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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直以来，传统媒体承担着重大题

材创作、主题主线宣传的使命。然而随着传播

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节目创作者逐渐意识到

新颖的叙事表达范式和具有烟火气的情感温度

才更能让主旋律题材故事引发观众共鸣。本文

以浙江广电集团时代主题大片《我们的新时代》

为例，从共情渠道、家国同构的叙事范式、共

情语境等 3 个维度解析共情建构的创新性策略

对内容生产和传播效果起到的正向价值，为未

来更多的节目创作探究可借鉴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时代主题 共情建构 主旋律题材

作为国家广电总局2022 年广播电视重点节

目和迎接党的二十大重点文艺节目之一，《我们

的新时代》深入社会基层，坚持时代价值航标，

以真实百姓故事描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时代

主题大片 《我们的新时代》 由“我们都是追梦

人”“那是一种温度”“流动的中国”“勇做时代

弄潮儿”“每个人都了不起”等主题单元构成 5

集内容，以“大写的时代里，特写的你我他”为

核心特征，以平凡的个体视角诠释宏大的时代主

题，真切感受个体与时代同心共筑、同频共振、

同题共答的火热生活，融合新闻、纪实和综艺元

素，用将恢宏落于微小、把伟大归于平凡的烟火

美学，赋予新时代人物更多的生动内涵。在时代

大背景的底色下，5期节目，20组平凡人物，近

景透视十年征程中的鲜活个体，以展现人民的幸

福感与获得感作为归宿，实现主流价值的全民

共情。

在《我们的新时代》镜头呈现下，每一处山

川湖海都蕴藏着活力生机，每一个平凡的“你我

他”都如同锦绣璨星。滴水观沧海，每一滴水聚

焦一个主人公，通过他们参与家国建设的奋斗历

程，折射出大时代图景，也构成个体命运与家国

同构的深刻关系。作为主流表达的新范式，《我

们的新时代》除了通过不同样态的叙事表达呈现

不同时代主题，同时注重以多元方式进行共情传

播，增强情感认同，传递优秀传统价值观，放大

主流价值的强大感召力。文艺土壤、家国情怀、

温度话语体系都是让观众更能产生共鸣感的工具

性要素，如何运用这些激发情感的因子实现价值

观念有效传播是需要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一、沉浸式探访和文艺表达提供有效共情

渠道

“共情”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情绪的感染和

投射，即个体的情感状态引发另一个体相同或密

切相关的情感状态，使之发生作用的是个体直接

感染性的情绪刺激。①情感体验存在于个体之中，

而群体由具有共同情感基础的个体组成，当处于

同一情境的另一个体接受到来自他者的情绪表达

便会“自发地产生情绪上的唤醒，并形成与他人

同样的情绪体验”。唤醒这种情绪体验可以采用

两种较为直观的方式，即引导性人物与文艺元素

渲染。

由于选题内容的丰富性差异，以及部分故事

的人物、场景、事件较为分散，部分选题通过设

置“探访人”这一角色将内容进行聚合串联，达

到绘圆式叙事的效果。在节目中，由主持人所担

任的“探访者”不仅承担承上启下、话题开启、

归纳引领、增添真人秀式氛围感的功能，他们还

时代主题大片的时代主题大片的
共情建构创新策略研究共情建构创新策略研究

——浙江广电集团《我们的新时代》创作阐释

王歆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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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了广大普通观众的视角。观众跟随探访人的

