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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视觉画的“饼”充不了文本之“饥”
《九州·海上牧云记》因制作精良获好评，却也遭遇剧情争议，凸显目前影视“大制作”症结

“当你拿起屠刀时， 必然死于屠

刀下”， 这句 《九州·海上牧云记》 中

不时出现的 台 词 ， 很 容 易 让 人 联 想

到美剧中那些 意 味 深 长 的 对 白 。 这

部目前话题度 颇 高 的 国 产 剧 集 ， 也

确实是奔着国 际 化 成 色 去 的 。 在 国

产剧中显得奢 侈 的 远 景 和 空 镜 头 不

断出现 ， 将苍 茫 大 漠 的 宏 大 与 开 阔

展现无遗 ； 富 丽 堂 皇 的 宫 殿 中 ， 充

满了金银 、 雕 花 配 饰 ， 细 看 还 有 不

少木雕效果 ， 人 物 衣 着 上 的 刺 绣 清

晰 可 见……华 丽 的 镜 头 语 言 与 细 腻

的服装 、 化妆 、 道 具 ， 在 近 年 “辣

眼 睛 ” 的 奇 幻 剧 中 显 得 颇 具 匠 心 ，
被不少观众评价为 “质感极强”， 而

8.3 的网络评分也着实不低。
只是国产奇幻剧的固有症结， 反

而在强大视效 的 对 比 下 显 得 更 为 直

观 。 “技术难关 其 实 是 很 容 易 克 服

的， 在视觉奇观之外， 奇幻作品更呼

唤对影视剧艺术本体的回归———讲好

故事、 塑造好角色。” 在杭州师范大

学文化创意学院教授、 浙江省网络作

家协会副主席夏烈看来， 奇观之外，
奇幻文本更需要 “内涵式” 晋级， 毕

竟光靠视觉 “野心” 根本喂不饱品质

内容的深层饥渴。

媲美大片的视觉呈现 ，
依旧难掩剧情单薄

《九州·海上牧云记》 改编自同名

奇幻网络文学作品。 去年初， 剧集开拍

才几个月， 就因一个六分钟片花走红。
在网络平台播出后 ， “每一帧 都 是 壁

纸” 的精致影像又让观众感叹 “三个亿

投资没白花”。 开篇， 掌握皇权机密的

旅人一路逃难， 引出对九州大陆的全景

式呈现， 旅人穿越秀丽山河的场景， 颇

有电影 《阿甘正传》 的影子， 而后者曾

获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 剧中宫殿的风

格色彩也很有特色， 采用了传统大漆工

艺， 颇具匠心。
只是， 媲美大片的视觉难掩剧情单

薄。三位男主角加入权力的斗争，最终改

变九州大陆， 这场恢弘史诗始终缺乏让

人信服的立意。 推动人物境遇的是被反

复强调的“预言与星命”，实在说服力欠

奉。 “节奏失调”是另一个较为明显的问

题。从 75 集中取出八集展现主人公的少

年成长史，本无可厚非，但经历诸多变故

后， 主人公并没有表现出人格上的成长

与蜕变， 也使大量篇幅沦为流水账式的

背景铺陈，难免冗长乏味。而剧中一段上

一辈王子间相斗的回忆片段， 同样在第

六集与第十集中， 引发弹幕中 “剧情不

够，回忆凑”的批评声音。

《权力的游戏 》是启示也
是陷阱，好故事才是重中之重

与过往一批 “五毛钱” 特效的奇幻

剧作相比， 《九州·海上牧云记》 确实

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但其背后隐藏的荧

屏症结也很普遍———将制作重点从雕琢

故事人物， 转移到追求视觉技术， 无疑

本末倒置。
“这两年国 内 不 少 制 作 人 都 爱 夸

耀， 在网络热文改编的电视剧特效制作

上不惜血本， 似乎深信只要特效制作与

好莱坞接轨， 中国的影视业便与世界接

轨了。 那些老老实实写人物和故事的编

剧们被渐渐冷落， 甚至被奚落成影视圈

