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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泉子

  近期，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背景的现实题材
剧《幸福到万家》完播。从其开播至今日，剧
情一直吸引各方热烈讨论，幸福在万家庄的家
长里短牵动着不少观众的心，剧情不断推进裹
挟着不少的话题，占据各大热搜榜。
  《幸福到万家》根据长篇小说《秋菊传
奇》改编，讲述的是善良正直的农村姑娘何幸
福嫁到万家庄后，经受住爱情和亲情、婚姻和

事业的多重考验，走向自立自强的故事。整部
剧虽然围绕何幸福的故事展开，实际上是乡村
生活和社会问题的缩影，映射出不少现实问
题，带给观众一些思考和讨论。
  整体来看，剧情紧凑且贴合实际，幸福作为
主角敢于突破常规是该剧的基调之一，剧中的
矛盾也正是新旧思想交锋的展现。剧情一开头
就吸引力十足，在幸福的婚礼上，幸福的妹妹何
幸运因闹婚恶俗受到伤害，在万家庄人习以为
常并冷眼旁观的情况下，幸福一板凳将闹婚者
万传家砸到卫生院，继而引起了幸福和婆家、
万家之间的争执和矛盾。剧集刚一播完，这一
情节就迅速攀上了热搜，无数网友对这一内容、
对何幸福大加赞赏，直说“这一板凳砸得舒服”。
  由此可见，《幸福到万家》对社会热点话
题保持了密切的关注。近年来，一些恶俗的闹
婚行为夸张程度令人惊掉下巴，被人们深恶痛
绝。《幸福到万家》开篇就直陈这一社会问
题，并用何幸福的“一板凳”，有力表达了对
这种陋习的批判，一下子引起了观众的普遍共
鸣。这种果决的反抗态度，也让整个剧叙事起
伏有致，引人入胜。
  这“一板凳”也表明，《幸福到万家》在

放大人情细节。此后的剧情里，幸福婆家因自
己是村里的小姓而忍气吞声、卑躬屈膝；公婆
区别对待三个子女，闺女是妥妥的“扶弟
魔”；丈夫王庆来自卑懦弱又大男子主义，试
图通过攀附关系获得好处……其中有鸡毛蒜
皮，也有人情世故价值追求，话题极有代入感
和讨论度。即便其陈述有刻意集合、艺术放大
的嫌疑，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的确成功引导人
们对当下农村发展，特别是农村女性生活产生
更密集而深刻的关切。
  从“一板凳”起，何幸福这个人物也立住
了。随着剧情的深入会发现，这个大女主戏，
就是在不断抛出各种矛盾和棘手问题，看这位
农村新女性何幸福怎么解决。不得不说，剧本
给何幸福立的人设十分讨喜——— 她从不选择
“忍一时风平浪静”，一切有原则有底线据理
力争：对于征地赔偿不公，她敢于与村支书对
簿公堂；婆家妹妹被顶替上大学，她四处奔波
讨要公道，其间她还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提升自己，学成归来成为万家庄带头人……堪
称敢说敢做敢反抗、能学能干能担当。而何幸
福解决问题的过程，也为万家庄带来了改变，
村民意识觉醒，素质提升，不断与旧有的观念

告别，这无疑也将剧作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推向
了更高层面。
  导演郑晓龙一如既往地擅长讲故事。全剧
的烟火气十足，原生台词亲切自然。赵丽颖作
为主演，从偶像剧到乡村剧转换顺畅，融入农
村生活，驾驭住了这样一个勇敢坚强智慧的角
色。其他演员演技也纷纷在线，在家庭矛盾和
村里矛盾中，塑造出了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
当然，相对老套的剧情和叙事也引起了不小的
争议，有网友称剧情都是为了衬托女主作铺
垫，农村的生活背景展现不够到位等，但都不
妨碍这是一部情牵广大观众的现实题材好作
品。因为其主旨呼应了每个人的内心：千家万
户都在追逐幸福的路上，而幸福到万家，也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

  据安徽日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不久前，某校长在毕业典礼上领诵苏轼《定风
波》，现场学生集体起立，齐声朗诵，相关短视频被广
泛转发。与其说一首古诗词通过短视频“出圈”，不如
说这种临别赠诗触动更多人生感怀。
  绝句不“绝”，短视频助力古诗词传承。让典籍里
的诗句活起来，需要将之书写在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的“文本”中。今天，古诗词走红短视频平台，是因为
它短小的形态、精准的表达、丰富的内涵，既回应了
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又与短视频简短凝练的特
点不谋而合。
  形式更活，赋予古诗词丰富表现空间。一段时间
以来，围绕古诗词进行“二次创作”的短视频形式多
样、各具特色。视频、声音、文字的融合，歌舞、动漫、
行吟的转化，使古诗词在即时传播中再现鲜活意象，
在互动交流中频频“出圈”，不仅让诗意触手可及，也
让古诗词获得更多受众。
  常读常新，古诗词穿越千年直抵人心。通过短视
频平台读诗、赏诗，体现古诗词传播形式的创新，但
归根到底，是古诗词唤醒人们的文化基因，滋养着人
们的精神世界。
  曲高和“众”，改变互联网文化生态。在短视频内
容百花齐放但也泥沙俱下的今天，古诗词类短视频
仿佛一股清泉，让短视频不仅有娱乐气，也有书卷
香。众多名家加入，不仅以精到讲解传达诗词韵律之
美、品格之美，而且积极探索古诗词系统化规模化传
播新路径，大大提升了短视频平台的内容质量。

