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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本该属于商界
的面孔，出现在了娱乐制作播
出平台，俨然拥有了多重身
份——— 投资电影的人，走进镜
头里过了把主角瘾；电商大佬，
请来优质资源为己定制一曲；
研究智能手机的人，坐进网络
综艺玩脱口秀；互联网大会上
分享观点的那位，在野外生存
节目中被拍到各种“狼狈不
堪”；还有人扛着CEO的名头，
隔三差五上了娱乐新闻头条。

“你我本无缘，全凭我有
钱。”微博上流行的段子正中靶
心，道出时下综艺节目乃至大
众文化产品的“新风潮”：商界
大佬正以娱乐到底的姿态频繁
闯入大众视野。企业家自诩“亲
近大众”，观众或者网友却心如
明镜，播出平台要“吸金”，企业
大佬想“吸睛”，所谓跨界秀才
艺，不过是利益场里的一拍即
合；所谓娱乐大众，也不过是闹
哄哄后一地鸡毛。

跨界，无可厚非，多面手古
已有之。但反观如今“跨界秀”
的商界大佬，“秀才艺”是虎皮
大旗，“尬”才是主基调：唱歌不
着调；跳舞不协调；电影是浮皮
潦草的；脱口秀是用来给自家
商品打广告的。当他们在电视
节目、电影院线、网络综艺、音
乐平台多线出击放飞自我，“浮
夸”不足以形容。君不见，某业
界领军人的说唱被指“辣眼睛”
又“辣耳朵”。

企业家与平台方的辣眼辣
耳互动引来网友批评，但双方
却异口同声称“双赢”，真真是
一个“钱”字扫荡天下：企业家
用钱砸下了平台的资源，占着
人力物力尽情放飞；平台方笑
纳重金，在黄金档、首屏输出的
却都是“负营养”，这里已经没
有真正的才艺，赤裸裸存在的
只是一个“钱”字。

有网友提醒：这边厢他在
网综里吐槽别人，那边厢他家
的产品屡遭用户诟病，是情是
景，绝非个例。“术业有专攻”，
只希望企业家还是应当把主业
做实、实业做好、把自家产品做
好再说。而平台方则应当把“艺
术”与“美”装在心里。不然，企
业家们的微博下只会越来越多
这样的留言：“好奇谁在跪拜这
些大佬”，或曰，“跪的都是钱”。

（王彦）

大大佬佬跨跨界界秀秀

““辣辣眼眼””又又““辣辣耳耳””

天天娱评

近日，《将军在上》《何所冬暖何所夏凉》《九州海上牧云记》等 IP大剧的
收视口碑皆不尽如人意，可见单纯追求“短平快”的 IP剧制作模式正在消磨
观众的信心，消耗市场的红利，使 IP剧创作呈现疲态。

影影视视改改编编漫漫不不经经心心
无无异异于于杀杀鸡鸡取取卵卵
创作“不讲究”
消耗观众信心

近两年，各大卫视黄金档
涌现了一批内容丰富多样、质
量良莠不齐的IP改编剧。对经
济效益的过分看重，使得部分
IP剧的制作方、创作者一门心
思关注“情境”再现和“演员”
的影响力，减少了打磨剧本、
演员表演、后期制作等方面的
时间和资金的投入，呈现出来
的粗糙制作和“狗血”剧情让
人无法直视。

深究其因，IP剧作市场的
疲态，与IP剧创作、制作的“不
讲究”有关。在创作层面，大量
的历史IP剧缺少对历史的严
谨考究，使得剧作错漏百出。
比如，《秦时丽人名月心》让秦
王嬴政和刺客荆轲成了情敌，
让人大跌眼镜。在主旨立意方
面，有些改编剧也出现了偏
差。比如，《欢乐颂》被拍成了

“金钱颂”，作品中充斥着对富
人的膜拜和对穷人的鄙视。在
制作层面，制作方为了招徕粉
丝群体，让一些徒有颜值却缺
乏专业历练的流量明星担纲
主演。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
在剧中拼命植入广告。某品牌
泡面成了深更半夜人们要特
意跑去饭店品尝的珍馐美味；
主角老丢工作，又很快能在
某求职网站上找到工作……
这些生硬插入商品广告的
行为严重消解了作品应有
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使
创作弥漫着浓重的商业气
息。无论是创作层面还是
制作层面，如此漫不经心
的改编，只会浪费IP原有
的艺术价值，消耗中国观
众对IP改编剧的信心。

“慢磨”“精调”
才是富养IP

IP改编剧并不“天
生畸形”，诸如《琅琊
榜》《伪装者》《甄嬛
传》等均是收视和口
碑 双 赢 的 优 秀 作
品。但为何偏偏这

一领域成了烂剧和雷剧频现
的重灾区？究其原因，还是创
作者、制作方在对 IP盲目崇
拜、对明星狂热追逐等错误理
念的指导下，忽略了对艺术和
产业运作规律的坚守所致。在
影视界追求“短平快”的浮躁
风气盛行的背景下，很多投资
方误将自带粉丝和话题的IP
当成“硬通货”，抢购囤积导致
了IP价格飙升。为了使项目尽
快变现、资金快速回笼，一些
制作方在剧集生产过程中忽
略了艺术和产业运作规律，大
幅缩短制作周期和创作成本，
无法保障基本的制作水准。部
分播出平台为吸引观众，在购
片时看重明星阵容，大量粗制
滥造的流量明星作品涌上荧
屏和视频网站，IP改编剧越走
越远。

从《白鹿原》《平凡的世
界》等制作精良的现实题材电
视剧刷爆朋友圈可以发现，观
众并非美丑不辨。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九州海上牧云
记》《将军在上》等拥有大IP剧
遭到退片的传闻。这说明单凭
一个概念、几个明星或一些话
题，而非优质内容本身，很难
吸引更广泛的人群对作品持
续关注。因此，IP改编剧急需
从粗制滥造、明星话题为主导
向内容创作为主导的市场转

变。挤掉泡沫之后，行业终会
回归理性。

十年网文沙里淘金积攒
下来的那点存货，经过这两
三年的影视化已经消费
过半。诞生于21世纪
初的网文 IP还需要
时间来证明自己是不
是真的IP，影视化是
它们必须跨过的第一
道大坎。若想拯救 IP
改编剧创作，令其重
新焕发生机，除了选
取适合改编的 IP，还
需辅以“慢磨”“精调”
之法。好的IP影视改编
能沉淀为IP的新层面，
进一步丰富、养育一个
IP，而坏的影视改编只会
杀鸡取卵地消耗它。

（谢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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