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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霞“田氏船模”见证大运河航运变迁
本报记者 郭晓莹

无论是古代的渔船、商船、官船、客船，还是游船、大运河上的漕船，在

田霞的手中都可以“幻化”成仿真的船模。这样的船模可以下水航行，甚至

还可以升帆降帆。

田霞是北辰区“田氏船模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2017年5月，距

今已有150余年历史的“田氏船模制作技艺”被列为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用田霞的话来说，“船模这项制作技艺，是手工艺和美术的

结合，不仅要做木匠活儿，还要擅长绘画。”

下一个“爆款剧”什么样

年待播剧追剧指南
本报记者 张洁

严肃文学改编剧题材更多元

以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世界思考人生

在电视剧《人世间》广受好评之后，由严肃
文学获奖作品改编来的影视剧早早被视为“爆
款预定”。2024年开年的年代剧已有亮眼表
现，根据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繁花》以及改编自阿耐原著小说《大江东去》的
剧集《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成为近期热播之
作。今年，严肃文学影视化的趋势非常鲜明，年
代剧将持续成为探索重点。这种趋势反映了文
学作品深厚的内涵和艺术价值在影视领域的转
化，同时也显示了观众对于有深度、有思想、有
艺术追求的影视作品的渴望。

名导、名编剧加持，是严肃文学改编作品
的标配，这些剧作深耕文学沃土，高扬现实主
义，实现了文学与影视的双向奔赴。例如，《北
上》根据徐则臣同名小说改编，原著小说曾获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该剧集以小人物视角、烟火
味人生，讲述大运河在新时代的华丽蜕变，循
着少年们沿运河一路北上探寻故乡历史的精
神之旅，展现当代青年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
民族精神的传承。

根据滕肖澜同名小说改编的《城中之城》再
现了中国当代金融改革和发展图景，由白宇帆、
于和伟等主演。央视将推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品改编剧《主角》，聚焦秦腔名伶忆秦娥半个世
纪的兴衰际遇，讲述传统文化传承故事。根据
阿来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尘埃
落定》将再度影视化并登陆央视。芒果TV片
单中也包含2部以小人物故事折射大时代的作
品，《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改编自梁晓声作品，讲
述东北多子女家庭的暖心故事；《美顺与长生》
书写中国老百姓的至美情感。

继《三体》之后，2024年影视剧制作方对科
幻小说改编的探索预计将更加深入和广泛。其
中，备受期待的是刘慈欣的另一部杰作《球状闪
电》，这部作品无疑将进一步丰富国产科幻剧的
内容，吸引更多观众的目光。此外，优酷计划推
出《梦之海》《泰坦无人声》等一系列科幻作品。

2024年，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将继续作为时
代的见证者，记录并反映社会的各个侧面。其
中，备受期待的年代剧《南来北往》由导演郑晓
龙与著名编剧高满堂共同打造，将观众带回到
20世纪80年代，剧情聚焦于两位主人公——经
验丰富的老刑警马魁和充满理想与热情的年轻
乘警汪新在铁路公安第一线的故事，展现两代

铁路公安干警的忠诚警魂。
除了《南来北往》，还有一系列精心制作的

剧集，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新时代建设者的
风貌。《海天雄鹰》以中国航母下水，人民海军舰
载机试飞大队成立为背景，讲述海军舰载机试
飞大队飞行员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最终一飞
冲天的故事；《小站警事》则聚焦于基层警务人
员的日常；《乡村教师》讲述了一群教师数十年
如一日扎根在农村教育岗位，用爱与心血浇灌
一代代莘莘学子，帮助他们追逐梦想并改变命
运的故事。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国产剧集开
始更多地将镜头对准了边疆地区和海外华人的
生活，从而丰富了剧情背景，增加了作品的多样
性和国际视野。《大海道》讲述汉族、维吾尔族青
年相遇于古丝绸之路大海道无人区并携手追梦
的故事；《喀什古城》以2008年至今喀什古城改
造为背景，讲述几位古城青年的命运蜕变；马伊
琍、周依然、于适等主演的《我的阿勒泰》改编自
李娟散文集，描绘北疆自然风貌与生活点滴；
《狮城山海》讲述20世纪40年代末，南洋华人族
群同乡互助、顽强拼搏的故事。

