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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程力栋说历史剧创作：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本报见习记者 李婕

谈题材>>

一年一个题材观众会腻
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荧屏一直被古

代英雄美女占领，更出现了《隋唐演义》和
《隋唐英雄》、《楚汉传奇》和《王的女人》这种
类似题材“撞车”的现象。这让程力栋不得不
多次解释，为两部隋唐剧“划清界限”：“《隋
唐演义》尊重小说及评书原始文本，是‘最正
宗’的，而《隋唐英雄》则偏重‘宫斗’。”

程力栋表示，宫斗剧不是不好，“一堆
女人争一个男人，肯定有看点。包括穿越
剧、谍战剧等等，都已经成为一种类型，也
都有存在的价值。”但他又强调，“任何事
情都要有一个‘度’，不能拍什么都一窝
蜂，一年下来多半电视剧都是一个类型，
观众也要看腻了。”

除了对制作数量和播出频率的控制，
程力栋所指的“度”还包括价值观的正确
引导。“无论是古装剧还是其他影视剧，都
是文艺作品，是带有导向的。古装剧的观
众里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更容易受到
影响，所以要引导他们形成社会责任感，
弘扬真善美的品质。”

古装剧面临着剧本荒、重复消费和盲目
跟风的现状，各种历史剧、武侠剧一拍再拍，
一些电视剧为避免雷同，不惜编造出位剧情
和雷人台词。对此程力栋认为，要保证古装
剧的艺术质量，面对历史时要本着“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的改编原则，“但无论是古装
剧还是现代剧都不能太荒诞，对于历史的真
实和真实的历史应该辩证看待。”

谈风向>>

翻拍剧将继续受追捧
去年的《天涯明月刀》和《新白发魔女

传》被观众狠狠吐槽，但这丝毫没有影响
翻拍剧的制作热情。日前，新版《笑傲江
湖》和《龙门镖局》已放出片花，还有一部

《新天龙八部》正在拍摄，今年的武侠剧翻
拍潮势不可挡。翻拍过多部武侠剧的导演
赖水清曾表示，翻拍名著是一种稳赚不赔
的方式，导演王新民在重拍自己的《燕子
李三》时也曾对记者坦言，在电视剧原创
性不足的当下，翻拍原来有观众基础的本
子，更容易收回投资。

但是，近年来无论是翻拍名著还是武
侠小说，少有口碑之作，更多的翻拍剧“雷

声滚滚”，令观众产生了一种“翻拍剧不如
原版经典”的印象。曾执导《新西游记》并
任新版《水浒》监制的程力栋则称，“新的
时代会有新的理解。拿名著来说，原版电
视剧往往是就故事讲故事，对人物的诠释
不够，翻拍时则会更多地结合现实，表达
贴合当代的人生哲理。”对于观众“老的才
是经典”的看法，程力栋认为，观众可能会
留下先入为主的印象，但无论电视剧还是
观众都是具有时代性的，其实“每个时期
都有每个时期的经典”。

“翻拍是因为有市场，新一代的人会
有新的消费文化，老观众看过的电视剧，
他们的下一代可能就没看过，或者看得不
过瘾。现在90后，甚至00后都有自己的文
化、见解和审美判断，他们可能不满足于
老版，这也是现在的翻拍剧和古装剧所关
注的消费群体。”

新受众引领了电视剧新走向，程力栋
说，在当前压力大、节奏快的社会氛围下，
观众更喜欢看情节性强、体现新观念的电
视剧和轻松喜剧，而沉重的、悲情的、探讨
人生的严肃题材则可能遇冷。因此他预
测，除了长盛不衰的古装戏，谍战、传奇、
家庭伦理剧今年将继续保持热度。

历史剧“破二”“奔三”比砸钱

高投入未必有好回报报报
本报见习记者 李婕

■钱都“砸”在哪儿了？

在“烧钱”榜上居首的《隋唐演
义》刚播出，就面临考验。出品人兼制
片人程力栋自信高投资将带来收视
保证，称“高举高打”是历史剧趋势之
一。历史剧投资堪比房价的涨幅让人
好奇，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

一说到成本，演员片酬往往最受
关注，但无论是程力栋还是《楚汉传
奇》的导演高希希均表示，其实在请
演员上花的钱并不是大头。高希希
称，剧中所有演员，包括陈道明都是

