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篇季播剧，
让观众期待和主人公一同成长

电视剧 《欢乐颂 2》 确定于今年登

陆卫视平台， 22 楼五美在新一季中的

成长成为最大看点。 这或许就是季播剧

的优势， 在剧中人物就像是观众的老朋

友， 每年的相见， 都见证彼此的成长。
近年各类季播剧集相继出现， 题材

更是跳出了早年室内情景剧 “一 家 独

大” 的局面， 各类题材纷纷开花。 在业

内人士看来， 季播模式以实际市场反响

与口碑吸引广告商， 而不是花哨的宣传

策略； 这又同时为品牌剧延续商业模式

和商业价值 、 为制作公司积累 自 身 口

碑， 提供了机会。
然而， 从目前的国产剧市场来看，

季播剧的题材集中在对长篇网络文学的

改编范畴。 季播似乎成了将现成 “长文

本” 分段呈现的手法， 真正能够做到以

不间断原创， 让每一季内容随着社会热

点事件和市场反应更新的剧集， 还是少

数。 这也导致了国产季播剧对于观众的

“成长伴随感” 的缺席， 在季播剧热播

的当下， 经得起持续开发的精品季播品

牌依然没能出现。

季播模式 ： 第一季赚口
碑，第二季赚广告？

随着网络剧的走红， 近年以季播模

式出现的国产剧作品越来越多， 题材也

愈发多元。 其中既有聚焦大都市生活颇

具 “正 剧 范 ” 的 《欢 乐 颂 》 ， 也 不 乏

《暗黑者》 《余罪》 《美人为馅》 等悬

疑探案题材剧， 更有 《无心法师》 《画
江湖之不良人》 《蜀山战纪》 等 “二次

元” 审美作品。
“季播剧有点像热门综艺， 第一季

负责赚口碑， 第二季收获较高的广告收

入。” 一位电视台采购人员指出， 季播

模式蹿红是因为它让国产剧的收视价值

与商业价值划上了等号———国产电视剧

一直存在广告投放滞后性的问题， 广告

商们往往需要看到一部剧的成绩后才愿

意出手 ， 这就埋没了不少前期 不 被 看

好、 之后却高收视逆袭的电视剧。
《花千骨 》 曾凭借 2.213%的平均

收视， 成为暑期荧屏霸主， 谁承想这样

一部爆款却因为由剧场栏目统 一 “打

包 ” 的滞后招商模式 ， 成了电视 台 的

“赔本买卖 ”。 这样的结局让人不禁动

念 ， 如果这部电视剧作品选择 “留 一

手”， 以季播的形式播出， 第二季播会

否 让 广 告 商 们 “高 攀 不 起 ” ？ 其 实 ，
《爱情公寓》 在几年前就以自身的经历

回答了这个问题 。 2009 年 ， 没有一个

明星、 市场定位模糊的 《爱情公寓 1》
并不被电视台看好， 甚至差点惨遭未播

便被 “入库 ” 的命运 。 兜兜转 转 近 半

年， 才以 “删减版” 的形式落户江西卫

视暑期档， 虽然这部电视剧一经播放便

红遍网络， 但 600 万左右的投资成本在

第一轮电视台的销售中仅回收一半。 然

而品牌的沉淀却让 5 年后的 《爱情公寓

4》 成为了当年国内单集售价最高的电

视剧之一， 光是某家视频网站的单集价

格就达到百万元。

从“剧N代”到“季”，品牌
经营意识不可缺位

《老友记》《生活大爆炸》《欲望都市》
《摩登家族》……在美国有不少收视口碑

双丰收的长寿季播品牌， 这些作品甚至

在国内尚无季播剧的时代就让不少年轻

