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日前由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

学院发布的《2020-2022年微短剧发展

观察报告》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到

2022年9月，长视频平台共上线965部

微短剧，备案总量3297部。可以说，迅

猛增长的微短剧市场和中长短剧集一

起构成了当下影视文化生态的新格局。

不过，在微短剧市场繁荣的背后，

优质作品少、总体投资回报率不高等

问题也日渐暴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尹鸿日前在“加快短剧发

展，弘扬中华文化”专项研讨会上指

出：“互联网文化每一次的高速发展都

会经历披沙沥金、提质重品的过程，这

是自然且必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

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替微短剧

走向精品化指出一条道路：“挖掘出当

代价值和普遍意义，具有当代性、普遍

性、人类共通性，作品才具有长久性。”

短、平、快、竖的特点符合
当下的用户习惯

微短剧具有短、平、快、竖的特

点：能够快速反映创作者想表达的内

容，能让更多年轻人和新公司参与进

来，以竖屏形式弱化了空间性，强化

了叙事性，节奏更快，使观众的关注

点更集中。微短剧无法逃脱影视作品

的普遍规律，提升品质仍是观众最根

本的诉求。

今年年初在腾讯视频播出的 《拜

托了！别宠我》目前累计分账票房已

突破3000万元，第三季度在优酷播出

的 《千金丫环》 分账票房也超过了

1000万元。相比长剧来说，微短剧的

投资少、周期快，可以实现“以小博

大”的市场效果，因此引发众多影视

内容制作者入局。

已有部分制作精细的微短剧在商

业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也在传播上

通过观众自发分享“名场面”实现了

“破圈”。

以微短剧 《夜色倾心》 为例，剧

中由演员刘些宁饰演的人物穿越到一

部漫画里成为了女主角，而这部漫画

又是非常俗套的甜宠恋爱加霸道总裁

的剧情，所以她在不得不扮演好漫画

女主角身份的同时，作为一个知道自

己是漫画人物的“真人”又忍不住吐

槽随处可见的甜宠剧俗套桥段。例

如，当刘些宁扮演的角色被坏人绑架

关在一个仓库里后，她随便扭了几下

就挣脱了绳索，然后吐槽说：“甜宠

剧里的女主角即使被绑架也是保持美

美的，而且不会被真的绑住。”屏幕

前的观众“秒懂”这段吐槽是在讽刺

何种影视现象，在弹幕里哈哈哈笑了

起来。

很多类似这种“又土又上头”的

搞笑剧情让不少观众自发把《夜色倾

心》片段搬运到微博、抖音等平台讨

论，形成很好的二次传播效果。目前

《夜色倾心》分账票房收入超过700万

元，微博话题阅读量累计高达7亿，而

第三方影视数据统计机构猫眼发布的

2022年第三季度短剧报告中直指《夜

色倾心》“成为短剧在社交媒体讨论度

的新标杆”。

数量井喷之下，微短剧的
质量更需要去芜存菁

除了部分有鲜明特色的作品之外，

微短剧整体仍存在重复化严重、品质良

莠不齐等问题。据《2020-2022年微短

剧发展观察报告》统计，已播出的微短

剧中爱情和古装的数量占比达到总体的

半数。

一些恋爱题材的甜宠剧剧情单薄、

制作粗糙，为网友所诟病。例如缺乏男

女主角情感进展的铺垫，只是简单地以

大量亲密镜头堆砌剧情，以至于一位观

众在某部古偶微短剧评论区质疑：“虽

然很多观众喜欢嗑CP，但男女主亲的

次数也太多了吧，有必要吗？”此外，

很多参演微短剧的演员的表演也较为敷

衍，无法让人满意，甚至让观众“懒得

批评了 ”。

大量参与者看中微短剧市场“以小

博大”的特点，却忽略了这个领域成功

率低的风险。在参与过数部微短剧作品

的制作人陈益韬眼中：“一年200部作品

赔掉180部，靠分账赚钱的才几家，这

是这个行业的常态。”尽管单个微短剧的

投资少，但微短剧市场总体的投资回报

率不高。

近来，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

等长视频平台纷纷推出各自的微短剧

分账方案，业界认为，长视频平台从

定制微短剧转向分账微短剧，这本身

也是降低市场风险的信号。

增速迅猛的微短剧市场繁荣背后问题也日渐暴露

微短剧提升品质需创作者披沙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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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旸）昨天起至12

