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季的 “姐姐 ”们尽管
个性不同，但都表现出极强的
争胜心理，引发了观众特别是
女性观众的共鸣

◆现象级的诞生

去年《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上线之
前，中国的社会生活已经因为疫情发生了不
小的改变，出行限制也大大地限缩了大众的
娱乐方式，疫情带来的恐慌在去年上半年里
成就了许多悬疑题材影视作品的火爆。随着
高温的到来和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紧张
的社会神经逐渐放松下来，人们不再需要借
助紧张情节带来的刺激间接释放压力，需要
的是更为直接的狂欢，《乘风破浪的姐姐》应
时而生。

第一季的“天时地利人和”并不只在于
满足了大众对狂欢的渴望，还有对被忽视的
女性的关注。 “悬疑”这一小众影视题材大多
是“男性向”的，较为封闭的生活使得女性开
始进一步审视自我，第一季的出现恰好提供
了大量可供讨论的女性话题。

第一季是自带戏剧冲突的。从前期小道
消息传出参加节目的艺人名单上看，许多都
是“兴风作浪”能手，观众抱着吃瓜看戏的心
态来，看到的是艺人的职业素养，乘兴而来
带着改观而归，这种反转是第一季留住大多
数观众最直接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对于公平的期待。

而“浪姐”最具戏剧性的地方恰在于它
在节目形式上天然的不公平。 “选秀偶像”在
东亚娱乐圈里向来都处于产业链的起步端，

让有一定实力、 有作品且已成名的艺人做
“爱豆”其实是一种“贬低”，它直接指向了根
本的矛盾，即影视行业对“青春”无限制的、

盲目的推崇以及对女性角色的严苛限定，导
致大量有实力的、 有才能的女艺人得不到合
适的工作。 在“不公”面前，那些自感被边缘化
的女性观众是可以和女艺人获得共鸣的。 参
加第一季节目的女艺人们尽管个性不同，但
都在镜头前展示出了极强的争胜心理。 观众
可以从女艺人身上看到自己， 也能看到身边
的朋友同事，共鸣的存在让女艺人变得鲜活。

遗憾的是第一季没有完全满足观众的
心理期待，节目到了后期充满了刻意引导结
论的趋势，“成团”结果也很敷衍，不少通过节
目“翻红”的女艺人流连在其他各式各样的
综艺里，继续消费“浪姐”带来的热度，回归到
赚快钱的死循环里。 人们渴望着亚马逊女战
士一般永远美丽、英勇无畏的女性开辟一条
新道路，结果“就这？ ”

第二季尝到了第一季童话破灭的后
果， 期待被降低的结果是下降空间的限
缩。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不假， 倘若没有期
望失望还很大的话， 不及格的风险瞬间提
高。 不幸的是， 高唱 《A?娱乐》 的 “浪
姐” 第二季只能提供 “F?娱乐”。

第二季缺乏可圈可点的段落， 总体
上很 “平”。 “平” 的另一种意思就是
缺乏矛盾冲突。 矛盾冲突就是戏剧的灵
魂， 这一灵魂的本质在于处在既定环境
中的人物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和欲望，

而同阻碍自己的障碍展开一系列的斗

争。 没有矛盾冲突就证明人物的诉求和
欲望是不明确的， 而欲望是人行动的根
本原因和动机来源， 也是观众理解人物
的原点。 观众需要通过人物处理与面对
这些欲望的方式和态度了解人物的人
格， 而人物实现欲望所作出的努力和成
长则构成了戏剧行动发展过程。

在第二季， 虽然有拒绝拉票、 不争
不抢只靠实力说话的吉克隽逸意外切合
时代对于女性群体内部互助的推崇， 也
有在互动中不断靠人格魅力形成权威感
的周笔畅， 还有积极表现的李菲儿等艺
人为自己争取到了观众好感， 但整体上
观众看到女艺人们实现欲望的唯一行动
就是来参加节目， 然后按照节目的流程
走下去。 观众想要看到 “姐姐” 们的更
多面， 可能看到的要么是第一季姐姐的
影子， 要么是延续自己此前留给大众的
固有印象———她们中有不少都是娱乐新
闻的常客， 有些更是以 “戏多” 闻名，

在戏外制造出的戏剧性故事远比她们在
影视作品或是其他类型的舞台上呈现的
表演更加精彩、 更加鲜活， 这些鲜活的
片段尽管随着当事人淡出公众视野而变
得日渐模糊， 却塑造了女艺人在公众心
目中的既定形象。