观众养成了“追剧”习惯。 季播剧的魅力

被定义为“成长伴随感”，每一季剧情与

当年社会事件的接轨， 让观众觉得主人

公仿佛就是生活在自己身边， 与自己共

同成长的朋友。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成

长伴随感恰恰需要“可持续的原创题材”
与“可持续的创作翻新”这两重力量的保

驾护航， 而这恰是目前中国季播剧所缺

乏的。
“中国的季播剧已经出现，但是还没

有一部作品带来可供业界参考的成熟季

播模式， 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改编剧的

另一重表达， 撬动季播的不是不断更新

的原生创意， 而是其背后的超长网络文

学底本。”一位业内人士点出了目前国内

季播剧的现实窘境。
事实上， 不少季播剧只是一种开发

策略，《心理罪》《余罪》《无心法师》《盗墓

笔记》《青云志》 等头牌季播项目基本都

改编自长篇网络小说。 与海外季播剧靠

着内容与形式创新，积累品牌效应不同，
国产季播剧市场甚至出现了一窝蜂争抢

网络小说的乱相，这不，靳东版《鬼吹灯

之精绝古城》 在某视频网站上刚刚结束

播放，《鬼吹灯之牧野诡事》 又被另一家

视频网站定为王牌季播项目。 在这种对

已有文本的模式重复与热点反刍之下，
创造可持续挖掘的品牌又从何谈起？

在海外， 季播剧采用一季一季拍摄

的方式， 能根据前一季的观众反馈进行

从内容到人物设定的调节与更新。 而这

种时时更新的创造力与灵活性却在国产

季播剧中缺席。不少国产季播剧其实一次

性将剧集拍摄完毕，而后再以季播的形式

推出， 某部 5 季体量的玄幻题材电视剧，
竟然能够做到每个月都更新一季 10 集，
之后再整体登陆某卫视平台， 作为完整

的剧集播放。 季播仅仅成为影视公司赚

钱、网络平台圈粉的一种偷换概念。
事实上， 季播模式虽然从长远看能

产生更好的商业价值， 但其前期的资本

投入与操作难度上往往要大于单季剧。
当年《武林外传》成为街谈巷议的热剧，
导演被问及要不要拍下一季时却无奈表

示：“演员身价大涨，怕是再也请不起。 ”
光是凑齐班底就成了季播剧面对的第一

道坎儿，再加上中国编剧早已习惯了“一
下子用完所有梗”的单季剧编剧手法，影
视剧市场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 季播概

念火了，“季播剧”多了，但真正敢于尝试

季播模式的影视公司却凤毛麟角。
就这点而言，《欢乐颂》 系列或许开

了个好头。 该剧在立项之初便与主演签

了三季合约，虽然也有原著底本，但主创

表示第二季的内容会根据第一季的市场

反馈有所变化。 从“剧 N 代”到“季”，呼

唤的是电视人从趁热打铁式推出作品，
到品牌经营的理念升级， 这需要财力与

眼力，更需要创新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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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那些耀眼的“黑科技”
人声合成、记谱软件、意念作曲……科技改变当代音乐美学

