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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秒一次反转，30秒一个冲突，3分钟演

尽爱恨情仇……

近年来，微短剧作为网络视听领域的新

兴业态之一，在信息海量化传播的趋势下，凭

借“短、平、快、爽”等特征，满足了人们在碎片

化时间内的新型精神需求，成为深受用户追

捧的“解压神器”和“电子榨菜”。

微短剧行业自 2023年“破圈”以来，得益

于供需两旺的行业生态，逐步呈现出爆发式

发展态势。艾瑞咨询近期发布的《2024 年中

国微短剧行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3 年

微短剧行业市场规模为 358.6亿元，同比增长

234.5%，预计 2024 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可

达 484.6亿元，未来 5年内行业市场规模有望

突破 1000亿元。

鱼龙混杂倒逼转型发展

《逃出大英博物馆》《我在八零年代当后

妈》《闪婚后傅先生马甲藏不住了》……谈起

近两年爆火的微短剧，00 后观众梦洋如数家

珍。自 2023年以来，观众梦洋看了多部不同

题材的微短剧，“体量小、时长短、节奏快，坐

地铁和吃饭时都能看，剧情也很解压，很爽很

上头。”

“微短剧的受众更偏向于年轻、快节奏的

观众群体，他们习惯于利用碎片化时间观看

内容。”对于微短剧爆火的“流量密码”，河南

嘉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磊在接受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微短剧每集时

长以 1~3分钟为主，“这要求剧本在极短时间

内完成故事的起承转合，整体节奏感强，场景

切换快，以最大化地利用时间，让人始终处于

高节奏的观影体验中。”

然而，在行业高速扩张和鱼龙混杂的发

展态势下，部分微短剧一味追求流量，盗版、

侵权、价值引导不良等问题不断出现，减损了

剧作的内容意义与价值，进而导致该行业面

临诸多质疑。

抛却俗套的“狗血爽剧”，摆脱滥用的土

味剧情，一些微短剧正在尝试创新和转型。

“比如，在题材和内容上与传统文化遗产相结

合。”梦洋以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举例，

这部剧借助拟人手法，讲述一盏从大英博物

馆出逃的中国文物偶遇中国记者、共同踏上

归家之路的故事，通过剧集呼吁更多人关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该剧发布当天点赞破

500万，全网总播放量超 10亿。

创新内容题材与商业模式

“随着微短剧市场的不断发展和观众审

美水平的提升，观众对内容质量与深度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谈及微短剧观众需求与题材

变化，曾担任多部微短剧制片人的河南原本

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翔靖表示，

当下的观众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爽剧”或“套

路化”的剧情，而是更加倾向于有深度、有内

涵、能够引发共鸣的作品。

“人的审美总是会疲劳的，一时的爽感很

好，一直给你这样的爽感也会疲乏。”在北京

幕维时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任职的微短剧导

演豌豆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解决这个根本

问题的方式之一，是解决头部投资问题，“首

先要选择更优质的剧本、更新颖的题材，同时

把更高的成本预算给到制作团队，那么一部

好的片子顺理成章就出来了。”

观众需求的变化进一步带来了微短剧内

容题材的创新，“微短剧+沉浸式文旅”模式

即是其中之一。洛阳剧本杀产业园引进的洛

阳颢博文化有限公司聚焦发展微短剧、影视

项目，致力于洛阳文化 IP 剧本创投等业务，

该公司总经理罗宏伟表示：“我们开发了很多

洛阳城市文化 IP，让文化 IP 故事化、剧本化，

比如洛阳的沉浸式文旅微短剧等。”

