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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效应体现
互联网巨头开始多样化

影视剧资源正在快速向互联网
公司聚集，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
传统的影视剧制作公司，也在跨媒体
作战，这些都让互联网影视行业头部
效应体现，巨头效应明显：企鹅影视
一口气发布近60个重点IP剧就是证
明。资源高度集中的同时，巨头们也
开始有资本来实现内容的多样化，昨
天，爱奇艺在电视节期间推出“网生
话题剧”《寻人大师》，就跟一般人想
象的IP不同。

众所周知，时下热播的网络剧
情，基本都是玄幻、古装、穿越等等，
而现实题材的挖掘较少。《寻人大师》
则是聚焦热点社会、网络话题，通过
巧妙的情节编排，将大众关心的热点
议题融入其中，以“一条主线，多点并
进”的方式，围绕社会、网络热点话
题，讲述暖心故事。

记者了解到，这跟一般的娱乐剧
集完全不同，它的话题涉及打拐、农
民工问题、抑郁患者自杀直播等，传
递着积极、善良与正能量的价值观。
而在玄幻、古装泛滥的剧集市场，这
样全新的叙事方式和故事视角，正是
网络影视剧时代才有可能的尝试，而
一旦成功，弥补市场题材空白的同
时，也能为整个行业发掘出全新的内
容题材空间，拓宽网剧行业的内容广
度，自然也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剧
体验。

造血功能强劲
IP之外原创也能安身立命

互联网的精神就是分享，而成熟
的互联网影视市场，应该是互联网巨
头们也难以垄断的。互联网用户们
基于对某个影视项目的热爱，而去众
筹并最终让项目引起大制片公司的
重视，从而投资拍摄，此前已有《大
鱼海棠》的成功案例，现在，又有了
《大护法》的案例——这也让内容创
作者们明白，在越来越规范的互联
网影视时代，并非只有成熟IP才能
成功，优秀的原创，也能够找到安身
立命之所。

记者近日在采访中获悉，腻烦了
熟悉的动漫风格的网友们，又挖掘出
了一个新宝藏——风格独特的《大护
法》。作为完全原创的作品，它和《大
鱼海棠》一样，原来也只是在网络上
传播，但它很特别：构建的新世界里，
可谓脑洞大开；美术风格也非常奇
特，《大圣归来》是三维，《大鱼海棠》
是重彩二维，《大护法》是水墨二维，
三部影片三种不同的中国风各具美
感和韵味；此外，它作为动漫，却又有
很多暴力镜头，甚至呼吁“13岁以下

的孩子不适合观看”。
也因此，很多热爱它的网友，一

开始甚至为之开始了众筹。当然，众
筹对一个原创项目要变成院线电影
来说，力量还太过弱小，但众筹本身
是亮点，会引起制作、发行方的注意，
最终，它遇到了光线彩条屋影业，让
作品顺利诞生——而在互联网影视
时代，它也有不同的受众推广渠道，
当年的《十万个冷笑话》，就在不知不
觉间完成了一个网络短节目到票房
破亿的院线大电影的成功转变。

行业已在自我完善
劣质作品蹭热点难度提升

如今的互联网影视变得成熟，但
曾几何时，它却是劣质产品的代名
词。上海元力影业总裁杨璐告诉记
者：“此前网剧、网大有点乱，因为进
入门槛太低，50-100万就能做一部
网大，必然粗制滥造，怎么办？只能
靠歪门邪道，蹭热点IP，人家拍《道士
下山》，我就弄一个《道士出山》，欺骗
观众。”

然而，随着互联网视频平台开始
实行越来越严格的品控，这类网络影
视剧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网大点播
6分钟才能收费，如果观众点进去一
看是被骗了，那他们马上就会退出，
所以网大去年亏损面增大，证明这种
现状不可持续，观众不可能一直上
当。”

元力影业在这次上海电视节期
间，推出了青春热血励志剧《蔚蓝50
米》，杨璐透露，该网剧完全按照电影
级别打造，目前已经确认腾讯A级独
播。另外，电影版《蔚蓝50米》也荣
获2016年度“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
项资金”。

而为了制作出更高质量的作品，
达到“游泳运动员级别”的好身材、好
气质，演员们专门进行了高强度“秘
密特训”。除了苦练游泳之外，他们
还特别注重健身和饮食，竭力塑造完
美身材，因此，它甚至得到了国家游
泳中心的大力支持，更有奥运跳水冠
军何姿、秦凯这对甜蜜夫妻倾力加
盟。在制作班底，网剧也同样达到电
影级别，特意邀请到《滚蛋吧，肿瘤
君》《重返20岁》等电影的美术团队
加盟。

