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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尚未过半，荧屏剧集精品迭

出。从《狂飙》到《漫长的季节》，两部现

象级作品串起了国剧的灿烂春天。今

年以来，《漫长的季节》《狂飙》《三体》

《去有风的地方》《爱情而已》《尘封十三

载》等作品，都成了网评分超过8分的高

口碑剧，整体上呈现出难得的剧集繁荣

现象。而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整个行业

不再迷信所谓的“互联网思维”，认识到

回归创作本身才是正道。

从快餐式剧集突围

纵观今年的高分剧，没有一部是以

“快”取胜。剧集的快节奏是指事件、矛

盾起承转合的快速推进。网感时代的

剧集制作，“快”被推崇备至，“慢”避之

不及。而在今年，很多热门作品都集中

表现为慢节奏、日常化的叙事风格，这

是近年剧集创作中较为少见的现象。

《去有风的地方》讲述大理的慢生

活，剧情不刻意制造冲突和强化矛盾，

劲吹田园治愈剧之风，实现了“一部剧

带火一座城”。《三体》播出后也被批节

奏过慢，却在收官后经历漫长的口碑爬

坡，豆瓣评分最终由8.0升至8.7，慢热正

说明剧迷对这部科幻巨制的认可。

从倍速追剧到短视频时代，长剧集

曾因跟不上时代的“快”而饱受质疑。

但现在，强情节、快节奏、多反转的快餐

式剧集消费，大都转向短视频制作的领

域。长剧集在突围过程中，则摸索出了

精品化、艺术化的市场定位，着力打造

充满沉浸感的观剧体验。

“慢”也体现在作品的制作周期

上。《漫长的季节》从立项、制作到正式

播出，历时整整 3 年，剧本反复打磨 11

个月，拍摄时间达到107天。对一部12

集体量的剧集来讲，这样的周期投入在

过去不可想象。正是因为主创秉持着

对艺术的尊重、对作品的打磨，才为观

众贡献了一部年度佳作，而这部剧引发

的爆款效应、长尾效应，又印证了长视

频高质量发展的市场逻辑。

真观察和真表达

前些年，剧集创作走上快消品制作

的道路，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的指导

下，很多作品有制作无表达，只剩迎合

与投机。观众要看爱情的“甜”和“虐”，

就搭建多角恋，上演情感车轮战，男女

主人公找不到合理冲突，就“憋着不说

闹误会”，强行制造更大冲突。情节先

行，创作本末倒置，导致剧情悬浮，人物

单一片面，逻辑前后矛盾。如此“互联

网思维”运用到剧集创作中，产生的是

大数据的机器思维，而不是人的思维、

人的情感，表面上的迎合观众，骨子里

是不尊重观众。

现实题材创作需要对社会现实有

真观察、真表达。同为爱情题材，《爱情

而已》的故事没有传统爱情剧情感关系

中的强情感、强冲突，这部爱情剧的男

女主人公有各自独立的内心成长线，他

们的爱情更多是在朝向自我完善过程

中的彼此滋养。剧情在慢节奏和弱冲

突中表现爱情的美妙，作品传递出青年

一代对心智成熟、人格独立新型亲密关

系的欣赏和向往，得到8.2分的高分。

充分挖掘人文价值是今年许多热

门剧集的立足点。《漫长的季节》中那些

看似细碎的生活情节蕴含了丰富的表

达。剧中对照呼应的一处闲笔意味深

长，中年的王响下班回家，看到钢厂退

休女工捡垃圾，面对生活艰难的独居老

人，他缺乏共情。18 年后，双方再次楼

下相遇，王响放慢脚步，充满人情味地

问上一句“吃没吃呢”，暖色调的画面衬

托出生活的温情。没有情节冲突的简

单白描，让观众看到人物、时代的深刻

变化。

观众水准不一样了

国剧繁荣的背后，是创作者对观

众有充足的信心和尊重。视频平台起

步期，受众群体相对单一，流行的剧集

类型比较简单。而现在，社会主流人

群已成为追剧主力，很多精品大剧的

数据，评论数和分享数并不比年轻向

的剧集多，但作品的观看量、点击量惊

人。

当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在用户结

构中比重越来越大，就会倒逼剧集创作

因势而变，捕捉大众情绪在当代的最大

公约数，用多样化、高品质的主流内容

服务观众。

在《漫长的季节》中，饰演罗美素的

演员林晓杰曾担心自己把人物诠释得

太生活，一点爆发力都没有，给演没

了。而在剧集播出后，观众评价林晓杰

的表演很高级，“演没了”才是“演有

了”。林晓杰为此感叹，“现在的观众水

准都太高了。”

