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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杂谈

摘要：《我们的新时代》是一档由浙江卫视

新闻团队、文艺团队共同打造的融合创新节目，

创造性地采用“散点透视”型表现手法，全景

式、立体化、低视角展示 10 年来社会的变化、

生活的美好和人民的获得。节目将镜头对准生

活中的 20 组普通人，采用“新闻+文艺+纪实”

的表现形式，以微观的小切口，用纪实特写的

叙事方式观照一批身边的你我他，让普通观众

产生代入感。

关键词：专题节目摄制 创作手法

《我们的新时代》是国家广电总局2022年广

播电视重点节目、国家广电总局迎接党的二十大

重点文艺节目。作为一档由浙江卫视新闻团队、

文艺团队共同打造的融合创新节目。《我们的新

时代》创造性地采用“散点透视”型表现手法，

全景式、立体化、低视角展示10年来社会的变

化、生活的美好和人民的获得。

《我们的新时代》 以总书记的金句为引领，

以“人民的奋斗和幸福”为主旨，采用“新闻+

文艺+纪实”的表现形式，在追梦、温度、流

动、弄潮、了不起等5个分主题的有机组合下，

讲述了20个普通人在新时代里的幸福故事。节

目历经 10 个月策划采制，用将恢宏落于微小、

把伟大归于平凡的烟火美学，让大时代里的“你

我他”观影代入，做出了宏大选题的“松弛感”，

找到主流价值的柔性落地方案。

笔者有幸于2022 年参与浙江广电集团重点

宣传项目《我们的新时代》创作，并担任执行总

统筹。本文将从以下3个不同的视角解析传统的

专题片做出创新的方法。

一、新闻事件故事化

通常新闻事件的报道中，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等元素往往会尽可能简要地表述，以满

足现在电视新闻的播出密度。这样的新闻，观众

只能获得有限的信息，从而错过了一些新闻背后

更有价值的时代精神。

《我们的新时代》 第 2 集 《流动的中国》 里

有这样一个故事，浙江省华东勘探设计研究院

（以下简称华东院）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便着手

白鹤滩水电站的选址和设计工作，该工程于

2022 年正式建成并投产发电，创造了世界水利

水电工程上的多个世界纪录。节目组开始策划之

时，白鹤滩水电站已建成并投入运营，想要从超

级工程的角度去展现已无太多的现场场景。此

时，节目组决定掘取这项伟大工程背后的人物，

通过人物来表现是怎样的精神才能筑就这样的工

程奇迹。为了这个选题，导演和华东院留在白鹤

滩参加收尾工作的专家一起同吃同住半个月，去

走那些早期建设者勘探时的山间险道，去探那些

为了分析地质而挖掘的无数山洞，每天不厌其烦

地听这些建设者讲述那一个个难忘瞬间。长时间

的相处是为了和被拍者建立信任，在后期拍摄中

尽可能消除人物对镜头的距离感。最后，节目组

根据现有条件对几件最为动人的事件用情景再现

的方式进行拍摄。

例如：还原大坝建成时烟花庆祝的场景。白

鹤滩大坝的主要设计师张伟狄和几个徒弟在气氛

烘托中真情流露。面对相伴20年的工程，用青

春铸就伟大，烟花火光中他动情流泪。

用农家小院重新搭建白鹤滩新闻联播报道时

的场景。为了真实再现工程师的真情实感，导演

在开拍前与被拍者互动较好，加上现场氛围的双

重作用，所有人真情流露。其中白鹤滩机电总工

程师李胜兵更是动情地说出时代与个人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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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句。

