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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良好传播效果
创意是关键

刘艳妮

继知乎、微信公众号后，以抖
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正在
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的追捧，
成为新的求知场域。没有长篇累
牍的资料堆砌，也没有专家学者的
娓娓道来，时长 15秒至 1分钟的短
视频，一改知识传授过程中枯燥乏
味的刻板形象，将严肃的知识内容
以多媒体形式展现，赋予知识人格
化、场景化，通过短视频解码，专业
知识不再晦涩难懂，满足了碎片化
阅读时代年轻受众的求知欲，知识
普惠共创正在成为可能。

短视频是娱乐狂欢下新的知
识生产方式，降低了知识生产、传
播与接受的门槛，推动知识生产从
精英到大众的扩展，在这里人人都
是知识生产行家，无论专家还是个
人，只要喜爱短视频制作都可以创
造属于自己的知识产出。声、图、
文的搭配与特效编辑让短视频更
有创造性与人格化，也让知识解码
更新颖、更容易。“科普中国”在抖
音上发布了名为《零下35度肥皂泡
结冰全过程》的短视频，唯美画面
与悠扬旋律相结合，让人看到肥皂
泡结冰的完美瞬间，不仅助推了科
学知识的传播，更带来一场唯美的
视觉盛宴，受众或点赞，或评论，或
转发，从而生成新的知识产出。

可是这个行家也不好当，不是
从教科书里扒来几句话，与场景、音
乐拼贴那么简单，创造力是推动知
识生产者向真正行家迈进的关键。
知识原核只有一个，展现方式却可
以灵活多样，富有创意的解码方式
总能深入人心，动辄上百万点赞量
的短视频一定是别出心裁的创意与
精良的制作水平相结合的产物，想
要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行家们”
恐怕还要来一场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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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知识的传承方
式在媒体技术创新的大背景
下不断演变。近日，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和相关机构
联合发布《知识的普惠——短
视频与知识传播研究报告》，
探讨短视频在助推知识传播
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价值，新
平台、新方式能否成为知识快
速传播的新路径，听听评论家
们怎么说。

给科普知识增添
更多感性色彩

刘恩波

科学知识普及工作由来已久，
在纸质传播时代，人们记住了像高
士其、茅以升等人的名字。他们用
质朴、优雅、平实的语言为读者描绘
了高深专业知识的普及版，多少年
都惠及人心，惠及时代。

到了网络传播占据社会生活的
各个领域，成为弄潮儿的历史阶段，
科普的进一步推广和延伸，势必借
助互联网的优势平台。在此之中，
短视频作为社交软件，一旦与科学
知识普及焊接在一起，就等于为这
种传播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抖音短视频的出现、登场和形
成浪潮，是近几年方兴未艾的媒体
传播方式变革的结果。人们利用生
活的空余时间，采用音乐手段，画面
动态和富于节奏感的审美表现，刷
新了传播精神欢悦的方式。新媒体
的娱乐性、现场的动感、视频图像的
高度发散状态，使抖音短视频呈现
强大传播力和有效性。如果科学知
识的普及工作，也能借助短视频这
个最便利快捷的平台来传播，那么
无疑是如虎添翼，会使知识的普及
面进一步延伸，让高深的科学知识
源源不断走出实验室、研究院，进而
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心目中有意
义、有价值、有趣的共享精神成果。
为此会打开抖音短视频与科学高端
研发部门以及科普专业人士互助合
作的良性通道。

这是一个理应让知识传播更具
人格化、画面感和立体呈现的多媒
体推广时代，抖音短视频携带着便
利、通畅、日常化的特色，会给科普
的有效传播增添太多的感性色彩，
让冰冷的科学知识的传递获得人间
情怀和生命的体温，在音乐格调、画
面容量共同的融会塑造之中，人们
将以新鲜的体验状态接纳科普知识
的深度内涵。

只选择在网络平台播出的剧集，
近年来质量有所提升。特别是随着
2017 年《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网
络剧大火，使得人们在2018年年初对
网络剧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电视剧分庭
抗礼颇多猜测。

《延禧攻略》在 2018 年的横空出
世，堪称年度最热门网络剧，剧情设置
和制作水准都足够精良，再一次刷新
了人们对网络剧的刻板印象。之前一
说到网络剧，大多认为是质量不高，达
不到在电视台播出的要求才在网络平
台上播出的；或者像《如懿传》，虽然品
质不错，但因为各种阴差阳错，被迫转
战了网络平台。

但《延禧攻略》选择在网络平台播
出，则是主动为之。与它同样情况的还
有“大军师”系列，第一部《军师联盟》是
在电视台播出的，收视率和口碑都不
俗，第二部《虎啸龙吟》仍保持了高品
质，却选择在网络上播出，则显然是出