“其实，网络剧或者网络大电影，
只是收视的渠道有别而已，它们仍然
是正常的电视或电影作品，自然要遵
循电视电影的叙事逻辑。”杨璐说。
而记者也在同一日获悉，上海已经由
上海广电制作行业协会成立了微电
影专业委员会，探索上海微电影、网
络电影、网络剧、微视频、网络直播等
产业的前沿领域，重点培养创新型实
用型的模式。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昨天上海电视节白玉兰
电视论坛迎来了开幕论坛“文化传承
与当代创新——中国电视节目‘自主
创新’高峰会”。论坛聚焦现在方兴
未艾的一些文化综艺节目，并且认
为，这一类节目已经成为中国电视节
目“自主创新”的一个热点，中国电视
人将在此大有可为。

做节目需要带十二万分的诚意
在前几天的“中国模式日”中就

有一些振奋人心的数据被披露出
来。比如中国各大卫视现有季播综
艺数量现在已经达到了 225 个，其
中原创的季播节目有 185 档，占比
82%。联合制作的占比10%，而版权
引进的只有8%。也就是说，中国电视
节目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飞速提
高。

和国外那些明星户外综艺节目
不同，中国的一个亮点就是文化综艺
节目的兴起。昨天专程赶来参会的
董卿，也是前一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的《朗读者》的制片人兼主持人。她
说《朗读者》的舞台设计是由一位英
国的设计师来完成，这个设计师在世
界上都很有名，很多著名节目的舞台
设计都由他完成。设计师就曾对董
卿说，他虽然做了很多节目，但是从
来没有看到有一档节目是专门关于
读书的。

对于董卿而言，电视综艺是需要
引领的。在泛娱乐的时代，应该有高
质量的文化综艺节目，来让观众感受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对此，
电视人要拿出“唯君心与我心同，方
敢倾怀向君说”的姿态，以十二万分
的诚意去打动观众。董卿说了一组
数据，《朗读者》12期共有68位朗读
者，这些朗读者是从400多位候选人
中选出的。共读了近百篇文章，这些
文章是从从 1000 多篇文章中选出
的。每期播出时间是90分钟，而录
制素材时间是900分钟。正是这样
的高品质追求，让《朗读者》成为中国

文化综艺的标志性的节目。

国人有对文化的强烈需求
《见字如面》是黑龙江卫视的一

档著名的文化类节目。就是请朗读
者来读一些著名的信件，读出家国情
怀，读出缱倦情丝。《见字如面》推出
后也备受关注，这多少还是出乎人们
的意料。因为这档节目极其简单，没
有奢华的舞台，甚至也没有很复杂的
环节设计，只是在读信件。对此，黑龙
江广播电视台台长杨晶也进行过一些
思考，她昨天说，这其实还是因为国人
对文化节目有着强烈的需求，在娱乐
化的氛围中，国人需要一股清流，来建
立人类共同的心灵家园。国人的这种
对于文化的需求，在被忽视许久之
后，现在开始文化爆发了。

对于电视人而言，当然不能无视
国人的这种需求。电视人应该有这
样的使命。杨晶说，电视人的使命就
是“释放传统文化类节目繁荣的信
号。重现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对
主流价值信仰”。于是北京有了《朗
读者》、黑龙江有了《见字如面》，上海
则有了《诗书中华》，这些迎合观众需
求的电视综艺节目，无不得到观众的
青睐。

说到《诗书中华》，上海广播电视
台东方卫视中心党委书记李逸说，
《诗书中华》从今年4月播出至今，共
播出116次，逾142小时，涉及千余
首诗词，古文百余篇。《诗书中华》的
全国收视一路上扬，收视率连续两期
破1，创今年省级卫视文化节目收视
最高纪录。《诗书中华》也获得很多青
年人的喜爱。在观众中，年轻人群占
比超5成，80后是主力收视人群，大
学以上学历人群占比近5成。

对于文化节目的大热，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司长高长
力表示，就像西方有洪水的神话，中
国有治水神话，中国不缺具有独到性
的文化，也不缺具备欣赏这些文化节
目能力的观众，关键还是电视人要有
文化自信，制作出更多有品位，讲好
中国故事的文化节目。

文化综艺成“网红”
推陈出新才能行稳致远

造血机制日趋成熟，忽悠的网大亏损面加大

互联网影视：乱象即将结束
曾经，外界提起网剧和网络大电影，都是频频摇头：蹭热点IP、题材

雷同、制作粗糙，是它们共同的标签。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网
络影视剧现在已经扭转了外界的这个印象，变得大剧云集、“现象级”频
出。“互联网影视业要遵循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普遍规律，并不因为加了互
联网就变得例外，”昨天，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国际影视市场内一
位参展方负责人告诉记者，市场正变得成熟，“像网大（记者注：网络大电
影）去年亏损面增大，就证明观众不再容易骗了。”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文化类节目大热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是文化需求。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