青年题材影视剧

当显青年风貌时代气息
  据光明日报，近年来，一批展现青年干部下乡、
驻村，主动参与脱贫攻坚、融入乡村振兴的影视作品
不断涌现，其中不乏较多彰显当代青年良好精神风
貌的精品佳作。电视剧《大山的女儿》、电影《情满天
山》《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近期接连上映，表现抢
眼。不得不说，这类影视剧之所以能够让观众叫好，
贴近时代、书写平凡、贴近青年是关键所在。
  这类题材的影视剧之所以深受观众喜爱、频频
登上热搜，归根结底在于它们能够紧跟当前创作需
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抒写平凡中的伟
大。更进一步说，这类影视剧在深度挖掘人物事迹的
基础上，塑造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深刻表现当代中
国乡村在新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青年在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文艺创作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当代影视剧的
受众广，特别是受到年轻人的关注和青睐，要创作出
符合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审美的有情怀、有思想、有温
度的影视佳作并不容易。倘若仅仅依靠明星流量来
吸引观众，可能会遭遇观众“不买账”的尴尬局面。一
部被观众称道、精心打造的优秀影视作品往往需要
在细节上下功夫，从情节、画面、语言再到服装、道
具、表演，乃至于配音、配乐，细节处的着力用心特别
容易引起观众在情感上的共振共鸣。

文娱圈“考古热”

挖出了什么
  据新民晚报，这些年，00 后迷上了在文娱圈里
“考古”，他们把《三国演义》《亮剑》《还珠格格》《情深
深雨濛濛》等经典“盘出了包浆”，为老剧单独开发试
题。这股“考古热”从老剧一直蔓延到老歌、老综艺、
老艺人，有人开心地深挖宝藏，也有人在为本该吃

“青春饭”的文娱圈创作乏力叹息。
  年轻人如此热衷在老剧中“考古”，这难免让当
下有些影视创作者尴尬。现在很多古装剧越来越注
重细节，尤其是对于历史的考证，不可谓不用心，但
是除了养眼的服化道之外，试问真正留在观众心里，
值得观众不开倍速，二刷三刷，甚至十年之后来“考
古”的，又有几部作品？
  年轻的“考古学家”不仅对剧感兴趣，对“老人”
也喜欢，回头“追星”是“考古”的另一项工作。就比如
今年王心凌用两分钟的唱跳让观众一夜重回华语音
乐辉煌时代；周杰伦几年前的两场演唱会在线上复
映，观看人数累计近亿人次。
  无论是影视作品、原创音乐，还是艺人的专业水
准、节目质量，能经得起“考古”推敲的，再次翻红的，
都是实力派。因此，当年轻人需要靠不断“考古”才能
满足自己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他们对当下文
娱圈作品的不满。“考古”只能是权宜之计，毕竟这个
本该活力四射靠青春吃饭的文娱圈，还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拿出点作品，也好留给将来的年轻观众

“考古”一番，无穷回味。

“治愈风”为何流行

  据辽宁日报，暑期电影市场表现平平，小成本制
作的《人生大事》却成了黑马，赢得了15 亿票房。不
少影评称《人生大事》是讲给每个人的治愈公开课。
  无论是萌宠可爱，还是温馨的小视频，“治愈风”
这个标签越来越热。治愈，本来是医学上通过治疗恢
复健康的词汇。现在人们提及“治愈”，首先想到的是
那些给人鼓励、安慰和温暖感觉的作品、装扮乃至场
景。治愈从一个动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内涵也从身
体康复转为了心灵安抚。那么，“治愈风”为啥风行？
  积累小奖励，对人面对困难坚持下去的鼓舞效
果是不可低估的。随时随地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是对

“人间值得”的一种不断肯定。许多慢综艺，不再是让
艺人带着任务急速前进去竞争，而是闲适地体会当
地风土人情，感受慢生活。
  “治愈风”大行其道的根本，还是背后蕴含着的
那份温情、亲情、友情，让人感受到爱的能力。萌娃、
萌宠、可爱整齐的物品，这背后意味着有人关爱，用
心打理，还有无忧无虑的情绪。“治愈风”说到底就是
让人想起了美好的生活、甜蜜的回忆及充满希望的
向往。这些是我们在困境中也会鼓起勇气乐观向前
的动力。它们是生活的无数细节，如涓涓细流，却蕴
含着巨大的能量。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以短视频

