雪 、寻找回来的

世界 ,已经明显于 伤痕 式的情绪宣泄之外,附加了更深

层的反思主题,从新的高度思考历史、人性,在思想和艺术

上都更趋成熟。

2. 改革题材剧与启蒙思潮

当改革逐渐成为新时期的最强音,启蒙运动的关注对

象也逐渐由个体命运转向了社会现实。电视剧创作开始切

入现实生活矛盾和人民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直面改革现

实的文艺创作,成为 1980年代现实题材文艺创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

1980年的 乔厂长上任 (中央电视台 )被认为是第一

部改革题材电视剧。 1982年引人注目的改革电视剧是 赤

橙黄绿青蓝紫 (中央电视台 ),剧中带头穿喇叭裤、戴蛤蟆

镜、不服领导管束又勇于献身救火的现代工人艺术形象产

生了强烈的震动效果。

随着改革的发展,电视剧工作者开始创作改革题材电

视剧,此时,出现了一批震撼观众心灵、得到文艺评论界高

度重视的优秀作品。 1983年的 女记者的画外音 (浙江

电视台 ) ,取材于工业改革,因为触及 体制 问题而名重一

时。 1984年的 新闻启示录 选定教育革命为切入口,把中

国的改革放在世界背景上加以描绘,又把教育革命放在中

国改革的背景上描绘,从而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图

画。 1985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 新星 ,采用了政论式旁白

与传统结构相结合的方式,调动起观众的参与意识,取得了

成功。同年播出的单本剧 巴桑和她的弟妹们 (重庆电视

台 )以强烈的对比性镜头,通过作家的眼睛,展示了改革中

的西藏面貌。 1987年, 电视连续剧 葛掌柜 和 一路风

尘 ,也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1988年的 风尘硬汉 (哈尔滨

电视台 )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叙事流畅,富于情节性; 裤裆

巷风流记 (江苏电视台 )则描写了具有江南文化特征的苏

州市民的心态和观念的变化。

3. 寻根题材剧与启蒙思潮

随着改革全面而深入地开展,人们对中国历史、社会和

民族自身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寻根思潮 就是在新的历

史环境中应运而生的。当时的一批作家或者文学理论家正

式提出要回到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去寻找已经断裂的文化之

根和精神血脉。正是这种思潮, 在艺术的思想内容上把现

实社会置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深远背景上来透视, 表

现出了深沉浑厚的历史感和人生感。

1985年 四世同堂 的播出形成了一股 四世同堂热 。

它的突出特点是使中国长篇电视连续剧一开始就具有十分

鲜明的民族风格、地域特色和中国气派。该剧鲜活地刻画

出沦陷时期北平的地方风俗画卷,成为京味电视剧的开山

之作。 1987年播出的 红楼梦 以影像化的电视艺术手段

忠实地演绎出曹雪芹原著的精髓,是四大名著改编的成功

尝试。 1987年的 西游记 是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神话电视

剧,它运用假定性手法和特技手段,创造了神话色彩的艺术

境界。

这些电视剧中既有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又有对民族

传统美德的颂扬,在外来文化的侵袭中,它们冷静思考民族

心理,适度弘扬民族精神的姿态,恰好满足了当时社会的

寻根 需求,因而也成为了中国电视剧的经典之作。

三 成熟期 ( 1988 1998年 ):大众文化思潮

从 1989年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期。 在 90

年代,我们清楚地看到:大众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形态,

虚无、浮躁、焦虑、自恋成为社会审美心理的突出特征,技术

成为左右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大众化、商品化、娱乐化成

为各类艺术作品的共同追求。 这样,以市民的价值体系

为基础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便在 1990年代之初以电视为

主要载体迅速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

1. 主旋律题材剧与大众文化思潮

主旋律 题材一般指那些以主流政治的意识形态为

准则,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意图和宣传功能的文艺作品。

随着 1980年代的结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主旋律成为了

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它一方面要求不能与以往的意识形

态话语相冲突,另一方面也不能与人们业已公认的现代生

活相脱离。这样, 主旋律影视作品只能在探索中前行。

1990年代主旋律电视剧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爱情元素的凸显

1990年代革命题材的电视剧在表现革命故事的同时,

也以较多的篇幅展现主人公的婚恋世界。 1996年 英雄无

悔 贯穿了公安局长高天与三个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 1996

年电视剧版 雷雨 在原著基础上添加了大量的感情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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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 情节被强化。

