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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电视剧《安家》一经播出，就
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好评。该剧节奏适
当，结构明晰，剧情发展恰到好处，展示
出一幅真实的人间浮世绘。的确，好的

电视剧就像一面镜子，可以映射出人们
在生活中真实的感受。

电视剧《安家》以房产中介行业为故
事背景，讲述了奋斗在大城市的普通人
兢兢业业的平凡生活。整部剧扎根于中
国城市的烟火日常，体现了普通人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

该剧以女主角房似锦的走马上任开
场，为观众塑造了一个勤恳认真、自信满
满的女强人形象。工作中，她是雷厉风
行、专业敬业的房产中介店长；生活中，
她和很多奋斗中的年轻人一样，居住在
便宜的出租房里面，为了省电在家也不
开灯。镜头下展现的是多面体的女主
角，有“盔甲”，也有软肋。这种对人物全
方位的展现以及有血有肉的塑造，让观
众在房似锦的身上找到了共鸣。随着剧
情的发展，房似锦这个角色越来越走进
观众的心底，很多细节都给观众强烈的
代入感。同时，房似锦的认真、执着、坚
定，是她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也为即将
步入职场的年轻观众展现了职场需要规
避的雷区和禁忌。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着，
每一位“卖房子的人”都肩负着客户的
幸福人生。电视剧《安家》以单元故事
来推动整个核心剧情的展开，每一个独
立出来的故事又充满温情。房产中介
这一职业不仅仅是在推销房子，更是在
帮每一个客户安家，帮每一个努力生活
的人找到一个最合心意的栖身之所，该
剧也从侧面挖掘到这些感人的“都市温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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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卫国旗，重于生命；护我国旗，
壮我国威。”

每天清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
上，中国仪仗队是展示国家形象和军队
形象的重要窗口。人们能看到他们的
飒爽英姿，却鲜有人了解他们背后艰辛
的训练和光荣的历史。近日，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
片《大国仪仗》深度展示了中国仪仗队
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将仪仗队官兵的
时代风采生动地呈现出来，让观众近距
离地了解这支国之象征、军之荣耀的
“军旅标兵”。

中国仪仗队成立于 1946年，见证了
新中国历史上的众多重大事件和难忘
瞬间。最初，中国仪仗队只是一支在短
时间内组建的临时仪仗队。战士们打
着绑腿，穿着黑布鞋，手里拿着步枪，腰
上挂着三颗手榴弹，在延安机场完成了
迎接外宾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鉴于
外交礼仪和国内重大集会的需要，成立
一支随时能以高标准完成迎宾司礼任
务的仪仗队势在必行。纪录片《大国仪
仗》以时间为轴，梳理了中国仪仗队的
历史脉络。从雏形初现到正式建立的
过程中，中国仪仗队一直在探寻具有中
国特色的仪仗队风格。

1953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营
成立之初，官兵对仪仗动作并不十分
了解，甚至连现成的训练教材和队列

教官都没有，几乎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的。仪仗任务关乎三军形象和国家尊
严，在队列动作上容不得半点疏忽。
当时，很多队列动作都以苏军仪仗队
作为参考，然而在实际训练中，中国仪
仗队的官兵发现高摆臂、大步伐、脚尖
上勾的苏式正步并不适合中国军人，
一些动作既无法展示中国军人独有的
内敛特质，也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总理指示，“要
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形成中国仪
仗队的特色，不要一味地学习外国”。
于是，时任仪仗营营长的王立堂，根据
中国仪仗队队员的身材特点，研究改
进队列动作，将正步踢腿高度和摆臂
幅度降低，将勾脚尖改成下压绷直，同
时适当降低抬头的幅度。同时制定了
正步走时向前 75 厘米、靠脚时加力发
出响声等体现中国仪仗队内敛含蓄特
点的动作要求，提振了队列行进时的
精神气势。此外，中国仪仗队还简化
了内容繁琐的报告词、创造了被称为
“小正步”的中式礼步等特色做法，体
现出中国仪仗队在具体实践中的守正
和创新，给观众以启示和思考。

