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欢

盛夏时节，与气温一样热度居高不下的，

还有暑期档的古装偶像剧（以下简称古偶剧）。

从 6月底“全民解压神剧”《墨雨云间》收

官，到当下《度华年》《长相思 2》等在不同平

台持续热播霸屏，优质剧集不断拉升影视剧

市场对古偶剧的期待。记者了解到，今年暑

期档还将有多部古偶剧蓄势待发，其中不乏

众多大 IP、高流量明星的平台巨制。

从“玛丽苏”到“搞事业”

《苍兰诀》《长风渡》《周生如故》……说

起古偶剧，自称“古偶重度爱好者”的 90后女

生汤汤如数家珍。自 2013年起，她一直关注

着影视剧市场上推出的各种古偶剧，“整体

来看，古偶剧市场鱼龙混杂，出了不少像《梦

华录》《长相思》一样的爆款好剧，也掺杂了

不少粗制滥造、剧情雷同的‘流水线产品’。”

古偶剧作为古装剧和偶像剧的融合类

型，将两种影视风格进行有机融合，进而形

成了一种高度商业化与年轻化的电视剧品

类，长年在电视剧收视排行榜中占据一席之

地。但一直以来，同质化作品扎堆、“流量+

IP”的固化公式也导致观众出现审美疲劳，

古偶剧似乎陷入了某种“泥潭”。

“这两年，古偶剧打破原有套路，出现了

一些新变化，男女主的剧情不再局限于谈恋

爱，而是开始‘搞事业’。”汤汤发现，很多古

偶剧融入现代意识，关照当下的社会热议话

题。她拿 2022 年暑期档热播剧《梦华录》举

例说，在这部剧中，女主赵盼儿有自己想要

实现的人生目标与事业，通过自己的努力将

小茶坊变成汴京最大的酒楼，实现经济人格

双独立的故事鼓舞了不少观众。另外，今年

4月上线的古偶剧《惜花芷》在人物塑造上也

融入了全新的考量，并非单一围绕“大女主”

塑造个人形象，而是打造出一幅真实的古代

女性群像图景，让故事围绕“女性励志”主题

逐步推进。

记者了解到，抛弃俗套的“玛丽苏”剧

情，跳出惯用的男强女弱设定，女性觉醒的

成长故事成为近些年古偶剧十分流行的题

材。以《墨雨云间》为例，该剧自身定位为

“古装励志网络剧”，在设定和情节上，以女

主角绝境开局，随后一路逆袭的经历作为故

事主线。灯塔专业版公布的数据显示，《墨

雨云间》正片播放量将近 24 亿次，为 2024 年

上半年网剧播放量第一。

追求深度共鸣与剧集品质

谈及这部爆款古偶，《墨雨云间》总制片

人、阿里大文娱酷米工作室总经理周静告诉

《工人日报》记者：“没有什么流量密码，只是

我们抓住了用户情绪，产生了时代共鸣。”周

静将这部古偶剧的走红归结于强烈的现实

关照。

“创作者要表达什么，要让观众共情什

么，共情背后所映照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是

古偶剧创作者需要思考的 3个问题。”周静认

为，观众的审美不断迭代，用户注意力变得

稀缺，与此同时，影视剧市场上产品愈加丰

富，长视频难以成为流量入口。在这一背景

下，如何抢夺观众的时间，让观众的时间产

生价值，并给观众带来情感共鸣，便成为古

偶剧成功与否的关键。

除了引发共鸣，一部受观众喜爱的古偶

剧，也离不开对剧集品质的精益求精和对东

方美学的极致追求。当下，越来越多的优质

古偶剧以细腻设计与匠心制作，不仅让观众

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美感，也让整

个故事变得更加真实可感。

“与传统的古偶仙侠剧相比，《长相思》

的看点之一在于构建了独特的国风美学。”

