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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背景下立业题材影视剧里

“中国故事”的书写

■薛　苗１　王嘉婧２／１．北京丛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２．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

摘　要：立业题材影视作品，在推
动中国“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够影响民

众正确地看待物质与精神，达成一

种和谐社会的景象，向国际社会传

递中可亲、可近的中国形象。对于

中国影视剧创作者而言，需要把握

“立业”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

关系，提炼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立

业”核心，立业不只是追逐个人物

质的“独善其身”，而是带着“兼济

天下”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共同富裕　中国故事　立
业　创业

影视作品是社会的镜像，展示

着时代的所思所想。同时，影视作

品有如时雨之化者，影响着民众的

现实作为，激荡着时代的脉搏。

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到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脱贫

攻坚，再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指导思想。

“立业”题材影视剧会影响民

众的世界观、金钱观、奋斗观。近

年来，一批“立业”元素的中国影

视剧涌现，诸如《山海情》《大江大

河》《温州一家人》《星辰大海》等

剧目都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电视剧通过视听手段营造出大

众的梦幻世界和理想生活，而其独

特之处在于它作为中国人表达现实

理想的窗口，其中自然也寄托了中

国人的审美情趣与美学精神。［１］

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共同

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

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

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

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

可逾越的鸿沟。”对于中国影视剧

创作者而言，需要把握“立业”与

“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关系，提

炼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立业”核

心，立业不只是追逐个人物质的

“独善其身”，而是带着“兼济天

下”的社会责任。这其中需要对

“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物质与

精神”、“创新与传承”等矛盾进行

深入地辨析。

一、共同富裕背景下，“立业”

题材影视剧的功能负载及意义

探究

从物质层面来说，“共同富

裕”是一个经济目标。从社会构建

角度，它是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

民众能够拥有自我的事业，并以此

为基础，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富

裕”。人人立业，是共同富裕的

基础。

不同于美国梦的书写建立在

“创业”的基础上，共同富裕需要

“立业”题材影视的支撑。“立业”

的范畴更大，包括从无到有的“创

业”、巩固根基的“守业”、旧貌换

新颜的“兴业”等。立业重视的是

个人在事业中发挥的价值，以创新

和拼搏的精神对待事业，开创对社

会有益的事业。

从国家精神而言，文学实践不

仅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得

以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理解外部

世界和反省建构自身的重要渠

道。［２］新中国的发展过程，就是一

本立业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

下，我们结束了落后挨打的局面，

成立了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浪

潮下，一举成为了经济大国。现在

又率先实现了“脱贫”的壮举。立

业题材影视剧是国家精神的提炼，

是对时代精神的总结。例如，《大

江大河》是身处改革开放时代背景

下的国人敢于变革、创造新生活的

精神勾勒。《山海情》是中国人脱

贫智慧与意志力的总结。

从社会影响而言，立业题材影

视剧能够作用于当下社会的价值

观。塑造艰苦奋斗的立业故事，能

够激活社会的创新、创业的气氛，

以及为美好生活而努力的氛围。

从国际传播而言，立业题材影

视剧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形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具体的故

事负载。立业故事能够反映中国

的开放与朝气，中国人的勤劳和友

好，以及社会鼓励公平、奋斗的良

好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

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３］诸

如《温州一家人》一类的影视剧，

讲述了中国人在海外的立业过程，

叙述了中国人试图与世界融合，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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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地寻找机遇，求得共赢的努力。

