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网络微短剧凭借其体量轻、节
奏快、时长短的特点，受到观众喜爱，呈现
爆发式增长态势，并成为行业热议话题。从
行业的发展历史来看，网络微短剧是网络视
听政策、技术、市场、艺术多方力量推动的
产物，是典型的新形态、新业态，它有着互
联网传播的天然基因，也延续了长视频创作
的艺术审美特点，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展示出
其自身独有的优势。我们在看到其对增强行
业发展动能、创造行业新赛道的突出贡献的
同时，还要关注网络微短剧创作与传播上的
一些问题，引导其持续健康发展。

业界一般将2020年称为“网络微短剧元
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 《关于网络影视剧
中微短剧内容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在重
点网络影视剧备案中新增“网络微短剧”类
别，推动网络微短剧逐步走向规范化、精品
化。数据显示，仅2022年上半年，取得备案

号的网络微短剧就高达2859部，机构制作网
络微短剧数量同比实现超 500%的增长。截
至 2022 年 10 月，各平台已发布各类网络微
短剧超过 104 万个，累计播放量超过 2987
亿次。

随着网络微短剧市场快速发展，早期粗
糙的制作水平和艺术质量已经无法满足观众
需求，一些力量薄弱的“小作坊式”创作团
队被淘汰，一些长剧集制作公司、院线电影
公司、网络电影公司、MCN 机构等团队纷
纷涌入网络微短剧赛道，其中既有华策、柠
萌、长信、灵河、开心麻花这样的传统影视
和经纪公司，也有阅文、米读、凤凰联动、
中文在线这样的网文平台，还有一批原本做
甜宠剧的公司，也加入了网络微短剧队伍，
极大提升了网络微短剧的质量。在网络微短
剧创作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其题材也更加
丰富多元，特别是 2022 年以来，融入了医
疗、律政、传统文化、时代旋律等元素。在
内容付费层面，网络微短剧主要采取流量分
账与点播付费形式。2021年，网络微短剧分
账票房最高的剧集 《大唐小吃货》，还只有
1000 多万元，而腾讯视频 2022 年数据显
示，短剧《拜托了！别宠我》三季上线，最
终斩获3249万元，刷新网络微短剧分账票房
纪录。

总的来看，在网络视听行业商业模式遇
到瓶颈、亟须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的当下，
网络微短剧成本低、周期短的优势更加凸
显，吸引大量人才涌入，并为行业输送了一
批优秀导演、编剧、演员等新鲜血液。网络
微短剧创作规模和播放量的持续扩大和提

升，说明其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推动
行业发展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也应该看到，网络微短剧因其自
身发展规律，成为网络视听创作新风口，在
创作与传播上确实还存在鱼龙混杂、泥沙俱
下的情况，影响了行业的整体发展。首先，
部分网络微短剧在价值导向上存在偏差，

“豪门落难、底层逆袭、穿越重生、一雪前
耻”的元素充斥其中，这与“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等主流精神价值不符，且不少机构并
没有网络视听制作传播相关资质。其次，格
调不够高。近年来，网络视听行业呈现精品
化态势，逐渐摆脱早期“低俗粗陋”的刻板
印象，做到既有“意思”也有“意义”。但
是部分网络微短剧追求“流量至上”，存在
格调不高的情况，比如有的刻意放大家庭矛
盾，有违传统美德。正因如此，网络微短剧
有时也被批评为“电子榨菜”“文化快餐”。
再次，题材和创作视野偏狭。客观地说，虽
然网络微短剧正在走向规范化、精品化，但
题材偏狭现象依然突出，爱情类题材占据绝
对优势，而讴歌新时代、聚焦普通劳动者生
产生活的较少。此外，与长视频相比，有的
网络微短剧创作缺乏生活质感和人间烟火
气，从中很难看到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还有的剧制作较为粗糙，因为制作成本少、
周期短等原因，演员、场景、服化道摄等都
显得比较业余，达不到影视艺术创作播出的
水准。这些作品的出现，无疑影响了观众对
网络微短剧的印象。

