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圈层化已然成为近年来影视剧发展

的重要趋势，“迷雾剧场”“宠爱剧场”等

更是从剧场定位便带有一种明显的“圈

层”特质。而近年来火爆出圈的《开端》

《一闪一闪亮星星》《卿卿日常》等作品，

也都具有某种“圈层化”的定位，比如具

有游戏化叙事风格、带有时空穿越、现

实游玩的前两部作品便具有一种迎合

“游戏圈层”的特质。这些作品大多是

有圈层意识，但未完全圈层化，既能够

满足部落圈层文化消费诉求，又能够“出

圈”，赢得大众喜爱，实现了“部落圈层”

与“大众”之间的“折衷平衡”。总的来

说，这种“泛圈层化”的发展趋势，是目前

影视剧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但是，很多圈层化作品也面临着“既

没有满足目标圈层审美，又无法令大众

接受”的尴尬。比如前段时间的《偷偷藏

不住》就被本该为该剧“圈层受众定位”

的书迷们批评“没有还原出那种近十年

暗恋之情”。再比如更早的《约定期间爱

上你》《我的邻居睡不着》也都是被目标

受众批评过于套路、俗套。而这种尴尬

也在提醒着我们，需要对当前热度较高、

产业发展强势的“圈层剧”或影视剧“圈

层化”创作进行冷思考。

影视剧圈层化发展趋势的形成原

因与当前互联网“部落圈层文化消费”

这一时代文化特质有直接关系。消费

反作用于生产，“圈层剧”的集中生产，

正是一大批“部落圈层”的青少年受众

强烈消费诉求所促使的。正如鲍德里

亚所言，“消费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集

团、阶级、种姓（及个体）的形式自主

化”。实际上，青少年借助“圈层消费”

进行一种“身份划分”与“自主部落化”，

目的是借此与同圈层对话、交流，并以

此彰显身份、确定属性、找到同类。而

“圈层剧”恰恰能够满足不同部落群体

的独特审美喜好，成为一种圈层内部能

够互相交流、产生共鸣、确定身份、增加

圈层内个体信心的重要媒介。

影视剧圈层化发展趋势的形成也

与分账剧商业机制有直接关系。因为

分账剧是平台根据某一剧的点击观看

情况、付费用户观看数量等指标分账给

片方的剧集样式。所以，这便要求剧集

一是要有极大点击量，二是能够促使受

众进行消费。显然，在此逻辑下，深耕

一个群体，瞄准特定圈层，做定制圈层

剧，是较为稳妥的重要方式。

注重青年受众的独特审美是影视剧

圈层化的主要特质与目的。比如《全职高

手》满足的是电竞圈层受众“为电竞正名”

的文化心理；《开端》那种游戏循环、游戏

少年拯救老年人的剧情设置，则满足的是

“游戏圈层”独特的游戏审美体验。

近年来，影视剧圈层化发展越来越

朝向“精准圈层化”生产逻辑进行，圈层

化生产不断细化、垂化，甚至固定化、模

式化。近年来的《约定期间爱上你》《我

的邻居睡不着》《人间烟火花小厨》《拜

见宫主大人》《萦萦夙语亦难求》《少主

且慢行》《扑通扑通喜欢你》《亲爱的柠

檬精先生》《器灵》等作品，都是“精准圈

层化”代表，它们大多聚焦一类圈层受

众的审美喜好，专门钻研一种风格。比

如《约定期间爱上你》《我的邻居睡不

着》等作品都为“玛丽苏恋爱”剧情，深

受初高中女性群体喜爱。再比如《拜见

宫主大人》是将网络游戏与甜宠、古装

等多维元素融合，讲述主人公穿越到自

己玩的游戏之中，并在游戏中结交朋

友、体验爱情的故事，备受游戏部落群

体、甜宠审美趋向群体的喜爱。

但随之而来的，是这种“精准圈层

化”“垂细圈层化”也逐渐变得异化。

一是此类作品成为一种“流水化”

的工业产品，成为一种明显“套路化”生

产的作品。以甜宠剧为例，垂化细化的

甜宠圈层剧大多在故事设定上有着某

种相似性，人物行动逻辑与故事演变逻

辑都较为固定。《约定期间爱上你》似与

网络霸道总裁IP文的叙事套路一致，且

“合约恋人”的设置也早已在各种影视

作品中出现多次。《我的邻居睡不着》那

种“邻居误会—互助理解—甜宠恋爱”