除了内容题材创新，一部好评如潮的微

短剧，也需要在商业模式上不断精进，贴合互

联网传播环境属性，实现精准触达用户。

“微短剧不再只是一个独立的投资型产

品，而是逐步跟其他的市场，比如跟文旅需

求、企业需求以及其他商业需求实现良性互

补。”罗宏伟认为，除了播放量、点赞量、会员

充值等数据和收益之外，微短剧行业可以与

其他赛道共同实现商业价值“微循环”。

走向精品化和有序化

“微短剧的发展方向是精品化和有序

化。”罗宏伟表示，过往一些相对粗糙甚至低

俗的微短剧终将被市场淘汰，行业将告别“野

蛮生长”，逐步实现规范的良性发展。

对于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方向，郑磊认

为，一部精品化的微短剧不仅要有吸引人的

题材，还需要具备强大的故事性和情感共鸣

能力，“能够深刻挖掘人性、展现人物内心世

界的题材，通过紧凑的情节和生动的角色塑

造，合理安排故事的深度和娱乐性比例，让观

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共鸣和共情，这样的作

品往往能够深入人心。”

微短剧行业各级监管正不断加强。6

月，微短剧正式进入“全备案时代”。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针对微短剧的管理新规正式实施

生效，对微短剧实行“分类分层审核”，未经审

核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此次发布的

新规，明确了微短剧的发展方向。高质量好

内容、给观众一个良好的观剧体验，就是方

向。”豌豆说。

此外，多个地区以及播放平台对优质微

短剧作品的扶持政策相继落地，助力微短剧

逐渐从高流量走向高质量，从套路化转向精

品化。比如，北京广播电视局发布跟着微短

剧去旅行“短剧游北京”创作计划，上海市文

化和旅游局每年设立 5000 万元产业引导经

费，促进微短剧发展。

“政策的改变、时代的阅片理解变化，使

得对作品质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头

部影视公司的加入以及大平台的下场操作，

将会带来更加工业化的制作体系和更高的制

作标准，推动微短剧整体质量的提升。”李翔

靖分析认为。

“未来，微短剧将在题材上更加细分和多

元，以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李翔靖表

示，品牌定制微短剧将快速地打入市场，以微

短剧形式进行推广与传播，“打破题材的同质

化、创新创造新的感官体验，是目前以及未来

所有微短剧从业者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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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崎凡