于精心考虑的。
由电视剧《娘道》产生的争议可以

看到不同代际观众的审美差异。剧中
塑造了一个民国时期符合传统道德规
范的母亲形象，电视台的收视率不错，
可在网络上获得的评价却是一边倒的
批评，被相当多的年轻观众认为“三观
不正”，打着宣扬母爱伟大的旗号，却
对女性极不尊重。一边是电视机前面
以中老年人为主的观众群体，一边是
网络上以年轻人为主的受众群，两者
间的观念对立明显。

上述现象所形成的趋势性结论
是：国产剧传播渠道变得越来越多
元，使得生产者可以更加精细划分自
己的目标受众，从而实现收益最大
化。在未来，细分观众将成为电视剧
生产者和播出平台的重要考虑，不仅
是电视台与网络平台之间的争夺，几
大网络视频播出平台之间的争夺也会
更加激烈。

《延禧攻略》《娘道》：国产剧传播渠道将会更加被细分

2018年国产剧盘点显示——

踏实打磨剧本
以高品质的内容讲好故事最重要

本报记者 高 爽

对 2018 年播出的
国产剧集做一个全面的
梳理是很困难的，最简
单的理由就是数量太

多，看不过来。特别是当评论的范
围再从电视剧扩大到网络剧，难度
更是大大增加。当然，这也同时证
明了这种今天最受欢迎的大众文
艺形式正在进入更加繁荣的时期。

以“2018 年国产剧排行榜”
为关键词进行网络搜索，得到的众
多榜单大相径庭，说明在传播渠道
不再单一、观众口味越来越多元的
背景下，被“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
走”一致认可的现象级国产剧作品
已不太可能出现。

因此，本期观察把目标缩小，
只关注一些代表性的作品和由这
些作品引出的现象。

“改革开放40周年”无疑是2018
年国产电视剧最大的主题，以此为
题材的剧集在下半年集中播出，数
量是所有题材类型中最多的。

从内容来看，有以乡村生活和
农村改革为背景的《黄土高天》《年
年岁岁柿柿红》等，有反映民营企
业发展历程的《正阳门下小女人》

《你迟到的许多年》《风再起时》等，
有反映国企改革的《江河水》，有反
映海归与大学生创业的《归去来》

《创业时代》等，还有以小见大反
映一个地区发展的《北部湾人家》

《外滩钟声》《那座城这家人》等，所
涉及的领域和地域，所反映的生活
极其广阔。这些作品加起来，就是
一部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全景式

“史诗”。
此类题材电视剧中，最具代表

性、观众好评度最高的是《大江大

河》。这部作品的时间段是改革开
放的第一个十年，通过三个主要人
物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的命运沉
浮，串起了国企改革、农村集体经济
变迁和民营企业发展的时代主题。
电视剧不仅唤起了经历过改革开放
全过程的中老年观众的情感共鸣，
也获得了 90后、00后年轻观众的追
捧，收视率与口碑双双丰收，被业内
专家评价为现实主义题材剧作新标
杆、“主旋律精品力作”。

应该充分肯定这些电视剧创作
者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作出的巨大
贡献，他们引领观众回望这 40 年中
国走过的艰辛与辉煌，书写了一个
伟大的时代。但同时这些创作也有
不小的遗憾，将这部完整的“史诗”
拆开，单就每一部具体作品的质量
和受欢迎程度来看，能够与《大江大
河》比肩的作品并不多见，与此前同

样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电视剧精品
《鸡毛飞上天》《温州一家人》《历史
转折中的邓小平》等相比，也有不小
的差距。

可以说，“改革开放 40 周年”既
是年度国产剧创作的最大主题，同
时也是最大考验。一个考验是“还
原”，此类电视剧最大的难度可能就
来自于真实再现这段离我们并不太
遥远、因此还记忆深刻的历史，哪怕
小小细节上的“穿越”都能被观众识
破，让作品立不起来。另一个考验
是“提纯”，处理“改革开放 40 周年”
这一宏大叙事，需要对历史有深刻
的理解，同时又要有极强的故事讲
述能力。把人物和情节套入设定命
题的公式化处理失之生硬，让人看
不下去；试图以小见大地尝试又往
往会失之单薄，让人看不到背景丰
富的时代图景。

《大江大河》：“改革开放40周年”既是年度国产剧创作的最大主题，也是最大考验

谍战剧是多年来最受观众欢迎
的国产剧类型，2018 年同样如此。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年初先后播出的
两部作品《风筝》和《和平饭店》。

《风筝》是导演柳云龙的颠覆之
作，与其说是一部谍战剧，不如说是
带有谍战元素的红色特工传奇，一个
关于信仰的故事。谍战剧必须与信
仰有关，但大部分谍战剧的主人公，
或是经验丰富、聪明绝顶，或是遭遇
离奇、误打误撞成了特工，信仰只是
一层表明身份的底色，正如著名的文
化研究学者戴锦华对谍战剧的批评：

