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与周星驰联合

开发、运营的“九五二七剧场”上线了第

一部作品《金猪玉叶》，引起了各界广泛

关注。这是一部“反诈”题材微短剧，讲

述了实习律师叶小莱为挽救遭遇“杀猪

盘”诈骗的孪生姐姐，联手被冒用身份

的主播朱浩，从成都到东北一路追凶的

故事。

由于喜剧明星周星驰的市场号召

力，《金猪玉叶》上线一小时内播放量便

突破百万。截至成文时，第一季总播放

量突破2.5亿，于7月5日上线的第二季

播放量突破4900万，在近期上线的横屏

微短剧中表现突出。

但从观众反馈来看，两极化现象

较为明显。

正面评价集中于对作品现实议

题触达和制作水准的肯定。这一部

分观众认为，《金猪玉叶》对网络诈

骗、职场官僚主义、网红文化等现实

议题的呈现堪称“敢拍”；主创采用横

屏画幅，比照长剧集视听调度、表演

风格和制作水准进行创作，算得上

“会拍”。

给出负面评价的观众则普遍认为

《金猪玉叶》含“星”量不够，全剧讽刺

有余但搞笑不足，未能抓住“无厘头”

喜剧的精髓。对于这部分观众而言，

无论剧中有多少致敬周星驰作品的

“玩梗”，周星驰未直接参与创作便是

硬伤。

就剧论剧，《金猪玉叶》确实是优点

与缺陷都很明显的作品。但站在微短

剧“精品化”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6月

1日微短剧“分类分层审核制度”正式

落地的关键节点来看，《金猪玉叶》的

意义并不局限于单部作品的成败。

对《金猪玉叶》口碑两极化的现象，

需要客观地评价。

认为这部微短剧“不高级”“不尽兴”

