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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涵

有些剧是急火爆炒，有些剧是
小火慢炖。《欢乐颂》属于前者，急火
之下难免有失火候，而《白鹿原》属
于后者，起初其貌不扬却越熬越出
味儿。虽然渐进尾声，但《白鹿原》的
收视终于在本周跃升至第一位，慢
热型的长跑选手终于在获得艺术水
准和观众口碑好评后，在收视上挣
回了面子。

经典文学改编，十多年筹备打磨，
实力派戏骨云集，开始时《白鹿原》被
寄予厚望，观众的一片点赞也让它在
豆瓣上拿到了9分以上的高分。无奈

“叫好”与“叫座”不能两全，其收视一
直徘徊在0 . 6左右，被话题多多的《欢
乐颂2》强势碾压，收视与口碑长时间
倒挂。不过6月份以来，稳扎稳打的《白
鹿原》收视开始破1，尤其是《欢乐颂2》
大结局后，到这周《白鹿原》收视跃升
至第一位，经过了都市剧的聒噪浮华
之后，观众终于能沉下心来看一看史
诗大剧了。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当年的

《琅琊榜》，虽然也是在电视台播到了
后半段才开始发力，但并不妨碍它成
为年度“剧王”，有品质的良心剧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

电视剧《白鹿原》忠实于原著，没
有肆意添加狗血情节，又抽离掉了原
作中魔幻现实、离奇民俗的成分，这让
它一开始呈现在荧屏上时是有些单
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有厚重
底蕴的作品逐渐露出了光芒。要暖白
嘉轩一辈子的仙草走了，临走前她说

“我跟了你一辈子，走的时候带走你一
口棺材，你不亏”，令人动容。虽然仙
草只是个贤妻良母的角色，但是扎
实的剧本和秦海璐扎实的演技让这
个本不起眼的角色丰满起来。秦海
璐进组之后从擀面开始学起，一碗
油泼面也做得认真，想到目前正在
播出的《楚乔传》，一众年轻演员则是
抠像、替身无所不用，什么是真正的

“演员”，一目了然。
《白鹿原》中的主角白嘉轩和鹿子

霖也不是脸谱化的正派、反派，白嘉轩
的威严仁义让人肃然起敬，但他教条
地恪守礼法、泯灭人性，要将田小娥置
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陈腐也让人痛
恨。鹿子霖虽然嗜财好色，也有自己的
坚持与原则。对原作中最具有噱头的
人物田小娥，电视剧没有夺人眼球地
突出其情色部分，而是将她描绘成一
个受时代压迫的悲剧性人物，引发了
观众的怜悯同情。反观《欢乐颂2》将个

“处女情结”炒来炒去，实在不能与大
剧风范相提并论。

小小火火慢慢炖炖
良良心心剧剧终终于于发发力力

天天娱评

给给山山东东微微电电影影号号脉脉
微电影不仅提供娱乐，更要提供感动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微电影不再“小微”
创作者和题材都拓宽了

当院线电影一路狂奔的时候，微电
影也没闲着。2010年，中国首部微电影

《一触即发》问世，并开创了“微电影”的
概念。这两年关于微电影的话题持续不
断，先是中国影协成立微电影工作委员
会，随后各种全国性的微电影大赛风生
水起，张艺谋、冯小刚、姜文等业界大腕
也纷纷投身微电影，拍摄了《看球》《一
部佳作的诞生》《早十年的童话》《百花
深处》等叫得响的作品。

据统计，中国微电影产业总产值
达700亿元，作品年产量达2万部，已进
入发展快车道，预计未来3年内总产值
有望超过1000亿元。于海丰说，尽管发
展迅速，但与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传统
电影相比，年轻人聚集的微电影，在讲
故事、剧本创作、人物塑造上，甚至如
何把握微电影的特征上都有或多或少
的问题。“但有人认为，未来大电影的
人才，一定是在千万微电影的‘小试牛
刀’中历练而成，未来的中国电影人才
一定有来自微电影创作的。”

于海丰见证了山东微电影的发
展。从2004年左右大家开始用DV拍摄
短片，到2010年正式有了“微电影”后，
山东的创作队伍逐渐壮大，这两年《我
的老爸是警察》等6部微电影斩获了金
鸡百花电影节国际微电影展映优秀影
片奖，山东的微电影作品影响越来越
大。

“通过这些年举办山东青年微电

影大赛，可以感觉到近年微电影作品
很丰富，每年征集千余部作品很轻松，
作品质量也逐年提升。之前，创作者以
大学生群体为主，近年来则以大学生、
专业电视台、电影爱好者、文化公司的
投稿为主。主题从校园恋情、支教、找
工作，逐渐拓宽至民生、政治、社会等
各类题材，主题丰富，也很厚重。”

挖掘熟悉领域和题材
别好高骛远

于海丰说，电影的成功，不在于演
员有多大牌，投资有多大，关键在于讲
述一个好故事。美国著名编剧悉德·菲
尔德曾说，“一部伟大的剧本，可以创
作出一部伟大的电影，也可以拍出一
部非常糟糕的电影，但是一个糟糕的
剧本，拍不出伟大的电影。”可见故事
和剧本的重要性。在看了无数失败的
微电影作品之后，于海丰认为，微电影
创作者在开始创作之前，一定要想清
楚，“电影要与观众探讨什么问题，重
点要表达什么思想，因为思想是一部

电影的灵魂。”
感动无数观众的外国短片《一双

小鞋子》以及戛纳获奖短片《黑洞》都
是非常成功的微电影，也是很多电影
人常拿来举例子的作品。于海丰说，微
电影的关键是人物少、场景少、时间
短，可惜这三个特征现在还有很多人
把握不住。在新时代，微电影要获得持
续的生命力，不只是提供娱乐，更要提
供感动。

于海丰给微电影创作者提出了非
常中肯的意见。她说，现在的年轻人很
有才华，接受能力强，但是通过作品会
发现，他们最大的软肋是写了一些自
己不熟悉的题材，写了自己没有的人
生经历和体验，作品容易浮夸和浅薄。

“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领域，自己能把
控的题材，一定激发创作灵感再去创
作。不少人好高骛远，追求大导演王家
卫的拍摄风格，但是作品却不知所云。
有才华的年轻人如果能解决了这些问
题，距离成功就不远了。”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微电影在题
材、制作、传播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题材不够丰富、叙事手法平庸、商
业气息太浓、盈利模式有待开掘等，很
少产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和导演。

对此，于海丰说，“我们现在生活
在一个微时代，微博、微小说、微电影
都是潮流。虽然微电影从业者大部分
都是草根，微电影也存在很多现实问
题，但仍然有很多电影爱好者对此抱
有热情，需要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做
一些引领。随着创作者文化素质和专
业素养的提升，能拍出专业性、高艺术
水平作品的人会越来越多，微电影会
越来越受到重视。”

记录一个小人物、讲一个小故事、抒
发一段深刻的感情——— 微电影是天生的
草根文化。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微电影越
来越受欢迎，甚至成为进入影视行业的敲
门砖。日前，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于海丰在
省图作“微电影的编剧与创作”讲座，吸引
了大批影视爱好者和学生。看到这些跃跃
欲试的创作者和爱好者，于海丰说，微电
影的创意表达，正在影响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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