月11日，京沪港三联书店精品图书联展

首次在沪上七家实体书店同步开展，北

京、上海、香港三家三联书店在新时代

联合推出270种精品力作，代表了“三联

书店”这一历史悠久品牌目前的最新出

版水平。

参展七家书店包括上海香港三联

书店、上海书城九六广场店、上海书城

长宁店、上海古籍书店、思南书局、钟书

阁 ·徐汇店、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等，大

多为近年开业或重装的新型融合书店，

注重开展多元文化活动，致力为市民打

造舒适休闲、有文化气息的阅读空间，

备受年轻读者关注。“本次联展不仅是

京沪港三家三联书店在新时代的首次

联展，也是上海出版发行人在三联创始

地向出版的致敬之举。”上海香港三联

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路培庆告诉记者。

三联书店的前身分别是1932年邹

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共同创立的生活

书店，1935年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

创办的新知书店以及1936年李公朴、艾

思奇、黄洛峰等创办的读书出版社。

1948年，三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 ·读

书 ·新知三联书店，此后在香港延续至

今，即现在的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

司，简称“香港三联书店”。1951年三联

书店部分主体迁回北京，并入人民出版

社。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在

北京成立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也

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三联书店。同年，

又在三联书店的发祥地上海，成立了生

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后改

名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由上海图书

公司、上海三联书店、三联书店（香港）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上海香港三联书店

有限公司。这就是国内现存四家冠以

“三联书店”品牌的前世今生。

京沪港三联书店自成立至今，为读

者奉献了1.8万余种优质图书，其中北

京三联书店6000余种，上海三联书店

7000余种，香港三联书店4000余种，以

社科人文为主，被誉为知识分子的精神

家园。

此次联展精选书籍出版时间以近

年精品好书为主，如北京三联书店《我

们仨（第三版）》《干校六记（精装新

版）》《将饮茶（精装新版）》《读毛泽东

札记》《决胜——解放战争如何胜利》

《什么是教育》等；上海三联书店《苏轼

十讲》《哈德良回忆录》《新定位时代》

等；香港三联书店《吾国吾港——狮子

山下的讲述》《这里是中国（第二版）》

《叶灵凤日记》《夜空中最亮的星：香港

战疫纪事》等。

270种精品中也有老版本图书，如

北京三联书店《中国大历史》（2003年

版）、《万历十五年》（2006年版）、《美的

历程（精装）》（2009年版）；上海三联书

店《品酒:罗宾逊品酒练习册》（2011年

版）、《大象在屋里——萨提亚模式家庭

治疗实录》（2014年版），香港三联书店

繁体中文版老版书更多，如《明式家具

珍赏》（1985年版）、《宜兴紫砂珍赏》

（1992年版）、《大紫禁城——王者的轴

线》（2005年版）、《一章木椅》（2007年

版）等，有些在市场上已很难买到，具有

珍藏价值。

此外也有不少大众生活类书，如

《群芳谱——当代香港电影女星》《碗筷

双双》《香港谈食录——中餐百味》《阅

读南京路》《上海lady》《吃主儿（新版）》

《旧时书坊（新版）》等，颇受读者欢迎。

同时在上海香港三联书店开展的

三联书店老版本图书特展，则由上海三

联书店及韬奋纪念馆提供，包括当年生

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出版发

行的书刊。其中不少书籍在战火纷飞

的年代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

作出了卓越贡献。此外，还有三店合并

为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早期出版

的书籍、《读书》杂志创刊号等。

据悉，联展由上海市出版协会、市

书刊发行行业协会等主办，将持续至12

月11日，以此向三联书店前辈致敬。展

销期间，三联书店图书将以定价八折销

售优惠读者。

申城七家实体书店同步参展，致敬三联出版品牌

京沪港三联书店首次在沪联展270种精品

作为沪上群文创作一年一度的“检阅”，2022年上海市群文

新人新作展评展演11月28日落下帷幕。6天时间里，来自16个

区文旅系统、共青团市委、市残联、中福会少年宫、上视小荧星

艺术团等选送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四个门类162个原创作

品轮番登场，进行了11场激烈角逐。为对接群众文艺领域政府

最高奖——群星奖，今年在舞蹈类别中增加了广场舞的评比。

本次展评展演的作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反映新时代、凸

显上海特色，展现了一个个可信、可敬、可爱的奋斗者形象。群

舞《轨 · 迹》为轨道交通建设者谱写赞歌；方言小品《上阵母子

兵》以快递职业为切入口构建安全美好的生活图景；童声合唱

《时光剪影》展现了都市弄堂里温馨的儿时记忆；越剧小戏《书

包》述说着家长的爱和无奈。

一批凸显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作品，令人眼前

一亮。群舞《那扇门那盏灯》以中共一大召开为背景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重奏《东滩戏鹬》融合古琴、瀛洲琵琶等非遗技艺，以