很多剧集主创都感到今天的观众

不一样了，他们审美和认知水平都在迅

速提升。越来越多的观众可以理性看

待有复杂人性的角色，欣赏不着痕迹的

生活化表演，品味作品中蕴含的诗意表

达，由此形成高品质作品与观众之间良

性互动的循环：好作品拉升观众欣赏水

平，观众回馈作品好口碑。

据今晚报讯 武侠电影《射雕英雄

传：侠之大者》日前公布海报和主演阵

容，香港新派武侠电影代表人物徐克

重出江湖，引发观众期待。不过这次

人们的关注点还在于，金庸作品

在不断翻拍成电影、电视剧、网

剧、网络电影后，为何再次被搬上

大银幕？

久经考验的国民作品

去年以来，《倚天屠龙记之

九阳神功》《倚天屠龙记之圣火

雄风》《天龙八部之乔峰传》等金

庸武侠 IP 改编的电影接连在网

络上引发关注。为何改编翻拍

金庸武侠 IP 再度升温？不可否

认，金庸的连载武侠小说作品诞

生之初就具有话题性。1970 年，

金庸开始对这些作品进行长达

10 年的修订，有了日后广为流传

的《金庸作品集》。修订版与连

载版有很大差异，不少内容“近

乎新作”。金庸在后记中介绍，

《天龙八部》在出版时“曾做了大

幅度修改”，《射雕英雄传》“做了

不少的改动”。正是基于初始的

流行和畅销，再经过严谨认真的

修订，特别是进行了符合时代特

点和受众接受度的改写，才有了

人们今天看到的经典文本。

与此同时，在一次次被强化的

创作当中，被具象化的故事情节和

人物形象更巩固了经典IP的国民

性。比如，一提到东方不败，观众

就能想到身着红衣的林青霞；一说

到属于武侠江湖的音乐，就会哼起

“沧海一声笑”；以及在华语电影史上留

下一笔的《东邪西毒》和喜剧电影中的

经典《东成西就》等，影视作品在翻拍、

解构、重塑文字的同时，也扩大了经典

文学作品的受众，赋予文字以新的生

命力。

经典IP多次变形新生

作为金庸的代表作，《射雕

英雄传》自问世以来曾多次被改

编成影视剧。1958 年电影版中

曹达华、容小意塑造初代郭靖、

黄蓉之后，1976 版的白彪、米雪，

1977 版的傅声、恬妞，再到经典

的 1983 版中的黄日华、翁美玲，

以及 1988 版的黄文豪、陈玉莲，

1994 剧版的张智霖、朱茵，2003

版的李亚鹏、周迅，2008 版的胡

歌、林依晨，2017 版的杨旭文、李

一桐等，都塑造过不同时代的经

典人物形象。

回顾金庸武侠 IP 改编作品，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大银

幕电影作品占据主流，即使是分

为上下两集或者系列电影，创作

者也会用当时最受大家喜爱的

电影作品呈现故事。观看电视

连续剧的热度快速升温后，随之

又诞生了各种与小说体量相当

的电视连续剧版本，无数“80 后”

