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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之崛起》两年后首播，《大明王朝1566》十年后重播

历历史史剧剧回回暖暖，，观观众众需需求求仍仍在在

《大秦帝国》拍完多年
迟迟未面世

说起《大秦帝国之崛起》开
播，用观众的说法，那就是“等
得花儿都谢了”。作为《大秦帝
国》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从
2007年第一部《大秦帝国之裂
变》开拍算起，该系列的最终播
出历经了整整十年。

《大秦帝国》根据学者孙皓
晖的同名系列历史小说改编而
成，原著共六部。2008年，第一
部《大秦帝国之裂变》拍完后即
坐等央视排播，但苦等两年未
能如愿，2009年选择在美国及
中国台湾首播。之后，此剧在
陕西、东南、河北、河南等几
家卫视播出。2011年，该剧导
演由第一部时的黄健中更换
为丁黑，第二部《大秦帝国之
纵横》当年拍摄完成，2013年
于央视首播。

虽然两年才能播一部的节
奏已经够慢，但按照计划至少
应该在2015年首播的第三部

《大秦帝国之崛起》却迟迟未能
面世。实际上，导演丁黑在拍摄
第二部时，已经同时筹划了第

三部，第三部拍摄结束的时间
与第二部播出十分相近，也就
是在2013年前后，第三部其实
已经处于备播状态。

直到今年2月9日，第三部
才在央视一套悄无声息地首
播。就连播出前该剧也一改国
产剧至少提前半个月宣发的规
律，在上周四晚距离首播仅剩
四个小时才通过官方微博宣告
开播，被观众调侃为“零宣发”。

十年间市场
变化大

一部历史剧如果因品质有
瑕疵，平台拒播倒也合乎情理，
但据豆瓣网的评价，《大秦帝
国》第一部评分为9 . 0分，第二
部评分为8 . 5分，首播不足一
周的第三部《大秦帝国之崛起》
也迅速达到了9 . 0分的高分。
剧没问题，却迟迟不播，说到底
还是与国产剧这十年间的市场
变化休戚相关。

回溯至2013年，《大秦帝
国》第二部所收到的市场反响
并不令人满意。该剧当时在央
视 一 套 播 出 后 收 视 率 仅 为
0 . 87%，与同年收视“剧王”《咱

们结婚吧》的3 . 19%相比可谓
相差悬殊。“当时这部剧的到达
率不高，播出后也没有网络平
台继续播出，不管是收视还是
口碑，其实都不理想。”影视观
察者杨文山指出，第二部的播
出效果会对第三部的发行产生
直接影响，而2013年前后历史
正剧又在市场中遇冷。

从2013年开始，历史正剧
纷纷折戟沉沙，开年大戏《楚汉
传奇》遭遇观众吐槽，《赵氏孤
儿案》收视甚至不敌同期雷剧

《百万新娘》。名导、名编和名人
故事的历史正剧效应开始在市
场上行不通，制作完成的剧目，
如《书圣王羲之》《北魏传奇》

《忽必烈传奇》《大玉儿传奇》
《帝国黄昏》等，虽然不乏名导
胡玫、名演员唐国强等加持，也
纷纷身处积压剧之列。个别剧
目虽通过海外发行和地面频道
播出，但也难以再现早年《康熙
王朝》《雍正王朝》等传统正剧
风靡全国的场面。

2013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出台“限古令”，要求
卫视黄金时段年度播出古装剧
的总集数，不得超过当年该卫
视黄金时段所有播出剧目总集

数的15%。按照估算，这直接导
致卫视对古装剧的播出承载量
下降至一年两部，本来就积压
严重的历史正剧面临更加窘迫
的播出环境。

正剧不过时
诉求依然在

历史正剧的退潮并不突
然，曾经主笔过《雍正王朝》的
编剧刘和平，在2007年推出新
作《大明王朝1566》后，剧作收
视率同样走低，被视作历史正
剧没落的开始。“这也是时势使
然。”刘和平后来总结到，2007
年该剧在湖南卫视首播，湖南
卫视以娱乐立台，观众群与历
史正剧的目标观众重合度小，
再加上当时播出时段安排在晚
上10点之后的非黄金档，导致
收视率走低。