很难讲是“姐姐”们本身就是如此，

还是节目编排的原因所致。 “续作”往往
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鲜感的
丧失，第二季为了应对这种丧失也做出
了一定的改变，在赛制上出现了团战、奇
袭、换位、安可等，评价体系上也有舞台
喜爱度、观众喜爱度、“姐姐喜爱度”等维
度。 不过形式上的创新并没有带来什么
根本上的改变。 所谓的“奇袭”就是下位
圈挑战上位圈的举动，这理应成为节目
中戏剧性的高潮，然而由于分处于上、下
位圈的“姐姐”在实力上相差太过悬殊，

导致设想中的戏剧性时刻呈现出来更像
是“喜剧性”时刻，女艺人们几乎没有什
么机会表现自己的勇气和争胜心，“高光
时刻”只有喊口号。

与此同时， 节目还安排了大量环节
来表现女性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的二元
对立。 在宿舍里， 参与者们以母亲、 妻
子、 女儿的身份进行着大量关于亲子问
题和母亲角色的讨论， 女性的个体性消
弭在话语中。 而对女性家庭身份的不断
强化， 则意味着与 “独立女性” 概念发

生某种程度的冲突。 舞台是艺人的职业
空间， 在舞台上的所有表现都是女性为
了实现自我的独立意志和独特价值所做
出的努力。 职业空间并不同家庭空间发
生绝对冲突， 但对身份的选择和对社交
话题的选择却能够体现出每个人对个体
价值的排序。从最后播放出的画面来看，

第二季“姐姐”们成就自我的欲望似乎远
小于成就家庭的欲望———并不是说成就
家庭的欲望有可以非议的地方， 只是它
与这档节目火爆的社会成因背离。

从表面看， 第二季的滑坡源自第一
季的火爆带来的压力， 但仔细想来， 无
论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 这档节目似乎
还没有找到自己明确的定位。 如果说它
想成就一个实力强劲的跨界女团， 在第
一季最终成团名单的选择上就很有问题。

越是有个性的艺人越是难以以团体的形
式活动， “浪姐” 第一季结束后成团试
图兼顾成员人气和团队活动， 这本身可
能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反之又
意味着个体吸引力的有限， 第二季或许
能够打造一个相对更加完整的团体， 但
是在这个原子化的社会里， 缺乏个体吸
引力的团体能够蓄积的能量注定是有限
的。 如何掌握二者之间的平衡， 这确实
就是一道难题。

艺人是靠获得大众关注存在的职
业， “想红” 没有任何错， 《乘风破浪
的姐姐》 第一季能红并能助力熟龄女艺
人翻红本身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毕
竟比起空谈， 节目真抓实干为 “姐姐”

们提供了一份工作。 严格意义上综艺称
不上 “作品”， 却可以为个人能力展示
和公众形象重塑提供平台和空间， 为观
众了解艺人多提供一条路径。 正因为如
此， 我们对这样的节目才抱以更高的期
待———演艺行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

外部风高浪险， 对熟龄女性并不友好，

因而才需要 “乘风破浪”。 而一旦毁掉
了观众对节目的期待， 堵死更多熟龄艺
人的机会， 这才是真正的 “兴风作浪”。

对于艺人和节目而言， “红” 的终
极指向是 “常青”。 想要从 “三十而励”

中再发现黑马， 实现 “三十而骊”， 驰
骋千里， 参与艺人和节目恐怕都需要端
正心态、 重新审视自己才行。

（作者为剧评人）

●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往往可以改编为多部影视作品，

一个故事因此可以持续讲述， 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联性和
连续性增强， 观众黏性也进一步增强。

●网络文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后集聚的新流量也会对
原作形成反哺， 能否获得影视公司青睐， 被改编为影视
作品， 已经成为当下网络文学创作的重要目标。

荨▲一批改编自网络文学的影视剧相继

热播。图为张若昀、李沁主演的《庆余年》（左）

与肖战、 吴宣仪主演的《斗罗大陆》（上）剧照

网络文学创作较为自由， 得益于
网络的包容性： 它不受出版资源的限
制， 也不受传播媒介的束缚， 自诞生
起就因其题材和类型的多样而吸引读
者， 当网络文学大举进军影视， 影视
创作的题材类型就得到进一步拓展。