这类题材影视剧传递着中国透明、

友善、大气的营商信号。

二、共同富裕背景下立业题材

影视剧的特征把握

（一）善意的事业

我国主旋律题材的“立业”影

视剧强调个人事业与国家发展之

间的关系，即事业的社会属性。中

国自古以来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

会，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

一个人拟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

互为他人而存在。［４］这种植根在中

华民族血液中的文化传统，让民众

更倾向于“善意”的事业，而非狼

性的事业；团结的共赢，而非阶级

对立的剥削。在社会主义背景下，

我们反对以剥削他人的方式追求

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手段，鼓励

通过人与人的协同与互助，激发社

会最大价值。立业题材影视剧在

书写层面，要强调事业的社会性、

价值性和情感性。通过情感互动

的策略实现价值认同和国家认同，

是国民归属感及为国奉献的心理

和行为，是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

重要表现，是国家治理合法性的重

要来源。［５］

（二）共情的立业

立业题材影视剧，动人的根基

在于点燃每一个观众心中的热血，

这需要建立在观众与主人公共情

的基础上。共情是一个心理学概

念，指的是个体准确地理解他人的

情感，并在特定情景下作出准确情

感反应的一种能力。

共情是建立共同富裕“立业”

的基础情感，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在

主角的故事里看到自己。共情对

于年轻观众的作用尤其明显，他们

更容易被情感激发，被细节打动，

出于喜好模仿、甚至改变自身的行

为。在新媒体语境下，共情传播对

新闻舆论的影响空前提升。

共情可以跨越时代，通过寻找

故事与现代观众的共通元素，营造

创作的贴近感。这需要在特殊故

事中寻找普遍性、合理性和规律

性。单元剧《功勋》中《屠呦呦的

礼物》一集，可以被看做是屠呦呦

的立业史。但是一位女性科学家

的科研过程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去

甚远，所以影视剧必须着重塑造屠

呦呦和普通人之间的联结性。开

篇就介绍了屠呦呦是一个“各色”

的人，“各色”表现为她并不是八

面玲珑的社交者，而是只想做好自

己事情的普通人。如此的“社

恐”，是很多职场人士的共通心理。

周迅的演技，让很多屠呦呦的个

性，变成了生活的自然流露。例如

因为科研耽误了吃饭，剧中并没有

将其处理成为一件多么伟大的付

出，而是如同每一个上班族因为工

作搅乱了生活秩序一样，稀松平

常。朴实地流出，让屠呦呦更加靠

近一个普通人的角色，每一个努力

工作生活的人都能够在她身上找

到共鸣。

（三）真实的立业

情感类型的剧集，会刻意追求

超脱生活的浪漫性。但是“立业”

类型的影视剧被信任的基础就是

其真实性。因为立业的本质就是

从真实生活中寻找机遇，与各种现

实问题博弈，寻求解决方案的过

程。立业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理想

与现实的冲突，苦难对人的重塑。

脱离真实的“立业”如同开挂一

般，过度夸大理想、虚化现实，重结

果，轻过程，让观众质疑，从而无法

进入剧情，甚至会引发反感。

主旋律题材始终面临的难题，

是观点预设下，观众对于剧集真实

感的质疑。近年来流行度较高的

创业类型主旋律题材影视剧，无一

例外在真实性上做足了文章。其

中包括背景真实、情感真实、动机

真实、制作真实等。真实的基础是

复杂，扎实的创业题材，需要有坚

定的理想主义者和令人信服的现

实困难的碰撞，其中会遇到很多复

杂的矛盾，包括人性的复杂、社会

背景的复杂等。

《大江大河》系列电视剧并不

是当代的故事，但是它不只是“回

忆杀”，而是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

关注，其中对于“真实”和“复杂”

的准确还原，是增加戏剧矛盾，获

得代入感的原因。

宋运辉年轻时候切猪草，猪草

下面不是案板，而是一块木头，他

贫困的家庭状况不言自明。除了

细节的真实外，《大江大河》被信

任的基础是对于真实时代的准确

把握。《大江大河》系列反映的是

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激荡故事，各种

经济形式之间的融合，旧观念与新

观念的冲撞是彼时的主震动力。

在剧中，既体现了国有企业里“无

私奉献”与“对等报酬”矛盾下的

发展受阻，也展现了民营经济需要

平衡“政商关系”的现实话题。这

些话题很难把握尺度，但是《大江

大河》掌握了“真实”这个平衡杆，

进行故事的选择和人物的塑造，让

观众不仅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成

就，也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阵痛。

三、共同富裕背景下立业题材

影视剧未来创作方向

目前立业题材影视剧已经受

到观众的喜爱，在未来还需要拓宽

创作维度，让立业成为每一个中国

人的立业，通过机会均等，激发每

一个人对于美好未来的乐观和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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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类立业题材