今年 “美国春晚” ———美国美式

橄榄球联盟 （NFL） 的超级碗决赛中

场秀上， 流行歌手 Lady Gaga 独挑大

梁， 在 500 架无人机护航下完成了华

丽炫目的个人秀。 伴随其开场歌声的

是 500 架无人机腾空飞起， 随着音乐

的节奏夜空中汇聚成了一面闪闪发光

的国旗 ， 这一 瞬 被 专 业 媒 体 评 论 为

“无人机技术开启舞美壮丽新时代”，
就连 Lady Gaga 也为之逊色。

无人机并非在 “美国春晚” 首次

大出风头， 近年来国内已有多次大型

综艺节目和流行歌手演唱会甚至话剧

舞台上启用该技术。 有资料显示， 专

业电脑操控的舞台灯光效果无人机方

阵， 最大数据规模已达 10000 架。 随

着科技已经蔓延到艺术领域， 音乐舞

台 也 与 科 技 有 了 更 多 的 融 合 与 互

动———人声合成、 听音辨曲、 记谱软

件、 意念作曲……从某种角度来说，
越来越多的 “黑科技” 正在入侵传统

音乐领域， 带来革新的同时， 也让传

统创作者开始思考如何才能不被机器

超越。

科技改变看音乐会的方式

过 去 几 年 ， 全 球 范 围 有 不 少 音

乐与科技结合 的 例 子 ， 其 中 ， 不 少

古典乐演奏 ， 也 与 可 穿 戴 设 备 、 机

器人合成声音 等 应 用 相 结 合 ， 用 高

科技的外在包裹着音乐艺术的内核，
展现给世人更 多 对 于 音 乐 的 想 象 和

实践。
坐落在洛杉矶的实验歌剧公司工

业剧院公司， 在 2013 年推出了一部

根据伊塔罗·卡尔维诺的同名小说改

编的歌剧 《看不见的城市》。 与正襟

危坐 “听” 歌剧的传统方式不同， 舞

台的概念被移动设备彻底 “拆 解 ”：
演出场地设置在洛杉矶联合车站， 在

演出中， 乐手、 歌手以及舞者被分散

到车站的各个角落。 所有观众通过头

戴式耳机， 一边聆听整场歌剧， 一边

在车站里自由行走， 寻找歌剧中的人

物、 乐手、 舞者， 不时还会撞见一头

雾水的等车游客。
除了 “拆解” 舞台， 利用网络和

可穿戴设备， 歌剧的欣赏方式向社交

化更进一步。 萨丁尼亚的歌剧团卡利

亚里抒情剧院， 在演出普契尼的 《图
兰朵》 时， 利用谷歌眼镜营造虚拟实

境， 歌手、 乐手与舞台管理在演出中

均配戴此装置， 将视频与图像实时传

送给剧团的社媒用户， 并把翻译字幕

嵌入观众的谷歌眼镜中。
更多人声合成设备的应用， 甚至开

始取代演员。 几年前， 作曲家兼发明家

陶德·麦可欧尔创作了歌剧 《死亡与力

量》， 使用了 LED 面板与半自动歌剧机

器人来担任希腊戏剧合唱队， 缔造了一

幕 极 具 风 格 的 机 器 人 歌 剧 。 2015 年 ，
在柏林演出的歌剧 《我的方块小姐 》，
由一名叫 “Myon” 的机器人主演 。 冰

冷的机器人也能唱出 “有感情” 的歌，
当曲终灯亮起， 观众们为这有些出人意

料的一幕送上热烈掌声。
除 了 这 些 例 子 之 外 ， 还 有 把 iPad

带入演出现场同步放映声画等从前不可

想象的新兴音乐会打开方式 。 人 们 总

说， 音乐跨越种族、 语言， 连接美好事

物和心灵的交互， 而现在， 高科技的应

用， 似乎让这种连接更加容易。

光辉夺目的 “黑科技”会
抢走音乐家饭碗吗

演出之外， 当科技渗透到音乐创作

的方方面面 ， 结果似乎不那么 令 人 愉

快。 越来越多的传统音乐行业从业者开

始担心自己饭碗不保。
在音乐领域 ， 已经研发出类似 PS

的软件 ： 一款名为 “Project VoCo” 的

音频编辑软件， 可以采样一个人的说话

录音， 然后通过粘贴剪辑的方式进行转

录和修改， 再加上音色库的运用配上鼓

手 、 贝司手等 ， 仅一人之力就 能 “拼

凑” 一个完整作品。 业内人士称， 这个

软件的诞生可能会在行业内产生颠覆性

改变。 也许有一天， 唱片公司会用拟声

版的虚拟歌手代替真人歌手 。 而 在 日

本， 拥有动画形象的人声模拟角色初音

未来， 不仅衍生产品涉及动漫和游戏领

域， 甚至还举办了演唱会。
去年， 又一项 “黑科技” 被发明出

来———戴上就会作曲的意识控制器。 这

个设备通过电极把相关信号传 到 主 机

上， 根据用户不同脑电波所产生的不同

结果 ， 触发不同的音乐片段 。 这 样 一

来， 即使没有音乐基础的人， 也能创作

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以上两项黑科技再加上另一个自动