的观众，大多是因周星驰慕名而来。如

果对《金猪玉叶》抱有与《喜剧之王》《唐

伯虎点秋香》《国产凌凌漆》等周星驰经

典电影“对标”的期待，那必然会觉得它

“蜻蜓点水”，甚至会因为周星驰参与程

度不够而觉得“挂羊头卖狗肉”。

但就目前微短剧的平均创作水准而

言，《金猪玉叶》算得上是精品化的代表。

日常观看微短剧较为频繁的观众，反而容

易对《金猪玉叶》给出宽容评价。因为相

较其他微短剧的夸张表演风格，和为了

“爽感”而频繁出现的失智、说教情节，《金

猪玉叶》绝对算不上“尬出天际”。

《金猪玉叶》的口碑两级化，恰恰说明

它触达到了更多不熟悉、不常看微短剧的

观众，实现了对微短剧受众的一次扩容。

作为新兴的网络视听文艺形式，近

两年来，微短剧发展势头迅猛。但即便

是热播作品，也大多局限于“圈层”传

播。真正能进入大众舆论范畴，吸引观

众主动搜索观看的微短剧屈指可数。

以《逃离大英博物馆》《招惹》《我在八零

年代当后妈》为代表的几部微短剧里程

碑之作，探索出了为数不多的几条“破

圈”路径：要么在情怀上做文章，像《逃

离大英博物馆》那样找到大众“情绪”公

约数；要么在氛围感上下功夫，像《招

惹》那样给目标受众定制极致的视听体

验；要么做好替代性满足的服务，像《我

在八零年代当后妈》那样当好互联网

“嘴替”。《金猪玉叶》尝试的则是一条新

路径。周星驰不仅是一个喜剧创作者，

更是一种独特的大众文化符号。通过

与周星驰深度绑定，《金猪玉叶》和其背

后的“九五二七剧场”尝试打通的是一

条与传统影视观众对接的通道。

在微短剧监管日趋规范化的当下，

“精品化”是微短剧必须面临的转型挑

战。然而，创作的精品化不仅仅靠创作

者一厢情愿，还需要能支撑其创作成本

的受众群体。从这个角度审视，《金猪

玉叶》在受众扩容上的尝试尤为宝贵。

关于微短剧的“精品化”，吸引传统

影视创作人才入局是提升制作水准的

捷径之一。不过，长剧集和电影创作者

想在微短剧创作中实现“降维打击”，也

需要一个适应“水土”的阶段。一方面，

需要改造在大制作项目形成的路径依

赖；另一方面，则要学习微短剧逐渐成

型的体例规律。

单就叙事容量来说，绝不是把一部

电影或两到三集剧集的故事拆分成20

多集就是微短剧。对微短剧受众来说，

集与集的界分就像一个休止符。如果

连续多集都是以同一种视听风格和类

似的叙事节奏，娓娓道来地讲一个主角

慢慢成长的线性故事的话，那为何不

去看一部网络电影呢？因此，在热播

微短剧中，常能看到的是视听风格的

杂糅，单集叙事的变奏，集与集之间议

题的更迭，以及主角性格的突变。这

些特征并非衡量一部微短剧品质高低

的标准，但创作如果只追求集与集之间

的“连续性”，忘了对“非连续性”的探

索，就很难创作出一部适配微短剧受众

需求的作品。

《金猪玉叶》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虽

然出自专业团队之手，但并没有被拍成

一部“短一点的网剧”，而是努力向微短

剧的艺术规律靠拢。这部剧用一条贯

穿的线索——实习律师叶小莱和主播

朱浩联手追凶——以维持叙事连续性，

但每集都在诈骗主线外融入了其他社

会议题，集与集之间，也保持了风格、故

事和节奏的相对独立性。

比如，《金猪玉叶》先后融合了办公

室讽刺喜剧、僵尸恐怖片、小妞电影、罪

案悬疑剧等多个类型，涉及了电信诈

骗、职场霸凌、校园暴力等多个社会议

题。尽管《金猪玉叶》在主线推进和不

同议题切换的调剂上，还存在生硬之

处，但主创的“文体”自觉和对微短剧

“非连续性”特性的探索，值得褒扬。

微短剧精品化不仅需要优质“生产

力”，还需要与其适配的“生产关系”。

目前，微短剧的商业模式大概可以

分为三种。一是长视频平台上线的微

短剧，主要靠平台分账和贴片广告回收

成本；二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扶

持的微短剧，主要靠品牌定制和平台分

账盈利；三是小程序类微短剧，主要靠

“投流”吸引用户付费来取得营收。

这三种模式中，“投流+付费”模式

最不利于精品微短剧的诞生。精品化

带来的成本激增将为“投流”带来极大

的商业风险，这对于靠用户付费生存

的小程序类微短剧来说，不如按“爽

文”的逻辑批量生产满足用户“刚需”

的作品划算。靠平台分账和贴片广告

回收成本的微短剧，目前来看还是将

“精品化”的成本大部分转嫁给了平

台，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也不是最

优商业模式。

“精品化”空间最大的，是品牌定

制和平台分账相结合的微短剧模式。

目前，抖音、快手扶持的热门短剧，大

多采用此种模式。这些微短剧多产自

MCN的达人账号，几乎每个热门微短

剧都有定制品牌。由于回收成本不靠

用户按集付费，因此也不用拍得很长，

20集以下是主流体量。

篇幅不长且商业模式稳定，这些微

短剧留下了精品化的空间。

“九五二七剧场”一定程度上可以

看作一个以周星驰为品牌的喜剧影视

创作者的MCN。周星驰虽然并不一定

深度参与剧场中的每一个项目，但他参

与遴选的喜剧创作者们，可以发挥各自

的才华，开发符合个人艺术风格的微短

剧。比如，《金猪玉叶》便由易小星担任

监制，由有过诸多院线电影、动漫、微电

影创作经验的导演马史执导。

相较一般MCN中为了粉丝和带货

卷生卷死的“达人”，“九五二七剧场”聚

合的专业人才不仅创作天花板更高，产

出的稳定性也更高。在短视频平台充

沛的商业化资源支持下，他们更可能成

为“精品化”阶段的微短剧之光。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
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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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提要

更需要这样扎实的阅读
——读邱华栋新作《现代小说佳作   部》

潘凯雄

卞芸璐

“周星驰”为微短剧精品化带来了什么？

为“星”而来：
微短剧的一次受众扩容

剧场化运营：
艺术家   模式的探索

是微短剧，
不是“短一点的网剧”

无论是从选目起始点
的确立，还是对具体书目的
推敲，《现代小说佳作100

部》都有三根坚实的支柱来
支撑：面向全球开放的“世
界文学”大观念与大视野、
人类共同追求的深邃的基
本价值观与发展观、支撑着
文学艺术生生不息的实验
论与创新观。

书中对诸多现代派文
学代表作品的解读，其中有
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我们
当年还闻所未闻的，从一个
侧面客观地呈现出自新时
期以来，我们国家对外国文
学的译介与研究持续不断
地走向更加广阔与深化。

华栋兄赐来其新作《现代小说佳作
100部》，单是看这书名，便甚是喜欢；再
看其目录，则远不是“喜欢”二字所能概
括描述自己之心境。全书约40万字，共
介绍点评了来自50个国家100位作家
的代表作；而对归属于这100位作家名
下的其他作品并略加点评者则不会少于
三四百部；至于只是涉及作品名且不分
具体体裁的文学作品当更多。