心中经典的黄日华、翁美玲版郭

靖、黄蓉，古天乐、李若彤版杨

过 、小 龙 女 ，都 是 那 个 时 代 的

代表。

进入互联网时代，网剧对金

庸武侠作品进行了新一轮诠释，

虽然不再有那种“万人空巷”的影

响力，但一些更为年轻观众所接

受的表现手法被广泛应用。特别

是一些大导演、老戏骨纷纷“触

网”，尝试通过网络电影再现金庸

武侠 IP 作品，吸引了不少年轻受众。

此番，徐克又将《射雕英雄传》拍摄成

大银幕作品，这种“回归”能否让经典

的武侠 IP 在新主流观众中再获认可，

我们拭目以待。

据新华社电 第十八届、第十九届

中国电影华表奖近日在京揭晓，《我和

我的祖国》等 10 部影片获第十八届华

表奖优秀故事片奖，《长津湖》等 10 部

影 片 获 第 十 九 届 华 表 奖 优 秀 故 事

片奖。

陈凯歌等凭借《我和我的祖国》获

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导演奖，龚格尔

等凭借《流浪地球》获第十八届华表奖

优秀编剧奖。徐克等凭借《长津湖》获

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导演奖，张冀凭

借《夺冠》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编

剧奖。

演员奖项方面，张译、任素汐凭

借《我和我的祖国》分别收获第十八

届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和优秀女演

员奖。刘烨凭借《守岛人》获第十九

届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张子枫凭借

《我的姐姐》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

女演员奖。

《远去的牧歌》获第十八届华表奖

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奖，《片警宝音》获

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

片奖，《动物出击》获第十八届华表奖

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一点就到家》

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

奖，《守望相思树》获第十九届华表奖

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树上有个

好地方》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少儿

题材影片奖。

近年来，优秀的青年电影人不断为

电影行业注入新鲜血液。《老师·好》获

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青年电影创作奖，

《人生大事》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青

年电影创作奖。

此外，《古田军号》获第十八届华表

奖优秀电影音乐奖，《远去的牧歌》获第

十八届华表奖优秀电影摄影奖。《长津

湖》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电影音乐

奖，《刺杀小说家》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

秀电影摄影奖。

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

奖参评影片为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6月30日期间上映的国产优秀影片，

包含故事片、少儿题材影片、农村题材

影片、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和动画影片等

多个类别，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发展成就

的一次集中展示。

据新华社电 近日，北京冬奥会

官方电影《北京 2022》开启全国公映，

展现“冬奥人”在赛场内外为梦想拼

搏、为友谊喝彩的闪耀瞬间和感人故

事，记录下“一起向未来”的精彩冬奥

篇章。

《北京2022》由张艺谋监制、陆川执

导、张和平担任总顾问，历时三年策划、

摄制。冬奥赛事期间，陆川带领的北京

冬奥会官方电影团队穿梭于北京、延

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聚焦赛场上昂扬

进取的运动员、热情洋溢的冬奥志愿者

和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让观众跟随镜

头，回顾这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

会。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观看《北京

2022》后表示，这部影片唤起了他对北

京冬奥会的情感与记忆，也让大家看到

了奥林匹克精神。巴赫说：“真正无与

伦比的北京冬奥会留下了精彩、令人印

象深刻的官方电影。”

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遗产

委员会委员、国际顾拜旦委员会委员侯

琨说：“这部影片非常好地诠释了北京

冬奥会的无与伦比，能带给每个人感

动，让人们去思考未来应该如何更加紧

密地围绕奥运五环去创造更好的世

界。”据中新网电 近日，“全球华语少儿

科幻大奖书系”新书首发活动亮相2023

少儿科幻大会暨第三届少儿科幻星云

奖活动现场。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马姗

姗代表出版方致辞。她谈到，从史前人

类，到未来世界，从科考探险，到外星穿

越……“全球华语少儿科幻大奖书系”

承载着各位作家基于科学深邃的想象，

对未来创新的展望。

作为该套系的主编之一，雨果奖

得主刘慈欣在采访中特别谈到了科幻

阅读对青少年的思维能力培养起到的

积极作用。“科幻是基于科学的一种想

象力，它与童话、神话不同，直接描述

人和大自然，人和宇宙的关系，所以能

让小读者对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对

真实的世界有着更开阔的视野，也有

着更丰富的想象力。另外，科幻是一

种可能性的文学，它描述了宇宙的多

种可能，描述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对

于小读者会起到开阔视野、开拓思维

的作用。”

谈起“全球华语少儿科幻大奖书

系”，刘慈欣表示，这套丛书非常注重题

材的多样性和故事的生动性，十分贴合

青少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希望小读者

们能从这套丛书中感受到科幻的魅力，

也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让科幻给小读者

们带来更多的启迪和更多的快乐。”

丛书主编董仁威表示，“这套丛书

面向青少年读者，所以文本会更精练、

短小，希望小读者能够以这套丛书为大

门，进入到科幻文学这样一个丰富多彩

的、充满魅力的领域里面，感受更多的

科幻阅读带来的快乐。”

据悉，“全球华语少儿科幻大奖书

系”将于近期面世，该丛书共收录第二

届少儿科幻星云奖原创专项奖作品12

部，囊括了远古大陆、人工智能、脑科

学、三星堆揭秘及秘境探险等主题，涵

盖少儿星云专项奖金奖作品——宝树

的《猛犸女王》，银奖作品——贾煜的

《改造天才》，以及特别奖作品——董仁

威的《三星堆迷雾》等。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科普室主任

李玉帼介绍，“《猛犸女王》是一部史诗

般的作品，阅读它的感觉仿若在读一部

波澜壮阔的人类进化史。《改造天才》是

一个既充满想象，又关切现实的科幻故

事。书中，有因智商差异而强行被分层

的孩子们，因激烈的竞争而过度焦虑的

家长们，折射出我们真实的世界。《三星

堆迷雾》将科普、科幻与历史文化、民

俗、考古等元素联系在一起，呈现了科

幻多元素融汇后散发出的交响乐般的

魅力。”

据齐鲁晚报讯 由黄晓明监制,李

太阁执导,黄晓明、闫妮、涂们、阚清子

领衔主演,张嘉鑫、王影璐主演的电影

《最后的真相》,日前官宣定档8月18日

并发布定档海报。

黄晓明作为电影《最后的真相》的

监制,除了把控电影质感与内核外,还倾

情出演律师丁义峰一角。不同于以往

影视剧中的精英人设,本次黄晓明的银

幕形象令人“大跌眼镜”。定档剧照中,

没有豪车华服加持,丁义峰(黄晓明饰)