纪录片《大国仪仗》运用大量历史
影像资料和极具感染力的纪实素材，深
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国仪仗兵的精神传
承和不变初心。《特殊部队》《踏步前行》
《军旅标兵》《国家使命》《中国名片》《百

炼成钢》《礼炮部队》《升旗仪式》《国旗
卫士》《忠诚赞歌》10集内容，通过实地
拍摄、人物专访、情景重现等方式，使历
史与现实相互照应，清晰全面地描绘中
国仪仗队的漫长征途，讲述了仪仗队官
兵忠于使命、砥砺奋进的感人故事。在
《中国名片》中，刚成立 1年多的仪仗大
队女兵中队接到特殊任务，3个月后要
在国际军乐节上表演枪操。为此，她们
每天要进行 10个小时以上的操枪训练，
设计队形的图纸画了一千多张，最终以
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惊艳了外国观众。

在中国仪仗队的历史上，他们用
自己的飒爽英姿征服了无数外国宾
客。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前，中英
两国仪仗队执行队长进行了一次见面
会。中方执行队长李本涛以一套“不
看刀入鞘”的高难动作让对方心悦诚
服，拔刀、撇刀、立刀、托刀、举刀、刀入
鞘，六个动作一气呵成，中国军人独有
的中式军刀礼震惊了在场所有人。一
代又一代仪仗队官兵秉持“献身仪仗，
为国争光”的信念，给世界递上了一张
英姿勃发的中国名片。正如纪录片中
仪仗队员唱的歌曲，“烈日炎炎，三九
寒冬，严格训练，我们用汗水和奉献书
写着对党忠诚；军旅标兵，世界一流，
人民赞誉，我们是民族的骄傲，我们是
最美的中国仪仗兵……”

作为我国唯一一支担负国家级仪

仗司礼任务的部队，一代又一代仪仗
队员用顶尖的专业标准要求自己，付
出了超出常人所能想象的艰辛。纪录
片用大量细节化影像，对此进行了感
人至深的描述。在 2019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为了更好地展示军人的
风采，仪仗方队在阅兵村里进行严格
的训练，其中就有一项对生理与意志
力的极限挑战——标兵站立，仪仗兵
需在盛夏最酷热的 6个小时中一动不
动地站立。跟随纪录片的镜头，我们
看到一位男兵在训练时因为体力透
支，突然晕倒在地。经过严酷的训练，
仪仗队员能够做到在近乎脱水的状态
下，仍能依靠强大的精神意志力坚持
站立、不晃不倒。为了达到“踢腿带
风、落地砸坑”的标准，他们在强化训
练腿部力量时，脚肿得甚至穿不进皮
鞋。《大国仪仗》正是以这些极具感染
力的纪实素材和仪仗队员的真切讲
述，向观众们展现了仪仗队员们风光
背后所承受的艰苦磨炼，生动诠释了
“献身仪仗，为国争光”的高尚情怀。

巍巍阵容，百炼成钢。纪录片《大
国仪仗》不仅关注中国仪仗队这个整
体，尽显大国威仪，还聚焦擎旗手、标
兵、礼炮兵等不同岗位上的个体，于细
微处看中国仪仗兵的情怀。展现仪仗
大队在炎炎夏日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升旗仪式做准备训练时，镜头聚焦的是

仪仗队员们被手套摩出水泡的双手。
仪仗大队在重要场合、重要时刻展现出
的荣光，正是无数个平凡日子中、不计
其数的反复雕琢累积而来的。

不仅如此，影片的讲述还运用了
大量精准的数字来呈现仪仗大队的
精益求精。 1984 年国庆阅兵仪仗方
队擎旗手程志强反复测量出 743.25 米
的阅兵线，需要用 991 步、8 分 33 秒完
成；1997 年香港回归升旗仪式的旗杆
上，国旗上升的净空间是 5.68 米，在
46 秒的国歌中，国旗每秒钟上升 0.123
米；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仗
大队苦练数月，只为最终 7 米、9 步的
完美呈现……直观的数字，让人们从
一个侧面再次感受到仪仗队员们用无
数次练习达到机械化般的精准，其间
辛苦与付出触动人心。
《大国仪仗》用时间的维度、细微

