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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步入透析行业困惑、反照当下现

实的创作思维之途

在创作日益规模化的趋势之下，与“职场”紧
密相关的剧作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职场”作为一
种核心叙事要素，不断拓展着与之相关的类型剧
边界，总体呈现出三种方向上的变化。

以《安家》《决胜法庭》《最好的时代》等为代表
的职场题材剧在大体上沿承传统创作模式的基础
上，将叙述视野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延伸。这些
作品不仅在探讨某种职业本身，更在关切职场背
后的人情世故、社会互动，呈现出其作为“社会题
材”的价值升维。

另一些职场题材创作的焦点不再囿于一角，
而是对那些非传统职场和新兴行业，予以大胆自
觉地书写。近年来，不同的职场图景频繁跃上荧
屏，如《幕后之王》《完美关系》《穿越火线》等，将镜
头对准了如综艺、公关、电竞等行业，并真正尝试
走入各自的游戏规则中，剖析那些属于某种特定
环境之中的喜怒哀乐。

还有许多优秀剧作，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
职场剧，却将“职场”作为构思立意的关键元素。
诸如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群像式刻画多个行业变
革浪潮的《大江大河》，把扶贫事业讲“活”的《山海
情》对职场的创作把握，使剧作的整体品貌实现了
提亮增色。再如近期播出的《风暴舞》，以国际环
境下的信息安全为背景，在强情节、快节奏的谍战
类型叙事中揭开了情报工作这一职业领域的神秘
面纱。

如果说此前的不少职场剧是以职业之名的通
俗流行叙事，那么如今，剧作对作为类型的“职场”
读解更趋于严肃。从单一模糊的职场大框架，到细
分多元的职场类别；从不痛不痒的职场造型，到真正
落地的职场困惑；从浪漫化的书写路径，到更具颗粒
度的现实主义创作路径……一系列的变化恰恰反
映出，职场题材创作已走过将“职业”视作单纯的戏
剧性外衣的时代，而真正步入透析行业困惑、反照当
下现实的创作思维之中。“职场剧”这个概念似乎也
很难全面概括今天的创作探索，剧集中日益丰富的
职场叙事正在释放出更多想象空间。对于更广泛
的职场叙事而非狭义上的职场剧的审视，亦成为把
握行业发展动向的一条重要线索。

“完美人设”越来越少，精品之作更倾

向于关注普通人的成长

人作为职场叙事中最具有能动性的所在，是
剧集创作上求新求变的关键要素。一种显著的变

化在于，职场叙事中的“完美人设”现象越来越少，
精品之作更倾向于去呈现普通人成长的弧光线
条。例如在《风暴舞》中，男主角李俊杰在一番波
折后所进入的“职场”，便是观众并不太熟悉的信
息安全领域。面对几乎是认知空白的新职业，他
在探查内幕的迷途中慢慢走出了自己的成长道
路。面对这个信息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的时
代，李俊杰探寻真相的过程也是在更深刻的自我
审视。任何关乎职场的“精气神”发掘，都不仅仅
简单体现在差异性的事务之上，只有把“人”放到
职业的中心，职场叙事的水花才会生生不息。

职场叙事在剧集创作中真正有了改头换面的
趋势，是当创作不再停滞于“职业”的标牌之下，而
真正指向了“职场”背后的困境和迷思，并为之寻
求解决方案和有益启示。在《大江大河》中，四十
年的社会变迁，带来的是各行各业面对变革浪潮
的浮与沉。如何抓住时代机遇促成发展，剧中关
涉的不同“职场”都有自己的核心思考。《平凡的荣
耀》对金融领域不同阶段的职场人面对的诸种难
题展开探讨，这些难题不仅关涉专业层面，更落脚
在人性和社会性的拷问。《风暴舞》对此的探索则
更具体而微。剧中人物探寻任务真相的过程，也
正是在解决自我的身份疑难，让职场困境与人物
困境相照应。从模糊行业背景、放大恋爱戏码，逐
步向职业领域和职场人的困境真正靠拢，剧作对
人物不再是简单的浪漫化、标签化塑造，如此戏剧
张力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触及相应职场所面对的底
色命题，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剧集创作对这个时代
与人的观照和体恤。

当职场叙事真正实现对不同行业的“聚焦”，
那些形态各异的职场故事书写就有了生动扎实的
传达。在此基础上，由特殊提炼普遍，由相异提炼
共情，职场叙事的荧屏呈现才能真正对准现实生
存生活的痛痒之处，并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所
喜闻乐见。