目前立业题材影视剧，仍然以

男性为主。但是《山海情》里的水

花、《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萍、《星

辰大海》中的简爱等角色，迎来了

很多的关注。男女平等是我国的

基本国策，在中国的发展史中，女

性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女性立

业题材，不仅是正视女性在社会中

扮演的角色，也能够激发女性的事

业心，让女性更加活跃地参与到公

共事业当中。

在传统的社会运转秩序中，女

性更多地肩负家庭的职能。尤其

是在物质生活具备一定保障的前

提下，出现了一些女性主动放弃事

业回归家庭的现象。如此的潮流

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

有出现，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现象。

但是美国已经暴露出中产阶级女

性向下移位等问题，原因就是女性

因为脱离事业的支撑，而产生了发

展焦虑。《绝望的主妇》《大小谎

言》等作品均反映了中产阶级女

性，尤其是母亲面临的迷茫和

问题。

从社会的平衡发展而言，女性

不只需要“甜宠剧”“家庭剧”来树

立情感想象和家庭模板，也同样需

要事业型标杆，给予女性更加全面

的生活指导。女性有选择事业、家

庭的权利，也有平衡两者的案例参

考，最终达成男女共同参与的当代

型“共同富裕”。

（二）群像类立业题材

立业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

故事类型，过于个人化的题材，可

能会流向悬浮的英雄主义。群像

类的立业题材，更容易描绘出中国

人的普遍精神。每一个观众都能

够找到各自的代入。例如《中国合

伙人》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就各有性

格，成冬青是农民出身，信奉于执

着奋斗。孟晓骏出身于知识分子

家庭，有着强烈的自信，希望获得

肯定。王阳则更加平和且浪漫，三

个人最终的事业选择与其性格息

息相关。

美国梦曾经是成功的文化输

出品，但正在一步步地沦为美国噩

梦。正是因为在美国梦影视作品

的书写中，集中于精英分子。大多

数主流社会机构会有意隐藏一些

阶层。之所以会把超阶层排除在

公众视野之外，是因为社会阶层分

析、对水平线以下的结构以及加固

阶层不平等的强烈质疑已经成了

美国社会的禁忌。由此，美国梦不

仅不能激发全民的参与感，反而成

为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器。这是我

们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立业

型题材书写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三）失败的立业

现实中，立业一定有成有败，

但是成功和失败都不是永恒的。

我们既需要成功立业故事的激励，

也需要失败的立业故事来理性地

看待现实。在作品中允许失败的

出现，能够让观众更加平和地看待

立业，缓解立业之中的焦虑。如此

的影视作品也能够传递和谐的价

值观，重要的不是胜者为王的“达

尔文主义”，而是为了一项事业不

断地努力探索。尤其是要在影视

作品中注意不能将立业成功与物

质成功划等号，甚至，一部分牺牲

他人的物质成功才是失败的立业。

四、结语

立业题材影视作品，在推动中

国“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它能够影响民众正

确地看待物质与精神，达成一种和

谐社会的景象，同时向国际社会传

递中可亲、可敬的中国人形象。

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立业题

材作品书写中，需要着重表现善意

的立业、共情的立业和真实的立

业。立业是合作，而非竞争和剥

夺。每一份个人的立业，都会累积

成为家国大业。

立业不是少数人的成功，而是

包括着多重背景、不同性别、各个

年龄段的人的共赢。立业不只是

成功故事的书写，民众也需要失败

的故事，让立业叙事不等同于“鸡

血叙事”，而是更加平衡、客观，让

“共同富裕”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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