杨文山对此深表认同，伴
随着古装正剧在市场遇冷，国
产剧的播出环境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卫视崛起后，以
商业和市场为导向的选剧标
准会天然地向更容易赢得观
众的剧种倾斜。当《甄嬛传》

《陆贞传奇》《宫》等架空历史剧

创造收视纪录时，卫视买单的
剧种也变成了这些古装偶像
剧。”等到视频网站进场，可以
开出比卫视更高的买剧价码
时，以《仙剑奇侠传》《花千骨》
等玄幻古装剧为代表的类型又
成了主流，历史正剧作为古装
剧的一个分支，被彻底挤到了
边缘地带。

但观众对精品历史正剧的
诉求依然存在，在反映女政治
家芈月传奇人生的《芈月传》热
播之时，就有不少观众主动提
出《大秦帝国》系列中由宁静塑
造的芈八子更贴近历史真实，
还一度带热了该剧前两部在
网络的重播。最近《大秦帝国
之崛起》和《大明王朝1566》
重见天日，可以看作是一种
回暖的信号。在刘和平看来，
无论是哪个历史时期，重要
的是观众在观剧之后有强烈
的现实观照和情感共鸣，能
够做到这一点，才是历史正剧
制作者应该追求的。“当下IP、
流量明星热闹一时，但从业者
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因
为这些现象都是一时之流行，
不会成为主流。”

(李夏至)

本报讯 浙江卫视《王牌
对王牌》第二季自开播以来，
网络热度持续发酵，微博话题
阅读量目前已经突破40亿，讨
论量突破2200万，各大视频网
站点播量突破13亿次，堪称本
年度季播棚内综艺“头马”。经
典武侠对战现代仙侠，跑男兄
弟对战TFBOYS，新老喜剧人
致敬春晚，每期节目都惊喜不
断，引爆无数热点话题。

与上季相比，本季节目更
加注重情感线的铺陈和升华。
先是通过一轮轮的游戏，让明

星卸下伪装，做回最本真的自
我，然后通过巧妙的设计，挖
掘出明星深埋心底的情感，最
后将之升华为所有观众的共
同情感，与当期主题呼应。成
家班再聚首、经典喜剧人3 0
年春晚记忆等，都引发了观
众的强烈共鸣，使得当期节目
在网络迅速发酵，引发网友疯
狂转载。

室内游戏竞技类综艺节
目，往往困于“第四堵墙”的窘
境，与观众产生疏离感，观众
大都停留在“看热闹”的层面，

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当节
目中传递的情感变成了所有
人的“通感”，观众才能真正地
融入其中并产生共鸣。《王牌
对王牌》的巧妙之处就在于，
它不是以“硬煽情，赚热泪”的
方式博取观众的同情，而是跟
随节目主题层层递进，将大情
怀融于每个小细节，最终再以
小事件引燃全场泪点，直击观
众心灵，留给观众深深的思
考。

2017开年以来，电视综艺
持续井喷，如何应对大量同质

化节目给观众带来的审美疲
劳，在竞争激烈的综艺模式大
战中脱颖而出，是电视综艺从
业者面临的巨大挑战。《王牌
对王牌》第二季在如此激烈的
竞争环境中仍然保持良好的
上升态势，不仅得益于制作团
队不断迸发的奇思妙想，更得
益于节目内容紧跟时代脉搏，
牢牢抓住了观众的情感诉求。
这档以新求变、以情动人的室
内竞技真人秀会在未来带给
我们怎样的惊喜，让我们共同
期待！ （朱頔）

《《王王牌牌对对王王牌牌》》用用““变变数数””破破““套套路路””

曾经风头无两的历史正剧，命运历经飘零沉浮。上周四晚，古装历史剧《大秦帝国之崛起》在积压两年后突然于央视一一套黄金档开播，
在毫无宣传的情况下“空降”热搜榜。13日，《大明王朝1566》在视频网站以会员剧的方式复播，25日还要登陆卫视晚间黄金档。一时间，似乎
让人感觉历史正剧在回暖。十年风雨路，剧没变，人心和市场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

王牌特工宋茜使用“回转”技能。


	A1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