助力古诗词曲高和“众”

这一板凳，看得舒服

从“备胎”到“逆袭”

  曾几何时，电视是电视剧集唯一的播放
媒介。 2 0 0 5 年，互联网视频播放方兴未
艾。彼时，网络不过是电视剧集播放的一个
新平台。但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小屏
的普及，又伴随着一系列现象级的网剧横空
出世——— 从《万万没想到》的走红，再到
《匆匆那年》《盗墓笔记》的火爆，又到
《白夜追凶》《余罪》受到业内外的广泛好
评……网上追剧的文化消费模式，无疑在当
下已经成为大众的“新宠”。哪怕是要付费
收看，人们对成为提前点映的VIP也趋之若
鹜。有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网络视听用
户规模为9 . 01 亿人，使用率为95 . 8%。而网
络视频付费用户数目由2016 年的1 . 7 亿人增
至 202 0 年的 6 . 9 亿人，复合年增长率为
41 . 5%。网络视频付费用户数目预期在2022
年底将达到7 . 7 亿人。
  在人们的追捧下，网剧热度居高不下。
2020 年中国网络剧上线数量为230 部，同比
增长13 . 86%。翻看近两年的榜单，名列前
茅者中，网剧已经占据了大半个江山。获得
53 亿有效播放的《庆余年》登顶《2020 剧
集报告》中“全网连续剧有效播放”榜。在
优酷的《上阳赋》《乡村爱情》系列、爱奇
艺的《赘婿》、腾讯的《锦心似玉》等爆款
剧超高的点播量面前，不少电视台的独播剧
几无优势可言。 2021 年上半年，在电视剧
的备案量下滑明显的情况下，网剧备案量却
上涨了50% ，同比去年增加了164 部。由此
可见，网剧的出现虽大大晚于电视剧，但能
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市场中脱颖而出，实现了
“弯道超车”。
  个中原因，除了互联网对其发展的加持
以外，网剧自身也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无
论是数量上的累积，还是质量上的飞跃，都
助力网剧的这把火烧得越来越旺。“从制作
方的角度讲，起初，与传统电视剧相比，网
剧摄制所需成本相对较低，拍摄制作时间
短，但回报率高，既可以来个短平快挣快
钱，又可以实现薄利多销，无疑是中小影视
制作团队的不二之选。
  而从具体操作来看，网剧自由度相对更
高，在题材、内容创作等方面受到的限制更
少，在电视上无法播出的灵异、悬疑、盗墓
等题材在网络上可以播出。少了这些“束
缚”，无疑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照顾观
众的口味上吸引流量。而且，网剧的形式更
具多样性，如微短剧、互动剧等，丰富多样
的传播形式吸引了更多的年轻受众，甚至连
网络视频平台的弹幕、点击互动等功能也为
网剧的互动性提供了保障。年轻受众更倾向
于在观看剧集的同时获得反馈和交流，而不
是单方面接受电视上内容的输出。“不少

90 后、 00 后通过玩弹幕建圈层，要隔空交
谈，要肆意吐槽，甚至要把空屏占满……从
这个角度看，网剧甚至带动了互动感极强的
次生文化的生长，为再度演绎、创作提供了
一个有趣的平台，这十分有趣。”娱评人陈
星认为。

