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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第十六届）四川电视节开幕
业内人士相聚一堂，探讨行业创新发展与生态建设

经典劲歌金曲再现
电视音乐晚会拉满回忆

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这样一
首歌曲，只要当它响起，就能回忆起
自己守在电视剧面前，所度过的那
些愉快时光？

从电视剧同名歌曲《渴望》，到
《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故事就是
故事》，再到《水浒传》的主题曲《好
汉歌》……11月23日晚，当这些经
典的影视金曲被唱响在成都初冬的
夜晚时，似乎穿越了时空，将人们带
回了追剧的岁月里。当晚，2023
（第十六届）四川电视节“光影相伴·
岁月如歌”电视音乐晚会在四川广
播电视台正式举行，通过歌曲演唱、
情景演绎、舞蹈、配音秀及主题朗诵
等形式，精选十余首中国电视发展
历程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大众喜爱
的经典影视音乐作品，创意呈现了
多个文艺节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逐渐
走进千家万户，电视剧行业和音乐
创作刚刚开启互动，当时的《红楼
梦》《三国演义》《便衣警察》《宰相刘
罗锅》等电视剧大火，也涌现出一大
批直到现在还传唱不衰的歌曲。音
乐晚会现场唱响了《故事就是故事》
《好汉歌》《暗香》等经典的电视剧主
题曲，并通过歌曲演唱、情景演绎等
形式，以音乐为载体，唤醒大众的影
视记忆。

“整场晚会希望能够营造出一
种有温度的效果，既能温暖人心、
催人奋进，还能够让大家回忆起
自己人生某一个片段。”活动主办
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整台晚
会的音乐和歌曲能让所有年龄段
的人喜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回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荀超 实习生
莫默蕾）11月23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四川省政府主办的2023（第十六届）
四川电视节在成都开幕。来自全国各地
的电视业内人士相聚一堂，将在两天时
间里，开展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交流展示
活动。

在当日上午举行的“电视业创新发
展与生态建设高峰论坛”上，业内具有代
表性的机构主要负责人，以“新服务新生
态，引领新发展”为主题，对广电视听未
来发展的新方向、新路径进行了深入探
讨与交流。

此次论坛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晓骏主持，中国广播电视社
会组织联合会会长范卫平以《新时代广
播电视社会组织的使命担当》为题，进行
主题演讲。演讲中，范卫平总结回顾了
中国广播电视事业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和
经验，以及如何聚焦媒体融合等领域，促
进新时代广播电视社会组织更好担当文
化强国建设新使命。

随后，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学民，湖南省广播电
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贺辉，广东省广播电
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晓，内蒙古广播电
视台党组书记、台长高文鸿，江苏省广播
电视总台党委书记、台长葛莱，山东广播
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吕芃，河南广播电
视台党组书记、台长王仁海，四川广播电

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刘成安，深圳广播电
影电视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先后
围绕电视业的改革创新、优化服务与生
态治理建设等内容进行了精彩的主旨演
讲。

其中，贺辉以《聚焦科技赋能 推进
湖南音视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题，分享
了湖南发展音视频产业的比较优势、基
本设想等。在他看来，“音视频产业已成
为我国内需增长、消费升级、产业转型、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支撑，成为建设制
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
的中坚力量。”

王晓在《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广电
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分享中，先是回顾
了电视机诞生后的那些独一无二的时
光坐标，又回顾了广东广电在科技赋
能、改革创新、破壁跨界、融合发展等方
面的探索。“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受众
收视习惯改变，众多广电媒体内容生产
力质量下降、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
杂等原因，使整个电视业陷入前所未有
的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在困境中突
围、在艰难中逆袭，成为我们需要共同
面对的课题。我们要在应对挑战中抓
住机遇、创造机遇，压力所在就是动力

所在，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用好危与
机的辩证法，把握新科技浪潮，打出一
片新天地。”她说。

高文鸿以内蒙古电视台推出的“中
华文化三部曲”《长城长》《黄河魂》《中华
龙》，以及《开卷有理》《馆长·请亮宝》《根
脉》等节目为例，从“平台聚变、内容剧
变、营销巨变”三个角度，畅谈全媒体时
代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的职责使命。吕
芃则强调要坚持正确创作导向，创新节
目样态、创新话语表达、创新生产机制，
创新表现形式，并充分利用大数据、元宇
宙、人工智能、5G带来的新技术、新应
用、新手段、新载体、新业态，构建新质生
产力，努力打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新
型主流媒体。