“打折”请来的，反而是调用人力拍大
场面以及用于服装、道具等方面的钱
就花了1亿。程力栋在宣传《隋唐演
义》时也强调了拍摄过程的昂贵：六
部电影级别的摄像机、六七个月的拍
摄周期和四个月的后期制作，以及几
百名工作人员在拍摄期间的衣食住
行……

在物价飞涨的当下，恐怕连剧组
的盒饭花销都比以往增加了不少，且
历史剧的服装、化妆、道具、布景等本
就花费不菲，更不用提从编剧到导演
和演员的酬劳。加之制作方要求精益
求精，拍历史剧成本的节节攀升是自
然的。每年电视剧产量的递增速度为
几千集，但电视台的播出时间却是有
限的。因此，为了让电视剧更具卖点，
大明星、大制作显然是最方便的办
法，而它所指向的，就是逼剧组“烧
钱”———“烧”得狠一点，受关注的程
度可能就高一点。

■网络、海外寻求回报

历史剧的高投资导致高卖价，却
依然受到电视台欢迎。除湖南卫视独
播《隋唐英雄》外，《楚汉传奇》和《隋
唐演义》都在多家卫视联合首播，有
消息称《楚汉传奇》首轮上星和二轮
地面播出的单集售价为400万元，以
其80集的篇幅，收回成本不成问题。
高希希则请大家关注该剧在网上的
表现：网络独播平台优酷土豆的播放
总量破亿，单集最高播放量达到
1000万。

《隋唐演义》也采取了台网同步
播出的策略，网络播出权被腾讯视频
买断，此外程力栋还表示，历史“大
剧”要“靠海外市场找回报”，美国、日
本、韩国和东南亚的几个国家以及我
国港台地区的主流频道都购买了播
出权，《隋唐演义》仅海外销售就能回
收超过30%的成本。

资料显示，2009年新版《三国》
在海外的销售额超过3 . 4亿，从事海
外发行的业内人士透露，古装正史剧
在海外是最好卖的。但即便如此，在
国内动辄卖到单集上百万的剧集，到
了海外往往身价大跌。历史剧和网
络、海外等播出渠道越来越相互看
重，只有电视剧质量提高，才能让这
些渠道不仅成为回收成本的途径，也
是扩大国产剧影响力、提升产业价值
的有效方式。

■钱花了，质量也得上去

投资3000万拍出来的《泰囧》票
房已突破12亿，成为“低成本，高产
出”的杰出代表。程力栋以此为例告
诉记者，对电视剧而言，这同样是一
种运作模式，但不是所有类型的电视
剧都适用。对历史大剧来说，高投资
才能有高质量。高希希也认为，“用
1000万投资一部古装剧，观众只会
觉得这是一群人穿着古装在演戏”。

从几部历史剧的产出来看，“实”
的利润基本有所保证，“虚”的观众评
价却很尴尬，大制作的历史剧大多并
未赚得好口碑。当制作方抱怨什么都
在涨钱导致hold不住成本，宣扬为保
证影像质量和观剧效果在器材技术
上下了多大力气的时候，作为核心和
灵魂的“人”能靠钱买来水平和能力
吗？在历史剧中，遭到观众诟病的不
是你拍电视剧没用拍电影的设备，也
不是你只请了三个一线明星而不是
五个，而常常是剧情囧、台词雷，演员
表演不到位——— 这些都是“人”的因
素。在《楚汉传奇》被批槽点多多的同
时，陈道明的老到表演依然能得到观
众的肯定，如果剧组上下都能以严
谨、敬业、尊重史实的态度拿出经典
之作，亿元投资应该会花得更值。

几年前，投资过亿的四大名著电视剧就被惊为天价，而现

在，《楚汉传奇》的2 . 4亿、《隋唐英雄》的2 . 5亿、《隋唐演义》的2 . 8

亿，让人感觉历史剧的投资“破二”很容易，“破三”也不是梦了。

然而，从观众反响来看，历史剧的投入与产出仍是个不等式。

历史剧《隋唐演义》1月14日起在山

东、深圳等多家卫视播出，继“楚汉”之

后，“隋唐”题材成为电视剧新宠。《隋

唐演义》制片人、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

限公司董事长程力栋接受了记者采

访，他认为，虽然目前古装剧“扎堆”，

但作为制作方必须把握好“度”，才可

能在庞杂的古装剧集中杀出重围，产

生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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