记谱软件， 有人惊呼， 专业作曲和声乐

人才， 眼看就会被机器替代。
在音乐圈内， 能听到更多理性的声

音： 科技帮助艺术家在创作中发掘更多

可能性， 模糊了各种艺术的边界， 重新

定义艺术之美， 也创造出符合时代特征

的美学。

近两年一直热衷于做多媒体音乐

会的钢琴演奏家宋思衡， 对此颇有感

触， 他说自己正从一个传统钢琴演奏

家渐渐转型成 “可视化音乐会” 的拥

趸。 “看电子艺术家作曲， 颠覆了我

原本的音乐美学。” 宋思衡说， “不

像传统作曲家写五线谱， 在电子艺术

家的世界， 声音就是电脑显示屏上不

同的块状， 作曲的过程就是叠加、 减

少、 穿插这些色块。” 20 世纪后半叶

才诞生的电子乐， 可以说开创了一个

新世界， 人们不再能通过声音辨别乐

器， 因为电子回路的声音不同于任何

乐器。 对电子艺术家来说， 音乐不仅

仅是耳朵听到的节奏、 旋律， 更是视

觉上的多重感受。
技术的革新、 发展， 改变了音乐

的存在形式， 但两者并不冲突———电

脑音乐和乐队音乐不会此消彼长， 相

反在拥有各自市场的同时还能彼此组

合， 产生新的音乐形式； 而数字音乐

的出现， 同样没有毁灭音乐产业， 反

倒通过社交媒体， 让音乐有了更精准

和广泛的传播……归根结底， 音乐家

们坚信， 任凭技术再发达， 机器永远

无法复制人类的情感， 而情感才是音

乐真正的源动力。

文化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记者 周敏娴

借鉴 拼贴，网络小说难以摆脱“套路化”？
热门大 IP涉抄袭遗留问题，剽窃还是致敬难以界定

根据网络小说 《三生三世， 十里

桃花》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不算抄袭的话不失为一部好剧” 的

评论， 让该剧 “前世” 一笔未销的公

案再度提起。
自 2008 年 《三生三世， 十里桃

花》 开始网络连载， 认为该小说作者

唐七公子涉嫌 抄 袭 的 质 疑 声 就 未 止

歇。 记者昨日在豆瓣、 贴吧等评论区

看到， 该话题近日持续刷屏———质疑

唐七剽窃的网 友 火 药 味 十 足 ， “抵

制” 的声音甚至从小说蔓延到了衍生

剧集上。
近年来， 网络小说作为影视剧的

“矿藏” 被不断挖掘， 也陆续曝出大

量抄袭事件， 涉及到一大批著名的网

文 作 家 、 颇 有 影 响 力 的 IP 拥 有 者 。
网络文学成抄袭重灾区的事实， 已不

容回避。 人人都知道 IP 意味着流量，
意味着收益，但还有多少人记得，它的

全称为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

识产权。

什么程度的雷同才不
属巧合

2008 年 ， 唐七公子开始在晋江

文学网上连载 《三 生 三 世 ， 十 里 桃

花》。 当时， 作者大风刮过刚完成小

说 《桃花债》 的连载。 大量大风的读

者因为发现两文风格类似， 人物、 情

节有一定的重合度， 便向其询问是否

另外又注册了一个名字， 大风刮过随

即发布申明否认， 轰轰烈烈的 “唐七

抄袭事件” 拉开序幕。
面对抄袭质疑， 唐七曾在微博上

作出模糊的回应：“七年前我刚走出大

学校门，很喜欢一位作者，模仿她的文

风写了一篇长篇小说在某文学网站发

表， 刚开始发表时没有想到这篇小说

会红起来……”但显然，大风的读者们

对所谓的致敬毫不买账。 双方拥趸为

力证自己作者的原创性， 使出浑身解

数， 一场场论战进行了近十年。
唐七的支持者认为， 作者只是模

仿了 《桃花债》 的文风， 以至于让部分

人联想起 《桃花债》 的情节、 语句， 不

算抄袭。 大风的拥趸则制作了大量比对

图， 更有网友作 “对仗诗”， 历数剽窃

痕迹：
———大风写下凡历劫， 唐七也写下

凡历劫； 大风男主动不动 “老脸微热”，
唐七女主动不动“老脸微热”；大风的男

主说“本仙君是个大度的仙，本仙君是个

慈悲的神仙”，唐七的女主说“然则我是

个大度的神仙， 我自然是个慈悲为怀的

神仙”；大风的男主听辨法大会，别人辨

法时他吃果子打瞌睡，衡文每次必胜。唐
七的女主听辨法大会， 别人辨法时她吃

瓜子打瞌睡，墨渊每次必胜……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的声音并

非 “避雷针”， 但究竟什么程度的雷同