例如， “穿越” 这一元素在传统
影视中很少出现， 但是在网络文学改
编兴起之后， 已成为当下影视创作的
重要题材， 《庆余年》 便是其中的佼
佼者。 在剧中， 患有重症肌无力的现
代青年重生在古代世界， 成为皇妃叶
轻眉之子范闲， 而后发现叶轻眉竟然
也是一位穿越者。 按照惯例， 一般穿
越故事中穿越者都会利用现代经验为
自己谋取便利， 推出各种现代发明博
得眼球， 但是在 《庆余年》 中， 由于
有叶轻眉穿越在前， 范闲想通过制作
玻璃、 香皂和白砂糖等古代稀缺物件
谋取富贵之路便被堵死， 这既为主角
提供了足够的阻力， 强化了剧集的叙
事张力， 同时也颇为戏谑地解构了传
统穿越故事的惯用 “套路”。 更具有
想象力的是， 在改编之后， 该剧把原
来的穿越故事包裹在一个 “套层结
构” 之中， 将其表述为一个大学生笔
下用现代思想与古代制度进行碰撞的
科幻想象， 这就让观众能够更为客观
地跳出故事， 去思考故事中的文明碰
撞， 欣赏悬念十足的权谋斗争。

网络文学对影视创作题材的拓展
还体现在这样一些作品中： 《斗罗大
陆》 改编自唐家三少的同名异世玄幻
题材网络小说， 该剧打破同类影视的
武侠片套路和个人英雄主义， 描绘了
一个以武魂为修炼体系的瑰丽世界，

着重表现团队协作的精神和守护心爱
之人、 维护正义的价值观念， 巧妙将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奇幻叙事之中，

为改编赋予了文化纵深； 《黄金瞳》

改编自同名鉴宝题材网络小说， 该剧
将关于都市异能的奇思妙想穿插在严
肃的文物鉴定故事中， 既丰富了故事
的趣味性， 又别出心裁地展示了许多
历史文化 “干货”；《全职高手》改编自
同名网游竞技题材网络小说， 讲述游
戏高手叶修与一众队友征战赛场的故
事，迎合了时下火热的电子竞技浪潮，

引发年轻人群体的强烈共鸣……这些

题材在先前的影视创作中几乎无从得
见， 但在网络文学改编浪潮兴起后，

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荧屏上， 而后
逐渐形成了当下影视创作题材类型多
样化的繁荣局面。

网络文学也改写了影视作品的创
作方式。 通常而言， 网络文学的文本
内容更丰富， 它依托于网络资源的无
限性， 作者不再受实体媒介限制， 一
部网络小说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

能够将非常宏大的故事娓娓道来。 进
而， 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往往可以改编
为多部影视作品， 一个故事可以通过
多部影视作品持续讲述， 作品与作品
之间的关联性和连续性增强， 观众黏
性也进一步增强。

《大江东去》 共有三卷本近 150万
字， 分别讲述 1978-1989、 1990-1994、

1995-1998三个时间段的改革开放故事，

历史跨度长达 20年， 生动刻画了企业技
术工人、 知识分子、 国企领导、 政府官
员、 农民企业家、 个体户和海归等经
济改革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 涉及到
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 有着
原作小说的宏大故事打底， 改编电视
剧 《大江大河》 便可以利用三部曲进
行持续讲述， 总集数甚至超过 100集。

从目前已经收官的前两部来看， 该剧
已经拥有相当稳定的观众基础， 口碑
也持续攀升， 虽然第三部还在筹划阶
段， 连剧本都未完成， 但观众已经翘
首以待。 可以说， 网络文学对影视产
业再生产带来的助力是前所未有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 网络文学以创
意和想象力为根本诉求， 为影视创作
提供了无比重要的吸引力 。 例如 ，

《长安十二时辰》 的原著小说便起源于
知乎上的一个问答： 在问题 “如果你
来给 《刺客信条》 写剧情， 你会把背
景设定在哪里” 下面， 作家马伯庸脑
洞大开地构想了一个刺客潜入长安城，

各方势力藉此展开明争暗斗的故事，

在短短的 3000余字中， 故事叙事视角
频繁切换， 多条叙事线的交叉推进为
故事带来了电影蒙太奇般的紧张感。

而后， 这个创意便被马伯庸进一步完
善写成了 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 最后
被改编为近年来叙事结构最为巧妙的
网剧 《长安十二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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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之外能否催生更多精品
何源堃

是什么阻碍了她们乘风破浪？

随着《斗罗大陆》《上阳赋》《风起霓裳》《有翡》《暗
恋·橘生淮南》《我的时代， 你的时代》《灵域》《赘婿》等
一批热播剧的亮相，有一个趋势正日益明显，即网络文
学改编已成为当下影视创作的新常态。 这促使我们思
考，网络文学究竟为影视剧创作带来了什么？改编影视
的持续火热又对网络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面对这些问题， 结合近期的代表性作品对网络文
学与影视艺术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互动进行分析， 或许
能够发现答案。

最近一段时间，一批改编自网络文学的影视作品相继热播引起关注———

戴桃疆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收官不过几个月，第二季就上线了。

和第一季一样，第二季上线仍然显得“突然”，但和第一季那种陨石
坠落般的冲击力不同，第二季开局就走势平平，第一次公演之后豆
瓣评分更是跌破及格线。 大众仍然能在每周的固定时间在微博上
看到有关“姐姐”们的热搜话题，可总体上无人在意。