网络微短剧是网络视听行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经过近年来的探索与实践，整个行业

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即要想实现健康长远发
展，必须走规范化、精品化之路，而绝不能
任由其“野蛮生长”。

那么，如何走好网络微短剧规范化、精
品化之路？一是各视频平台要把好网络微短
剧的内容关、资质关、算法关，在审核上要
与网络影视剧同一标准、同一尺度，明确

“红线”与“底线”，遏制导向不正、品质不
佳作品的传播，加强对创作机构的资质审核
以及优化平台算法推荐机制，让反映主流价
值的优秀作品得到更多推荐。二是有关部门
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出台网络微短剧相关指
导意见，加强选题规划，进一步打通对于传
统内容形态和新兴内容形态同一尺度、同一
标准的管理机制，实现对视听内容领域的全
方位、全流程、系统性引导与管理。三是建
立精品推优扶持机制，弘扬主旋律，加强对
精品创作的扶持力度，用优质作品占领主阵
地。当前，部分电视台将传统栏目剧衍生为
网络微短剧，以公信力实现传播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提升，让网络微短剧成为政府部门高
效传播民生政策、传播正能量的新形式，这
些经验值得推广。

可喜的是，近期微信、抖音、快手等平
台针对网络微短剧创作传播问题，主动作
为，制定了相关的平台规则，强化价值导
向，打击不良内容和账号，规范传播秩序，
取得了良好反响。这也说明，行业从业者只
要遵循“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
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的原则，坚持依法管
理，多措并举，形成合力，定能共同推动网
络微短剧向高质量发展。

推动网络微短剧规范化精品化发展
□胡 祥

11
2023年2月17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刘常俭 责任编辑：田恬
电子邮箱：hbrbds@163.com

家
国
情
怀
中
的
人
生
抉
择

—
—

读
梁
晓
声
《
父
父
子
子
》

诗酒人生的美丽与哀愁 ——彭敏《曾许人间第一流》赏析

电影与现实的对话和连接 ——评汪荣《当代电影专题研究》

□陈佳露

在电影《一一》之中，导演杨德昌借由
人物之口说道：“如果电影跟过生活一样，
那谁还会想去看电影，过生活就好啦。”的
确，究其一生，人能体验的生活和能看到的
风景都是极其有限的，正因如此，电影才能
成为我们延伸生命的工具。当然，关于电影
和人生的话题，总有不同的导演在演绎，也
总有很多话要说，可是，“说电影”何尝不
是一件难事呢？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综合了文学、
美术、音乐等的长处，并以运动影像的方
式建立了独特的艺术属性。法国著名导演
罗伯特·布列松在一次采访中谈论了对电
影的看法，在他看来，电影的核心是场面
调度与镜头设计，镜头本身具有的形式，
以及被摄入镜头的、在场景中自然生成的
新鲜的、不可预测的东西，使得电影成为
独一无二的艺术，而不再是对剧场、对戏
剧的复刻。

我们很容易从本能上感知到电影的美，
不论如今的电影是讲述跌宕起伏的情节，还
是呈现光鲜亮丽的场景，从观众视角而言，
都非常容易忽略银幕背后的东西。汪荣的

《当代电影专题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22
年7月出版），就是让我们跟随作者来到银幕
背后，对当代电影进行细细探究，因为电影

既 有 鲜 明 的 艺 术 特
质，又有强烈的文化
意味。本书以七个章
节来介绍与电影相关
的知识，包括电影的
艺术特性、电影的叙
事系统、作者电影与
影像美学、类型电影
与电影工业、电影的
跨媒介改编、华语电
影生产和文化研究理
论等内容。作者让读
者了解电影的叙事和
视听语言，当然也把
电影放在一个广泛的
社会、历史与政治环
境中，侧重从电影的
文化属性思考电影与现实的对话和连接，开
启电影文化议题的讨论。

开篇比较有意思的是，提到了电影和
眼睛的密切关系。电影本身就是一种视听
艺术，所以提到电影，不得不提到摄影
机，这是视听艺术产生的必要物质条件，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摄影机是我们与世界的
中介。在这里，汪荣从三个维度来探讨电
影和眼睛的关系。首先，电影中的观看是
一种权力关系，法国学者雅克·拉康曾提
出“凝视理论”，电影评论家劳拉·马尔维