友情与亲情元素的凸显

1989年的电视剧 铁人 中,王进喜与技术员苏健之间

的关系被表现为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这就将 1970

年代乃至于 1980年代的叙事主题做出了转换,将友情变成

了维系人们共同精神的纽带。 1990年的 宋庆龄和她的姐

妹们 里用了大量的篇幅对宋氏姐妹的亲情加以渲染,以亲

情主题淡化政治主题,以人物和故事的传奇性替代了历史

本身的复杂和枯燥。

爱国主义元素的凸显

1990年 上海的早晨 在一定程度上将徐义德的形象

转化成为了当代商人的形象。他不再代表意识形态的对立

面,而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份子而存在。 1991年的 中国

神火 叙述了中国核军工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在这部剧

里,爱国主题成为了精神动力的支撑点,阶级斗争与其中的

矛盾都被淡化或者成为衬托人物爱国情操的戏剧线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主旋律题材内容的多元化策略为大

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旋律文化的契合提供了契机。主旋

律意识形态以更接近普通人的方式被缝合进革命故事和爱

情故事之中,改变了娱乐性缺乏、概念化倾向明显、说教色

彩浓厚的弊病,为主旋律题材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艺术表现

空间。

2. 平民题材剧与大众文化思潮

1990年,由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录制的 50

集大型电视连续剧 渴望 轰动大江南北。它通过家庭与

人物的变化来书写时代,探讨现代的伦理关系。剧中浓重

感伤的怀旧气氛,恰与观众面对商品大潮的冲击、金钱至上

的风气所普遍产生的失落情绪相契合。自 渴望 开始,关

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命运, 着力挖掘平民化生

活形态的传统理念、展示具有传统伦理人格和传统美德及

传统亲情观念的影视剧不断出现。关于平民生活的主题,

也就成了传统文化题材的一个重要开掘方向,世俗化、平民

化迅速成为电视剧核心的创作倾向。如 公关小姐

( 1990)、皇城根儿 ( 1991)、外来妹 ( 1991)、上海一家

人 ( 1991)、风雨丽人 ( 1992)、爱你没商量 ( 1992 )、

情满珠江 ( 1993)、北京人在纽约 ( 1993 )、过把瘾

( 1993)、东边日出西边雨 ( 1994)、咱爸咱妈 ( 1995 )、

儿女情长 ( 1996)、牵手 ( 1998 )等等。编导者通过对

平民生活 的关注, 显现出博大的人文关怀,也试图通过

对平民生活场景和处世方式的透视,寻找曾被视为失落了

的传统文化品格和人文理念。

3.历史题材剧与大众文化思潮

1990年代后期,历史题材电视剧呈现出空前兴盛的局

面,出现了 司马迁 ( 1996 )、雍正王朝 ( 1998)这类态度

严谨、大气凝重的历史正剧。在历史正剧中,受众游走于大

国的历史长河中,享受繁荣盛世的辉煌历史,满足 明君清

官梦 。通过历史意义的解读和重组在历史的消费之中畅

享种种快感。虚幻的历史影像,模糊了传统与现代,模糊了

时空感,形成了一种介于理想与现实的民族国家、明君清官

的盛世想象。

1990年代除了正剧外,还在合拍剧 戏说乾隆 ( 1991)