的角度刻画了一支威武之师的形象。
在仪仗兵的举手投足间、在他们每一
次精准完成任务时，影片将细微的琐
碎引向立意的深入。他们在寒风中挺
立、在烈日中坚守，千万次的练习，只
为换一次分秒不差……从细微投向宏
观，仪仗大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
代表着祖国的尊严和人民军队的形
象；仪仗大队所追求的完美表现，是为
了向世界展示一个崛起大国的和平发
展与开放自信。仪仗大队是对外展示
中国国家形象和军队形象的重要窗
口，因而中国仪仗队的队员们肩负着
责任与使命，在镜头和百姓所看不见
的地方，默默坚守与付出。

同时，《大国仪仗》的叙述中，穿插着
许多令人心潮澎湃的历史瞬间，这无疑
能够瞬间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激荡起
华夏儿女的爱国情怀。影片中在呈现仪
仗大队风采的同时，也不断捕捉观礼观
众的表现。走出国门的仪仗部队每一次
精彩呈现，不仅能够让漂泊在异国他乡
的华人华侨热泪盈眶、高唱国歌，感受到
身后祖国的强大；还能够让更多的外国
人为之惊叹、更深入客观地认识中国军
人的风采、领略中国的大国形象。影片
虽未刻意着一字，但家国情怀就这样充
盈了每一帧镜头、每一幅画面。

今天，中国仪仗队不仅在世界舞台
上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军队的精神面貌，
更表现出中国捍卫和平的决心和信心，
为提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注入了积
极的正能量。

左上图：纪录片《大国仪仗》剧照。

纪录片《大国仪仗》——

生动诠释中国仪仗队的精神风采
■宋永波 魏 威

今年年初以来，一系列“瘦身”后

的电视剧赢得了好口碑和高评分。12

集的《唐人街探案》用拍电影的方式拍

摄电视剧，干脆利落的剪辑、高密度的

信息量、转换多个视角的叙事手法，给

观众带来很多惊喜。12集的《我是余

欢水》以诙谐荒诞的方式，讲述了小人

物余欢水“过山车”式的人生，传递出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些电视剧的

集数虽短，但剧情引人入胜，颇受观众

好评。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情节冗长、故事

拖沓的“注水剧”，颇受诟病。一些电视

剧片面追求商业利益，生硬地拉长集数，

强行凑戏，内容不够就用“回忆”拼补，或

者使用重复剪辑的空镜头、冗杂无用的

对白，多次插入“片头”“闪回”等，导致电

视剧质量下降。为夯实剧作基础，祛除

浮躁之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年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