此外，本届四川电视节期间还将围
绕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内容创作、媒体融
合、科技创新、智慧广电、产业发展、国际
传播等行业重点，举办“光影相伴·岁月
如歌”电视音乐晚会、新时代电视剧导
演创作论坛、中国AIGC（人工智能自动
生成内容）视听发展论坛、有声阅读发
展论坛、“时代光影 西部飞扬”改革发展
研讨会暨川渝影视产业推介活动、青年
演员和经纪人培训班、广播电视传媒广
告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艺术家采风以及

“新平台 新内容 新生态”展览展示等系
列活动。

11月23日，2023（第十六届）四川电
视节在成都开幕。在当天下午举行的

“传承与创新”新时代电视剧导演创作论
坛上，阎建钢、陈燕民、巴特尔、韩志君、
毛卫宁、杨文军、林楠、赵宁宇、黎志、刘
雪松等国内知名电视剧导演齐聚一堂，
通过先导发言和圆桌论坛相结合的形
式，就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新时
代影视剧表达展开讨论。

创作时抱有真情实感
才能打动观众

23日下午两点，论坛在中国广播电
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阎建钢的主持下正式开
始。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
剧导演委员会驻会副会长陈燕民以《新
时期电视剧创作“传承与创新”的“根”与

“脉”》为题，进行先导发言。
在随后举行的上半场圆桌论坛上，

主持人阎建钢率先提出了电视剧创作
“爱祖国，也爱观众”的观点。先后拍摄
了《延安锄奸》《食为天》《黄金瞳》《老九
门》等作品的林楠也强调了“爱”在电视
剧创作上的重要性。林楠说：“你在创作
时抱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观众。”

导演巴特尔结合电视剧《国家孩子》
畅谈了“创新”的重要性。他坦言：“创新
是每个导演的终身追求。‘国家孩子’作
为一个历史久远的故事，想用今天的眼
光来诠释的话，肯定要有所创新。”

导演刘雪松从“电视剧创作思想
力”这一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
以电视剧《急诊科医生》为例说，“电
视剧创作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身为创
作者要懂得“如何用镜头去捕捉最基
层的人、最真实的情感”，并鼓励青年导
演要学会如何“思考生活、面对生活、表
达生活”。

要通过真实可信的人物等
调动年轻观众的代入感

在论坛下半场，中国广播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常务理事
毛卫宁发表了题为《拥抱时代、热爱生
活，用真情实感与观众共情共鸣》的先导
发言，分享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心得。
他说：“从《诗经》开始，优秀的文艺作品
创作始终关注着时代与现实。无数的经
典名著，无一不是打上时代的深深烙印，
可以说拥抱时代、关注现实，是文艺创作
的传统。”

在毛卫宁看来，艺术的真实是现实题
材作品最本质的美学底色，观众则是新时
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一定要最大限度追
求现实。他还强调了要通过真实可信的
人物、符合逻辑的行为、丰富生动的情节，
调动年轻观众的代入感，让观众与角色之
间产生跨越时空的情感互动，并发自内心
地认同作品所传递的价值观。

导演杨文军结合《功勋》《埃博拉前
线》《鹤唳华亭》等作品，分享了创作者既

要在生活中“下沉”，不停更新自己的知
识库，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融入创作，也
要拉进审美，提升作品美感，吸引更多年
轻观众。编剧了《赵氏孤儿》《八万里》《勇
士》《建军大业》《金刚川》的赵宁宇，也结
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强调了“下沉”的重要
性，他表示创作“要认识人，走遍山山水
水，了解每个人物身前身后的故事”。

创作了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辘
轳、女人和井》等作品的国家一级导演、
编剧韩志君则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
他直言：“没有理论支撑的编剧是走不
远的，没有文学支撑的导演是走不远
的，没有文化的演员是走不远的。”执导
了《北京女子图鉴》《二十不惑》《以年为
单位的恋爱》《二十不惑2》《问心》等现
实题材作品的黎志说：“我们每个人都
是现实的亲历者，没法避免生活给我们
的局限性。怎么能够把个体的经验放大
到戏剧里去呈现，这是现实题材创作的
第一个难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莫默蕾

知名导演齐聚成都分享创作心得

要用镜头捕捉最真实的情感

11月23日，2023（第十六届）四川电视节在成都开幕。主办方供图

11月23日，“传承与创新”新时代电视剧导演创作论坛举行。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