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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播的网络剧《陈情令》，凭借人气网
络文学的底本优势，精致的服饰、化装、道具，以
及高颜值的偶像演员，牢牢抓住了青春的“胃
口”。这部剧集的网络评分与业界口碑并不如
同期的《长安十二时辰》，其掀起的网络话题热
度却持续走高，与前者不分伯仲，可谓将“圈层
效应”演绎到了极致。

尽管热度很高，“一炮而红”却并不适用于
《陈情令》。根据其母本——网络小说《魔道祖
师》改编的同名古风动画，去年暑期档便已拿下
8.9的网络高分，以及破 16亿的点击量。今年，
真人版剧集更还原了不少原著“名场面”。“圈地
自萌”的强IP受众基础，让《陈情令》的走红显得
顺理成章。

但这部针对网络收视的“定向爆破产品”，
也引发业界另一重思考，影视剧这一传播率更
广的文化产品，在用精致与颜值投合青年受众
内心期待的同时，能否拥有更高的表达“野
心”——去进一步挖掘、展现与流量相匹配的大
格局？

火热网文+颜值偶像+知名声优
一次网络审美的“定向爆破”

“得网络审美者得天下”，这句话用在《陈情
令》身上再合适不过。这部作品简直可以被视
为一次针对网络审美的“定向爆破”，诸多制作
环节中，都藏着只有网生代才看得懂的“俚语暗
号”。

先来看改编底本。与《鬼吹灯》《盗墓笔记》
等经典网文“老前辈”相比，《魔道祖师》算是近
年最火热的“新生代”代表之一。2015年至2016
年，这部小说在内地某知名网络小说平台连载
时，其点击量便已突破十亿。小说不但有门派
斗争、虐恋情深、重生复仇等年轻网友喜爱的戏

码撑场面，还用一群性格鲜明、讨喜的人物，架
构起一个崭新的虚拟江湖。投合网络审美的情
节、人设，在互联网分享精神的助力下，吸引大
量粉丝。

对网生代审美的投合，也延续到了演员选
择这一重要环节。《陈情令》中的“双男主”扮演
者肖战与王一博，都是男子偶像组合成员，前者
来自选秀出道的“X 玖少年团”，后者来自偶像
经济龙头乐华娱乐旗下的跨国组合“UNIQ”。
二人自带的大量粉丝与“饭圈文化”属性，与原

著小说受众高度重合，叠加产生出“一加一大于
二”的话题效应。

与传统电视剧操作不同，在《陈情令》宣传
海报的最瞩目位置上，配音演员的名字被写在
了主演的旁边。这些“拥有姓名”的声音，早就
是青少年眼中自带流量的金字招牌。

拿为主人公蓝忘机配音的边江为例，为
大量热门游戏动漫广播剧献声的他，在微博
中粉丝量已超过 240 万，人气根本不输剧中主
要演员。

影视改编能否超越“圈地自萌”
承载更多精神内涵？

网络剧《陈情令》并非针对《魔道祖师》这一
网文大IP的首次产品开发。去年暑期档大热的

《魔道祖师》动画，第二季仍旧“在路上”；改编自
这部网络小说的广播剧采用了会员付费制方式
上线，播放量轻松过亿；去年暑假开始，小说中
人物的动漫形象已经纷纷跃上某知名品牌冰激
凌包装，成为虚拟代言人。

可以说，围绕《魔道祖师》这一大 IP的文化
产品矩阵已初具规模。这也引发业界的一重思
考：观众对不同文艺载体的内容与精神含量期
待，其实是不一样的。作为受众面更广的真人
影视剧，《陈情令》是否应该在用精致与颜值、

“甜”与“虐”的情节设定打动目标受众的同时，
跳出“圈地自萌”的亦步亦趋，在精神含量与文
化格局的开拓上更进一步？

在这一点上，收视口碑双丰收的电视剧《琅
琊榜》无疑是值得借鉴的案例。这部同样改编
自网络文学的电视剧作品，在尊重原著的同时，
亦放大了其中的仁义情怀，守土有责乃至家国
之思，被剧评人赞为“飘逸的正剧，沉稳的传
奇”。改编之初，制片方看中的并非原著的高人
气，而是其隐藏的精神潜力。买下《琅琊榜》版
权后，剧作更是经过了四年之久的打磨期，对网
文内容进一步去芜存菁后，才被奉上荧屏。