的设置也较为俗套。《偷偷藏不住》里

“暗恋哥哥朋友”的桥段设置实际上也

早已成为套路。这类剧情基本上就是

按照“男女主偶然相识—误会争斗—理

解帮助—甜宠撒糖”的套路进行，仅稍

换一下故事背景与人物设置，就又产出

一个新作品。

二是此类作品大多为点击量等指

标而在生产过程中不断营造“噱头”，以

满足受众猎奇心理，使得内容异化。比

如近期的《偷偷藏不住》所讲述的“未成

年暗恋”的故事，便是一个具有“猎奇”

特质的“噱头”故事，但这种“噱头”挑战

伦理边界，甚至让大众产生了不适感。

再比如《亲爱的柠檬精先生》在人物设

置、故事逻辑上类似于《回家的诱惑》，

尽管该剧有着“复仇前夫”的“噱头”，但

故事逻辑等较为俗套，“归来复仇”这一

噱头本身也不太具有新意。在这种异

化趋势下，此类过于“垂细”的作品，极

容易陷入“单调的重复”与“无序的张

扬”之中，消耗尽受众的审美期待。

如今的“圈层剧”大多聚焦的是初

高中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在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等各个维度上尚未定型。

本就处于“圈层闭环”的他们，需要影视

作品提供多元人生参考。但影视剧过

于圈层化后，不仅不会让这些青少年们

“理解世界”，反而可能会加剧个人主观

情感，甚至加剧某种“戾气”——因为他

们周边的人、部落、圈层都已经和自己

完全一致，而他们看到的影视作品中的

故事逻辑，又与他们的认知相同，这便

可能会让尚未有完全性社会认知的青

少年们走向“圈层洞穴”之中，无法分辨

“自我”与“社会”，看到的内容仅仅为

“被过度修饰后的内容”。这会导致青

少年认知窄化，甚至过于理想、浪漫主

义化。比如《约定期间爱上你》等甜宠

圈层剧大多依旧是一种“灰姑娘与白马

王子”的故事设置，这种“依靠男性拯救

自己”的价值观念容易误导很多青少

年，而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故事，也容

易让青少年心态浮躁、期待偶遇，沉浸

于幻想泡沫之中，甚至影响其职业选择

与人生选择。

过于“垂细”不仅可能会使受众陷

入“圈层洞穴”之中，也可能会使生产者

陷入“自嗨模式”。尽管目前分账剧生

产者都强烈地在寻找“圈层爱好”，但圈

层是无限的，圈层也是流动的、变化的，

而如今，很多影视生产者找到一个圈层

喜好逻辑后就不断输出的创作思维，显

然也将会使其生产陷入到一种“圈层牢

笼”之中，看不到大局变化与圈层波

动。比如《偷偷藏不住》这种挑战伦理

边界的暗恋与甜宠撒糖的圈层生产逻

辑，最终却并没有赢得圈层与大众的

喜爱，这种尴尬处境，便是一种提醒与

佐证。

影视剧过于追求圈层化生产还有

可能导致影视泡沫经济危机。一方面，

过于圈层化可能会导致生产端生产俗

套、模式、批量的作品，使影视产业过于

漂浮，导致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于

圈层化背后的商业逻辑是点击量而非

价值内容，这就极为容易导致影视生产

变为“点击趋向”的生产，而失去本该承

担的社会教化、社会引导作用。显然，

从《偷偷藏不住》讲述未成年人暗恋故

事引发的争议来看，大众还是趋于接受

理想范围内的圈层影视作品的。

尊重青少年审美、表现圈层文化、

为青少年群体发声，是影视剧创作应有

姿态，是值得鼓励、呼吁的。但凡事过

犹不及，握好“圈层之度”，坚守影视教

化社会之初心，应是未来影视圈层化发

展的重要方向。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
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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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轻观众热衷于支持许三多

这位看似愚笨又有点木讷的角色，究竟

是什么原因呢？或许是因为他身上有一

些特质，这些特质与我们国家的文化传

统息息相关。坚韧不拔，承受重压，我们

可能一开始会觉得他像一株毫不起眼的

小草，但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看，我们会

惊讶地发现他已经茁壮成长为一棵巍然

参天的大树。这种坚韧和耐力，正是我

们通过林场三代人的故事所要传达的核

心价值观。”