悬疑剧最“卷”的一年

呈现非模板化的深度悬疑世界

悬疑剧是近两年的热门赛道。《狂飙》之后，
悬疑题材中占比最高的仍是涉案、探案类剧集，
此类作品的叙事主基调是正邪对抗，观众的狂
热吸引大牌导演纷纷入局。诸如《猎冰》《风过
留痕》《黑白森林》等都是这一类型，竞争显然也
异常激烈。

过去几年，悬疑市场的大爆款有《隐秘的角
落》《漫长的季节》等，从此类作品的特点来看，
随着观众审美的不断提升和文化消费的日益成
熟，2024年的悬疑剧作品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

场中脱颖而出，大概率需要继续坚持非模板化
的创作路线，通过深入人心的故事和深刻的社
会洞察，来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2024年悬疑剧中“她议题”成为了重要内容，
代表作为《乌云之上》《猎冰》等。《乌云之上》是孙
俪和罗晋自《安家》后的二次合作，两人将于层层
迷雾的刑侦故事中重逢，讲述刑侦队警官韩青（孙
俪饰演），因为默契搭档钟伟（罗晋饰演）在跟踪嫌
疑人后失踪，她如何在阻力重重的调查中抽丝剥
茧，侦破这起扑朔迷离的案件的故事。

在悬疑剧这一类型中，女性角色通常被塑
造为需要额外关注和保护的“弱势群体”，这种
叙事方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女性成为了推动
剧情发展、解决谜团的关键人物。她们以智慧、
勇气和决心面对挑战，展现了“她力量”的魅力
和影响力，这种叙事转变不仅丰富了悬疑剧的
内涵，也让女性角色的面貌更具多样性和深度。

综观几大平台的悬疑剧储备，可以预见到
2024 年将可能迎来悬疑剧领域最“卷”的一
年。在创意方面，各个平台都在努力推出独具
匠心的作品。例如，爱奇艺迷雾剧场《交错的场
景》，该剧的叙事主线巧妙地将小说中描绘的犯
罪现场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现场相融合，
创造出一种离奇而又引人入胜的重合效果。优
酷平台推出的《边水往事》由吴镇宇和郭麒麟主
演，该剧以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了一名少年在
缅北生存的300天。编剧巧妙改编故事，以双
视角方式呈现少年逃亡路与大佬生存史，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为剧情增添了更多的神
秘色彩和探索空间。

从制作规格和主创团队的配置来看，这一
年的悬疑剧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堪称豪华阵
容。以优酷为例，《雪迷宫》这部作品得到了著
名导演张艺谋的监制，该剧以“雪迷宫”为背景，
讲述了警方和贩毒集团之间的斗争。《沙尘暴》
的监制工作由高群书担纲。《边水往事》则邀请
到了曹保平担任监制。与此同时，腾讯视频的

《猎冰》由高群书亲自执导，韩三平担任《棋士》《小
城焕日》以及爱奇艺的《交错的场景》的监制。

“大女主”套路转为女性独立视角

女主形象从表面独立走向深层次成熟

近年来市场上以“她视角”讲述“她故事”的影
视剧及综艺涌现，影视剧中的中年女性形象也随
之丰富起来。不过，与往年的大女主形象相比，叙
事套路及人物性格的构建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
单一符号化的形象，也变得更加饱满、立体，也更
符合当代女性的期待。故事不再沉溺于表现单纯
的情爱，而使女主形象从表面独立走向了深层次
的成熟。

