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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继续往上

攀爬，不是攀得更好，就是摔得更惨。所以要

准备好一条绳子，随时准备从坑里爬出来。”

上海话剧中心艺术总监、编剧喻荣军打了个

比方，道出文艺作品改编的难点与痛点。

去哪找到合适的“绳子”？如何让改编的

线索清晰有效？日前，上海文学戏剧影视创

投沙龙 ·文学作品推介专场聚焦“为好故事寻

找观众，为观众探索好故事”，围绕15部作

品，多位作家与影视制作公司代表围谈，力求

在优秀原创文学作品与戏剧影视转化之间

“搭绳建桥”，助力内容源头与衍生改编的高

效衔接。

行业题材应避免“穿得像却离
得远”

描摹行业一线的职场小说或行业剧，一

直是备受关注的类型题材。活动现场，有专

家直言，普通观众看金融商战，最怕看“所谓

的金融精英，虽然穿得像精英，但和金融行业

离得很远，一看就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与真正的金融从业者相距甚远”。

《大空头》《华尔街》都是聚焦金融投资领

域的经典影片，前者有一段台词令人津津乐

道——“在雷曼兄弟倒闭的前夜，所有金融大

佬坐在一个会议室里，有人说我的一生都在

寻找市场中的音乐，可是现在音乐停了，我只

听到一片寂静”……类似的精准描述让业内感

慨：只有真正接触过食物链顶端的人才能写出

这样触动心弦震慑人心的台词。

要让作品引发更多行业人士的共鸣，需要

真实精妙的细节，也离不开人物角色的塑造。

“这部作品里有‘新人物’。”上海影视制作协会

会长、兴格传媒董事长杨文红还记得，作家滕肖

澜小说原著《城中之城》就是在上海文学戏剧影

视创投沙龙上被“相中”，而人物正是判断IP的

重要支点，“一部影视剧能否成功，取决于观众

最后是否能够记住人物”。

推介会上，聚焦金融投资的长篇小说《殊途

同归》以女主角的职业成长为主视角，穿插张力

十足的商战交锋。“在多以男性为主导的投资领

域，女性的纠结挣扎和释然背后，走过了怎样的

心路？”小说作者云溪、景一尤其注意将焦点集中

在自我奋斗，期待能得到新一代女性受众的共

鸣，“避免在创作中滥用单一套路，比如某些职场

剧以异性大开职场金手指作为‘爽点’或卖点，但

很难令读者和观众信服，也容易导致审美疲劳。”

上海“特产”爷叔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火爆刷屏的电视剧《繁花》之后，下一部大

热的上海都市剧在哪？地域题材书写如何跳出

浮光掠影的元素罗列，而是挖出一方水土的辨

识度？

活动现场，唐颖《淑女》、蔡骏《春夜》、那多

《告别》、路明《定海桥往事》等多部上海作家作

品“圈粉”。上海荣麦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内容总

监齐名形容《定海桥往事》犹如上海版《人世

间》。“上海故事从一条条弄堂徐徐拉开，鲜明的

地域印记有都市的光鲜，也有柴米油盐，不回避

矛盾，不粉饰生活。这部拥有深刻上海基因的

作品，仿若海派家庭烟火故事集，希望借助戏剧

和影视之手，带更多人体味上海人世间的悲欢

聚散深情隽永、江湖儿女的爱恨情愁。”