路径，找到自己与节目所呈现故事的勾连。真人

秀探访形式在综艺节目中屡见不鲜，但在时代主

题节目中采用这种形式，则创造了一种新的融合

气质，形塑时代主题节目新样态。接地气的互动

形式更容易探寻片中人物内心深处的感触，能够

为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错觉，带领观众沉浸

式感受百姓对新时代生活样貌的幸福满足，进而

强化互动体验以获得共鸣，增添治愈感和人文

内涵。

探访人有一个核心标准——能否打动他人，

Ta代替观众亲历现场、产生思考、指向热门议

题。Ta的循循善诱使令人信服的见证者和亲历

者由衷表达“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真好”这样的心

里话，也更易使观众产生共情心理。Ta的存在

还起到了对场景过渡的自然解释。当空间进行转

换，对话模式进行切换，叙事逻辑上都不容易产

生割裂感。《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中安吉的美

丽乡村将废矿场变成文艺打卡地，探访人伊一和

新安吉人“荷包蛋”除了履行“打卡”的任务体

验，带领观众游览各个场景，更是作为一名乡村

振兴发展成果的检验者，通过她们的旅游体验以

及与乡村建设者们的松弛感交谈，带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下的生态复苏，以及

创意重建矿场后所培育的美丽经济。

体验只是回到一个现场，提供探索的可能，

而真正向外界探索的是感知。文艺元素的添加便

是为了增强感知体验，创建一个情感共通的渠

道，使得观众的情绪和情感状态产生变化，从而

使观众共情转向使观众沉浸，并在这种沉浸中塑

造对发展成果的认知。安吉矿山露营的结尾通过

乐队表演渲染露营的欢愉氛围，展现更新的生活

态度所带来的新经济业态生机。在《我们都是追

梦人》 结尾处，青年歌手伊丽媛在结尾处献唱

《我爱你中国》，呼应中国梦与追梦者们的紧密相

连。在《每个人都了不起》的大国重器盾构机一

节中，陈欢作为探访人还在结尾献唱 《真心英

雄》，呼应了大国重器、基建工作者在观众心中

的幕后英雄形象。画面中奋斗者们辛勤的身影随

着歌声一帧帧闪过，“追梦人”“了不起”等关键

词也得到了注解与升华，“中国力量”“中国精

神”所赋含的意义精准传达，使受众感同身受其

中的家国立意。

二、关注个体命运与家国同构的深刻关系

“家国同构”是当下众多年代剧的根本价值

取向，将宏大叙事与家族叙事、个人叙事相结

合，个人发展诉求与社会进步诉求的同频共振，

凸显个人的正向作为与责任担当。它要求正视来

路，搭建今昔对话桥梁，确立恒定价值，加强家

国认同，凝聚前进动力。② 《我们的新时代》在

叙事范式中注重个人命运与家国同构的深刻关

系，将个体经历融入时代浪潮，相关的政策、发

展关键点也为个体人生带来一个个重要节点，生

动展现国家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图景。

其中《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讲述在改革与

创新中，先行先试的探索者和敢闯敢拼的实干

家。其中白鹤滩这一节的故事呈现，映射了中国

水电的发展进程，也凝结了一代代顶尖水电人才

艰苦卓绝的努力。创作者有意识地通过情节设计

来引导情感温度传达，白鹤滩项目设计副总工程

师机电设计专家李胜兵在农家小院以“三个‘对

得起’”总结过去十年对这项伟大事业的投入，

溢于言表的感激与豪情感动了每个人。高尚的人

物情怀与信仰打通了主流价值的通感，水电人厚

植于骨血的爱国情怀，勇于奉献和奋斗不息的精

神面貌，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正向结合，潜移

默化地勾起受众惯性的家国情感记忆，点燃受众

的情感共鸣。

《流动的中国》 这一集聚焦从内陆到沿海、

从乡村到城市、从工厂到田间的奋斗身影。当山

下湖珍珠小镇搭上数字化的列车，变传统的线下

珍珠销售成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一代代以蚌为

生的山下湖人依靠珍珠直播产业致富。然而该选

题并未选择年轻的主人公，而是选择了曾是直播

开蚌第一人的“海爸”，通过讲述如今快60岁且

退居二线的他努力适应网络新环境，回归开蚌与

老粉重逢的故事，将山下湖在数字经济浪潮下的

蝶变铺陈开来。信息化社会与大数据时代为山下

湖众多像海爸一样的人带来认知革新，也为乡村

发展寻到新路径，为一个个山下湖人擎起美丽致

富梦。这种藏富于民、富润于心的生产力，让一

个地方更有人气，更有共同体的凝聚力，在传递

温润力量的同时也形塑了观众对浙江共富实践的

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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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了不起》关注无数英雄人民的微