监管更加规范

  与电影和上星电视剧播出前的严格审查
不同，网剧片最早实施的是平台“自审自
播”的政策，2016 年网剧、网络电影等网
生内容开始实施备案登记制。与“自审自
播”相比，备案登记制提高了网剧片的准入
门槛，审查也更加严格，但网剧片与传统影
视剧相比仍较自由，这种相对自由客观上催
生出了许多颇具新意的网剧片。
  悬疑剧《白夜追凶》豆瓣评分高达 9
分，潘粤明等实力派演员过硬的演技、引人
入胜的剧情以及精良的制作都吸引了大量受
众。爱奇艺推出的“迷雾剧场”中包含《无
证之罪》《隐秘的角落》《谁是凶手》等一
系列悬疑题材作品，也得到了观众的一致点
赞，更为平台“迷雾剧场”赢得了绝佳的口
碑，使得此类题材的播出实现了栏目化。不
仅悬疑题材，青春校园、架空穿越、缉毒等
现实题材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出彩的网剧，中
国电视剧三大奖之一的白玉兰奖中渐渐有了
网剧的身影，在2020 年白玉兰奖10 部“最
佳中国电视剧”的入围名单中，《鬓边不是
海棠红》《长安十二时辰》《破冰行动》
《庆余年》四部网络首播剧集都在其中。
  可以看出，优质的网剧已经得到了观众
和社会的肯定，但在宽松的创作和审查环境
下，也难免出现一些乱象。网剧的质量参差
不齐，一味追求低成本导致出现了许多粗制
滥造的剧集，服化道廉价、布景简陋、演员
演技“不在线”等都“浇”灭了观众对这些
网剧的热情。 2021 年网络古装剧的豆瓣评
分超过6分的作品大大减少，及格率从2020
年的34%大幅下滑到12 . 7%。
  此外，严格审查的缺失容易导致出现一
些包含宣传封建迷信、违背科学精神、宣扬
不良三观等内容的剧集，或出现一些血腥、
暴力、色情镜头。这些内容对我国文化建设
百害而无一利，对于观看网剧的青少年群体
来说则会产生更加严重的消极影响，不利于
他们思想道德的认知和成长。“网剧的低成
本高回报易导致网剧制作方陷入唯流量论的
怪圈，当一种题材的剧爆火之后，制作方就
扎堆制作该题材的剧集，希望用最小的成本
获取最多的点击量，却将网剧的质量抛诸脑
后。比如视频平台上有大量霸道总裁爱上我
题材的无脑甜宠剧，不仅缺乏思想性与艺术
性，还导致了网剧市场中严重的同质化竞
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编剧告诉记

者。近年来，甜宠剧大热，甚至几大平台只
要播，就能冲上热搜，剧情套路化明显，营
销炒作CP 容易，流量明星还能借此转型、
宠粉两不误……“深入分析其艺术性、思想
性，似乎乏善可陈。”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
网剧片发放行政许可证恰逢其时，网络剧和
网络电影有了自己的‘网标’，代表着国家
对于网剧片的审查监管更加规范，也更加严
格。”娱评人苟瑞雪表示。

还得“优生优育”

  拿到了“准生证”，意味着网剧片制作
要真正走向“优生优育”。当然播出媒介、
剧片长短等并不是衡量影视作品的标准，质
量永远应该被影视作品制作者放在第一位。
  “发行许可证制度的实行可以让网剧片
的内容更健康，质量更有保障”，中国广播
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在接受采
访时曾说，“出台这个制度就是为了让网络
平台不能成为不合格文化产品自由流通的场
所。我们要对用户负责，对平台的广大观众
负责。”“网标”的正式启用统一了网播作
品和传统电视台播出作品的导向、标准和尺
度，为网剧片上了一道“紧箍咒”。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网标”收紧了网
剧片创作的自由度，压缩了网剧片的发挥空
间，容易打击制作方的积极性，不利于优秀
网络影视作品的出现。
  “其实恰恰相反，《网络剧片发行许可
证》制度虽是约束，但更为广大创作者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保障和机遇。它为网络影
视作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激励影
视行业的从业者在内容、形式等方面不断深
耕，推动网络影视作品走向规范化、精品化
和专业化，从而创作出更多具有思想内涵、
受观众喜爱的优质作品。”文化学者蒋春波
表示，从目前监管的范围和力度来看，光有
制度还远远不够，主管部门审查的标准、尺
度等细节还需要不断完善。要吸收先进经
验，加快促进网络文化与主流文艺相向而
行，要合法合规且不能打击网络影视作品创
作者的积极性，避免网络文化融合时的水土
不服。此外，更不能只局限于网络剧、网络
电影的审查监管，对于现在一些新兴的传播
形式，如一众短视频平台的短剧等新兴网络
影视产品，也应进行相应的、有力度的审查
监管，从而规范网络视听产品的野蛮生长，
提供更多关注时代发展、社会议题、百姓心
声的，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优秀文化
产品。“拥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
感，创作出接地气又有内涵的精品力作，塑
造良好的网络空间生态文明，是制度实施的
出发点，也应是所有网络影视作品创作者的
共同追求。”蒋春波说。

手持“许可证”，网剧片能畅通无阻？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刘杨虹云

  网络剧、网络电影终于有了

属于自己的“龙标”——— 2022 年

6月1日起，随着网络剧片发行许

可证的发放，网络剧、网络电影

正式结束“上线备案号”时代，

迎来了名正言顺的“许可证”

时代。

  目前，已经有部分网络剧片

取得了网络剧、网络电影“网

标”，第一个获得许可证的网络

剧是由欧豪、王景春主演的刑侦

反黑剧《对决》；而第一部获得

网络电影“网标”的是现实题材

影片《金山上的树叶》。

  电影的绿底“龙标”早已深

入人心，“龙标”意味着影片拿

到了进入市场的许可证。那现在

持证上岗，是否意味着网剧片正

式加入了影视剧“正规军”的行

列？手持“许可证”，是否意味

着在制作发行上畅通无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