在2024年待播剧中，标准都市中女剧重点关
注30+、40+中年单身女性，融合职场、情感逆袭
线。这其中最受期待就是由刘亦菲主演的《玫瑰
故事》。这部剧改编自亦舒小说，由新丽电视出品
制作，汪俊担任导演，以女主角黄亦玫的人生故事
为绝对主线，讲述她的童年、职场、初恋、婚姻、离
婚、创业、艺术。

亦舒笔下的女性角色通常具有鲜明的独立个
性，《玫瑰故事》更多地探讨了女主角作为一位白
富美在她人生各个阶段与几位男性的关系。通过
塑造黄亦玫这一角色，作者亦舒强调女性在爱情
中应保有精神自由，追求独立自主和自我满足。
刘亦菲在回归小荧屏后的两部作品《梦华录》和
《去有风的地方》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观众对
她在《玫瑰故事》中的表现充满期待。

近年来，网络文学IP逐渐崛起，成为影视行
业的新宠，其产出的热门IP中，大多数都是以女
性为题材的作品，无论是从题材选择，还是从故事
情节，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细腻。其中，《小
日子》讲述了陈晓扮演的凤凰男与童瑶饰演的江
浙沪独生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剧聚焦了当代
社会的现实问题，引人深思。另一部由李现和周

雨彤主演的《春色寄情人》，该剧改编自舍目斯的
小说《情人》，以返乡和爱情为主题，展现了人间烟
火气的温馨画面。此外，由白百何、李纯、王玉雯
主演的《好团圆》，讲述三姐妹的爱情史，展现了不
同人在面对爱情时的喜怒哀乐，让人深感人生的
丰富多彩。

在《爱的辩护人》《承欢记》等作品中，几乎每部
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女性之间的连接和代际关
系，视角也由原来局限在婚恋一隅，转而关注多样
的女性力量。比如，《爱的辩护人》讲述了律师唐小
易在帮助她人找回自我的同时，实现了自我的价
值。根据亦舒小说改编的作品《承欢记》，该剧由田
宇执导，杨紫、许凯、何赛飞、吴彦姝主演，该剧特别
在于讲述了一个标准“好女孩”的人生巨变。

近年来，女性群像剧不乏佳作，它们描绘女性
生存困境，呼应了当下女性的生存环境，经常能踩
中大众情绪，引发全民热议。《她和她的群岛》由林
妍执导，徐帆、马思纯领衔主演，梁静、李小冉特邀
主演，根据易难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三代女性经历
家庭及其婚恋等种种问题与困惑后，彼此支撑、各
自成长的温暖故事。

女性题材也进一步细分，这些作品不再满足
于表面的探讨，而是深入到特定的情境和针对特
定的人群，以更加细腻和深刻的方式展现女性的
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比如，腾讯视频推出的《我
和婚姻的战斗》，以一名女性公益律师的视角，深
度探讨婚内关系；优酷的《产后世界》聚焦女性产
后面对人生转折点的困境与自我和解。

随着性别议题的热度持续蔓延，市场追求更
加成熟、多元和立体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不再局
限于传统的恋爱故事框架内，而是扩展到了包括都
市情感、历史古装等多种题材。在这些作品中，女
性角色展现出了更多的力量、独立性和理性思考，
她们的形象变得更加鲜明和深刻。在都市爱情剧
《春色寄情人》《爱情有烟火》《在暴雪时分》等剧中，
男女主角的人物设定强调了平等和相互支持的关
系，展现了现代都市人追求势均力敌、共同成长的
爱情观念。这些剧集通过塑造独立自主的男女主
人公，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于性别角色的新期待。

同时，在古装剧领域，女性形象也在重塑和突
破。在张天爱和张昊唯主演的《阿麦从军》、周也
和丞磊主演的《锦月如歌》、赵露思和刘宇宁主演
的《珠帘玉幕》以及杨紫和李现主演的《国色芳华》
等剧中，女性角色不再受限于传统的社会角色定
位，更倾向于凸显自我价值。