定海桥是定海路上一座桥的名字，见证了

杨浦区近代工业兴盛繁荣，承载了几代人峥嵘

岁月。非虚构作品《定海桥往事》勾勒平民生活

图景，彰显了沪语独特魅力，鲜明生猛，隐入尘

烟。与此同时，上海“特产”爷叔浮出水面——

很神气很有腔调的样子，其实吃过苦头，经历坎

坷，咬着牙挺过来。“我从小就佩服这些执拗的

人，一根筋的，不买账，天不怕地不怕，像滚动石

头的西西弗斯。”路明走访了大量定海桥原住

民，聚焦“犟头倔脑”一辈子的上海爷叔，有不服

软的原则，也有满满的人情味，浸透着海派工人

特有的荷尔蒙，细腻感人。

业内呼吁，上海故事长廊里需要更多有特

色有棱角有烟火气的人物群像。真正的传奇和

“爆款”，或许不只是发生在高耸入云的大厦，还

隐匿于酸甜苦辣的人间百态、冷暖自知的人情

故事。

上海文学戏剧影视创投沙龙 ·文学作品推介专场热议母本二度开发

“搭绳建桥”助内容源头与衍生改编高效衔接

《我的阿勒泰》《繁花》《城中之城》《大江

大河之岁月如歌》《南来北往》等精品剧集成

为本届上海电视节期间的热议焦点，国产电

视剧在文学改编、现实主义等方面持续发力，

在温暖观众心灵的同时，激发向前向上的价

值追求。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今年上半

年大屏收视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各月活跃

率均高于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包括长视频、

短视频、直播、音频等在内的网络视听市场规

模增长迅猛，2023年超过1.15万亿元，以网

络视听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存续企业共有66

万余家。

新近发布的《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

显示，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亿，使

用率98.3%，用户规模转入平稳增长期。在

各平台用户几近冲至“天花板”的当下，中国

视听产业该如何破局？“内容总体存在高原不

高、高峰较少的现象，全球传播的优秀作品还

不多，影响力还不大。下一步的增长点与高

质量视听内容服务息息相关。”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祝燕南认为，以“文

化+科技”培育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催生更贴

近今日中国百姓生活、贴近当代社会发展特

征的精品剧作。

观照温暖人间烟火，绘就真
实时代画卷

《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将个人命运与时

代紧密联系，为改革开放进程写下生动注脚；

《南来北往》伴随着列车轰鸣声呈现一个个酸

甜苦辣的故事，以多线交叉叙事刻画人间百

态和人情冷暖；《城中之城》突破传统意义上

的职场剧，与现实“短兵相接”地碰撞出个体

的求索与浮沉……今年上半年，多部电视剧

单集最高收视率破3，它们拍出了现实主义

的深度、力度、广度，吸引了大批观众追剧。

这些剧作将“中国故事”书写在老百姓的日常

生活里，展现普通人为美好生活奋斗的进取

精神，形成现实主义的明亮底色。

“当下，现实主义的叙事表达引领着人们

共同的话题、注意力和消费取向。我们注意

到，几乎每一个爆点的影视内容都随着传播

声量的崛起而牵引着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

大批收视表现优秀的影视剧都沿着现实主义

的路径展开，优质内容创作对人们的情绪情

感形成鲜明引导。”美兰德媒体传播策略咨询

有限公司总经理崔燕振认为，主流剧作贴合

现实层面的“烟火气息”，拓展了贯通历史与

当下、融合现实与屏幕、链接个体与时代的创

作道路。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和世界观察中国

的窗口，亦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富矿。近年来，

众多优秀影视作品聚焦上海、观照上海：《大

江大河》《风吹半夏》将开阔的历史视野与跌

宕的个体故事紧密结合，呈现改革开放的发

展历程；《安家》《平凡的荣耀》描摹行业职场

的生存状态，引发都市白领的强烈共鸣；《小

欢喜》《小别离》《小舍得》以都市生活为蓝本，

记录时代变迁中老百姓的情感状态……不同

时代、不同类型的影视剧深度开掘都市题材，

精准呈现都市生活景观，细腻描摹都市人生

存状态，成为了上海城市品格和精神的文化

具象。

今年以来，《繁花》《烟火人家》《城中之

城》《承欢记》等8部“沪产剧”在央视黄金档

首播，数量创历史新高。本届上海电视节期

间，新一批聚焦上海故事、呈现“沪上烟火”的

影视剧与观众见面。《蛮好的人生》正在上海

紧张拍摄中，镜头对准新时代上海金融保险

业，书写新一代保险人的转型与重塑；《宝庆

里》讲述旧区改造工程的基层工作者克服重

重困难，改善里弄居住环境的故事；《梁陈美

景》预计明年开拍，将还原上世纪90年代上

海的景物风貌，弄堂里的柴米油盐和人情往

来充满浓浓的烟火气……

影视赋能文旅消费，多模态
渗透生活场景

“点燃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积累，激活一

个地方的流行时尚风潮，都需要影视来赋

能。”崔燕振认为，优秀影视内容正在推动文

旅消费产业链延伸和多元化，助力实现长久

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今年5月，《我的阿

勒泰》在央视一套热播，呈现缓速的游牧世界

图景与松弛的群体精神状态，宛如一股清流

滋润着观众的心田。电视剧播出后，《我的阿

勒泰》与当地文旅部门合作，带动观众把线上

关注转为线下动能。相关数据显示，仅5月

13日至 19日一周，阿勒泰地区接待游客

105.02万人次，同比增长70.07%；端午期间，

同程旅行平台上，阿勒泰酒店预订热度同比

增长186%。电视剧《繁花》热播后，吸引许多

外地游客来上海打卡，大量旅客主动咨询，甚

至要求定制游览路线。2024年元旦上海旅

游消费同比增长24%，提升旅游经济及衍生

产业发展。

“微短剧+文旅”融合促进消费的新模式

亦进行得如火如荼。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73.9亿

元，同比增长267.65%。今年年初，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

作计划，提出创作播出100部好剧，推动实体

取景地跟随热播剧“出圈”，营造跟着剧集去

全国各地“打卡”的新风尚。《我的归途有风》

播放量达1.9亿，剧中对跷脚牛肉、金钱蛋、灯

影锅盔等乐山美食的展示，吸引观众前往当

地旅游；《别打扰我种田》取景地为安徽宁国

市，引发观众对剧中美景的兴趣，使“宁国市”

