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百艺·薪火相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主场馆为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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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兴在 《这！ 就是街舞》 第三季中表演。

■本报记者 卫中

现实主义佳作已成为网生精品主流
昨天， 上海电视节主要板块互联网影视

峰会上发布的 《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

（2021）》等数据显示，互联网影视内容呈现三

大新趋势———现实题材大幅增长、 付费习惯

已经养成、精品化成刚需。

业界人士指出， 随着广电总局新时代精

品工程的深入实施， 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必将

以更强的历史自觉和时代自觉， 加强精品内

容创作，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迎来更加美好

的发展前景。

现实题材佳作激增，日益
受到网民欢迎

“除了医护人员之外，疫情期间还有一批

为百姓生活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快递

员。 《中国飞侠》这部剧能把目光聚焦在这群

人身上，我很佩服。”昨天下午举行的 2021 年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互联网影视峰会主旨论

坛上， 蜻蜓 FM 总编辑韩清对坐在身边的董

冠杰说道。 后者的奇树有鱼公司除了出品反

映抗疫题材的《中国飞侠》外，还有展现脱贫

攻坚成就的《毛驴上树》等多部作品。 2020 年

网络电影生产能力水平取得突破，“为时代画

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现实题材作

品层出不穷， 成为聚焦新时代主题创作的重

要新生力量。

《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 （2021）》指

出，网络剧已走向追求品质的良性轨道，对反

映时代变迁、人民生活、内心需求的现实题材

的追求已经深入创作者内心。 2020 年有 230

部网络剧上线，相比 2019 年的 202 部呈显著

上扬。其中，现实题材网络剧依然受到创作者

的青睐，比例达 70%，包括《我才不要和你做

朋友》《沉默的真相》《我是余欢水》等作品，均

收获不俗口碑和出圈热度。 此外，2020 年的

网络剧相比以往显得更加精炼———上线的

230 部网络剧中，12 集短剧占比最高，数量达

到 80 部，占网络剧 35%的体量；24 集的剧集

占比 20%，共 46 部 ；相形之下 ，曾经常见的

“40+剧集”只有 6 部，占比仅为 2%。

同时， 网络综艺正在摆脱 “有意思没意

义”的创作惯性，制作生产机构反思纯娱乐化

的综艺创作思维，更加注重正能量的传播。如

《戏剧新生活》《这！ 就是街舞3》《乐队的夏天2》

等高分节目从不同领域切入，印证“初心”的珍

贵；网络纪录片快速发展，反映社会现实和文化

艺术类题材成为热门； 网络动画片表现出更大

的张力，打破了观众的圈层。

付费习惯的养成，使得精
品成为刚需

“Z 世代的年轻人从小生活在为内容付费

的环境下 ， 他们对超前点播的接受度很高 。”

身兼论坛主持人的青年演员梁植分享了他自己

的一个观察发现。 2020 年， 网剧在培育用户

消费习惯方面进展显著， 30%的网络剧、 59%

的网络首播电视剧实现了超前点播， 调查中更

有 66%的观众表示使用过超前点播功能 ， 累

计花费 10-50 元的观众占比达到 30%。 观众

看网络综艺也同样愿意花钱， 2020 年总上线

网络综艺 229 档， 其中仅限会员付费观看的多

版本和衍生节目占比 60%， 达到 137 部。

一方面是观众乐意为内容付费， 另一方面

精品已成为网络文艺的刚需。 “院线电影只要

不是太差， 大多数观众即使事后会骂但也会先

看完 ； 但观看网络电影的观众弃剧率高达

25%。” 腾讯在线视频影视内容制作部的常斌

透露了这样一个数据。 对于网络用户而言， 如

果内容不佳， 他们不仅不会付费， 还会跑得特

别快。

那么， 什么才是精品内容呢？ 北京大学视

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认为， 精品要有形有

神、 入眼入心， 有感染力、 爆发力， 又要可长

可久， “精品， 不但我们本民族的人喜欢看，

不但我们这代人喜欢看， 不同国家的人也喜欢

看， 我们下一代人仍然喜欢看”。 同时， 专家

也指出： 新网民的入网转化是一大增长点， 尤

其当新网民的生力军是青少年和 60 岁以上老

人时 ， 行业应更积极思考如何为这 “一老一

少” 的群体布局适合他们的视听文化内容。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主旋律是表达14亿人共同的情感，是一个民族的传承”
刘进等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共同亮相，从今年入围作品谈当下创作，他们说：