日前，以东北林场为主背景的剧集

《父辈的荣耀》收官，当看到作品一度被

打出比“剧王”《人世间》更高的分时，该

剧导演康洪雷这样解释初衷。

该剧以上世纪90年代为背景，讲述

了三道沟林场的伐木工人在20多年的

时代变迁中，经历阵痛，追随理想，实现

生态文明的传承历程。导演陈述中提

到，在从过去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逐

渐朝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发展的过程中，对那些生活在山区、依赖

山区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困

难和迷茫。这部剧想告诉观众，当代中

国人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深入探

讨我们的前进之路。

在影视创作领域，林业题材现实主

义创作长期空白。对东北林区有着深刻

感情的人不会写不会拍，会写会拍的人

又很少将目光专注于此。一定程度来

讲，这个剧作题材没前作可参照，也没原

著小说可借力。与此相对的，近年来“东

北文艺复兴”的风潮劲吹，一股新的东北

故事创作在电视剧领域不断冒头，《人世

间》《漫长的季节》等佳作频现，观众免不

了比较，怎么将剧拍出新意可谓挑战不

小。况且观众的审美眼光也水涨船高，

作为一部年代剧，《父辈的荣耀》怎样在

剧本，人物造型，演员台词等方方面面，

都呈现出那个年代的质感，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而拍出新意，跨越圈层，形成新

的爆款更是难上加难。

创作上填补空白，命题上面临观众

横向比较，《父辈的荣耀》无论在寻求突

围的最终呈现上，还是在编导演服化道

上均有颇多亮眼表现。

叙事上，《父辈的荣耀》娓娓道来，前

五集就完成了对顾长山、那存花夫妇的

家庭构建：一个普通又“复杂”的家庭在

1997、1998两年间，先后收养了三个孩

子，原本的四口之家变成了七口人。

一个家里五个姓，表面上是因为这

些孩子的父辈遭遇了突发情况，但背后

是与社会的巨变密切相关的。比如，兴

杰的生母黄小萍南下广深，反映了当时

南下经商的热潮，但笔触落在了经济蓬

勃发展的一抹阴影里——传销乱象，这

也为兴杰及顾家此后遭遇的一些悲剧事

件埋下了伏笔。邻居马二姨的女儿凤勤

留在顾长山家的原因最能体现时代性。

凤勤是马二姨计划生育超生的闺女，一

直瞒着人养在山东娘家，姨妈下岗了，只

能打发孩子来找亲妈。不巧的是，凤勤

找妈正赶上林场停薪留职的人员裁定，

马二姨家怕凤勤会成为话柄，只能把凤

勤留在顾长山家。

东北人的幽默感，就在交织的人物

关系中直观地通过语言呈现出来。几个

妇女聚众闲聊娃时，马二姨说自家孩子

“我上吊了她还以为我搁那儿荡秋千

呢”，这种张口就来的东北方言的独特节

奏，是自带喜剧氛围的。又如，凤霞在城

里打工，和一个动手动脚的客人起了冲

突，事情被添油加醋传回林场，大妈们嘀

嘀咕咕，刚好被妹妹凤菊听到，年幼的她

当场冲回家拿菜刀准备“杀”出去为姐姐

讨公道，被马二姨拦下说“你个儿还没有

菜刀高！”类似细节在剧中出现多次，体

现了主创的取舍：不在悲情上过多纠缠，

更多地展现人物的乐观和旧时邻里关系

温情的一面。

众所周知，苦情戏作为年代剧的常

规配置往往是浓墨重彩去表现的，这一

点就连《人世间》也未能免俗。可优秀的

剧作者深知，共情必须要站在过来人的

视角，当苦过的人回首过去，内心往往是

不见激荡，只见涟漪的。更重要的是，将

人性中坚韧、善良、不屈、顽强、豪爽等品

质展现出来，让普通观众感到这些品质

在年代剧中的穿透力，作品的格局自然

更加打开。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家作为

载体来呈现的，在家长里短中，每一个家

庭遭遇意外也好，不顺也好，都未曾被抛

弃过……从这层意思上看，“不抛弃、不

放弃”好像始终是康洪雷作品一以贯之

的永恒主题。

《父辈的荣耀》另一值得细品之处是

人物塑造。一部体量只有30集的剧集，

只用五集就完成了十几位主要人物的形

象塑造，颇见编剧的功力。以刘琳饰演

的母亲那存花为例，区别于萨日娜在《人

世间》中饰演的老母亲，那存花的形象并

没停留在简单的善良淳朴上，而是写出

了人物的复杂性，这使刘琳在有不少极

具特色的女性角色的包夹下，有了出彩

的表现空间。

那存花虽是外来者，但长年东北农场

的生活，慢慢使她长成了一棵树，牢牢扎

根于生活。她一手操持的家并不富裕，丈

夫把没人管的孩子一个个领回家时，那存

花嘴上强硬，抱怨的词说了一套又一套，

柴米油盐的账算了一遍又一遍……那种

真实让原本过于完美的夫妻人设，不至于

落入窠臼，让观众感受到了真实的人间烟

火气。剧中，那存花在收养刘自强前的家

庭情况权衡，以及她出于分房多分的私

心，让凤勤落户到自己家，让观众看到了

完美母亲人设中的精明但不刻薄，接地气

但又不市侩的真实。编剧并没点到为止，

不断让她的“小心思”和善良的秉性交

织。后期，人物随剧情愈加丰富起来，尤

其是家里顶梁柱顾长山病倒的那一刻，那

存花仿佛失去了魂灵，对养女一顿输出

——“你回去读你的书，你二哥好好上他

的班，我去噶腰子得了”，表现了人物内心

深处常年潜藏的委屈，但她又很快恢复了

理智，告诫凤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只有考出去，才能更好地回报父母、反

哺林场。”

