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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片微义不微
本报记者 倪自放

本报讯 5日，由搜狐
视频出品、湖南卫视联盟互
动的2012全球华人90后热
血成长秀《向上吧！少年》，
200进50晋级赛(下)上线播
出，知名音乐人高晓松、宋
柯和台湾麻辣女教师曲家
瑞仍担当全场教练及评委。

面对一位选手资料栏
里写着“钢琴七级”“小提琴
八级”等简介，高晓松直呼：

“我一直认为，让未成年孩
子拼命去考级，是不人道
的，剥夺了他们作为孩子的
乐趣！我甚至呼吁国家禁止
未满18岁的孩子考级！”此
话一出，立即引发了不少争
论，绝大部分网友赞同高晓
松的观点，尤其是在儿童节
期间：“我的童年就是被这
些毁掉的。”也有孩子家长
不以为然：“以后没技艺在
身，您负责他的前程？”

(网娱)

6月4日，由山东电影家协会和
本报共同承办的“双星名人杯·2102
年(第五届)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
正式启动，受到各方关注，很多读者
致电本报询问什么是微电影？其实
2011年前，“微电影”在中国还被称
作“视频短片”。如今，它因为具有完
整故事情节，长30分钟以内，且制作
成本小、传播门槛低，成为整个视频
行业的焦点。2011年也因此被称为
中国“微电影元年”。时间进入2102
年，“微电影”更成为整个电影界的
焦点。

有限的篇幅诠释深刻的主题

究竟什么样的电影才是微电
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院长周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微电
影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

‘微影’，就是说它的主题和结构应
当是电影的，影像和声音也应该比
一般的电视短片更加精致；其次是

‘微平’，就是说它以网络作为传播
平台，虽然不像大银幕电影那样声
势浩大，但受众会更加广泛；第三是

‘微力’，尽管有些微电影投入也很
大，但大多数微电影都具有低成本
的特质；最后是‘微名’，就是说微电
影的创作者更多应该属于普通民
众，因此它能反映来自民间的声
音。”

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
任陆地补充道：“微电影的另一个特
征是微言大义。我们不能认为片短、

投入少的电影就没有意义，相反，正
如英国诗人布莱克所说，‘一粒沙里
看出一个世界’，每部优秀的微电影
都能通过有限的篇幅诠释一个深刻
的主题。”

要有人文关怀和审美表达

“时下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
很多自称为‘微电影’的作品，其实
都是广告。如果没有广告商的投资，
很多微电影可能都没有机会被生产
出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
任饶曙光表示，“微电影创作对于广
告商的依赖，是它自身难以摆脱的
宿命。寻找到在功利性的商业表达
之外，顺畅地实现创作者自身人文
关怀和审美表达的途径，是微电影
实现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除了过度的商业化表达，微电
影还存在艺术水准整体偏低的弊
病。“当下一些所谓的‘微电影’更像
是微电视剧，其中包含了大量本应
通过镜头语言表达的对白以及一些

毫无必要的近景特写，这些根本不
是电影的创作手法。”优酷网原创频
道主编刘少青表示，“微电影的核心
是电影，它必须具备电影的基本语
言和修辞手法。一部真正意义上的
微电影，不管时长是一分钟、十分钟
还是半小时，都应当体现出完整的
电影结构和明确的导演诉求。”

青年化和平民化是主要特质

母亲节到了，网络上就出现了
《时光教会了你什么》等表现母爱之
伟大的短片；高考一天天逼近，《高
考，高考》等一些反映考生备考之艰
难的短片便风靡网络……尽管其中
的一些短片并不能称之为微电影，
但我们还是能从中体会到来自民间
的滚烫的原创热情。

“当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出现时，
越来越多的民众会以拍摄微电影的
方式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并通过微
电影提出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很
容易被影院电影的创作者所忽视或

者过滤。”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
长丁亚平表示，“微电影比影院电影
更加贴近普通民众，而其对社会文
化的影响力也会远远超出一般的娱
乐产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
旭光则从民间文化崛起的角度解读
了微电影的社会意义，“微电影青年
化和平民化成为其主要特质，不仅
会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巨大
推动作用，更会对整个社会文化的
建设大有裨益。”

2012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火热
进行中，欲参赛者请登录http：//
zt.qlwb.com.cn/movie/了解大赛详情，
并下载报名表格。

《向上吧！少年》200进50

高晓松呼吁

禁止18岁前考级

有人说中国的微电影发轫于胡戈的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兴盛于筷子兄

弟的《老男孩》，但“微电影”这简单的三个字，真的能够涵盖上至专业导演、下至在校学生

摄制的类型驳杂、风格迥异的众多短片吗？在一个自媒体发达的网络时代，微电影又该具

有怎样的形态、承担怎样的社会功能？记者做了一番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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