2024年影视行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这一年，整个行业开始逐渐摆脱过去的低迷状态，
步入了一个积极向上的爬坡阶段。在这个周期
中，高质量发展成为了行业的主旋律，而剧集市场
也将迎来看点纷呈的一年。

大运河孕育了“田氏船模”
兴趣加责任让田霞成为传承人

说起“田氏船模制作技艺”这项非遗制作技
艺的历史渊源和家族传承，田霞侃侃而谈。
“田继勇是‘田氏船模制作技艺’的创始人，

他在1867年创立了这项制作技艺。田继勇的
长辈以养漕船为业，家有一艘载重量130吨的
大驳船和一艘载重量60吨的小驳船，就停泊在
霍家嘴码头或尹儿湾码头。两条船都由当时清
朝官吏调配，装皇粮运往京城，每次出航都由田
氏长辈掌舵确保运输安全。年轻的田继勇经常
跟随长辈出航，在运河上看到南来北往的商船、
客船、官船等各种船只不同的模样，感到十分好
奇并产生了自己制作船模的想法。他经常到船
上、码头仔细观察，画出不同船只的外形和内部
结构图，他认真钻研，刻苦学习木工制作工艺，
经认真摸索，大胆实践，一只只小船模型被做了
出来，有帆有桨，十分美观。”

就这样，田氏家族与船模制作结下了不解
之缘。经过几代人的刻苦钻研和经验总结，田
氏船模被制作得越来越逼真、精致，后来更是成
为艺术品。
“我父亲田恩祥已是第四代传承人，父亲酷

爱船模制作，每个船模都精心设计、选材、制作，
镂空雕刻，精打细磨，精确安装。几十年来，他
制作的各种船模已有200余只，部分被博物馆
和相关部门收藏，他还为《中国大运河》纪录片
的拍摄，制作了微缩漕船模型，模拟了当时京杭
大运河漕运发达的繁荣景象。”田霞说。

经多年实践，田恩祥总结了较为成熟的制
作技艺，从十个方面概括了船模制作的全过
程。为后人传承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小时候，田霞就喜欢看父亲制作船模的全
过程，还学着制作船模上的一些小零部件。田
霞是一名退役军人，退伍后在家等待分配工作
的那8个月时间里，田霞几乎天天都在父亲旁
边参与制作船模，跟小时候一样，她对此依然有
着浓厚的兴趣。这时父亲也开始指导她独立制
作船模。1995年，22岁的田霞成功制作了一只
豪华游览船船模，精巧别致、美观大方。父亲对
此感到非常欣慰。

不过，真的要制作船模，对女孩子来说也的
确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制作者每天要用的十几
种工具，除了刨子、锛子、镊子，就是钢锉和钢锯。
“哪个女孩儿不希望自己的双手是细细的、

白白净净的呢？”田霞说。然而她的手上却有很
多因在制作船模中受伤而留下的伤痕。

田霞退伍后来到铁路系统工作。“记得那年我
25岁，当时还没结婚，父亲很郑重地找我谈了一次
话。父亲把传承船模制作这项技艺的希望寄托在
我的身上，希望我可以担起这份传承的责任。”

到现在田霞还记得父亲说的那句话，“你要
是不学，这可就失传啦！”父亲给田霞的考虑时
间是两天。
“虽然我从小就对船模制作很喜欢，也具备

一定的天赋，那时候在制作上也已经小有成就，
但是，船模制作离不开干木匠的活，特别累，还
特别脏，尤其用手特别苦特别狠，在制作中很容
易受伤。如果真要正式做一名传承人，我的内
心也是在激烈地斗争，还挺纠结的。”

为了把这项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下去，田霞
经过认真考虑，出于一份对传承的责任感以及
自己对船模制作的热爱，她作出了选择。谈话
后的第二天，田霞就向父亲作出了担当和承
诺。当时父亲很认真地对她说，“你可想好了，
中途不能反悔啊！”