顺着这“海量”数据再往具体内容穿
透，则更是令我汗颜：在这100位作家
中，至少有33位作家本人不仅没看过他
们的任何作品，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感到
陌生。同为读书之人，差距如此之大，对
华栋兄的新作单是“喜欢”的本钱都没
有，剩下的便惟有认真地拜读了。

仅看《现代小说佳作100部》这个书
名，我便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对西方现代
派文学100部代表作的集中解读。待看
过目录，特别是细读过华栋兄为该书写
的“后记”，才明白他对这100种书目的
遴选显然有自己独到的考虑。在他看
来，这百年间不断涌现而出的杰出作家
的表达“塑造了如今我们看待世界的方
法，创造出一个个瑰丽的小说世界”。

而在对100部小说的编排上，华栋
也有自己的独特考量。

全书“大体上按照作家生活和写作题
材的地理板块来划分。第一卷是欧洲作
家的作品，第二卷是北美洲、南美洲和大
洋洲作家的作品，第三卷是亚洲、非洲作
家的作品”。而分卷又“并非严格按照作
家的国籍、也不按照语种或年龄来编排”，
而是按照华栋自己的写作顺序进行排列。

这样一种编排看上去漫不经心，不
够所谓学术意义上的规整，实则始终灌
注着作者自己强烈的个性，是他对近百
年世界文学发生发展的总体观察、不同
地域间自身发展情形的具体把握以及对
作家个人创作历程这三位一体的一种综
合考量。全书看上去是对100位作家及
他们创作的一种描述与赏析，骨子里则
是对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发生发展的
总体观察与体悟；或者也可以说，《现代
小说佳作100部》在对近百年来世界上
100部文学代表作的赏析中，透出了一
种个性鲜明的世界文学发展整体观。

还是先从现代主义文学或曰现代派
文学说起。

我开始接触这些内容的时间或许比
华栋要略早几年。那是1981年本人还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著名的外
国文学研究专家夏仲冀先生在给我们讲
授完一整年的外国文学史必修课后，紧
接着便“自告奋勇”地又在我们班新开了

一门名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选修
课。要知道，在那个时点上，所谓“西方
现代派文学”不仅是个“舶来品”，更是个
时髦货，尽管它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中国文坛有过零星而短暂的露面，但很
快便销声匿迹。

直到1980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
社开始陆续推出袁可嘉等先生联袂选
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总计四册，
每卷分上下两本），才又一次将这个文
学“怪物”介绍到国人眼前。尽管入选
作品不少都是节选，但由于这套选本是
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不同流派进行编
排，在整套图书之首有袁可嘉先生撰写
的“前言”，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发生与
发展以及其总体特点进行了介绍与评
述，而且在每个流派前又有相应的总体
介绍与解读，文字虽不多，但确是言简
意赅要而不繁。

因此，称这套“作品选”为中国文坛
首次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
的开山之作实不为过；我们能够在课堂
上比较系统完整地学习西方现代派文学
的基本常识虽不敢妄言是最早，但至少
也是比较早且有一定系统性的。至于这
个“舶来品”在接下来的中国文坛会不时

搅起一波又一波不大不小的涟漪则是当
时绝对不曾想到的。

现在回想起来，对我们这一代学子
而言，平生前20余年对外国文学的阅
读本就零落且多为20世纪以前浪漫主
义与现实主义作品。当初次比较系统
地接触到那些“光怪陆离”的各种西方
现代派文学作品时，其感觉在新鲜刺激
之余，更多地又何尝不是那种一知半
解、似懂非懂、不懂装懂的懵懂状态。
就这样40余年一路起来，到今天来阅
读华栋新作中对诸多现代派文学代表
作品的解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
都是我们当年还闻所未闻的，从一个
侧面客观地呈现出自新时期以来，我们
国家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持续不
断地走向更加广阔与深化。这种得益
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中外文学交流
成果，客观上见出一个大国的开放胸怀
与文化自信。

即便是对那些我曾阅读过的作品的
介绍与评说，其中不少篇什华栋的解读
无论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超我个人已有
的理解与认知，这当然是他自身的学识
与才华之所在，恐怕也与他的作家身份
多少相关。这绝非我的盲目臆想。对

那些自身有着从事文学创作体验的阅
读者特别又兼具研究能力者而言，除有着
一般研究者共有的知识、理性与工具之
外，更多了一分创作者本能的那种“感同
身受”之独特敏感，具体表现在他对那些
文学名作的介绍与评析上自然平添了几
分理解与亲近。而这也是邱作一个显著
的特色。
《现代小说佳作100部》着实有着鲜