的影响下,出现了戏说历史类电视剧,该类剧多聚焦于宫廷

秘史、朝廷争斗、后宫恩怨,在历史外衣的伪装下,大肆编造

贩卖关于权力和情感的故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

还珠格格 ( 1998 ),该剧中帝王后妃、阿哥格格的恩怨情

仇,成了最寻常的景象。在戏说剧中,历史成为了创作者、

观赏者逃避今天的庇护所。 戏说 是一种打着浓厚现代

生活印记的 记忆 ,在这份记忆里,更多的是现代理念、现

代情感。曾经的历史成了大众最丰富的娱乐对象,曾经严

肃的历史人物使大众感到亲切。这类电视剧提供了一系列

的伪历史形象,以唤起观众的认同。

4.青春题材剧与大众文化思潮

青春偶像剧 这一影视类型被大量提及是在 1990年

代以后,在当时日韩 青春偶像剧 的影响下,最初的 京港

爱情线 ( 1997)、上海之恋 ( 1998)到后来的 将爱情进行

到底 ( 1998)使国产青春偶像剧开始成形。

青春偶像剧是商业化运作的结果, 它是为满足青少年

对偶像的崇拜心理而制作出来的电视剧。青春偶像剧丢弃

了沉重的历史感,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与人们自身利益

和价值息息相关的东西,包含着应有尽有的时尚元素。对

于受众来说,偶像代表着人们超越现实的渴望,人们把自己

难以企及的梦想寄托在所崇拜的人物身上, 而偶像本身也

是通过想象对现实人物理想化的结果。

四 繁荣期 ( 1999年至今 ):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

1990年代末至今的这十余年是一个话语和思想激烈

碰撞、相互博弈、相互交融的时间段。后现代文化、新儒家

文化、草根文化、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

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文化或主义都在同一时间断线上出

现,它们都潜移默化地对电视剧的面貌产生着自己的影响。

这些话语背景与文化立场总是或隐蔽或明显地表现在电

视剧作品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意识之中,纷然杂陈、彼此渗透

交融,多种力量共同作用,彼此抵消、妥协、博弈形成了当下

审美文化的多样品格。 在此背景下,新世纪的电视剧作

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是在接受方面的多样化与分众化,上个 10年的众多

题材都得以开拓与发展。改革剧中农村题材剧大量出现,

尤以东北题材农村剧为甚;历史题材电视剧类型多样,内容

丰富,历史正剧成为主流,红军题材引人注目;军旅题材电

视剧创作进入品牌化的成熟阶段,以明快的节奏、新鲜的题

材受到相当大一部分观众的喜爱;家庭伦理、情感类电视剧

展现出强烈的写实风格,贴近老百姓生活;反腐倡廉和法制

题材对人性的描绘更为现实,对情节设计更为精巧;青春校

园剧填补空白,反映校园生活和教改现实 在 弘扬主旋

律与提倡多样化 的文化战略指引下,新时期电视剧异彩

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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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创作中重新走向宏大叙事,爱国主义思潮的表

达成为了一个凸显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实力

与综合国力的提升使中国人的自信增强,与外国交往的日

益频繁导致摩擦频率的提高,中国人在接触国际社会后对

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及再认识等等,都是导致爱国主义兴

盛的原因。

历史题材剧与爱国主义思潮

2001年播出的 康熙帝国 与以往的历史题材剧有所

不同,它将讨论重点转向了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康熙

收复台湾,打击漠西蒙古的分裂势力等,都给观众带来了帝

国昌盛时期的恢弘想象。该剧一直站在中国国家立场来解

读历史和时代,充分展示了当代爱国主义思潮对该剧的影

响。同样, 成吉思汗 ( 2004)也通过史实的取舍来迎合传

统的 帝国情结 。 汉武大帝 ( 2005)也试图以正史的写

法描绘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

脉搏。

军事题材剧与爱国主义思潮

自 2000年 突出重围 开始,荧屏上出现了一批以军事

演习、高科技建设为内容的军事题材作品, DA 师

( 2002)、沙场点兵 ( 2005)、垂直打击 ( 2006 )、士兵突

击 ( 2007)、和平使命 ( 2007)均为此类。在该类电视剧

中情境设置都是一个仿真的军事演习, 在与自设对手的假

想战争中对抗阻碍中国崛起的 敌人 。中华民族近现代

史上的痛苦遭遇, 现实政治中的严峻形势,都使得科技强

军、御敌侮于门外成为国家 /民族尊严的需要。 演习片

的出现正是顺应了爱国主义这一社会思潮。 历史的天

空 ( 2004)、亮剑 ( 2005)、狼毒花 ( 2007)、我的兄弟

叫顺溜 ( 2009)描写了在抗日战争这一历史进程中主人公

抗击侵略者的传奇经历。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脱离开传统的

表现方式,塑造了一类带有民间草莽英雄匪气、痞气特质的

传奇人物。对这些性格特点的欣赏与对侵略者的仇恨交织

在一起,反映出当代广大观众对于近代国家与民族苦难及

复仇心理情绪的宣泄,这正是该类主角形象得以诞生的语

境和受到欢迎的深层原因。

家族剧与爱国主义思潮

家族电视剧是指以大家族的兴衰变迁,家族成员及家

族间的关系为主,以家族命运来反映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史

本质的电视剧种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大宅门 ( 2001 )

及其续集,该剧集描写了白家在乱世之中将百草厅发展壮

大的历史。这类描写晚清以来民族工商业历史发展的题材

最受创作者关注。这类题材暗含着观众对当代中国自身工

商业体系发展的信心,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在电

视剧中的反映。除 大宅门 之外, 2006年播出的民族迁移

史诗剧 闯关东 也备受关注。该剧借助历史事件,展现了

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经典画面。剧中展现的顽强的国家

与民族精神,正是当前国家振兴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电视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 作为一种电视的基

本文本,它既能反映出社会的基本状态和人们共同认可的

价值观念,也能反映出社会基本的思潮,而这种反映又必然

受制约于人们在观看中的认可, 也受制约于社会思潮所提

供的可能性。中国的电视剧编导在面对全球化大势之时,

唯有不断地了解总结两者的互动关系,才能在未来更清醒

地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保持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的清醒

判断,融入更多的反思与批判意识,从而促进我国电视剧更

加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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