的落伍之人。” 一位编剧曾如此评价国

内荧屏近年掀起的 “大片热 ”。 然而 ，
这批投资动辄千万， 甚至过亿的玄幻剧

集， 往往口碑不佳。
去年霸屏的 《幻城》《青云志》《九州

天空城》被称为荧屏“玄幻三连败”，甚至

喧宾夺主的视觉特效本身也成了争议的

焦点。 某部“不差钱”的玄幻剧一口气请

来十个不同的特效团队， 却因为各团队

间参差不齐的呈现水平———剧中既有海

外团队制作的毛发超过 1600 万根的“灵
兽”，又有满池如“铁钉”样的红莲花，反

差强烈。
据夏烈分析， 如今国产奇幻剧大

多改编自网络小说。一方面，注重爽感

的类型文本存在套路化， 人物塑造不

够立体、真实等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
小说与剧集的叙事逻辑不同， 转码中

要对故事逻辑与人物动机重新梳理构

架， 如今被压缩到半年甚至几个月的

剧本创作周期无法做到细致打磨。 就

拿不少剧集中被指古怪、 幼稚的台词

来说， 正是书面描述没有经过现实场

景中的口语化过滤导致的。
事实上， 被国产奇幻剧奉为圭臬

的《权力的游戏》，恰是一个剧情先于

视效的典型案例。 这部拿奖拿到手软

的美剧， 虚构了一片远古传说中的大

陆，并通过塑造龙、冰原狼等一系列神

秘物种， 制造了史诗般的神话故事。
HBO 的制作人却透露，他们拍摄第一

季时，在特效上基本“没花什么钱”。靠
走心的故事与精彩的人物牢牢吸引了

观众后， 才慢慢在特效上逐步加大投

入。 “《权力的游戏》已播完七季，单集

篇幅也越来越长， 却屡屡突破收视纪

录， 因为其将大历史的交汇与人物的

个性细节都‘磨’到了极致，人物身上

每一条伤疤都是有来历，有故事的。 ”
由此可见，视效“幻觉”再重要，抓住人

心的总归是好故事本身。

越骂越火？网络剧需正视审美升级
今年前10个月，备案播出的网络剧达555部，但收获口碑的精品仍十分有限

今年前 10 个月， 各网站在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播出的网络剧

达到 555 部， 第五届互联网视听大会

上公布的这组数据引发业界关注。 五

年 来 中 国 网 络 视 频 用 户 规 模 从 3.49
亿增加到 5.65 亿 ， 增长了 61%。 但

与此同时， 许多从业者也坦陈当下的

市场困惑———网络视听内容的质量与

流量并没有形成 “俱进”， 不少剧集

品质堪忧， 却在市场上 “越骂越火”。
日 前 ， 中 国 网 络 视 听 节 目 服 务

协会发布的 《2017 中国网络视听发

展研究报告 》 显 示 ， 国 内 网 络 视 频

用户的付费比 例 继 续 增 长 ， 付 费 用

户已超四成， 每月支出 40 元以上的

付 费 会 员 也 从 去 年 的 20.2%增 加 到

了 26.0% 。 观 众 愿 意 为 网 络 内 容 买

单， 这让网络剧从最初的 “碎片化”
消遣晋级为娱乐刚需， 而这也让网络

剧必须认真对待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

要求。

消费理念升级，要求网
络剧审美不再只满足碎片
时间的消遣

在互联网视听大会上， 业内人士

指出， 在经历了粗放的数量上升之

后， “精品化” 阶段已然到来。 只有

丢掉 “唯流量是瞻” 的捷径思维， 实

现品质与价值的双重升级， 方能撑得

起庞大的市场规模。

企鹅影视天璇工作室的制片人黄星

分享了他的行业困惑———在中国网络剧

制作领域， 质量和流量两个诉求存在割

裂。 “吸引流量是悬在各大平台和影视

制作公司头上的剑， 但在这过程中， 我

们势必会走一些弯路。” 黄星以自己制

作的 《九州天空城》 为例， 这部剧一开