明的个人趣味与取舍，这并无什么不妥与
有失严谨之嫌。正是这种鲜明的个性构
成了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特色。而且这种
个人趣味与印记也并非华栋随意为之，而
恰是有着他自己的思考与见解作支撑。

比如，这部《现代小说佳作100部》
收入作品的起讫点是1922到2022这
一百年，2022年好理解，这恰是由于华
栋为疫情所困于家中开始着手这部作品
写作的时间，那起点定于1922年或许有
与终点的2022年正好百年的考虑，但更
重要的缘由则并不在于此。

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之起点一般都
将其定为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于1857年
初次出版的诗集《恶之花》，袁可嘉等先
生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也将其视
为法国象征派的先驱人物，收入这套“作

品选”并置于其首之流派就是“后期象征
主义”，但领衔者则是比利时诗人维尔哈
伦创作于19世纪最后十年的几首诗
作。我想袁先生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与
安排，大约是因为这个时点其作品的“现
代派”特征更突出更明显之故吧。

而华栋将自己心目中“现代小说佳
作100部”的起点选择在1922年，同样
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考量。
“1922年对现代主义文学来讲是一

个极其重要的年份，其标志性事件是《尤

利西斯》在1922年2月2日的出版，以及

这年10月，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的

出版。同在这年10月，普鲁斯特自1907

年开始创作的鸿篇巨制《追忆似水年华》

七卷全部完成。其第一卷《在斯万家那

边》的英文版也于1922年隆重推出，在

英语世界引起反响。这一年，卡夫卡完

成了他的主要小说，两年后他就过世。

弗吉尼亚 ·伍尔夫在1922年开始写作长

篇《达洛维夫人》。E.M.福斯特在写他的

《印度之旅》，D.H.劳伦斯在写小说《袋

鼠》。在中国，鲁迅于1921年12月4日

到1922年2月12日，在北京《晨报副刊》

连载了其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引领

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潮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段直接引用
华栋在“后记”中的这段原文，无非是想说
明将1922这个年份作为他这100种作
品选目的起始点，更多的是因为它们在现
代小说中的特殊地位与影响，是从文学创
作与文学思潮等文学内在因素的考量，而
绝非强凑一个“百年百部”的整数。

不仅如此，华栋还将自己选择的这一
百部作品大体上按“作家生活和写作题材
的地理板块”依次划分成欧洲，北美洲、南
美洲和大洋洲以及亚洲、非洲等三卷，同
样也是出于对文学内部种种细微变化的
考量。他从其中观察到：“每隔20年，现
代小说在地理意义上会发生转变和‘漂
移’”，比如从欧洲到南北美洲，从“无国界
作家”到“离散作家群”，以及“更多亚洲、
非洲作家的涌现”“中国当代文学也带着
独特的生命印记汇入世界文学大洋，世所
嘱目”。进入21世纪后，“小说不仅没有
死亡，而且借助新型传媒具有了播撒效
应，世界文学呈现出现代性和在地性，大
众关注和精英阅读并行不悖的现象”。

因此，无论是从本书选目起始点的
确立，还是对具体书目的推敲，在华栋看
似漫不经心的外观下，骨子里其实都是
有着自己经过深入研究与思考后的明确
标杆，而支撑其后者在我看来有着三根
坚实的支柱：即一是面向全球开放的“世
界文学”大观念与大视野，二是人类共同
追求的深邃的基本价值观与发展观，三
是支撑着文学艺术生生不息的实验论与
创新观。以这样的视野与标准再来反顾
入选《现代小说佳作100部》的全部篇
什，是不是或多或少地都能找到上述三
根支柱或隐或现的影子？

最后还想说的是，华栋笔下的这100

则读书笔记在具体篇什的写作上皆为“三
位一体”：即一是作家生活的地域与时代
背景，二是这位作家创作的总体状况及基
本特征，三是对其代表作及相关联作品的
解剖与细读。而这种“三位一体”的解读
正是我当下十分希望读到并能够在“全民
阅读”中成为主体内容的部分。

应该说，经过数十年的共同努力，
“全民阅读”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与深
化的重大成就，但就具体内容结构而言，
似又还是谈倡导、说重要、讲方法者多，
而像华栋这样切实且专业地从具体作品
阅读进入者少。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一
种十分遗憾的短缺，大有必要努力补
上。这本《现代小说佳作100部》开了个
好头，期望有更多类似这样实在的阅读
之作涌现与跟进。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金猪玉叶》剧照

配图为书中收入的部分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