当然，青年文化产品自有一番天然的独特、
灵动与生猛，并非一定要走正剧路线。只是“好
看”之外，给予观众更多的感动与收获，理应是
大众文艺作品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网络改编
剧到底能成为一个可传代的独立大作品，还是
流于流行 IP矩阵中的一个小环节，考验的正是
其承载的精神文化含量。 据《文汇报》

根据网络审美“定向爆破”网剧《陈情令》大热

网络剧能否拥抱更大格局？

近日，小说短视频广告悄然兴起，这些投
放至各社交平台的网文短视频，时间通常不足
1 分钟，拍摄片段大多是小说中所谓最“爽”的
段落，如霸道总裁、穿越碾压等。不少网友表
示“成功吸引了看小说的兴趣”“想看连续剧”，
还建议拍摄成网剧。在抖音、快手上，也有不
少土味小剧场，包含古风、校园、爱情等类目，
有些点击率不输传统网剧。这类剧情类短视
频何以流行？拿小说“爽点”做内容的段子视
频兴起，这是文化消费的降级吗？

用网文“爽点”可视化来引流

这些以短视频方式呈现的网络小说要么
抓一个“爽点”，要么抓小说里的高潮剧情，有
些短剧的服装、化妆、道具还颇为考究，目的是
将用户引流至某小说阅读APP。

“这种网文小视频最早是一位小说作者自
己弄的，一度日销几万元，冲到销售榜第一。
后来很多作者和平台跟风，想通过这种方式达
到引流的目的。”网文作者古萧说。网文作者
苏觉也认为，这就和广告公司拍宣传片一样，
阅读APP找广告公司拍短片植入广告，和之前
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那些文字类的小说引流
是一样的。

拍摄小说短视频的投入不菲。古萧透露，
抛开演员、服装、化妆、道具等成本，光投放到
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一两万元是起价。“拍摄需
要团队和资金，所以现在基本上由网站组织拍
摄或运营。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些成本太高
了。”不过，随着短视频用户规模的扩大及习惯
养成，会有越来越多的小说阅读平台通过投放
小说短视频的方式引流。“在流量如此可贵的
当下，网文短视频的爆发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甚至可能会出现短视频账号，像电视剧一样连
载网文片段，或者出现大面积的用户模仿视
频，即用户来演、模仿小说的情节。”

在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浙江省网络作家协
会常务副主席夏烈看来，这种把“爽点”、套路
转化为剧情短视频，通过视听手段来传播或者
推动网络小说乃至于版权售卖的方式，其实颇

具产业智慧。“人们对视听的兴趣大于文字，用
视听手段刺激观众回到小说阅读中，对于扩大
网文作品的接触人群是非常有力的方式。”他
认为，剧情类短视频也带给传统文学启迪。

剧情类短视频可发力空间大

这些民间自制小剧场和以卖小说为目的
的片段翻拍，是否真的能衍生出未来的网剧？

有专家认为，这些视频吸引人的恰恰在于
“短”，“浓缩才是精华，长了就是‘雷剧’”。苏
觉认为，这类视频更像短视频段子的演化，强

调情节反转，并不是完整叙事。而且这些小说
本身质量并不过关，没有翻拍网剧的可能。夏
烈认为，这类短视频的时长功能决定了它是广
告式的，作为扩大传播、刺激小说阅读的辅助
手段。

看似短小精悍的土味小剧场或网文短视
频，实际上也与饱受诟病的网剧一样，面临演
技尴尬、剧情雷同、制作粗糙等问题。不过，剧
情类短视频或者“段子”类视频的流行，也有内
容生产者应关注和思考的地方。夏烈认为，段
子是带有互联网时代特点的创作，但目前还缺
乏优质的作品，可以发力的空间很大。