“我心中理解的

主旋律是表达 14 亿

人共同的情感 ， 是历

史对于现实的映照和

关联 ， 是润物细无声

的表达 ， 是一个民族

的传承 。” 第 27 届上

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

委见面会昨天在沪举行 ， 评委之一 、 《理想照

耀中国 》 导演傅东育提出了自己对于主旋律作

品的看法 。 从入围本届白玉兰奖的剧目中不难

发现， 主旋律和现实题材正逐渐成为时代创作

的最强音。

本届评委会主席刘进携霍廷霄、 梅一帧、 于

胜军、 刘湘晨、 陶虹、 佟大为、 关玲、 张蕾等评

委悉数亮相。 刘进曾执导 《悬崖》 《白鹿原》 等

优质现实题材剧集， 他认为， 好的现实题材作品

应具备艺术性、 思想性和时代性， 以及与当下的

“精神链接”。

“跟着哭，跟着笑”的“主旋
律”，生动反映人民美好生活

今年提名作品中，《觉醒年代》《大江大河 2》

《山海情》 等主旋律作品、 红色题材作品占据了

半壁江山， 深受年轻观众追捧， 引发一波波追剧

热潮。 这些剧目打破了以往观众对于 “主旋律”

的刻板印象， 在编剧、 导演、 摄影、 表演、 美术

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长、 本届评委

之一关玲表示， 今年的几部主旋律大剧， 她都是

被自己的学生推荐的。 “关于 ‘主旋律’， 过去

有一些狭义的理解， 但事实上能呈现生活中的美

好的、 能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作品， 就是 ‘主旋

律’ 作品。” 关玲说。

说起近年来反映人民美好生活的作品 ， 担

任评委的陶虹和佟大为都分别有影响力作品

“傍身”， 电视剧 《小欢喜 》 《小舍得 》 铺展当

代中国家庭亲子关系 ， “接地气 ” 的题材和表

达获得观众普遍认同 。 陶虹笑称自己也经常

“追剧”， “看剧的时候我就是一观众， 跟着哭，

跟着笑， 跟着哭完， 跟着笑完。 人都是感性的，

普通观众看剧的时候 ， 好坏评判不在于说谁更

资深或谁是新人， 就是 ‘好不好看’ 这件事。”

“影视是非常综合的艺术，” 本届评委之一、

曾以 《中国式关系》 获得白玉兰最佳编剧奖的编

剧张蕾说， “我非常欣慰能够看到， 有特别优秀

的合作伙伴， 把我们心中的世界变成一个超越自

己想象的更精彩的世界 。 这届作品让我十分感

佩， 优秀的作品无论在哪方面都很优秀， 从 ‘编

导演’ 到 ‘服化道’ 共同呈现了一个特别引人入

胜的世界。”

专业性保驾护航，确保白玉
兰“品质好，艺术水准佳”

“白玉兰奖作为行业内一个注重专业技术的

奖项， 在各方面都越来越体现出它的专业性 。”

曾出任白玉兰评委会主席的著名导演毛卫宁日

前对媒体表示。 作为中国电视剧行业引领风向、

激励创作的专业平台 ， 白玉兰奖在专业性上不

断进步， 成为业界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白玉兰奖首次邀请 “编

导演” 工种外的幕后技术类专业人士担任评委工

作。 评委成员中 ， 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霍廷

霄 ， 最为大众熟知的身份是 《英雄 》 《十面埋

伏》 等电影的美术设计， 今年也是他首次参与白

玉兰奖电视剧单元的终评工作， 再次体现上海电

视节白玉兰奖的行业专业性定位。 难怪傅东育信

心满满地表示， 本届入围作品普遍 “品质好， 艺

术水准佳”， 一定能选出代表当代中国电视剧审

美高度的佳作。

百年百艺薪火相传
1200位传人的1500件工艺精品齐聚申城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将在上海六大展馆同步推出