始立项时是一部 “男人戏”， 却因为大

数据分析出收视平台上女性用户居多，
而被改成了 “女性情感剧”。 结果收视

表现颇佳， 却因为剧情闹腾低幼遭遇骂

声不断。
《九州天空城》 绝非个例， “超级

IP+话题明星+陌生化的人物设定” 一度

被认为是讨好 “00 后” “90 后” 的创

作捷径。 但眼下， 捷径失灵了。 改编自

高人气网文的 《将军在上 》 称 耗 资 三

亿， 由马思纯担任主角， 还搬出了奥斯

卡奖得主和田惠美设计服装。 但网络评

分仅为 5.4。 “画面饱和度过高， 道具

塑料质感” “一言不合就开慢镜头拗造

型” “角色设置哗众取宠” ……评论中

多是争议之声。 同样 “雷声大雨点小”
的还有 《鬼吹灯之牧野诡事》 与 《鬼吹

灯之黄皮子坟》， 两部作品都改编自现

象级网络小说， 主要演员也有一定的知

名度， 却依旧挡不住口碑下滑， 前者

评分 2.7， 后者 5.3。

品质，不再被“捷径”遮
蔽，成为网剧晋级关键词

与 “流量种子选手” 折戟沉沙产

生对比的是今年几部悬疑题材网络剧

的成功。 几天前， 流媒体巨头 Netflix
宣布买下 《白 夜 追 凶 》 的 海 外 发 行

权 ， 这是 Netflix 首 次 购 入 我 国 网 络

剧的版权， 意味着作品将走出国门在

海外大范围播出。 “视听制作专业，
悬疑设定扎实、 人物塑造精彩。” 在

知名导演谢飞 看 来 ， 这 批 作 品 的 成

功， 恰恰在于对影视内容创作本体的

回归———该长长， 该短短； 有明星可

以， 无明星也行； 强调类型的品质，
遵循视听艺术的特征。

在 年 末 各 大 网 站 公 布 的 新 计 划

中， 管虎、 张黎、 韩三平、 冯小刚、
周星驰等一批知名导演的名字出现在

了网络剧内容制作的阵营中， 这背后

凸 显 的 是 对 内 容 “富 养 ” 的 决 心 。
“资本的大量进入让网络剧很火， 但

真正让年轻人叫好的网络剧很有限，
远没达到饱和的程度。” 导演陈可辛

曾这样表示对 网 络 剧 产 业 的 兴 趣 及

担忧。
在业内人士看来， 网络剧仍有极

大的上升空间， 需要从粗放的数量增

长变为塑造精品的质量提升。 追求新

观念、 新审美和新姿态的同时， 也需

要制作品质与思想价值的保驾护航。

世界舞台等待中国音乐剧人才发光

多位舞台经历丰富的本土音乐剧
演员表示，希望能对标全球一流水准

“没有任何一个歌唱者是哈利·波

特，你必须把嗓子送进健身房练习，并且

善于浇水施肥。”曾出演《窈窕淑女》等经

典剧目的英国著名声乐老师菲利普·萨

顿如是说。 而在《凤凰浴火》等中国原创

音乐剧中崭露头角的本土青年演员凌子

桐，听完萨顿老师的课程后对记者表示：
“来自伦敦西区的导师亲自授课，让我知

道了自己离‘专业’二字还有多少距离。”
随着音乐剧在申城越来越有市场，

一批本土音乐剧演员开始在各大剧场中

频频亮相。 一些国内外音乐剧从业者非

常看好中国演员的发展前景。 英国资深

戏剧教育家洛娜·皮尔逊说：“全世界舞

台都在等待潜力无限的中国音乐剧人才

闪闪发光。 ”与此同时，不少专家认为国

内音乐剧演员的职业素养仍有待提高；
多位有过丰富舞台表演经历的本土音乐

剧演员，同样坦言“危机感重重”，渴望接

受更专业的指导和磨练。

本土音乐剧人才职业素
养有待提高

仅在年末， 沪上就有18部大小音乐

剧作品陆续亮相。 其中， 包括大量百老

汇、西区改编剧目和中国原创剧目，这为

音乐剧专业学生提供了表演舞台， 更孕

育出一些人气颇高的演员。演出多了，也
陆续暴露出不少问题。

有行家告诉记者， 歌唱和舞蹈本是

音乐剧演员的基本功， 而某些本土演员

重歌轻舞，少数演员歌舞兼优的，体力也

跟不上高强度连续演出。例如，在今夏一

部口碑不俗的中文版音乐剧中， 某位戏