光。了不起的世界喷漆冠军蒋应成出自云南乡

村，得益于浙江的技能扶贫政策，成才于职业教

育。在个人的勤奋与时代的机遇下，他更是站

在世界领奖台上向着属于他的大国工匠梦进发。

国家对职教人才的重视让蒋应成改变了命运，

而蒋应成也毅然投身于职教事业，以“富春山

居图”传达了自己的感恩之情。这种双向奔赴

之间的同心、合力与共情塑造，不仅让人物更

加鲜活立体，也通过编织相互支持和相互陪伴

的情感空间，呈现出个体与家国发展之间的深

刻纽带。

创作者在题材选择和叙事架构中，自然地将

家国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动态变化，转化为具体

的情感体验和人物行动。通过群像书写和鲜活丰

满个体的精准展现，进一步为共情空间的建立定

位情感载体。

三、烟火美学营造共情语境

《我们的新时代》所面临的构建难点不仅仅

是要勾勒出新时代十年的宏图壮景，更需要在与

奋斗者们的同频共振中充分感知和汲取追光前行

的强劲动能，以小故事绘制出大图景，以匠心和

诚意去呈现具有烟火气的幸福。从沸腾如潮的发

展气象到温暖可亲的人间烟火，《我们的新时代》

通过“将恢宏落于微小、把伟大归于平凡”的烟

火美学，扎根基层土壤，让观众深切感受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正在逐一实现的进

程中。

营造“烟火气”共情语境的方式之一是，在

创作层面就有意识地去形成契合观众内心感受的

话语。作为一部主旋律题材纪录片，该片通过理

解普通老百姓、寻求共情因子，将官方、政治话

语转化为个体、平民话语，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场

域。营造“尊重、关爱、勇敢、担当、谦卑”的

平视语境，比可敬不可亲的仰视更容易贴合观众

的内心感受，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心理认同。在

《那是一种温度》中，永康市阳光爱心义工协会

会长徐美儿为困境儿童开展心智帮扶12年。随

着政府、企业、社会各方温暖力量的不断注入，

以及不断完善的社会政策和救助模式，她们也逐

渐有了更多元的帮扶活动和更多同行者。相较于

许多过去同类题材的片子，该选题故事不过度呈

现特殊群体的弱势感，也没有在政治层面、国家

层面刻意强调如何给予物质帮扶，而是在平视的

角度下更关注尊重与爱，调和不可抗的命运感。

在这个选题的创制上，通过“阳光花朵”在帮扶

夏令营中因爱打开心结的纪实故事，反映志愿者

们以及社会各方所做出的努力。在此过程中，还

融入了许多综艺游戏，以真人秀的呈现形式打造

读信、拥抱、集体歌唱等结尾户外篝火环节，烘

托温暖色泽。结尾的火焰象征生生不息的爱，这

是人间烟火的温度，也代表了温暖、生命、光

芒、向上。诗意化视听使观众在温暖细腻的情感

迸发中体悟时代关怀，也更能传递抚慰人心的美

好力量。可以说，情感是《我们的新时代》实现

认同构建的魂魄之一，在多个选题创作上都有编

织具有温度和深度内涵的意象符号，如烟火、篝

火，辅助实现最大程度的认同建构。

营造烟火气并不意味着一味沉醉于琐碎日

常，还要与鲜活的当下产生对话，巧用生活现场

的温度以更好地映衬人间烟火的温度，最终达到

侧写时代深度的目标。《那是一种温度》中的余

东村在共富、共享发展思路的基础上，还成立了

“十大碗”共享食堂等产业联盟，实现农户在家

烧好菜就能增收致富。沈涛和村民肖阿姨一起参

加“十大碗”联盟季度选拔赛，在一起做菜的过

程中，肖阿姨提到经营的餐厅由政府资助租金、

设备、桌椅，开店成本降低，获得了收入提升。

“妈妈菜”的烟火气让肖阿姨的幸福故事更加朴

素平实，也更加有代入感。由群众的火热生活打

开切口，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的陈书记用最通俗

的话术诠释了他所理解的未来乡村的样貌：“要

让老百姓口袋里腰包鼓鼓，心里要幸福融融，脸

上要笑容盈盈，身上要自信满满。”生活化的语

言和朴实的日常场面打通与观众的情感通道，将

“我们”和“新时代”的关系由抽象转为具象，

同时以一种柔和的笔触勾勒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共同富裕之路。

四、结语

共情是触发主流价值有效传播的基础。在家

国记忆不断积累和沉淀的过程中，群体的共同情

怀也随之形成。这样以时代景观和微观个体互相

映衬，于个体生活状态变化见证社会发展的创作

思路，可以唤醒广大观众的集体记忆，激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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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题报道是对重大主题、重大新闻进行

充分、详尽、深度报道的一种形式，是新闻媒体

宣传党和政府重大战略、重大工作部署的重要方

式。围绕宣传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紧贴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而开展

的重大主题报道，是基层新闻媒体履行的重要政

治职责。萧山日报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努力发挥地方党媒优势，积极顺应全媒

体传播时代大势，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在探索创新做好重大主题报道方面积累了不少经

验。近年来，先后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喜迎党的

二十大等重大事件，策划推出了一系列有深度、

有高度、有温度的重大主题报道，做到了亮点突

出、精彩纷呈，充分彰显了着眼全局、服务大局

的责任和担当。

一、重大主题报道创新实践途径

萧山日报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整合发

力，相互借力，优势互补。在重大主题新闻报道

方面，以纸媒稿件+新媒体新形态报道+新媒体

特色产品的组合方式，打造立体传播格局，有效

拓展了重大主题报道的维度与空间。

（一）传统媒体力求守正、创新、突破

1.在主题选择上，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提升重大报

道的专业性与准确性。近年来，萧山日报推出的

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省共同富裕先行示

范区、喜迎亚运会等系列深度报道都是如此。

2022年9月推出的《致敬二十载 献礼二十大》

主题报道活动，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视

察萧山20年为契机，按照总书记对萧山提出的

“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

实现现代化”的殷切嘱托为背景，通过对经济、

县区级媒体县区级媒体
重大主题报道创新实践与思考重大主题报道创新实践与思考

王建平

情绪的凝聚。

叙事中与情感、情怀相关的元素，有助于跳

脱宏大叙事所带来的限制感，替代思想的强制灌

输，也作为核心价值之一激发受众共情的形成。

而采用具有烟火气的话语体系构建，可以起到最

终回归家国情怀，使得受众“感同身受”并产生

认同的引导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共情建构只是

一种方式而不是目的，除了温度话语体系的调

和，还需要有人文情怀的支撑来形成格局，传递

出价值观念。

在客观媒介环境蓬勃发展的当下，时代主题

节目要敢于尝试新的创作思维和传播模式，注重

采用文艺形式柔性解读和宣传话语表达合力驱

动，实现主流价值的通感。这既是一种融合创

新，也是一种实践的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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