田霞心里暗暗决定，答应过的事，就一定会
做好。“参军的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让我
的意志力更加坚定，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尽管也
能克服种种困难把传承坚持下来，但不会这么
果敢。”就这样，“田氏船模制作技艺”后继有
人。多年以来，田霞跟父亲在船模制作中既是
父女又是师徒，一起研究、学习和总结“田氏船

模制作技艺”。
“田氏船模制作技艺”，在保持着原生态、纯手工

制作基础上，又研发出新的技法，造就出了各式各样
精美绝伦的中国船模。田氏船模在中国国际民间艺
术精品展大赛中荣获金奖。

严格传承祖传工艺
根据市场需求创新开拓新品种

目前，田霞还是严格按照祖传的制作工艺去
制作船模。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
田霞和父亲在选料上进行了创新和开拓，开发了
船模新品种。

传统的船模，跟大船的用料完全一致。近些
年来，有些慕名而来的人向田霞提出，“你这个船模
做得很漂亮也很精致，但如果想做收藏的话，这个材
质还不行，要用有收藏价值的木料。”

为了满足收藏需求，根据收藏爱好者们的意
见，田霞和父亲就开始调整。在坚持制作传统材料
的仿真船模的同时，还积极开拓寻找新的木料品
种。经过对各种木材的实验和比较，最终选用了比
较名贵的花梨木和紫檀这两种木材，继而开发出具

有收藏价值的船模。
“传统的仿真船模，都可以下水试航，在船模

的船舱里边放上石子，然后在海、河中把帆升起
来，它就可以在水里借助于风力往前走。”

与传统船模不同的是，花梨木、紫檀这两种木
材制成的船模仅用于收藏，不能下水。因为这两种
材料本身密度就大，质量很重，一下水就会沉底。

花梨木和紫檀的船模制作起来要比传统仿真
船模多花三倍的时间，而且多费三倍的力气。因
为它的木质相当硬，这种木材无论是切割、打磨，
都相当费劲。

非遗支持政策带来收获
初步普及相对容易但培养传承人很难

近些年，国家对非遗的一系列支持政策出台，
田霞由衷地感到受益匪浅。“国家经常组织非遗的
大规模展览展示活动，这样的活动规模大，场地大，
观众多，给我们非遗项目提供了传承与交流的机
会，每一次的收获都很大。在展示现场，好多人都
不知道还有船模这么精致的传统艺术品，然后就在
船模前询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在给他们详细
讲解时，观众专注的眼神，总是让我感受到传承和
传播非遗的重要性和成就感。”
“为了非遗的传承，我有时也会去校园，给青

少年讲解船模的制作技艺，并指导大家制作船模
上的小零件，孩子们的积极性都非常高。从三四
年级的小学生，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大学生，
看到精美的仿真船模时，他们都会很兴奋。但这
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普及。真要是教出一个学
生，就太难了，船模制作工艺，真不是一两天能学
会的。目前也还没有年轻人愿意吃苦受累来学习
这项古老的制作技艺。”

田霞的大女儿对这项工艺不感兴趣，认为干
这个又脏又累，短时间还见不到效益。小儿子才
九岁，还不知未来是否愿意学习船模这项传统制
作技艺。“等他长大了，我会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不
会强迫他。我心里想过，如果真是到最后传承不
下去了，没人学了，我就把家里所有的船模都作一
个详细的介绍，然后找一个国家性质的博物馆，把
所有的船模都捐赠到博物馆，把制作工艺等各项
说明都详细写好了，让后人通过这些就可以制作
船模，用这种方式把非遗留下来。”

新年伊始，多部开年大剧纷纷亮相。如

今，电视剧行业发展进入到更为理性和规范阶

段，降本增效、提质减量趋势明显，电视剧创作

正积极创新和变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展望2024年的待播剧集，类型丰富，风格多

元，其中不乏自立项阶段就备受瞩目的潜力之

作，引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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