份最重的男主角一周要连演八场， 刚开

演时他的状态还不错，但演到后期，声音

嘶哑、唱破音的现象层出不穷。反观今年

首度来沪的伦敦西区版音乐剧 《魔法坏

女巫》，同样需要一周连演八场，饰演女

主角“绿女巫”的杰奎琳在申城巡演近五

周内表现平稳，代表性曲目《脱离地心引

力》极具爆发力的高音，赢得观众的热烈

掌声。此外，本土演员歌唱时吐字发声不

清晰，有的则过于追求发音清晰，导致唱

歌时像在念台词， 对于分寸感的把握仍

有较大提高空间。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副教授、 戏曲

音乐剧主任杨佳告诉记者， 一些年轻的

国内音乐剧演员敬业精神有所欠缺。“有
人因为初次表演缺乏经验或者 内 心 紧

张，上场前说自己头疼、发烧，更有甚者

选择直接放弃演出。 他们离成为真正的

表演者，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
在这样的背景下， 多位本土音乐剧

演员报名参加了 “SMG演艺人才培训计

划”，希望从曾在西区、百老汇知名音乐剧

中有过丰富从业经历的导师身上“取经”。

该计划首轮为期四周， 由伦敦艺术教育

学校携手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共同打造。

声台形表，各个方面对标
最专业水准

《剧院魅影》《猫》作曲家韦伯，是伦

敦艺术教育学校的创始人与主席。 首期

“SMG演艺人才培训计划”中，四位来自

伦敦艺术教育学校的导师， 为学员带来

了国际前沿的音乐剧教育理念与训练方

法，包括声乐技巧、舞蹈技巧、表演技巧、
面试技巧、合唱训练、音乐剧历史及理论

等等。
课堂上， 记者看到声乐老师菲利普

针对中国学员普遍遇到的声带 紧 张 问

题，从生理学角度分析了咽喉结构，以帮

助他们找到正确连贯的发声方法。“跟我

一起运动，将软腭打开、让颈部放松，鼻

子吸气、嘴巴呼气，然后弯腰、再从脊椎

起身，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提线木偶……”
在老师带动下， 各位学员通过一系列充

分的准备活动，唱出了清晰明亮的声音。
此外， 曾提名奥利弗奖的舞蹈老师

保罗·罗宾逊，告诉学员爵士舞的精髓就

是 “像树根一样扎在地上， 身体保持正

直，眼神焕发光亮”……曾参演中文版音

乐剧《妈妈咪呀》《狮子王》的学员段霁洛

说：“以往演出时我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 但这些老师教会我———要抓住观众

眼球并呈现出更真实自然的表演， 必须

建立在充分理解角色， 且知晓如何正确

传递情感的基础上。 ”

学习经验后，反哺本土音
乐剧市场

伦敦艺术教育学校课程总监洛娜告

诉记者，中国音乐剧演员反应灵敏、学习

能力极强，还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强精神，
“相信他们终将带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让全世界为之赞叹和鼓掌”。

事实上， 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表演舞

台已经开始向本土音乐剧人才敞开。 就

在上个月，中国原创音乐剧《犹太人在上

海》 的出品方上海恒源祥戏剧发展有限

公司， 与美国倪德伦寰球娱乐公司在沪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根据双方初步协议，
《犹太人在上 海 》2019年 将 在 百 老 汇 驻