国风爱好者张凡是《长相思》的铁粉，她告诉

记者，剧中的场景、服装、特效等视听元素给

她带来了深刻的印象：富丽堂皇的王宫殿宇

大气震撼，充满古典美；王姬小夭的精美华

服则印有东方传统图案，充满国风意境。张

凡认为，剧中的特效制作也值得称道，“神雕

羽毛根根分明、生动精细，神兽腓腓则呆萌

可爱、活灵活现。”

在红海中突围

“近年来的古偶剧几乎主要依赖 3 类观

众：主演粉丝、原著党和古偶爱好者。”汤汤

说，这就容易造成古偶剧的热度“开局即巅

峰”，后劲不足、传播面有限，导致古偶剧难

以真正出圈。记者了解到，《安乐传》开播首

日全网正片播放指数 11919，升到 1.3 万后逐

渐下滑，《玉骨遥》首播播放指数达 31887，但

最终高开低走。

张凡也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古偶剧不乏

优质剧，但在类型上却鲜少创新，“流量明

星+特效堆积+流水线剧情”已成近年古偶

剧标配，开场第一幕时观众就能猜到结局。

“这种操作虽然可以俘获为偶像应援的粉

丝，但无法积累路人观众和口碑。”张凡说。

一方面古偶剧频出，剧集泛滥，一方面

观众的审美提升，注意力稀缺。不少业内人

士表示，古偶剧赛道已成红海，要想真正出

圈、破圈，还需在创新上继续发力，凭借差异

化特色跑出市场黑马，挖掘古偶红海赛道的

待开发潜力。

周静告诉记者，在浩瀚的古偶作品中脱

颖而出，关键是要有独特性，包括内容独特

性和审美独特性两个方面。“打造内容的独

特性，就要在剧中体现价值观的更新和迭

代、对现实的关照，以及对用户情绪的抓取，

设计出独特的人设与人物关系。另外，还应

在剧中建构视觉奇观，体现创作者独特的审

美表达，尽可能满足并引领当下用户的审美

诉求，打造审美的独特性。”

周静认为，创作者的用户思维也非常重

要。“用户是创作的最后一环，剧集播放过程

中有很多用户参与讨论、表达诉求，并将诉

求反馈给创作者。”她表示，尊重用户，真正

倾听用户的需求，在剧集创作、剧集播出以

及剧集宣发上为用户提供更多个性化的服

务，才能让古偶剧集平稳地与市场接轨。

此外，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影视的

“出海”浪潮中，古偶剧已成为网剧“出海”的

重要门类，《卿卿日常》《念念无明》等古偶剧

集上线至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的流媒

体平台后，受到大量当地观众的好评与追

捧。“古偶剧把中国传统服饰等国风元素展

现在海外观众面前，古装外衣下的现代精神

内核也便于海外观众理解。一些古偶剧情

简洁兼具爽感，人物设定令海外观众耳目一

新，符合他们的观看需求。”张凡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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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7 月 9 日，“人民的演员”于是之 97 岁诞

辰日。

这一天，一出独角戏《于是之家书》在国

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被设计成弧形的白

色舞台上挂满了各种戏服。演出尚未开始，

女演员出现在舞台上，旁若无人地走来走

去，沉默抑或喃喃自语。舞台上方的大屏

幕，放映着无声纪录片《演员于是之》；剧场

里回响着由不同声音朗读的一封封于是之

写给太太李曼宜的书信……

演出开始，一大段独白，是对于是之的

介绍，还有他讲过的艺术观点。譬如赞誉：

台上优孟衣冠，台下磊落光明，于是之的一

生，可谓“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

一生。譬如从艺几十年，在舞台上塑造的多

个经典角色：《龙须沟》中的程疯子、《茶馆》

中的王利发、《骆驼祥子》中的老马、《名优之

死》中的左宝奎、《洋麻将》中的魏勒、《丹心

谱》中的丁文中、《太平湖》中的老舍、《青春

之歌》里的余永泽……每个角色都独具特

色，光彩熠熠。

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于是之是遥远

的存在，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亦不曾看过他

的现场表演。《于是之家书》的艺术指导濮存

昕说，为艺术甘于苦行的是之老师必是我们

封的神、竖的旗，愿观众也能在这出独角戏

中感受到这面旗帜拂来的清风。

80 后闽宜是这出剧的剧作、导演，她在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了 15 年，担任过场