抖音搜索指数环比提升385%。

高流量影视IP价值的释放和转化，持

续带动了文旅消费升级。《梦华录》让观众

对中国古代茶艺产生浓厚兴趣，“茶百戏”

相关话题一度登上热搜；《山水间的家》《种

地吧》用节目流量反哺镇村发展，带动抖

音、快手、京东的农产品销售大幅增长；爱

奇艺全感剧场体验将旅游目的地文化与爆

款影视IP融合，截至今年6月各地门店接

待游客人次超10万……“从情感构筑、思

想引领到产业赋能，影视正在多模态渗透

生活全场景。”在崔燕振看来，影视产业

赋能文旅发展、特色产业输出、主流形象塑

造，激发着“从触达到连接，从单向传授

到双向互动互构，从线下传播场域到融合

传播场域”的转变。

《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
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  .  亿

平台用户冲至“天花板”
中国视听产业如何破局

■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许旸

今晚，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

兰奖评选即将揭晓，从观众到业界无

不目光齐聚。作为国产剧评选的三

大权威奖项之一，相比飞天奖注重政

府表彰的指向、金鹰奖常常反映大众

由心的选择，白玉兰奖更重视体现经

由专业人士层层推选的专业价值。

年复一年，人们从白玉兰奖评选

中提纯风向标价值。

本届白玉兰奖的国产剧评选，荟

萃2023年第二季度至2024年第一季

度播出的优秀剧目，荧屏和网络首播

都能入围，长短篇幅皆可上桌。最

终，《不完美受害人》《大江大河之岁

月如歌》《繁花》《父辈的荣耀》《欢迎

来到麦乐村》《漫长的季节》《南来北

往》《问苍茫》《问心》《追风者》十部作

品入围最重磅的“白玉兰”最佳中国

电视剧奖评选。

如果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国

产剧刻在基因里、始终主张的优秀创

作传统，那么当互联网变革与经济社

会发展空前强势地同人们的观剧生

态产生交融，今天的国产剧创作可能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一种“大影视

观”——它既胸怀“国之大者”，能展

示中国形象、关注时代变迁、书写万

家灯火；也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让国产剧与旅游、商业梦幻联动，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它还应当引领

影视行业发展大势，用不断升级的艺

术审美、视听体验、匠心创制，使国产

剧真正成为人们走向真善美的心灵

之桥。

这是十部候选佳作里透出的新

风，也是我们对新时代“白玉兰之选”

的期待。

时代的艺术见证，精神
的美育观照

若要给入围作品找个最大公约

数，记录时代脉搏、承载时代精神，应

该就是。它们以影视艺术记录国家

发展的不同篇章、容纳各个时期的社

会风情画卷，但拒绝主题先行、题材

至上，而是在对具体的人的描摹中实

现精神的美育观照。

《问苍茫》深情讲述青年毛泽东

踏上革命初程的故事。诗性画面里，

伟人的青春路与百年大党的早期创

业史合辙，革命的真实历史为青年成

长立志提供可视化范本。《追风者》的

镜头始于20世纪30年代，描写爱国

青年在动荡时局中历经抉择，走向理

想之路。伟人、普通人，都说国家的

未来什么样要看这个国家的青年什

么样。两部剧收到观众热烈反馈，是

对青春因磨砺而精彩的佐证，故事里

那些将青春系于国运的年轻人，他们

眼里的清澈与希望，会如星火般引燃

新时代青年的热血和担当。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林业的改革与

生态文明建设会对一方水土几代人产生多么深

远的影响，《父辈的荣耀》将浓情笔墨落在父辈

的荣耀、新一代的传承之上。时代列车的比喻

在《南来北往》里被具象化，一列火车上的人生

百态、一群邻里中的人情冷暖、一对师徒间的薪

火相传，随越伸越远的铁轨、越跑越快的火车，

共同见证山乡巨变。市场经济的蓬勃不是一蹴

而就，江河奔流中，有人不坠青云志，也有人迷

失过航向。《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和《繁花》在

同一年代侧重不同领域的发展，相同的是，不经

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这关乎人的成长，又何尝不

是改革开放之路从试验田、涓滴细流渐渐闯出

繁花似锦、阔野坦途的旅程。

《欢迎来到麦乐村》和《问心》都围绕医者仁

心展开。前者打开视野格局，从60多年间中国

援外医疗队的大爱担当里撷取动人片段，在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找到创新的艺术表达；后