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规范了电视

剧的集数长度，反对内容“注水”，鼓励

30集以内的短剧创作，促使电视剧“瘦

身”后由规模数量扩大向整体质量提升

转变。

对此，观众能感受到明显变化，今年

播出的一些电视剧不再冗长，同时在艺

术品质上也有所提升。中央电视台综合

频道曾热播的主旋律电视剧《谷文昌》，

尽管只有30集，但剧情内容丰富饱满，

塑造了一位受人敬仰的党员干部形象。

脱贫攻坚主题的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

通过36集的体量，反映了西部地区脱贫

攻坚的丰硕成果。

电视剧挤出“水分”后，精炼紧凑的

剧情内容让故事叙述更加流畅，人物形

象更加鲜活，戏剧张力更加强烈，促使创

作者回归艺术初心，遵循艺术创作规律，

不断提升电视剧的品质。

或许，短剧将是今后电视剧创作的

重要方向。当越来越多的电视剧注重打

磨精品、摒弃“注水”，相信将有更多、更

好的电视剧作品呈现在大众眼前，为新

时代文艺的繁荣谱写新篇章。

剧集“瘦身”——

促进品质提升
■李 洋 邹壹文锌

微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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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不断推陈
出新，不论口碑还是收视率，都取得了
较为可观的成绩。从古文呈现的《中国
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到名著呈现的
《一本好书》，从信笺展示的《见字如面》
到书目展示的《朗读者》，文化类综艺节
目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探索适合当下的
节目表达方式与文化主题，通过挖掘文
化象征符号的内涵价值，以新的模式传
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电视综艺节目《故事
里的中国》，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中国大地上，有太多故事值得
我们铭记。所幸，我们拥有那么多经
典的文艺作品，为我们记录下一个个
闪光印记，让我们可以从中感受时代
标记，感悟砥砺前行的时代脉搏。《故
事里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档传播中国
经典故事的文化类节目。节目选取了
13个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创作的文艺作
品，其中有改编自影视的《永不消逝的
电波》《焦裕禄》《横空出世》《渴望》《人

到中年》《红高粱》《十八洞村》，也有改
编自文学作品的《平凡的世界》《林海
雪原》《红岩》《凤凰琴》《青春万岁》，还
有对歌剧、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改
编。节目中，从民族英雄到平凡个人，
一代代人对事业的追求、对青春的怀
念、对亲情的守护以及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都被生动呈现出来。这一个个感
人至深的中国故事，折射出最真实的
中国。他们凝聚成绚丽的光芒，照亮
了祖国大地，感染了无数观众。

不同于以往的综艺节目，《故事里
的中国》弱化了娱乐元素，系统梳理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实主义题材文艺
作品，以戏剧、影视、综艺相融合的独特
方式讲述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故
事。在每期节目中，节目组都邀请与故
事相关或与故事主要人物相关的亲历
者进行深度访谈，深入挖掘经典故事背
后的真实过往。随后，表演嘉宾以全新
的方式在首创的“一加 N”多舞台空间
上进行深情演绎，现场还原鲜为人知的

历史细节，赋予节目故事真实性、艺术
多样性与历史厚重感。此外，舞台故事
呈现之前，由戏剧总导演田沁鑫带领演
员进行的剧本围读会也是节目的一大
亮点。大家从初识剧本，梳理整个故事
的发展脉络，到了解故事主要人物，直
抵人物内心。通过剧本围读会，观众同
演员一起感受到了心灵深处的震撼。

忆往昔百感交集，启新篇壮志满
怀。历史故事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
磨灭，反而以一种新的生命力开启了跨
时空的对话与心灵深处的共鸣。在风
雨如晦的革命年代，地下工作者李侠不
惜生死，及时向组织发电文传递有效情
报，却在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不幸牺
牲；监狱里，多少个江姐式的女共产党
员忍受酷刑，宁死不屈……这些故事早
已深深埋藏在人们心中，英雄慷慨赴死
的选择背后传递着坚贞信仰与坚韧毅
力。在那片黄土地上，以孙少安和孙少
平两兄弟为代表的普通人物生于平凡，
却不甘于平庸的奋斗精神同样激励人

们砥砺前行。还有那戈壁滩上，被人们
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两弹一星”科
学家们用自己的学识改变着中国的命
运，用满腔的豪情书写了绚丽的生命诗
篇，留给我们以身许国、以科学报国的
崇高信念。十八洞村，由一个深度贫困
的苗乡脱胎换骨为全国小康示范村寨，
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
了一个湘西答案，让人们从一个侧面感
受到中国人在脱贫攻坚中展现的时代
风采。

在时代进步的长河里，中国大地上
仍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未被发掘，文艺工
作者也从未停止前行的脚步。他们通
过文字、音乐、影视等符号记录这一点
一滴的发展历程，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国
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故事里
的中国》以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厚度，语
言文字的温度，精神传递的高度，以及
思想表达的深度，集艺术性、创新性、知
识性于一体，为电视综艺节目讲好中国
故事、传递正能量提供了有益尝试。

《故事里的中国》——

从文艺作品中感悟中国力量
■朱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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