“如果我们不把‘谍战’这个题材当作
一个叙事样式，而是回归到本体，看
到它曾经贯穿了冷战历史、20世纪中
国历史，它折射出当年由国共两党所
代表的中国社会的两大命运和选择，
是一场真正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斗

争。我们就会知道，它是一条特殊战
线，是异常残酷的空间和考验。但是，
今天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谍战基本
就是办公室故事，主要围绕着轻描淡
写的斗智展开，说到底也不过是微妙
并且微末的人际关系的角逐。”而《风
筝》则把坚持信仰作为剧情的第一推
动力，所有情节的设置都以此展开，胜
利者不是因为个人的智慧或者运气，
而是依靠信仰的力量、坚守的力量。

《和平饭店》则是另一种颠覆，
丰富了谍战剧的场景和叙事手段。
它既是谍战剧，又是一个典型的密
室故事，所有矛盾冲突都被置于一
个封闭的空间，每一个角色的身份
都不雷同并承担完全不同的使命，
看似离奇的情节却能自洽，又因环
环相扣而有了张力。虽然这种模式
并不鲜见，可处理起来对创作者的

挑战巨大，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极
强的逻辑感，就会弄成一团乱麻，留
下无数漏洞或只能靠雷人桥段去填
补的坑。当然，这部剧的成功很大
程度上也归功于几位主要演员的演
技以及浓郁的东北风味，东北话特
有的喜感与紧张的情节之间形成的
反差极具感染力。

而与这两部“黑马”相比，随后
播出的多部谍战剧，虽然做足了宣
传，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其
中还算不错的《爱国者》《面具》，演
员阵容强大，从内容介绍上看比较
独特，但还是在讲故事上略欠一筹。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上
述提到的这几部作品中，除了《风
筝》，故事都发生在东北，让人看到
了东北近现代历史的特殊性与复杂
性以及巨大的待挖掘空间。

《风筝》《和平饭店》：两大“黑马”重新定义谍战剧

以《远大前程》为例，要说的是
2018年出现的一个新话题。

过去几年，关于国产剧比较集中
的话题就是“流量艺人”，有知名度却
没演技的娱乐明星几乎成了烂剧的代
名词，“数字小姐”“抠图小生”备受批
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知名编剧汪海
林的观点，“流量艺人”正在摧毁整个
大众娱乐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致使有实力的好演员无戏可演。

于是，在2018年，大量剧集的前
期宣传都以“戏骨”为噱头。《天盛长
歌》里，有陈坤、倪妮、倪大红、赵立
新、刘敏涛；《九州缥缈录》里，有张
丰毅、张嘉译、许晴；《猎毒人》里，有
于和伟、吴秀波……阵容最豪华的
当数《远大前程》，除了有陈思诚、袁
弘、佟丽娅、郭采洁等演技还算不错

的年轻演员，还有一大群老戏骨，倪
大红、刘奕君、赵立新、富大龙、黄志
忠等，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金光闪闪
的奖杯。

但这些作品却并未达到预期的
效果。仍以《远大前程》为例，前期
的宣传，除了老戏骨，还有 3.5 亿元
的巨额投资，有上海滩传奇做背景，
噱头十足，甚至喊出了“年度剧王”
的口号，但播出后却口碑平平，收视
率也由高走低。其情节设置、人物
设定以及主演陈思诚的演技都备受
批评。正如有评论所说：与其忙着
拉来半个娱乐圈的老戏骨撑场面，
以哗众取宠的表演方式博眼球，倒
不如踏踏实实打磨剧本，以高品质
的内容吸引观众。

另一个过去几年比较受人关注

的剧集类型——IP剧，在2018年也有
了新的变化。IP剧是指在已经形成一
定规模粉丝群的网络小说基础上改编
而成的电视剧，因为原创作品的粉丝
忠诚度高，容易形成收视热潮，“大
IP+流量艺人”一度成为电视剧“爆款”
的不二法门，但过度消费IP的副作用
也日渐显现，剧集同质化、粗制滥造、
抄袭等各种问题频频被曝光。

2018年的IP剧，数量仍然不菲，
从各大网络视频平台的点击量来看
都常居前列，可见从生产者到观看
者仍对大IP保持着追逐的惯性。但
具体到单个作品，虽有像《香蜜沉沉
烬如霜》这样的热门剧，但较前几年
IP剧的火爆程度已有所降温。

由此可见，流量艺人、老戏骨和
大IP都没有讲好故事重要。

《远大前程》：故事讲不好，老戏骨也扑街

核心
提示

《大江大河》剧照

《和平饭店》剧照

《正阳门下小女人》剧照

《风筝》剧照 《娘道》剧照

《延禧攻略》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