创作与时代形成有效交流，才能让艺

术与生活达到良性互文

当然，在日益庞大的创作规模之下，普遍意义
上的职场叙事剧集仍未完全摆脱某些创作上的通
病：过度执着于职场生活的戏剧性、过度夸大职场
焦虑等，一些想象性的建构不免让叙事的力度有
所游离。例如职场女性的形象呈现总是铁板一
块，日常工作事务总是一地鸡毛等。有关回应现
实的议题，在今天的职场题材剧创作中仍值得进
一步反观。

一个核心的逻辑在于：除了“聚焦”，创作还要
“深入”。深入去思考职场人内在的困惑，去挖掘

职场本身更细腻的现实脉络，才能让职场题材剧
的探索实现本质进阶。所有在叙事上的稳扎稳
打，最直接的目标便是提升那些叙述之中的现实
颗粒度：当所有职场人最终还是变成了王子与公
主，当所有的白领蓝领最终都指向了某个无差别
的人生目标，那么这些如“廉价童话”般的职场叙
事必定是单调而悬浮的。一部分热度高企的职场
剧，多少还存有这样的投射在其中，这依然是值得
反思的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唯有在创作中符合现实
逻辑、紧贴人类思情、关切时代脉动之下的众生百
态，才能在最终呈现上实现品质更高、现实颗粒度
更细的职场剧创作。

例如，《最好的时代》以高铁建设为背景，在刻
画铁路建设者推动高铁迈进跨时代发展的努力同
时，更深层次传递的是“青春报国”的立意。高铁建
设的发展是一个窗口，背后指向的是千千万万年
轻人在各自岗位上钻研和奉献的精神，这是现实
共情所在。又如《风暴舞》对当代信息安全的聚焦，
其实也暗含了当下的某种精神——不仅所有人都
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更反映了中国观众对中国
军事强、科技强、文化强的某种期许。寓于其中的
时代精神，正是对当下社会需求的一种文化呼应，
对于所有社会领域及其建设者都有镜鉴价值。让
影视表达同当下形成有效交流，正是这个时代需
要的文艺养料，也只有这样，荧屏才能“看到”现实，
虚构才能和真实产生良性互文。

从这个角度来说，越来越丰富的职场叙事，或
许不仅是展现某种关于职业的特殊现象，更在于
揭示现象背后所承载的某种当代文化价值与精神
价值。好的作品让大众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简单
的职场，更是职场背后的人来人往与这个时代下
的喜怒哀乐。并且，它能够让观众坚信，这个时代
正在朝前迈步，每个个体的生命也在焕发生机。

同样地，我们也希望国产职场剧能以更昂然
的姿态去迎接那些浮荡于当下的疑惑和问句。一
方面要去着力刻画和展示“真职场”，令每一份对
职业的叙事都稳扎稳打、落到实处，在人们或熟悉
或陌生的领域提炼出具有共通性的社会关切才是
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尊重职
场发展规律，避免让某一种职业变成荧屏“奇观”，
在客观、平视的叙事下合理、审慎地把握职业焦虑
和矛盾，在发掘问题的同时尝试为此提供解决问
题的有益思路。换言之，职场题材剧既要能“聚
焦”职场内外的一呼一吸，更要去“深焦”那些大多
数观众能与之共情的困惑，让这类作品能够真正
与普罗大众实现对话、沟通，进而去传递属于这个
时代的积极风貌和深沉回响。

据光明日报

职场剧蜕变职场剧蜕变：：从悬浮到落地从悬浮到落地
近些年，聚焦职场叙事的国产剧无论在数量

和体量上都呈现上升趋势，渐成一种较为主流的

创作类型。职场剧虽然仍存在着浪漫化背景、模

糊化职业、刻板化人物的通病，但我们确实也能

在与之相关的呈现轨迹中，找到某些可喜的进

步。从《大江大河》到《平凡的荣耀》，再到近期热

播的《风暴舞》，职场剧作为一种类型的“约束”正

在逐渐被消解，各种各样的职场叙事与其他题材

相嫁接亦形成了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创作热

度之下，有关职场叙事的影视文化在“风景”内外

的状况也值得进一步观察：对职场的关注，对人

物的尊重，对时代的聚焦，或许正是它们焕发生

机的核心缘由。但如何真正从悬浮到落地，切中

时代痛痒，仍是越来越丰富的职场叙事需在立意

和技巧上反复叩问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