本报讯 （记者李婷 ） 6 月 12 日是今年的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记者日前获悉， 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文化和旅游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将于 6 月

12 日到 7 月 11 日在沪共同主办 “百年百艺·薪

火相传” 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 届时， 来自全国

31 个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200 余

位传统工艺传承人创作的 1500 余件 （套） 精品

将齐聚上海， 展现传统工艺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向往、 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的

积极作用。

这是近年来对中国传统工艺发展历程进行的

系统梳理和振兴成果的全面集中展示， 层次高、

规模大、 品类全， 涵盖了百年来具有代表性、 技

艺高超 、 反映不同时期建设成就的传统工艺精

品。 展览将紧扣 “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 的主

题， 采取 “1 个主场馆+5 个分场馆 ” 形式 ， 在

上海共设六大展馆。

其中， 主场馆位于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

览馆， 展览面积达 3200 余平方米， 囊括了 120

多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60 多位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的代表作品。 这之中， 包括了被郭沫若称之

为 “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 的景泰蓝和平鸽装饰

盘。 该作品由林徽因、 常沙娜等牵头设计制作，

专门为新中国首次承办的大型国际会议———亚洲

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而准备， 深受各国与会代表

的喜爱。

汝瓷代表作《天青釉弦纹樽》十分难得一见，

其作者为第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汝瓷烧制技艺传

承人朱文立。 由他研制成功的汝瓷天青釉通过了

轻工部和河南省科委鉴定，填补了我国“汝窑”这

项空白，使断代八百年的汝官瓷再现于世。

此次展出的 《任伯年群仙祝寿图》 是迄今为

止最大型的木版水印作品， 由 20 多位艺术家耗

时 8 年完成， 精雕细琢的人物多达 46 个， 连人

物头上指甲盖大小的花朵， 都是单独为其刻制一

块色版， 细心复刻， 堪称精妙。

以中共一大会址为题材， 由上海 34 位 “海

派玉雕” 传承人共同创作完成的 “初心之地大型

玉雕摆件” 可谓巧夺天工， 该作品将于本次展览

结束后捐赠给中共一大纪念馆。

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才俊们亦创意满

满， 他们以金属锻造技艺仿制了一个在三星堆遗

址五号坑发掘的黄金面具， 让非遗焕发出不一般

的生命力。

分场馆中 ，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以 “艺彩缤

纷” 为主题， 主要专题展示编织扎制、 剪纸刻绘

等民俗工艺作品； 浦东新区金桥碧云美术馆以

“衣冠民尚” 为主题， 主要专题展示服饰制作等

作品； 虹口区抱朴美术馆以 “锦绣文章 ” 为主

题， 主要专题展示纺染织绣等作品 ； 杨浦区毛

麻仓库以 “守艺生活 ” 为主题 ， 主要专题展示

家具建筑 、 金属加工 、 文房制作 、 印刷装裱 、

器具制作等作品 ； 闵行区上海海派艺术馆以

“华彩之美 ” 为主题 ， 主要专题展示陶瓷烧造 、

漆器髹饰 、 雕刻塑造等作品 。 六大场馆同步举

行， 向公众免费开放。

据悉 ， 本届邀请展采取 “线上线下 ” 相结

合， 将在国家公共文化云、 文化上海云平台开通

线上展。 观众在线下观展时， 可以随时通过扫描

作品展签上的二维码， 进一步了解传统工艺背景

知识， 观看作品和传承人的视频介绍， 购买传统

工艺产品。 展览还与哔哩哔哩合作， 在主会场开

设直播间 ， 邀请知名 UP 主与传统工艺资深专

家、 传承人展开对话。

除了举办 “百年百艺·薪火相传” 中国传统

工艺邀请展外， 上海还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各类非遗宣传、 展示活动。 比如， 第十一届国际

传统艺术邀请展明天将在上海艺术品博物馆开

幕。 展览以 “艺由心生” 为主题， 来自 24 个国

家的 240 余件作品参展， 无论是参展国家数量还

是参展作品种类， 都创历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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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佟大为 陶虹 关玲张蕾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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