才不属巧合？ 在网络文学界从来都是难

题 。 君不见 ， 此前多少抄袭事 件 被 曝

光， 但认定侵权本身就非常困难， 原作

者成功的维权案例更少之又少。

“僵化 ”的类型创作降低
了剽窃成本

“玄幻”“仙侠”“盗墓”“穿越”“同人”
“宫斗”……网络小说类型愈发“定位精

确”，它应分众时代的特点而生，也成为

文学的娱乐化功能最直接的发挥渠道。
每一种类型下的小说与小说之间， 总有

一些共同的要素，在良性的创作氛围中，
不同的作家面对相同的要求有不同的发

挥，但纵观当下的网络文坛，“类型”创作

已经出现僵化的倾向。
提到 “宫斗”， 绕不开皇帝、 妃子、

宅院， 彼此争宠算计， 争夺权力； “修
真” 总有内丹、 魔兽， 打怪升级， 草根

逆袭； 一提到 “仙侠”， 总免不了仙神

魔妖六界芸芸， 度劫飞升……套路都

是一样的套路， 如何区分抄袭和原创

便十分困难。
就 在 前 不 久 ， 电 视 剧 《锦 绣 未

央》 因涉嫌抄袭 200 多本小说震惊业

界。 比对后会发现， 这 200 部作品每

部被引用的比例都不大， 甚至是打碎

拼贴， 使得侵权认定更加困难。 道高

一尺， 魔高一丈， 原创作者想要维护

自己的权益， 成本要愈发高昂。
近年来， 影视公司纷纷收购 “网

文 IP” 并迅速变现 ， 使得 网 络 作 品

快速走向速成化。 急功近利的心态，
快消品式的市场定位， 不仅让大量作

品质量粗糙、 情节平庸， 更使得网文

写作成了抄袭剽窃的重灾区。 专家指

出， 这些 “流水线” 式的 “拼装” 作

品， 甚至已经损耗了网络文学自身的

创造力。

DG厂牌发行首张中国单簧管专辑

古典乐热潮席卷，莫扎特成年度全球唱片销量冠军

莫扎特打败一众流行乐偶像， 成为

2016 年 度 全 球 CD 销 量 冠 军 。 日 前 ，
DG 推出的 《莫扎特 225》 唱片合集被

评选为 2016 年全球唱片销量冠军。 这

张耗时 18 个月制作， 在 2016 年 10 月

底发售的合集收录了所有莫扎 特 的 作

品， 为了纪念莫扎特去世 225 周年， 由

600 位各国独奏家和 60 家乐团参与录

制而成的， 总时长达到了 240 个小时。
在发售后的 5 个星期里， 这张专辑在全

世界范围内卖出了 125 万张。
与此同时， 地球另一边， 单簧管演

奏家王弢日前在 DG 厂牌发行了古典演

奏专辑 《舒伯特》。 DG 作为全球最古老

的古典音乐厂牌， 在古典音乐的历史中

始终占有领先的权威地位 。 这 也 是 以

DG 厂牌发行的第一张中国单簧管专辑。
现任中国顶级音乐学府， 中央音乐

学院单簧管副教授 、 硕士生导 师 的 王

弢 ， 1978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 ， 自小学

习单簧管， 一路走来交织着酸甜苦辣，
清冷的琴房是他青春时代逗留最多的地

方。 如今虽然身兼多重身份， 但王弢对

于自己的音乐事业始终保持着最初的热

诚和坚定。 继 2015 年签约环球音乐出

版专辑 《一天》 之后， 王弢从跨界重返

古典音乐 ， 在 舒 伯 特 诞 辰 220 周 年 之

际， 用单簧管演绎其精选作品。
作为演奏家、 教师， 王弢说希望通

过这张专辑让更多人了解单簧管， 爱上

单簧管。 “音乐是我人生的节拍器， 让

我一步步走向自己的理想。”

电视剧 《三生三

世， 十里桃花》 改编

自 同 名 网 络 仙 侠 小

说 ， 讲 述 了 青 丘 帝

姬 白 浅 和 九 重 天 太

子 夜 华 三 生 三 世 的

爱恨纠葛 。 图为 《三

生三世 ， 十里桃花 》
剧照。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欢乐颂 2》今年回归，在新的一年里，22 楼五美将要面对来自情感、家庭、
事业的新困惑。 图为《欢乐颂 2》宣传海报。

美国美式橄榄球联盟 （NFL） 的超级碗决赛中场秀上， 流行歌手 Lady Gaga 独挑大梁， 在 500 架无人机护航下

完成华丽炫目的个人秀。 图/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周敏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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