夏烈介绍，业界早有人指出，由段子手创
作改编的剧情类短视频，应是该类型作品的内
容发力点。“通常段子会有梗，有个故事核，具
备改编的基础，但能否变成剧情类短视频，麻
烦出在转化上。在一两分钟的时长下，剧情类
短视频的盈利模式是什么？优质的段子手能
否靠这个生存，有多少人愿意为作品付费埋
单？这些都是资本该想的问题。”

文化人应该坚守文艺最高线

不难发现，这一类网文短视频，实际上是
网络小说爽文模式的再复制。

这种网文小说视频、土味剧场流行是否是
一种文化消费降级？夏烈认为，目前看到的剧
情类短视频的主要市场还是在“抄底”。“它们
和网络文艺特别相近，这种介质决定了要兼顾
各种层级的文化口味，并不等于文化消费降
级。”在他看来，互联网让所有人都能低成本享
受文化内容，在接触面上磨平了很多鸿沟，是
件很了不起的事。但只看到大量人群上网带
来的巨大流量和背后的盈利模式，这样的行为
也需反思。“让互联网文艺逐渐提升，精英文学
作者、学者等一定要积极介入，引入高层次的
文化口味，对网络文艺积极引导。所有人都有
享受这个时代文化的权利，有时文化普惠会拉
低最低线，但是文化人可以坚守最高线。采用

‘介入式疗法’，五年或十年后，生态就会有变
化。” 据《解放日报》

小说短视频广告。

小说短视频广告兴起“甜宠”“打脸”桥段可视化呈现

小说拍“爽点”视频是文化消费降级？ “唐嫣是我一直很想合作的演员，这次
找她来演时简，让她在剧中哭得很惨。”唐
嫣、窦骁、杨烁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时
间都知道》近日登陆卫视，导演钟澍佳透
露，剧中唐嫣的哭戏特别多，“她的哭戏是
我看过觉得最美的。”

从业三十余年，钟澍佳执导的作品数
量颇丰，作为前 TVB 金牌制作人，他曾创
作《七十二家租客》《爆笑角斗士》等经典港
式喜剧，转战内地后执导过《兰陵王》《锦衣
夜行》和《择天记》。此次《时间都知道》是
他首次与唐嫣、窦骁、杨烁等演员合作。该
剧讲述唐嫣饰演的 31 岁女主角时简在一
次意外中遇险，一梦回到十年前，在梦中怀
着弥补现实未完成的心愿，为母亲治病、为
闺蜜引路，与窦骁饰演的未来丈夫叶珈成
相遇相知、共同奋斗，最后梦境消逝回到现
实。

钟澍佳说，在第一次读完剧本之后，就
被故事深深打动，认为几乎不需要改动就
可以拍摄。该剧剧本出自业内黄金搭档编
剧任宝茹、高璇以及周展、程雪菲两位青年
编剧的“四手联弹”，首次用时间作为推进
剧情的主轴，划分了梦境时空与现实时空，
因而剧中呈现出泾渭分明又相互交融的两
个平行世界。

剧中，唐嫣扮演的时简是“21 岁身 31
岁心”，怀着执着的爱倒追自己未来的丈
夫。大段的哭戏对于乐观、开朗的唐嫣来
说是不小的挑战。“每哭一次都要缓很久才
能恢复过来。”据搭档窦骁透露，剧中有段
戏是在老厂房，两人手拉着手，在沉默中泪
眼婆娑，“我们拍完这一场戏走出来发现导
演默不作声，才发现他也在流泪。”

演员杨烁此次出演沉着、冷静的易茂
集团总裁易霈，在梦境时空里爱上来自未
来的时简，却屡屡受挫。

此外，演员蓝盈莹在《时间都知道》中
饰演的赵雯雯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叛逆千
金。钟澍佳对其演技赞叹有加：“她的表演
每一次都能给我不同的惊喜，她是我们整
部戏中可能性最大的演员。”

据《北京日报》

《时间都知道》开播
唐嫣哭戏看哭导演

《陈情令》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