一个又一个真实可感的人物，让《父

辈的荣耀》的苦情不再停留在编剧创造

出的苦，而是大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留下

的真实伤痕，这些伤痕在小家庭的温存

下渐渐化冻，最终形成了感人至深的一

股热流。抛开剧本和特定年代背景，《父

辈的荣耀》在苦情戏上的“收敛”，不仅不

让人生厌，恰恰成为了该剧的一大亮点。

在顾家及“三道沟”家长里短的戏剧

性背后，林业精神才是这部剧想要表达

的，立意上讲述的是奉献，是饮水思源，

知恩图报。顾长山无条件地养育这些子

女，收获了他们的孝顺和回报；而这片山

林养育了几代伐木工人，如今也收获了

他们的回报。顾家与“三道沟”林业的发

展形成了呼应，这正是《父辈的荣耀》剧

作成熟之处。

稍感遗憾的是，《父辈的荣耀》这坛

好酒，始终差点热度，与真正的“剧王”好

像差着那一口气。通常情况下，“剧王”

需要口碑和知名度双高，在观众中引发

广泛讨论。“剧王”往往同时是“爆款”，毕

竟能被称为“剧王”的作品，对主流观众

一定是有吸附力的，但“剧王”比爆款更

多了一层品质上的要求。同时，过于曲

高和寡也难成“剧王”，电视剧毕竟是大

众流行文化产品，如果只能触动一小部

分人，也无法形成广泛影响力。从近年

来可以称得上是“剧王”的《甄嬛传》《大

江大河》《人世间》能看到一些共性：首先

是年代跨度长、人物众多，这是故事得以

展开，人物得以相互紧密勾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作品对人物的刻画，主要演

员精湛的表演，具有历史感的人文关怀

等要素似乎缺一不可。简单来说，“剧

王”的热度来源于作品本身的品质，具有

突破性别、年龄、地域、审美各个圈层的

穿透力。

对照《父辈的荣耀》，该剧在评分一

度比《人世间》还高的情况下，为何没能

成为“剧王”呢？从收视率上来看，《人世

间》央一首轮平均收视率达到2.85%，流

媒体平台播出热度值过万。而《父辈的

荣耀》，全剧平均收视率1.503%，从数据

层面与《人世间》有一定差距，特别是流

媒体平台播出热度不尽人意。

《父辈的荣耀》为了吸引年轻观众，营

销主打主演中唯一的流量、男一号张晚

意。张也是今年暑期爆款古偶剧《长相

思》的男主角。《父辈的荣耀》播出几乎无缝

接档《长相思》，这确实能吸引一些粉丝的

兴趣。但年代剧，归根结底的观众盘是落

在剧中的其他几位老朋友身上。导演康

洪雷和编剧赵冬苓自不必说，两人各自的

《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红高粱》

《警察荣誉》等代表作均获得过观众的广

泛认可；主演郭涛和刘琳在另一经典国产

剧《父母爱情》中扮演兄妹深入人心。不

过，也有人提出，郭涛、刘琳是毫无疑问的

好演员，却并不是拉流量的宝藏演员，仅

凭两人以及剧中没太大知名度的群戏演

员，显然与《人世间》的全明星阵容存在落

差，这也是《父辈的荣耀》在热度上、特别是

网络平台的热度上逊色不少的原因之一。

《父辈的荣耀》为何没能成为“剧王”
陈熙涵

张明浩

网络评分一度超越《人世间》

“东北文艺复兴”风
口下的突围难在哪里

一坛好酒为
何始终差点热度

影视剧圈层化生产的冷思考

警惕陷入“圈层洞穴”

影视剧圈层化发展趋
势形成原因与诉诸对象

影视剧圈层化发
展的加剧与变异

影视剧过于圈层化生产
后的文化症候与生产危机

《偷偷藏不住》这种挑战伦理边界的暗恋与甜宠撒糖的圈层剧并没有赢得目标受众与大众的喜爱。

顾家与“三道

沟”林业的发展形

成了呼应，这是《父

辈的荣耀》剧作成

熟之处。稍感遗憾

的是，《父辈的荣

耀》这坛好酒，始终

差点热度，与真正

的“剧王”好像差着

那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