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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被“越拉越长”味同嚼蜡

长长剧剧太太拖拖沓沓，，短短剧剧时时代代要要来来了了

作为一档文化情感类节
目，观看《朗读者》之时确实能
感受到内容的动人之处。比如
第一期中，扎龙湿地守鹤人徐
卓的讲述就不乏感人之处，在
这个故事里也看到了《朗读者》
的成功之处。

对比演员、明星、企业家甚
至于作家的讲述，徐卓的语言
可能少了些绚烂和华丽，而普

通人的故事是最为动人的，在
他们的故事里能看到民族传承
的密码。我所希望的，作为一个
文化综艺节目，能够将这点尽
可能放大，让更多普通人的故
事在舞台上呈现出来。但是节
目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这个舞台上最为耀眼的仍
然是那些名人，大人物的小故
事仍然比小人物的大故事受欢
迎。即使那些故事已经被讲述
了千百遍，比如胡歌的车祸、姚
明的奋斗、袁泉的学艺，但是因
为光环效应，主人公在那儿，故
事就似乎永远是新的。他们每
一个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肯定

有着超出常人的努力和智慧，
如此对比也丝毫没有看低他们
的意思。我们承认他们都有非
凡的能力，但一样东西吃多了
总会腻的。

缺乏新意是一方面，过度
煽情则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地
方了。《朗读者》的形式非常简
洁，先是董卿与嘉宾的对谈，
然后是嘉宾对挑选的书目进
行朗读。整个过程极力传达
出来的主旨，一定要让人双
目含泪才行，稍有偏差就需
要迅速矫正回去，比如面对
姚明一句：“赢了叫荣誉感，那
输了叫什么呢？”董卿略显错

乱，迅速用一句鸡汤将谈话拉
回原来的轨道。

大众传媒层面主打情感的
电视节目，与嘉宾、观众制造情
感共振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情
感共振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掉眼
泪，这种为了动人不得不煽情
的情况，无法引导观众进行深
入的思考，也就没有制造“深
刻”的机会了。

《朗读者》面临的问题，可
能是现今文化综艺类节目都需
要思考的问题：文化综艺与文
化的距离如何把握？既然是综
艺，肯定要有娱乐气质，过于娱
乐，也是不可取。一味讲究感

动，营造让人倍感沉重的话题
氛围，未见得观众喜欢。尺度如
何拿捏，也许还需要时间来检
验吧。

（殊我）

综综艺艺过过度度煽煽情情，，就就无无法法制制造造““深深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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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长剧
难逃空洞雷同之嫌

近年来，影视行业“有钱
了”，在资本的推动下、各方利
益的搅动下，不少影视剧被“越
拉越长”。当然，大投入之下的

“大剧”“长剧”也出了一些精
品和爆款，但放眼望去，绝大
多数长剧都难逃空洞、雷同之
嫌。天价购来的影视剧大多思
想浅薄、拖沓冗长、制作浮躁，
令观众困惑、业界迷茫。

为追求商业利益，制作方
有意拉长电视剧篇幅，这种处
理方式已成为某种业界“潜规
则”。为了延长剧集，制作方通
过增加无关主线的人物、设置
毫无意义的台词以及重复再
现故事情节等方式“注水”，一
批营养匮乏和审美薄弱的电
视剧占据了荧屏，形成电视剧
制作的不良风气。

比如，《大唐荣耀》从60
集拉长为92集，《择天记》
从50集拉长到55集，动辄

八九十集的电视
剧 屡 见 不
鲜，新《还
珠格格》
9 9集、
《 天

天

有喜》91集、《隋唐英雄》120
集……长剧越来越多，内容稀薄
等现象屡见不鲜，即便某些口碑
良好、被誉为“良心剧”的作品也
存在人为拉长“凑集数”等问题，
挑战着观众耐心的底线。

短剧曾是
影视行业的标配

现在的市场需要什么样的
影视剧？是时候改变“画风”了，
最近有业内人士提出“打造新
短剧时代”，业界大咖就此展开
了论述。

有媒体曾盘点近年来的热
点剧，无一例外都是长剧:《芈
月传》81集、《花千骨》58集、《伪
装者》48集、《琅琊榜》54集。记
者比较了近5年电视剧播出以
及收视变化时还发现，收视热
门榜上几乎难觅40集以下的电
视剧，60集以上的超长剧则逐
年递增。

历史证明，短剧并非不好，
短剧曾经是影视行业的标配。
比如，浓墨重彩描摹一代民族
企业家的真商战故事《大染坊》
仅仅24集，王志文贡献了教科
书级别演技的破案剧《黑冰》只
有20集。还有《大法官》《永不
瞑目》《浮华背后》……部部都
是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丝丝入
扣，但20多集就差不多了，而
到了46集的《康熙王朝》已经
是“超长剧”。这些剧都有优秀
的表现，可谓经典国产短剧，即
使现在看来依旧非常经典。

打造新短剧时代
是创作规律的回归

不久前，有业内人士提出
了“打造新短剧时代”的概念。其
实短剧这个概念并不新，正如上
述例子，十多年前的经典国产短
剧，即使现在看来依旧引人入
胜。未来也并不是说唯短剧是
好，这只是创作规律的回归：减
量增质、回归常识，触动人心的
好内容不是有钱就能砸出来的。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晖
认为，现在特别多的台网联播剧
都动辄50集以上，但从具体的收
视指标来看，长剧并不占优势。
而且长剧的弃剧率非常高，对长
剧而言，大部分人看完第二集就
走了；其次，今年和明年是现实
题材大火的一年，但火的是数量，
质量却不一定。王晓晖认为，“对
制作公司而言，影视剧内容投资
收益比在下降。全国1万多家影
视公司，只有1%是盈利的。”

“我们想做一个新短剧时
代，只有短剧才能形成付费的
时代，但是让会员付费习惯养
成的前提一定是强剧情、非常好
的剧。短剧是付费剧中重要的推
动力。短剧的市场需要供给，没有
批量供给永远不可能催发需求，
创作者要有自信心、用更大创意
赢得观众的喜爱。”王晓晖认为，
此外，短剧时代才能迎来一个新
制作时代，这种方式从编剧到演
员，请不请明星、价格和制作周期
如何把控等，都要重新考量。

近日，《凰权·弈天下》更改为《天盛长歌》，集数从原来的50集增加到了70集！近年来，一些剧本空洞无物，荧屏
上的影视剧也味同嚼蜡，而且特别多的台网联播剧都动辄50集以上，让人难以忍受其又臭又长。从具体的收视指
标来看，这些长剧其实并不占优势，就制作公司来说，全国一万多家公司也只有1%实现了盈利！

葛新闻链接

创创作作者者谈谈如如何何““剧剧好好看看””

著名导演韩三平认为，有一段时期，一些剧本空洞无物，因此
剧也空洞无物。整个产业高度亏损，这样的产业为期5年已经非常
够呛了，所以就第一个问题来说，拍什么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有
一个人物形象，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因此这又回到传统的拍摄电影
或者搞文艺作品的路径上来了。解决好拍什么的问题后，再思考怎
么拍、找谁拍最合适、花多少钱来拍。

“我觉得创作者应该站在观众前面，手摸到观众心里面，钩子
下到观众的脑子里面，能够做出让观众恋恋不舍、打开就停不了的
剧。现在很多知名的大导演、大制作人已经投入到精品网剧的创作
中来，精品网剧的时代真的要来了。”黄渤感叹。

（丁舟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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