极具海派风情的爵士乐抒生态文明新时代之音；女声独唱《俏

水乡》根据青浦田山歌创作，展现江南水乡的柔美细腻……

在疫情防控之下，今年沪上群文创作仍然保持一定数量

和水准，让评委倍感欣喜。特别是中青年专业人才的占比加

大，使得群文创作呈现出朝气蓬勃之态，形式更加多样。比

如舞蹈类除了传统表现方式外，还有非遗入舞、农民画入

舞，跨界创新视觉呈现；音乐类传统与现代作品齐聚一堂，

江南风、爵士风、阿卡贝拉竞相争辉，器乐创作近年来进步

比较大，在全国处于前列；戏剧类不仅有沪剧、越剧、锡剧

小戏，还有各种类型的小品，题材丰富广泛、理念样式新

颖；曲艺类凸显上海曲种特色，整体比去年更上一层，创作

队伍进一步扩容，传承和创新齐头并进。

“162个原创作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中不少对生活的

理解和挖掘都有独到之处，可以看出创作者们的用心。”市群艺馆

党总支书记、馆长吴鹏宏认为，这与各个区近年来越来越重视群

文创作、加大投入有关。从本次展评展演的作品来看，群文创作

已由原来几个区“独大”，逐渐走向均衡发展，16个区“各领风骚”，

郊区特别是远郊此次选送的作品可圈可点。

评委们也为群文创作者们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比如，专业

院校的毕业生进入群文领域，如何创作出符合群文特色的作

品？专家建议，群文演出的表演者都是非专业演员，因此在舞

蹈技法、合唱的和声创作中均需考虑非专业表演者的接受能

力，应扬长避短，发挥群文作品优势，以情动人，创作出更多符

合群文特色、更易在群众中广泛传播的作品。

再比如，展现上海特色已成为越来越多群文创作者的共同

追求，但是否根据某个区的地域特色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富有上

海特色？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此外，评委们提出，声乐类的歌词创作仍是“软肋”，建议歌

词尽量简短，用鲜明的形象来传情达意；而小品和曲艺的文本

创作也需进一步加强。主办方表示，新人新作展评展演不仅是

发掘优秀作品和人才的平台，同时也是发现问题、培育新人新

作的地方。后续，将针对性开展培训、文本讨论会等，让新人得

到更好的成长，让新作更好地打磨成为优品精品，为三年后第

二十届群星奖的选拔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次展评展演由市文旅局主办、市群艺馆承办，将评选出“优秀群文新作”“群文

新作”和“优秀组织奖”，于12月公布结果。获“优秀群文新作”的作品，可获得参加文

旅部“群星奖”“中国老年合唱节”“中国少年儿童合唱节”和“华东六省一市戏剧小品

（地方小戏）大赛”“长三角流行歌曲创作（合唱歌曲创作、民族器乐创作等）大赛”、京

津沪渝四直辖市等各类创作比赛和交流展演上海地区选拔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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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手艺一个个鲜活的生发