者“啃”当代医疗剧这根硬骨头，努力在荧屏内

外建立“医患同盟”。

消费的撬动支点，情绪的向善调节

为什么人们会跟着一部剧去旅行？又是为

什么，明明流泪看过的剧，再回想时却让人心底

一动？“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

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

美、心灵的美。”

关于《繁花》究竟书写了1990年

代上海哪片光晕下的景观，个体的

记忆视野不同，观点不尽相同。但

有一点是集体认可的，它写一群人

的奋斗，写一座城市在改革浪潮中

的振奋精神。人人力争上游的时

代，阿宝凭勤恳努力华丽转身，玲子

的聪敏与情义助她的餐馆风生水

起，汪小姐敢打敢拼又乘上时代东

风；而当风浪起时，有人铅华洗尽

从头开始，有人坚韧历练誓做自己

的码头。《繁花》卷起一路话题，观

众被唤起的与其说是复刻的记忆，

毋宁看成是被剧中人的创业史、心

灵史激起了燃情力量，让人愿意到

城市的褶皱里找共鸣、在消费的衣

食住行中获得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

确证。

《父辈的荣耀》一开篇就是段航

拍镜头，万木吐翠的夏、层林尽染的

秋、茫茫雪原的冬、遍野新绿的春，

森林在镜头前随四季变幻，东北林

场的实景拍摄美不胜收。自然美，

人更美。三个顾家的“外人”原本各

自命运飘零，但因善良的顾长山、那

存花夫妇，没有血缘的孩子有了家

的守护，冬夜的炉火照见他们血浓

于水的亲睦，内心有了可停泊的港

湾，漂流的孩子也能遥想未来。

穿行过40年的列车，《南来北

往》里，有为蒙冤丈夫守家10年的妻

子，有为远行儿子牵肠挂肚的父亲，

有日久生情的爱侣，有古道热肠的

四邻……创作者把叙事的线头归拢

到家属院，那是人们的家，出走多

远，都要回家。也正因为平凡的小

人物在这鸡犬相闻的院子里与命

运交锋，荧屏前的观众才感同身受，

怀想着当今快节奏生活里熟悉又陌

生的情——地缘乡情，也就是人情

味儿。

《漫长的季节》《不完美受害人》

《问心》都有让人揪心的时刻，却也

将观众在喟叹之后引向更深的思

索，将沸腾的情绪引入中正平和的

善意。人性的深渊、社会的议题、生

活的痛楚，都是世间真相，也是中国

电视剧常以现实主义之笔深刻洞察

人间的创作传统，甚至，越深刻越显

厚重。但表现人性复杂不等于湮没

人格的光亮，直面社会议题不代表

情绪浅表的渲染，书写难题更不等

同于苦难的宣扬。于观众，好剧是

能长久感知世间温暖与人生真谛的

影像志。

创作的真谛回归，视听
的新质生产

返璞归真、守正创新，成为许

多“白玉兰”入围创作者不约而同

的取向。

精品悬疑剧黑马奔袭，形成了

这两年长视频平台的独特风光。可偏偏，《漫长

的季节》不惮“淡化”悬疑，用反类型、诗意化的

表达，细腻描画出一个被困于儿子走后那年秋

天的父亲、几个悬置于时间流逝之外的老伙

计。剧集电影化也是这几年的创作风潮。短

暂的秋天、阳光下金色的苞米地，天格外高和

蓝……但在这部剧中，电影感不仅仅渗透在运

镜、构图、光影等美学风格，更融入海报、片头、

序幕、音乐、叙事、片尾等等一部影视剧面向观

众的几乎所有细枝末节里。更关键的，形式就

是内容本身，所有的创新手势本质都在参与内

容的新解，让观众在长久的沉浸感和震撼力中

打个共鸣的响指。

《问苍茫》用诗词为叙事的进程点睛；《父

辈的荣耀》在生态之美中承载了对土地的热

望，铺垫了少年人未来返乡的心境；《繁花》与

《漫长的季节》将剧本背后的文本之美、文化之

美带到大众议题空间；《问心》穿过林林总总的

纠结、祈愿，生的欢喜、逝的痛苦，最后落点于生

命之美……这些从中国大地原生涌出的故事和

人，成就了剧集创作者从一开始就得以摆脱

西方类型片“高概念、强情节、多反转、快节

奏”的桎梏。它们未必严丝合缝于类似大片的

定义，也未必让剧中人言必有“网言网语”，但却

运用新质的视听，书写了辽阔天地之间的众生

相、酒肆饮、马蹄急、意难忘，这何尝不是另一种

“中国式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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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