记、舞台监督、文学编辑、戏剧构作、制作

人，等等。对于被行业视为“神”一样存在

的艺术家，她的心中充满敬意。“比起荣耀

和幸福，我更愿意理解是之老师和曼宜老

师的伤痛。那不属于一个人或一个时代，

那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在绝望和希望中追

问目的和意义，平淡、琐碎、甚至乏味。可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生发了无与伦比

的爱，创造不朽的艺术形象，组建了一个有

抒情传统的家……”

家书，私密且真实，无疑是“理解”的最

佳切入口。在当下联络如此便捷的时代，

没有家书、情书，没有鸿雁传书的期盼，不

失为一件憾事。于是之与太太李曼宜的家

书让我们看到了“鸡毛蒜皮”的价值，出现

在戏中的家书，大多是些针头线脑的日常

生活，那是艺术家的另一面：他温柔体贴，

他们的生活平淡温馨，他敬业却清醒，自

信却谦逊，他也曾脆弱无助……通过一封

封 家 书 的 幽 微 脉 络 ，可 以 察 觉 到 伟 大 蕴

于具体，是无数“渺小”和“日常”造就了

“崇高”。

2013 年 1 月 24 日，于是之的葬礼以灵

车在首都剧场绕场一周的形式低调结束。

屏幕中在播放于是之和首都剧场告别的影

像记录，这就是闽宜所说的，“2013 年，我

们站在首都剧场的台阶上接是之老师回

家。一个古典主义式的英雄与自己的城邦

告别。”

紧接着，女演员独白，请允许笔者摘录

如下：“一个人就是一个时间，是之老师只是

比我们更早回到他自己的时间，那个地方是

我们想象不到的辽阔疆域——无古无今、无

始无终、无悲无喜。我不相信一张床、一个

房间就能禁锢是之老师。在那个我们不了

解的世界里，一呼一吸之间，他就能去他想

去的任何地方，他比我们自由。所以外面的

人渐渐朽坏，他日日更新；外面的人患得患

失，他早已永在。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

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

粒来。”

花开一季，草存一世。什么样的生活

值得过？这出独角戏在提出问题，也在试

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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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流参演已成标配，只靠粉丝难出爆款

古装偶像剧如何跑出市场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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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线G

本报讯（记者赵欢）日前，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棋牌分

会二届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棋牌分会新

一届领导班子，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副会长崔志民当选为

新一届棋牌分会主席，高翔、谢薇薇、姜毅、于源（兼秘书长）、

刘杰、叶子诒当选为新一届棋牌分会副主席。

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会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

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守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守镇对

棋牌分会成功换届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作为职工文体协

会的二级分支机构，棋牌分会曾多次组织全国性职工围棋大

赛，赛事水平高，赛事效果好，极大丰富了职工群众业余文化

生活。棋牌分会要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推动工会工作部

署在协会落实落地，及时搭上互联网快车，不断解锁“新玩

法”、塑造“新潮流”、满足“新期待”。一是要总结新经验，打

造广受欢迎的新品牌。二是要树立新理念，走出融合发展的

新路子。三是要开门办赛事，调动各方资源的积极性。四是

要竭力树形象，开拓服务职工的新局面。

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棋牌分会管

理办法》，为棋牌分会发展统一思想、明确思路、确定目标和任

务。另外，棋牌分会主席崔志民、副主席兼秘书长于源分别代

表棋牌分会与国务院国资委直属机关工会、国家体育总局华

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

艺 评G

麦子落在地里，会结出许多子粒

贵州锦屏：各族同胞齐聚侗寨欢度摆古节

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棋牌分会
二届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国家大剧院举办“文明观演在行动”活动
本报讯（记者苏墨）“我们中国拥有世界瞩目的现代化