时尚是个轮回，这句话放在网络文学上

好像也适用。习惯了“马拉松”式小说的网

络文学爱好者们忽然发现，这一两年，短篇

多了起来。

今年初，知乎盐言故事发布了一个“短

篇故事影响力榜”，对过去一年最受欢迎的

优质作者、作品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上榜

作品中不乏《河清海晏》《扳命人》等被热议

的出圈爆款。

“考古”网络文学发展史，不难发现，很长

一段时间，网络文学的主流都是长篇甚至超

长篇。2010 年之前，网络小说在 PC 端的连

载模式已经基本确立，其主流形态是 100万

到 200 万字之间的网络小说。移动阅读兴

起之后，被催更的长篇网络小说几乎成了网

络文学的代名词。

如果追根溯源，早期的网络文学，短篇

曾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安妮宝贝的《告别

薇安》《八月未央》《蔷薇岛屿》，都由万字左

右的短篇组成；风靡一时的《悟空传》和《此

间的少年》均是 10多万字的篇幅；榕树下文

学网、新浪读书频道、天涯社区等发表的网

络文学作品，则更像是网帖。

改变为何发生？

通俗一点理解，“远古时期”的网络文学

（2003 年以前），还是创作者的一次“阵地转

移”，虽有浓厚的网络特色，但带有明显纸质

出版的影子，大家对网络文学的商业模式和

阅读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创作动机也很

“单纯”，带有展示和玩票的性质。长篇创作

既缺乏动机也少有精力，所以当时的创作以

短篇为主。

而早期网络文学爆品出现，迅速让创

作者和平台意识到另外一种可能：网络文

学同样可以名利双收，一个新的时代迅速

开启。

于是，网络文学开始了狂飙突进，短短

一两年时间，网络超长篇小说被确认为新的

连载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伸到移动互联网

时代。和大多数网络经济一样，“流量”是这

类作品始终站在潮头的内在动力。

不到 10 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规

模从 10 亿元到 300 亿元。与早期心怀文

学野心或者“玩票”的创作者不同，大量职

业网络文学写手蜂拥而入，他们的目的更

为单纯和直接：流量变现。更长的文字意

味着更多的点击和流量，于是，作品越写

越长。

一时间，网络文学一片繁荣；一时间，网

络文学泥沙俱下。

而物极必反，推陈出新本是网络文学不

变的话题，当人们日益困在网络长文中透不

过气时，改变就会发生。移动互联网时代，

受众口味分化、市场不断细化，碎片化阅读

特征日益显著之下，不足 12万字的《何以笙

箫默》、不过 25 万字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

青春》、网络短篇故事集《从你的全世界路

过》给了创作者们启示：一条差异化的写作

之路仍可以成功。

就像短剧的热播一样，在文学创作领

域，短篇故事开始兴起。许多平台开始提

倡用精简的篇幅讲述精彩的故事，2 万至

5 万字之间的网络短篇故事创作渐渐形

成热潮。回顾网络文学 20 多年的发展，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大胆假定，这次短篇网

络 文 学 的 回 归 ，也 许 不 是 一 次 简 单 的 轮

回，更像是一次新的开始：网络文学正在

告别以量取胜的“长篇年代”，多样化的

时代正在来临。

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经过一段时间“跑马圈地式”的“野

蛮生长”后，微短剧相关的各级监管政

策不断趋严，多个平台和地区同步落地

优质微短剧扶持政策，该行业逐步呈现

出迭代创新和规范化发展趋势。转型

中的微短剧行业有何新特征？如何引

导其有序发展？怎样推动微短剧市场

实现“量增质升”？

从高流量走向高质量，从套路化转向精品化

告别“爽剧”模式，微短剧还能“勾”住人吗？
从高流量走向高质量，从套路化转向精品化

告别“爽剧”模式，微短剧还能“勾”住人吗？

视 线视 线G

王廷信

牛青栏等人演唱的《坠美的月亮》把河南坠子和摇滚说唱

结合，苍劲质朴、豪迈酣畅；北方昆曲剧院几位年轻小生演员

组成的“鲜克乐队”演唱的昆歌《朝天子·辛弃疾》用摇滚与昆

腔混搭的方式，展现昆曲的底蕴及其融入现代音乐的可能性；

裘丹莉越剧版《神女劈观》优雅清俏……

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创戏歌唱演节目《国风超有

戏》，不仅标题的“国风”有传统、很入时，“戏”也带有一语双关

之意，体现节目的戏曲底色同时，凸显节目的趣味性。

节目中，青年实力派音乐人集中出场，展现不同的剧种、

乐种的同时，也通过每位演员的独特探索展现国风音乐的魅

力。而音乐人中，一部分是流行音乐歌手，一部分是戏曲或民

族音乐演员，两部分人的双向探索，在走向对方的过程中形成

一种新的音乐形式，从而产生一种有效探索国风音乐的“化学

反应”。

让流行音乐在吸收戏味的过程中更加婉转韵致，不流于浮

泛；让戏曲唱腔在吸收流行音乐的过程中富有现代节奏，不流于

拘泥，这档节目让音乐之国风有底蕴、有朝气，入时又入心。以

戏曲为切口，坚定地聚焦于“国风音乐”，通过“思想+艺术+技

术”融合传播的创新理念，就可以让国风音乐这一传统文化绽放

时代风采，看到如何用独特的“中国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有了好的创意、好的内容，最终考验文艺工作者的是以何