进一步延伸出“男性凝
视”一词，反映了好莱
坞电影中男性对女性的
控制性凝视。不过，近
年来随着女性权益的进
一步提升，在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的电
影课堂上，也相应出现
了“女性凝视”一词，
归根到底反映的是电影
会一定程度体现性别角
度和权力角度的让渡与
变迁，而这是值得研究
的议题。其次，摄影机
和 眼 睛 也 有 欲 望 的 关
系。电影带有窥视的机
制，希区柯克就曾提出

“电影的本质就是偷窥”，他的作品 《后
窗》 就用了望远镜这个窥视的道具。最
后，值得关注的还有眼睛和情感的关系，
通过镜头语言来感受导演的情感。比如土
耳其导演锡兰的 《三只猴子》，在结尾的缓
慢节奏中，好像可以看到导演的出场，他
怀着一种怜悯之情观看着摄影机下的人物
和世界。

此外，电影史上还产生了一批具有强烈
风格和特色的作者电影，每个作者电影的导
演又带有一套自我的影像美学建构。比如王

家卫的电影，呈现的便是回环往复、欲语还
休的抒情特色。当然，不同地区的不同导演
各具风景，也是在电影的发展中借助各种因
缘际会形成的某种电影现象。而有些地区特
有的风格，让电影美学别具一格，比如艺术
与美感、魔幻与烟火并存的山城重庆等，这
种特定地缘文化的表达，也会为电影发展带
来不同的叙事风景。

当然，电影不单单只是艺术，同时也有
着强烈的社会关怀，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也会发现一些人物塑造和环境语言的背后是
社会面貌的重现。比如美国影片《小丑》便
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社会的
极度不公平造就了小丑，而小丑的报复为美
国现实中的社会情绪提供了宣泄的出口。韩
国的多部社会性影片，在上映后也产生了巨
大影响，比如 《熔炉》 震荡了整个韩国社
会，在民众呼吁下，光州案件被重新审理，
涉案人员被重新调查，也促使韩国政府修订
相关法案，加大对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性侵害
案件的惩罚力度。

总之，在本书中，汪荣试图通过七个章
节的内容设置来阐述当代电影所涉及的重要
话题。不过，电影终归是实践艺术，在理论
的指导下，观摩电影可以更直观地让我们感
受到电影的美。这场为了人类而创造的不曾
存在的梦，也正在一步步往更美的方向发
展着。

□米丽宏

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
璀璨明珠，其文化理想与生命情感陶冶了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在美丽诗句的背后，有着
怎样渊深海阔的“小宇宙”？现代社会的我
们，如何撩开神秘面纱，去体味诗酒人生的
美丽与哀愁？

《中国诗词大会》 第五季总冠军彭敏所
著的 《曾许人间第一流》（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7 月出版），鲜活讲述了古代诗人的
生活与追求，以散文化叙述、戏剧化情节和
网络热梗，令人在快乐阅读之际，视野
大开。

跟随作者诙谐、幽默的笔触，读者好似
穿越到了李白、杜甫、苏轼等 29 位诗人身
边，见证他们人生的起伏跌宕，体味他们的
喜怒哀乐。我们发现，诗词不是高高在上的
日月星辰，而是伴你左右的温暖灯光。“大
诗人不用杵在神坛上，自带干冰，浑身冒仙
气，他完全可以像你身边的某个同学、朋
友，有血、有肉、有趣、有料，可亲、可
感、可笑、可爱。”

没想到，田园诗派创始人陶渊明年少时
竟是个学渣，学习一般，种地不行，懒得社
交应酬，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最后干脆任性
地回乡下了。既然打工艰难，那么躺平也是
一种生活方式。

天才少年王维比陶渊明的运气好多了，
年少时凭着才华得到岐王李范的神助和玉真
公主的青睐，有了官职。不想后来因偷看皇
帝专属的黄狮子舞而获罪，从云端跌至谷
底，又遭遇打压，还遇上了“安史之乱”，
元气大伤。