演，首轮演出预期两年。对本土音乐剧演

员而言， 在更多国内外剧目中施展才华

将不再成为梦想。
在首期“SMG演艺人才培训计划”汇

报展演上，观众席里坐着七幕人生、开心

麻花等知名音乐剧、 戏剧制作公司的相

关负责人。 他们在为各自即将出品的本

土音乐剧物色唱、跳、演俱佳的人才。 学

习到丰富的经验以后， 如何更长远地反

哺本土音乐剧市场， 将是这些演员接下

去要解答的问题。

《九州·海上牧云记》 镜头语言精致， 服装化妆道具考究， 在近年 “辣眼睛” 的奇幻剧中显得颇具匠心， 但媲美大片的视觉呈现依旧难掩剧

情的注水。 图为该片海报。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记者 张祯希

2012 年， 百老汇经典音乐剧 《猫》 中文版首登申城舞台， 献演于上海大剧

院。 五年前在该剧中饰演 “摇滚猫” （居中） 的刘令飞， 如今已成为本土音乐剧

市场中颇受欢迎的男演员。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中塞之间，电影可以增了解通民心

首部合拍片《萨瓦流淌的方向》
亮相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这些

经典译制电影是一代观众心中的回忆，
《啊，朋友再见》这首歌曲至今仍在中国

传唱。 日前，首部中塞合拍片《萨瓦流淌

的方向》 在福州举行的第四届丝绸之路

国际电影节上亮相。
“我已经感受到了合拍片强大的能

量。”塞尔维亚制作人杜尔科维奇对记者

表示，中塞之间，电影可以增了解、通民

心。 这部影片已经走入了制作的第四个

年头。 在前三年里，电影团队在取材、拍
摄、语言等方面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
当中塞两国的电影合拍计划在2017上海

国际电影节上启动后，一切都驶上了“快
车道”。 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签订了

“一带一路”电影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备忘

录，在此框架下，《萨瓦流淌的方向》由上

海歆霖影业有限公司和尚世影业出品，
并牵手塞尔维亚方共同制作。 合拍片计

划开启后， 无论是前南斯拉夫时期的老

报纸，纪录影片，还是摄像装备，过去难

觅的线索皆因塞方加入而水到渠成。
目前，影片的三个故事已初露端倪：

曾在前南斯拉夫时期拥有1000家门店的

书店在私有化的浪潮下如今只剩下了两

家，8000名员工缩减到了12人，他们与书

店总经理一起成为了塞尔维亚文化的守

护人； 闭馆十年后重新迎客的当代艺术

博物馆曾在炮火中被损毁， 电影全程记

录了博物馆工作人员为博物馆重新与参

观者见面所付出的心血和对专 业 的 热

爱； 在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去世那年出

生的年轻人也是影片主角之一， 镜头通

过他的生活状况与成长况味探向当代塞

尔维亚的发展。 影片希望通过三个层次

分明的故事透视整个塞尔维亚的潮流变

迁，用不同的生活经历关注相似的人心。
遭遇了这么多变故， 这个充满伤痕

的民族是如何生存的？这是《萨瓦流淌的

方向》想要回答的问题。流经塞尔维亚的

萨瓦河见证了这片土地太多的坎坷，“用
不悲哀的态度对待悲剧”，这是导演陈丹

燕眼里塞尔维亚人最值得钦佩的地方。
每天清晨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

中心公园，年轻人绕着湖边跑步，街头艺

人弹奏乐器。只要有阳光洒落的地方，就
可以看见人们坐着喝咖啡。“我们不能原

谅，但可以‘忘记’。 ”杜尔科维奇对记者

说道， 忘记并不意味着塞尔维亚人抛弃

了历史， 而是对当下生活的珍惜与热爱

能让他们走得更远。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首席记者 王 彦

■本报记者 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