和天时地利人和全占的第一季相比，《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
季三样要素一个都没有，它在口碑与关注度上的滑坡仿佛是从一
开始就注定了的。

艺人是靠获得大众关注存在的职业。 综艺虽然称不上“作品”，却可以在作品之外为大众了解艺人
多提供一条路径。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样的节目才抱以更高的期待

一种关注

新综艺·新观察

随着改编影视愈发繁荣， 影视产
业裹挟而至的庞大资本与惊人流量也
反过来影响到网络文学生态， 甚至一
定程度上改写了网络文学的创作方式
和产业格局。

一般而言， 网络作家的稿酬收入
都微乎其微， 但如果作品能够得到青
睐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那么就能拿到
为数可观的版权费， 网络大神更可收
获千万级别的版权费； 而网络文学被
改编为影视作品后， 集聚的新流量也
会对原作形成反哺， 继续扩大其影响
力。 因而， 能否获得影视公司青睐，

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已经成为当下网
络文学创作的重要目标。

目前来看， 影视改编较为青睐的
网络文学题材主要有五类， 分别是宫
斗、 玄幻仙侠、 青春爱情、 灵异和穿
越。 总体上， 这些作品不少是基于女
主视角进行讲述， 主要目标观众也是
女性。 像前段时间热播的 《有翡》 便
是一部女主武侠剧， 该剧改编自晋江
热门小说 《有匪》， 讲述出身于四十
八寨的少女周翡闯荡江湖、 行侠仗义
的故事。 以往， 武侠剧大多是通过男
性视角进行讲述， 所着重刻画的也都
是男性的阳刚之气以及兄弟情义、 快
意恩仇， 而网络文学改编兴起后， 像
《有翡》 这样的女主武侠影视已经屡
见不鲜。 在网络文学改编影视热度持
续攀升的影响下， 此前在网络文学中
略微弱势的女性文学逐渐兴起， 直观
可见地， 晋江文学、 红袖添香和潇湘
书院等以女性文学为主的网站影响力
不断提升， 平台规模不断扩大， 在起
点 、 创世和纵横等老牌综合网文平
台， 专门的女性频道也得到开辟。 此
外， 在影视改编的影响下， 穿越、 玄
幻、 仙侠和青春校园等热门题材的网
络文学创作愈发繁荣。

从间接影响来看 ， 在高人气之
外， 得以被改编的网络文学作品必须
具备的基本条件就是具有较好的叙事
性以及正面的价值观 ， 像 《大江大
河 》 的原著 《大江东去 》， 《有翡 》

的原著 《有匪》， 《上阳赋》 的原著
《帝王业 》， 《沉默的真相 》 的原著
《长夜难明 》 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

尤其 《大江东去》， 因为其现实主义
的深度和历史书写的广度， 曾获中宣
部 “五个一工程” 奖， 被誉为 “描写
改革开放 30 年的史诗级作品 ”。 因
而 ， 在网络文学 IP 化之后， 越来越
多的网络作家开始重视作品的可改编
性， 不仅在叙事上下功夫， 注重内容
的深度， 同时也对暴力和色情等负面
内容保持足够警惕 ， 可以说 ， IP 繁
荣所造就的创作新生态也以软性约束
促使网络文学质量进一步提升。

当然， 虽然近年来网络文学改编
影视爆款频出， 但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其中存在的不足和隐现的问题。 当下
的网络文学改编影视还存在题材和类
型日益集中化的趋势， 题材的扎堆导
致许多改编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出现同
质化， 甚至出现因盲目跟风而造成的
粗制滥造。 因而， 虽然在网络文学改
编影视中不乏 《大江大河 》 《庆余
年》 《长安十二时辰》 这样的高质量
作品， 但是高流量低质量的作品也不
在少数。 归根结底， 影视改编不能只
看到网络文学的流量， 以过度依赖粉
丝的方式获取利益， 也不应盲目跟风
追求热度， 而应该从愈发繁荣的网络
文学创作中借鉴有价值的题材与创
意， 推出更高质量的改编作品， 从而
避免故步自封， 视野日益狭窄。

（作者为武汉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
究生）

网文 IP与影视热剧：

影视改编持续爆红反塑网络文学
创作格局

网络文学拓展影视作品的题材类
型和创作方式

◆续集的降维

第二季尝试在形式上创
新， 却反而让参与的 “姐姐”

们显得面目模糊 ， 观众无法
感受到她们的欲望和诉求

从《长安十二时辰》到《大江大河》

更加注重叙事性和内容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