种形式“落地”。因为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的“国风”积淀足够

丰富，就更应该用“大道至简”的方式去放大它本身的魅力。

形式上，节目遵循“国风音乐创作”的本真底色，以一个惬意的

“聊天场域”、一个极致的“纯色舞台”、一群一见如故的“同道

中人”、一场新颖独特的“共创实验”，与嘉宾们畅谈当下国风

音乐热点。这种把表演与点评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有高度、有

深度，更引导观众在欣赏中思考、在思考中欣赏。

每一位音乐人都是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来到这里，尽情演

唱自己热爱的音乐。他们吸收更多的传统元素，也呈现出一

个个充满力量的原创作品。更可贵的是，节目不仅将丰富的

艺术信息加以提炼，也将节目之内对艺术的解析能力延伸到

节目之外，全方位提升节目的影响力。不仅探索更加贴合新

媒体环境的互动传播方式，发力新媒体创意短视频，通过策划

国风街采，既联动高校学生、戏曲演员等合唱节目主题曲；也

联合网络红人等多种方式推荐节目里的原创歌曲，在新媒体

端打破传统节目的传播壁垒，延续国风音乐的传唱热度，让观

众在文化需求及视听体验上得到多重满足。

创新的初始，总是如履薄冰。到底这种形式能不能被观

众接纳？到底国风音乐的探讨能不能直抵人心？只要让观众

能够安静地去品味、去欣赏、去思考，就是对现代人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的有力呼唤，吸引着更多年轻人加入国风音乐，也

加入文化传承的创新之路中来。

艺 评G

短篇回归，网络文学本应多样化

观星文化点亮新旅途

流行歌曲撞上传统戏曲，
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

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主题微短剧创作大赛
本报讯（杨明清 记者张嫱 通讯员殷世山）日前，由中共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宣传部、青岛西海岸新区总工会主办的

赛轮杯“我在你身边·看见西海岸”主题微短剧创作大赛正式

启动。比赛充分发挥工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立足青岛影视

基地资源禀赋优势，用短剧的方式全方位宣传展示青岛西海

岸新区获批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发展

变化，以及各行各业劳动者立足本职岗位、服务新区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

据了解，此次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来自不同视角、不同思

想的微短剧作品。参赛选手可以围绕城市发展、乡村振兴、美

好生活等一系列创业创新、创造创效火热劳动场景进行创作，

弘扬“三个精神”，彰显广大职工群众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

程的时代风采。

大赛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总扶持资金近 60万

元。为持续扩大赛事影响力，优秀作品将通过山东 IPTV、“青

岛西海岸发布”“西海岸传媒”“青岛西海岸新区总工会”“青岛

影视基地”等媒体平台、社会宣传载体等进行集中联合展播。

8月 12日夜间，英仙座流星雨迎来
极大值，“观星人”正在位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哈密市的一处观星点拍摄星空。

近年来，随着观星文化的兴起和摄
影技术的普及，观星这一曾独属于天文
爱好者的小众文化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成了不少人的新追求。

与此同时，“观星人”队伍的壮大，也
催生出了不少围绕观星文化打造的观星
景区、酒店，以及房车、露营基地等基础
配套。一些地方在保护暗夜星空的基础
上，将观星文化与星空旅游相结合，发展

“星空+”，推动业态融合、延伸产业链
条，增加星空旅游综合附加值，为“观星
人”带来多元观星体验。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观星人观星人””在银河下的帐篷在银河下的帐篷。。

北京中轴线钟楼上演灯光秀
8月15日夜，北京，中轴线钟楼上演灯光秀。600多年钟

楼与现代灯光秀相融合，成为京城夜幕下靓丽风景线。
宋家儒 摄/视觉中国

吉林省出台方案全面支持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为进一步推动全省电影产业

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省建设，近日，吉林省委宣传部、省人

社厅、省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印发《吉林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推动电影创

作生产、推动长影集团振兴发展、支持长春市建设“世界电影

之都”等 8个方面 26条举措。

《方案》还提出通过电影文化街区建设、电影文化空间打造、

电影衍生品及电影文化特色旅游纪念品研发推广、多样化电影

文化活动的开展等措施，为长春市营造浓厚的电影文化氛围。

此外，《方案》整合了省、市、县三级支持影视产业发展的

各方面政策，措施实、力度大、含金量高。以拍摄一部投资额

在 1 亿元左右的电影为例，拍摄全过程可以享受到剧本、创

作、拍摄、发行补助，影片放映、播出、获奖奖励，以及符合条件

的税收减免政策，在省级层面，就可以得到最高 2000 万元左

右的资金支持。在市、县级层面也能同时享受到相应的资金

补助和政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