地，在尝试拾回人与自然联结共情的同

时，是否还能摸索作为精神遗产的手艺

在当代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

工业文明对手艺造成不可逆转的

冲击之时，将手艺媒介特性化为艺术形

式，是否能让渐行渐远的手艺拥有无边

的想象、令人憧憬的未来？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携手香奈儿

文化基金最近发起“新文化制作人”项

目第一季“手艺再兴”，以双展并行的形

式探寻中国手艺前行的动能——左靖、

王彦之策划的《回到未来：穿越时代的

屏障》，以乡村建设为出发点；冯立星、

吴有策划的《狂人之丘》，借力当代艺术

的创造动能。两个截然不同的切口打

开两种解题思路，探索中国手艺再兴之

路并留下诸多思考。

以手艺重建当代生产体
系，带动乡村振兴

专注于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的文化

杂志《汉声》创始人黄永松在“重回手与

艺的现场”圆桌论坛上，以自己近半世

纪关于民艺的田野调查道出：“有好的

手工艺，才有好的轻工业、重工业。”由

此可见，对于手艺的复兴，其意义远在

手艺之外，重要的是重建一种当代生产

体系，以手艺带动乡村振兴。孕育传统

手艺的原生土壤里，蕴藏着推动其再出

发的契机；而被激活的传统手艺，葆有

其文化艺术内核的同时，却已不再拘泥

于旧时的生产方式。

玉扣纸，一种上品毛边纸，因其纸

质细嫩柔软，色泽温润如玉而得其名，

频频用于国家档案、史集、佛经、族谱

等。作为玉扣纸重要产地之一的福建

省宁化县，近年来凭借对玉扣纸的复

兴，渐渐走出产业之路。展览《回到未

来：穿越时代的屏障》以文献方式系统

回顾左靖团队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围

绕“乡村 ·百工”展开的民艺复兴实践案

例，如黟县百工、木刻、玉扣纸、木活字，

在技艺所生长的社会土壤以及当代生

活场景中寻找答案。

展厅里一部由鬼叔中新委任创作

的纪录片，记载了这样一条颇具启发意

义的路。片中，宁化县玉扣纸复兴者马

华骏透露，今天的玉扣纸正在尝试以八

种产品成系列地往外走，除了其传统用

法，还探索出很多新用法，例如用以包

裹油炸鸡块的食品用纸，用以制作榻榻

米推拉门、墙壁的建筑用纸，用以生产

花灯、纸船、折纸的文旅用纸。他坦言，

造纸的过程尽可能保持传统手工，但这

并非如古人般潜入简陋的纸寮里生产，

而是在现代化的无尘车间手工造纸。

此外，当地复兴玉扣纸，培训了大量年

轻人掌握这门手艺，确保人才不断档，

也借力种种现代化检验手段，更好地为

质量保驾护航。

海拔4700米的青海玉树甘宁村，

是一片异常寒冷的草原，被当地人称

作“连牦牛也颤抖的地方”。在当地政

府和一批设计师的支持下，当地牧人

依靠自己的双手，生产出一系列手工

艺产品，借助2015年成立的“帕卓巴

游牧人合作社”品牌，走上游牧社区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帕卓巴游牧人合

作社在展览中作为复兴具体手艺展开

的务实实践，以一种综合的“社会设

计”思维，为手艺再兴提供参考方

案。这一合作社扎根在七栋80平方米

的牧民定居房内，设计师们为合作社

成员提供公益的手工技能培训和设计

支持，并为其规划主打产品——家居

用品和服装配饰。牦牛绒、羊毛等都

是在藏地方便获得的材料，合作社社

员则以人工擀毡、手工刺绣等方式，

让整个制作过程零污染。

当代艺术与传统手艺彼
此碰撞、互相滋养

当机械化生产取代手工生产成为

主流，世界各地的传统技艺其实都面临

尴尬处境。

在展览《狂人之丘》中，刘建华、袁

旃、倪有鱼、付小桐等11位艺术家每人

带来两件艺术作品。每件艺术品都以

高强度、反效率、质朴得纯粹的“日常劳

作”方式也即“手艺”作为创作语言。它

们展开一种如狂人般的创作状态，为传

统手艺的未来给出新解，也为当代艺术

自身找到新的可能。

例如，以手工宣纸为媒材，无数次

用针在纸上刺孔，让这些不同方向的针

孔日积月累，直到缓缓呈现出山峦起伏

或是惊涛骇浪的图像，这来自付小桐的

“疯狂”；通过上漆、打磨、披麻、挂灰等

十四道工艺循环往复，邵译农十年如一

日般让一棵沉睡水底千年的阴沉木继

续“生长”，用凝固的漆艺还原自然的时

间流逝，赋予朽木以新的年轮。这样的

当代艺术作品，有着艺术家们坚持亲力

亲为和大量时间的投入，凝结着一种值

得唤醒的诚意；而又因各自大开的“脑

洞”，为传统技艺赋予更多思考与表达

的能力。

借当代艺术的创造力，其实早有探

明的前路。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媒体

学院副院长王受之以日本竹工艺为

例，点出其从传统“唐物”到当代艺术

转换的可能。自19世纪80年代起，日

本的竹编即突破日常生活用品的范

畴，逐渐演变成艺术品，不断吸收现代

西方结构主义等艺术理念，有了竹雕

等更具现代性的诠释方式，甚至被美

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站上世界当

代艺术的舞台。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发起“新文化制作人”项目第一季

找寻多元解题思路，探路中国手艺再兴

■本报记者 李婷

小品《小囡剪纸》。 （上海市群艺馆提供）

上海当代艺术

博物馆“手艺再兴”

之《狂人之丘》展览

现场。（馆方供图）

京沪港三联书店精品图书联展，同步在沪上七家书店展出。（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