头顶上包扎着纱布在街边摊充饥,破败

的面包车带着他四处走访,相比其他的

律师,丁义峰更像是一个挣扎求生的边

缘人。对于角色的“不体面”黄晓明表

示,“我觉得任何行业里都有成功的人,

也都有不成功的人。丁义峰这个角色

虽然生活得不如意,但他一直坚持做自

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实力派演员闫妮、涂们、

阚清子也在影片中奉献了精彩的演

出。闫妮谈及与涂们的首次合作表示,

“我每次回想起涂们老师都非常感激,

见涂们老师的第一面就让我相信了我

饰演的金喜妹身上发生的一切。”

随着电影《最后的真相》定档官宣,

有观众感怀演员涂们,“能再次看到涂

们的作品很感动。”

据人民日报讯 近日，

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和汉

中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3“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发布活动在陕西汉中举

行。活动以“深化互信，凝

聚共识”为主题，揭晓“信”

字为2023“一带一路”年度

汉字。

据了解，经过相关领

域权威专家学者和媒体评

选推荐，“信”字最终在 9

个候选汉字中脱颖而出，

成为2023“一带一路”年度

汉字。“信”字本义为言语

真实，引申指诚实、信用。

“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

信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文

明互鉴之路。共建“一带

一路”更需要诚实守信，相

互信任，增强信心。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

长郭卫民表示，汉字文化

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内

容，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了

解中国、读懂中国的一扇

窗口，要继续创新开展“一

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等

特色活动，不断增进中华

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华

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活动现场还揭晓了活动吉祥物朱

鹮的名称。吉祥物朱鹮取名为“文小

洋”。“文”取自活动的主标识，“洋”表示

朱鹮来自汉中市洋县。

据北京青年报讯 由欢娱影视出

品，高寒执导，郭晓东特别主演，张楠、

李小冉、张博、郑凯领衔主演的非遗文

化都市剧《正好遇见你》近日登录爱奇

艺和腾讯视频播出。《正好遇见你》同名

小说也将同步在番茄小说连载。该剧

讲述了以文艺编导鱼在藻、青年文物专

家陶唐为核心的综艺团队为展现中华

文明之美，齐心协力推出一档文化类电

视节目的故事。

据悉，该剧邀请了超过 50 位知名

艺人，以单元形式呈现出一场别样的文

化盛宴。除主演阵容外，从目前已发布

的海报中，还能看到惠英红、秦岚、佟丽

娅、吴谨言、金晨、景甜、李一桐、尹正等

实力大咖的身影。他们将穿插于各单

元剧情中，围绕着各类非遗技艺的传承

与发扬演绎出动人故事。

剧集不仅以寻找文物背后的技

艺，挖掘人和历史文化传承的故事为

核心，还展现了年轻态职场元素与传

统文化审美的奇妙碰撞。剧中由年

轻人为核心所构建的综艺团队《传

承》节目组，在职场上利用自己的专

业技能，寻找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审美

价值，追求传统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在“戏中戏小剧场”中对特定历史时

期的人物服饰、妆容等进行了创作以

求 最 大 限 度 上 还 原 当 时 的 情 景 氛

围。这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更会运

用独特灵感来挖掘非遗技艺在时代

潮流下可重现荣光的另一面魅力；用

现代化的视听传媒，让文化故事表现

出生动鲜活的可看性。

结合已经发布的匠人海报和“非

遗文化版”预告，可以看出在快节奏

的新时代下，仍然有这样的一群传统

匠 人 坚 守 着 对 传 承 非 遗 文 化 的 初

心。花丝镶嵌、缂丝、沪式旗袍、玉

雕、陶瓷……这一件件非遗作品背后

承载的是无数匠人们代代传承下来的

智慧结晶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热爱。

剧中将有 10 余位非遗匠人出镜，亲自

讲解其传承历程。

《正好遇见你》是首部在苏州博物

馆取景拍摄的电视剧。为了保护文物，

剧中的出镜文物都是仿品，而为了保证

整体画面效果，剧组在仿品制作时投入

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仿品细节逼真

到使用高清镜头拍摄时都不虚的效果，

力求让观众更有代入感。

今年以来剧集精品迭出，创作不再迷信快消品制作

“反流量模式”带来国剧春天
北京日报记者 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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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真相》定档暑期
黄晓明首演“废柴”律师

《正好遇见你》开播“大咖”邂逅非遗

“全球华语少儿科幻大奖书系”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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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揭晓

《北京2022》开启全国公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