提到阮籍，便想到了竹林七贤，作为自
带光环的主角，阮籍三岁时父亲病逝，好在
父亲朋友多，他自己也争气，很快出落成一
个才华横溢的有志青年。遇到不想接的工
作，他也会想办法拒绝。当司马昭准备替儿
子向阮籍女儿求亲时，阮籍将迷糊用到极
致，整整六十天将自己弄得醉眼蒙眬、口齿
不清，最后居然把这件事搪塞过去了。

书中，彭敏将“建安七子”称为“中国
文学史上响当当的男子天团”；在写陶渊明
时，副标题是“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
烂过一生”；说到孟浩然，“给我三个好友，
我能撬动地球”；李清照被称为“宇宙第一
才女”，还用了歌词“我就是我，不一样的
烟火”……

作者说，当他扎进诗人们长长短短的人
生，就“仿佛漫步在彩丽竞繁的美术馆，又
似乎穿梭于众树歌唱的大森林。一个个鲜活
的灵魂伸出繁盛的枝条，用跌宕起伏的故
事，也用字字珠玑的诗句，向我倾吐着心
迹，诉说着衷肠。我有时欢欣鼓舞，有时感
慨唏嘘，有时扼腕长叹，有时忧伤涕零。我

仿佛跟着他们活了好几十辈子，深深体味着
人生的美丽与哀愁。”彭敏以自己的专业素
质和对诗歌的热爱，在史实与妙趣中间寻到
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一方面于史实的层面
毫不含糊，一方面在细节上尽情发挥想象，
使得本书既有据可循，又生动可读。

“曾许人间第一流”，出自清代诗人吴
庆坻的 《题三十小像》，诗中颇有怀才不遇
的牢骚苦闷。彭敏以此为书名，是因这句
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很多诗人怀才不遇的
一生。千百年来，许多优秀诗人的名字流
芳史册，在民间也是妇孺皆知，但在他们
自己的时代，却是无足轻重的。无论是李
白、杜甫、李商隐，还是李贺、韩愈、柳
宗元，太多的诗人年少时都曾壮志凌云，
要做世间第一流人物。他们登高时大呼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遭冷遇时为
自己打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
万里”；他们心事浩茫，以天下为己任，位
卑言轻却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
淳”……只是命运云谲波诡，曾经的意气
风发终究被揉搓得千疮百孔，而他们诗词
的感染力，很多就来自这种才华无处兑现
的失落与苦楚。

中国人讲究知人论世，人品和文品往往
是放在一起讨论的。一个文人之所以被喜
爱，一方面是他创作出了许多深入人心的经
典作品，另一方面，也和他的人生经历、人

格魅力密不可分。彭敏在写作苏轼时，重点
书写了他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乐
观旷达，显示了坚持的可能、前行的力量。
苏轼的幽默个性、吃货属性，又是那么接地
气，一点也不高高在上。他所提供的人生叙
事、价值理念，契合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普
遍情感，所以为人所崇敬和喜爱。

是的，没有谁的人生全是春风拂面、锦
绣花开，诗人有诗人的命途，普通人有普通
人的快乐。拼搏向上、不断变好，才是所有
人永恒不变的人生目标。

网络微短剧是网络视听行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年

来的探索与实践，整个行业已

经形成基本共识，即要想实现

健康长远发展，必须走规范

化、精品化之路，而绝不能任

由其“野蛮生长”。

□胡胜盼

2022 年，梁晓声的长篇小说
《中文桃李》 出版时，面对读者，
他曾表示自己的“梁记面食店”
要 关 张 了 。 而 其 最 新 长 篇 小 说

《父父子子》（中信出版社 2022 年
12月出版），极有可能是梁晓声长
篇小说的压轴之作了。“我这一个
中国作家，老了老了，却终于也
为表达由衷的敬意创作了一部小
说，实在是我该做的事，也实在
是一种光荣！名下有此书，身为
中国作家，又去一憾也！”梁晓声
的话，足见 《父父子子》 在他心
中的分量。