剧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独一无二。在最好的剧场里，观看

世界上最好的演出时，我们也应该成为最好的观众。作为演

员，我们倾尽所有的努力为观众献上演出；作为观众，我也希

望与大家一起努力，将文明观演做得更好。”近日，著名表演

艺术家濮存昕在由国家大剧院倡导发起的“文明观演在行

动”活动上发言。该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观众文明素养，营

造良好观演环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剧场观看演出，而良好的文

明观演氛围是确保舞台演出高水平呈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此

外，观演礼仪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是市民艺术素养与社会

文明程度的体现。因此，国家大剧院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发起

“文明观演在行动”，并广邀知名艺术家、专家代表与观众群体

积极参与，旨在通过多角度立体发声与线上线下联动引导，进

一步培养观众文明观演习惯，提升市民文化生活层次，为首都

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据悉，此次活动现场聘请白岩松、濮存昕、郎朗、李杨薇等

为文明观演推广大使。

作为推广大使，白岩松认为：“今天我们倡导的文明观

演，是在当代社会快速发展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文明观

演。现在，观看演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刚需，而演出种

类也更加多元，对文明观演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对应的要

求。文明观演，是尊重演员，尊重观众，也是尊重自己。越

自律，越享受。”

重庆石柱：川剧变脸走进学校
本报讯“变出个赤橙黄绿青紫蓝——变出个英雄豪杰齐

争先——变出个巴蜀儿女同心肝——变出个中华民族气象万

千艳阳天……”近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临溪镇庆祝建

党 103 周年文艺节目上演，临溪小学学生表演的川剧《变脸》

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和惊叹。这是该县川剧变脸戏法走进校

园的一个缩影。

川剧变脸是重庆直辖前“大四川”的艺术瑰宝，2021 年，

临溪小学在陆玲老师的悉心培育下，组建了一支川剧变脸学

生团队。

2021 年 6 月，石柱县教委在黄水大剧院举办首届小学生

艺术节，该校部分学生终于登台表演，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喝

彩，当场直播观看量突破 205万人次，收获了线上线下观众的

一致好评。

近年来，该县在中小学深入推进民族艺术教育，不少中小

学纷纷前往临溪小学观摩学习，把川剧变脸纳入艺术教育选

修课，成为不少师生追崇的教学内容。据悉，石柱县目前已有

半数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川剧变脸艺术教育课。 （谭华祥）

7月 11日，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彦洞乡瑶
白侗寨，村民们举行摆古节传统民俗活动，吸引来
自周边村寨的数千名各族同胞欢聚在一起，共同
参与拦门迎宾、寻宗祭祖、祭拜古树、长桌摆古、
民俗表演等活动。

瑶白侗寨摆古节有“一年一小摆，三年一大
摆”的说法，一般在每年的六月或九月间农闲时
择期举行。“摆古”即“谈古论今”，在节日里人们
通过叙说历史、讲述好人好事来弘扬传统美德。

视觉中国 供图

近日，云南昆明，付昆祥在工作室制作郑和船队模型。
付昆祥 12 岁时开始学习船模制作，17 岁加入云南省

航模运动队专门从事模型的制作，至今已有 40多年。凭借
出色的制作工艺，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市场非常受欢迎。
2012 年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作为云南人的付昆祥决定用自
己的专业技艺复刻郑和船队，用船模再现郑和下西洋的壮
举。为此，他和团队成员多次前往福建、广东等地搜集有
关资料，并寻访沿海传统造船传承的老船工，请教中国传
统造船技艺。

目前，付昆祥和团队还在继续复刻郑和船队，他们最大的
愿望就是建一所博物馆，除了展示还原的郑和船队模型外，还
要把这些年团队搜集和整理的中国船舶史料实物、口述史等
展示出来，讲述中国的航海故事。

刘冉阳 摄/中新社

“复刻”郑和船队 续写航海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