一系列事件的重构，把这些通常在新闻里只

会念文稿、没有人物情感的专家活化了。他们个

性鲜明，精神丰满，与这个时代的伟大工程互相

成就。观众在此不是简单地看到工程本身的伟

大，也感受到背后精神的可贵。

二、重构人物画像

一般来说，纪实题材专题片中，什么样的人

物就会按照其真实的状态去体现。《我们的新时

代》主旨是每个人在这个时代里的获得感，要将

恢宏落于微小、把伟大归于平凡。节目组几乎把

所有人物都平常化，简而言之就是把大人物往小

了做，把小人物往大了做。

在第5集《每个人都了不起》中，有一个大

人物选题是讲述中国国产盾构机的发展历史。为

了让故事更有说服力，节目组邀请到了中国盾构

机之父——杨华勇院士，中国最多隧道工程的建

设单位中铁隧道局总工程师——洪开荣，全世界

制造盾构机最多的企业中铁装备的总工程师——

贾连辉。按照以往的专题片形式，3位专家基本

是采访加一些资料画面补充。这种惯用的表现方

式简单地把人物符号化，也让观众对故事人物产

生距离感。节目组为了立体呈现这类通常只是符

号化的学术权威，尽最大努力协调了3位故事人

物的时间，并让他们百忙之中从全国各地来到目

前最有代表性的地下盾构施工现场——位于珠江

口的深中高铁海底隧道。主持人和杨院士、施工

工人一起走进 45℃的海底隧道施工现场，用真

实的现场感让观众直观地了解中国基建。与3位

专家交流盾构机的场景，节目组寻找到极具珠江

三角洲地域特色的江边小店拍摄晚餐。

一是用背景环境的代入体现工程的地域属

性，二是用这种朴素的质感把3位人物平凡化，

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是在《每个人都了不起》

中，有一个汽车喷漆技师的故事，他同上面3位

专家对比，便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为了在简单的

故事中表现人物的不普通，节目组在平常的场景

中加入了许多设计。运用电视广告的方法，在场

景置景中重新设计，再利用影视灯光的造型，把

原本普通的工作车间打造成一个酷炫的场景，通

过这些画面上的塑造，赋予这个年轻的喷漆小哥

不平凡的标签。

在其自述环节，节目提炼了其闪光点，将他

获得世界技能大赛冠军后所得回报重点描述，从

而表达任何职业都可发光发亮的主旨。让这个小

人物的故事和前面的大人物故事相比不至于显得

单薄，也更能回应主题“每个人都了不起”。

三、将文艺化的视觉表达融入常规的故事叙

述中

20组故事，涵盖了中国东南西北不同地域，

各色各样不同行业，大大小小不同人物，但依然

是一组组具象的表达。节目组大胆地在纪实中加

入符号化极其强烈的纯视觉化舞蹈元素，用这样

抽象的概念象征更多无法具象表现的主题。

作为一部献礼专题，它的政治宣传是其首要

目的。但在新时代中，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都在

发生着变化。怎样让这类专题片除了具备完成任

务的同时，更多地去触达观众，是节目组在策划

之初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在参考了各种样片

后，导演团队第一次在专题片中加入文艺元素，

这在中国政治宣传类专题片中是首次运用。

在第2集《那是一种温度》中，影片结尾加

入了一个看似与4个故事都没有关系的舞蹈，但

是又用一根红绸把 4 个故事的场景全部串联起

来。这样主旋律的表达如果形式不高级，很容易

会画蛇添足。值得庆幸的是，节目组用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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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水准团队去制作了这一部分。节目组邀请专

业舞蹈演员远赴敦煌的沙漠戈壁，用大地辽阔之感

化为时代舞台，以舞者曼妙身姿代以无数逐梦之

人，将一根红绸象征为一种指引中国发展的精神，

导演组将其单独命名《时代之舞》。

最终，《我们的新时代》 在网络上成功出圈，

并带动了整个节目的宣传。可以说这样的新形式打

开了此类专题的新思路。

《我们的新时代》历经10个月策划制作，跨越

大半个中国，行程超过数万公里，用纪实方式融合

文艺元素，讲述令人耳目一新的浙江故事、中国故

事。节目将镜头对准了生活中的20组普通人，以

微观的小切口，用纪实特写的叙事方式观照一批身

边的你我他，让普通观众产生代入感。在极致影像

的感染下，让观众自己感悟总结，并发自内心地感

受到家国情怀与时代脉搏，找到了主流价值的柔性

落地方案，做出了宏大选题中的“松弛感”，打造

了一档“非典型”的主题献礼节目。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摘要：近年来，大众传播愈加重视对于手

艺人形象的全方位塑造。其中，浙江卫视 《手

艺人大会·发型师季》 节目响应政策与时代号

召，首度为发型师这一平凡职业群体开辟竞技

舞台，通过真实精彩的手艺角逐，激发各行各

业“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创造活力。该节

目为树立手艺人的职业自信，提升手艺人社会

认同度做出了开创性、探索性的尝试。

关键词：大众传播 手艺人 发型师 职

业自信 文艺创新

一、浙江卫视文艺节目对手艺人形象的塑造

浙江卫视于今年上半年原创推出的《手艺人

大会·发型师季》节目，是全国首档聚焦于广大

手艺人群体，并专门为发型师这一平凡职业开辟

竞技舞台的文艺节目。该节目响应政策与时代的

号召，集结了5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发型师

选手展开技艺角逐，旨在潜心发掘有独特技艺、

匠人精神与先锋观点的新时代手艺人。值得一提

的是，由于在创作题材和模式呈现方面有着较为

突出的新颖度与稀缺度，该节目一经开播就登上

大众传播手艺人形象塑造研究大众传播手艺人形象塑造研究
——以浙江卫视《手艺人大会》创作为例

叶心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