《父父子子》 为铁血儿女列
传，饱含敬意。小说以东北高氏家
族几代人的命运，串联起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五十年间中国的
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并创造性地将
视野扩展至海外华人及世界局势，
于一个个坚忍勇毅的人物中窥见时
代历史的变迁。《父父子子》 的推
介语中，称赞该小说是一部“五十
年中华民族奋争史”，与 《人世
间》“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共
现百年中国的波澜壮阔。其实，简
而言之，梁晓声想表达的依然是一
种家国情怀里的人生选择。“中国
之近代的史，不唯苦难，不唯悲
情，亦有大气节大义勇在焉。一批
批铁血男儿，坚毅女子，乃是真真
实实的存在。他们和她们，当年为
救亡图存，振兴中国，肝脑涂地终
不悔的初心，与日月同光，共山河
永在。”书中人物鲜活可感，有共
产主义战士、红色资本家，也有海
外华人、二战英烈……国仇家恨穿
插爱的温情，无意探讨人性，却超
越了人性。

梁晓声是哈尔滨人，《父父子
子》的出版，实际上也了却了梁晓
声的一桩夙愿。他几次回家乡，都
表示要写哈尔滨的百年历史。为
此，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直
到时机成熟方才动笔。《父父子
子》不吝笔墨地描绘了东北沦陷前
异彩纷呈的“东方巴黎”和之后噤
若寒蝉的“人间地狱”。笔下有真
情，胸中有敬意。小说中流淌着游
子们对家乡的眷恋和情思。游子的队伍里，有小说中
人，也有写小说的人。

《父父子子》 以“父”与“子”牵连起个人与家国
一起成长的故事。小说中有多对父子关系——高鹏举与
父亲、高鹏举与儿子、高鹏举妻弟与岳父、高鹏举的司
机孙师傅与孙师傅的儿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
祸福避趋之”，1935年冬，在积贫积弱、大厦将倾的旧
中国，在日军铁蹄下，一个留美归来、喜欢吹萨克斯的
富家少爷高鹏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重大抉择。
高鹏举的妻弟、纽约唐人街帅气青年赵世杰，本来有机
会站在百老汇的聚光灯下享受鲜花和掌声，却毅然选择
加入飞虎队，奔赴惨烈的远东战场。高鹏举的儿子高
坤，不想做那个被保护的人，选择为了保护他人而走进
硝烟和炮火，战争结束后，又因有一技之长而选择留在
渺无人烟的北大荒。

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抉择”成为中国人精神信
仰里的底色。这种底色，就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
死其犹未悔”的信仰传承。梁晓声说：“若纷纷从历史
中走来，不知可列成多少方队？若这样的方队经过天安
门广场，又该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情形？继往开来的
中国人若缺少了他们和她们的基因，便也只有一直悲情
下去！”如果说《人世间》是从人间烟火里，写出了中
国人内在最柔软的深情，那么《父父子子》就是从浩荡
的历史中，写出了中国人最坚不可摧的刚烈。

《父父子子》 中人间悲喜、民族大义兼而有之。小
说以特别的跨国叙述视角，呈现出国人和海外同胞异地
同心的“双城记”。以哈尔滨和纽约为空间坐标，历经
四代人，跨越五十年，缓缓铺陈中国经历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纵深到新中国成立后开发
建设北大荒等重大事件，打破常规的叙事角度，力求最
大程度地给人以亲历者自述般的现场感。梁晓声试图以
文学的形式促进海内外华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情
怀上的大团结。

其实，《父父子子》 在叙事上不断切换视角，多少
也有点无奈。由于常年伏案写作，梁晓声的颈椎病和
腰椎病都比较严重，因此，为了尽量在不破坏情节流
畅性下压缩篇幅，就不得不做一些妥协，不然铺展开
来又会是百十万字的大长篇，这对于梁晓声来说实在
力不从心。但是，特别的叙述视角也给了读者特殊的
阅读体验，这又不得不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
榆”了。

《父父子子》 讲述的故事，何尝不是梁晓声又一次
和年轻人推心置腹的坦诚对话。梁晓声对艰难人生的礼
赞，实际上是对生活中真善美的礼赞，为历史作证，为
善良辩护，为正义伸张，为生活承担，因此他的写作总
会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