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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速递

国产剧情节拖沓
不要为了长而长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明玉君 看看
最近播出的电视剧，《青云志》55集、
《幻城》62集……如今，每部剧的集数
越来越多，40集以上的长剧集已经成
为一种常态。这几乎验证了《全球电
视剧产业发展报告（2016）》中的数
据：2015年，国产剧的集数已经达到
了平均每部42集。有人说，国产电视
剧越拍越长，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

其实，“长剧”并非原罪，像去年
跻身年度电视剧排行榜前列的《琅琊
榜》等电视剧，都超过了40集，观众
观看此类“长剧”，不觉拖沓，反而有
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甄嬛传》洋洋洒
洒76集，至今仍“重播率极高”。

反观在长剧集充斥荧屏的今天，
更多的是为了长而长，本来明明可以
在三四十集就把故事说清楚，却偏偏
要用各种手段注水拉长情节。剧评
人谢晓虎指出，古装剧普遍集数多，
其实一般观众还能接受，但本来在题
材上就不宜把战线拉得过长的都市
剧，也开始放水抻剧情，比如学习韩
剧的招数，在一部剧集里放上十几分
钟前情回忆或者不断重复台词。

说到底，都是因为利益的驱动。
对播出平台来说，如果按照每天播出
两集，一部电视剧低于30集，那么两
周时间就播完了。播出时间短，剧情
就算口碑再好，没等带动收视率爬升
就剧终了，很难让观众与剧中的角色
培养起感情。

其实，剧集长短不是根本，质量
和内容才是王道。像热播美剧每一
季、每一集都不长，但在全球范围内
往往可以大获成功，首先靠的就是内
容制作上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精良水
准。其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扎实高
效的生产制作方式，再加上紧跟市场
和观众需求的推广营销模式，都值得
借鉴。

如果一些国产剧一味迷信“长
剧”，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盲目
把集数越抻越长，而不改进剧情故
事，最终会导致观众去选择诸如美
剧、韩剧等更制作精良的电视剧。正
如谢晓虎所担忧的，“如果每部都是
70集，一年也就只能播10部剧，最后
受损的还是观众和电视台自身”。

走出去不仅是走到国外舞台
在新闻发布会上，艺术节组委会

透露，本届艺术节参演剧（节）目共50
台，其中境外节目28台，境内节目22
台。参演剧目中原创新作达到25台，
占总数的一半。参展项目共7个。

开闭幕式向来备受瞩目。本届
艺术节开幕剧目为上海民族乐团的
大型民乐音乐现场《海上生民乐》，闭
幕剧目为俄罗斯莫斯科新歌剧院的
歌剧《伊戈尔王》。闭幕式选择的剧
目，不难理解，这是经典，又没来过上
海，符合艺术节的要求，那开幕式演
出，又有什么深意？

记者获悉，艺术节当然有推广中
国传统文化的“任务”，像这次的作品
就是上海民族乐团落实“一团一策”改
革，与艺术节中心共同创意策划、上海
戏剧学院等单位携手合作的原创新
作。然而，艺术节首次使用民乐作品
作为开幕剧目，还有更多的含义。“中
国文化走出去，从来都不仅仅是指到
国外的舞台上去演出，你想用民族语
言和世界对话，就应该用国外都能听
懂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的文化，”艺术
节组委会告诉记者，“除了这次的开幕
演出，这样的理念也贯穿在很多节目
的选择上，像扶青计划的钢琴剧场
《当德彪西遇上杜丽娘》等。”

据透露，作为开幕演出，《海上生
民乐》不是传统的演绎方式，而是在
演出经典作品的过程中，穿插诗词吟

诵、舞蹈、书法等表演形式。同时以
多媒体舞美设计呈现中国山水的独
特舞台效果，“不是铺陈式的，而是重
新打碎融合。”

主旋律也能有年轻表达
越来越重视艺术本身的质量，重

视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
是本届艺术节选择节目时，给人印象
突出的一点。

为了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今
年艺术节特别在主板节目推出上海
文广演艺集团的大型话剧交响剧诗
《吁地》、北方昆曲剧院昆剧《飞夺泸
定桥》，在“艺术天空”安排上海歌剧
院《长征组歌》，通过不同表演形式塑
造不同艺术形象，讴歌长征途中红军
战士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不少人认为，主旋律作品就是板
着脸的严肃作品，但记者了解到，像
北方昆曲剧院昆剧《飞夺泸定桥》，就
跟外界的固有印象，不太一样。

“这是北方昆曲剧院的代表剧目
之一了，创作的时候，就不纯粹是歌
颂式的，而是说当年红军战士长征
时，很多人也都是我们这个岁数的年
轻人，换位思考一下，就应该用年轻
人的思维，最后出来的作品，就非常
有青春气息，讲述了现代年轻人对当
时年轻人的牺牲的感受。”组委会透
露，不再脸谱化、更重艺术性的创作，
让这些作品更容易被青年人接受和
认同。

精品力作云集艺术节
用好中国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不是闭门自我欣赏，而是更重视融
合。今年的艺术节，精品力作仍然云
集，体现了它多年来逐步形成的竞争
力和引领性。

在音乐方面，捷杰耶夫携马林斯
基剧院交响乐团演绎柴可夫斯基、普
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三位伟大
作曲家的作品；马林斯基歌剧院献演
歌剧《黑桃皇后》；迪图瓦携英国皇家
爱乐乐团、艾申巴赫携近百位世界各
地著名乐团首席演出中外名曲，为艺
术节带来交响乐的顶级享受。

舞蹈方面，蒙特卡洛芭蕾舞团、
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演绎经典芭蕾作
品《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
叶》；而美国保罗·泰勒舞蹈团将演绎
现代舞大师保罗·泰勒不同时期的经
典现代舞作品，美籍华人沈伟的舞蹈
团将带来其新作《地图》、《天梯》。上
海女儿谭元元与世界名团首席带来
《谭元元和她的朋友们》舞蹈专场，以
艺术成就反哺家乡。

此外，戏剧、戏曲也同样是精彩
不断。国话的《北京法源寺》、上话的
《杏花雨》、濮存昕主演的契诃夫经典
作品话剧《樱桃园》等，已在话剧市场
备受期待；新创现代戏如京剧《正考
父》、晋剧《于成龙》、黄梅戏《大清名
相》以反腐倡廉为主题，针砭时弊，也
会让戏迷们觉得过瘾。

走出去不仅是到国外舞台去演出

应用最合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作为开幕演出的《海上生民乐》形式新颖。

昨天，第十八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确定将于
2016年10月12日至11月
15日举行。青年报记者从
艺术节组委会获悉，今年的
艺术节除了继续国际经典
节目，也加大了“用中国语
言”“讲好中国故事”的力
度，很多角度都非常新颖。

青年报记者 陈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