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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影视创作的“迷你”叙事美学，

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及时分析“迷你”叙

事的特征，剖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预判

这一现象对今后影视创作将带来的影响，

对于推动中国影视高质量创作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5G 时代，万物互联，曾经扎根在 PC 端

的视听作品，可以毫无阻碍地在移动端自

由传输，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影视创作的生

产力。海量的微短剧以一种“迷你”叙事，

在移动端开疆拓土，一跃成为当前视听作

品传播的弄潮儿。

微短剧的“迷你”叙事，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时长之短。在电视端或者 PC 端播出

的长视频，一般时长为 45 分钟左右，微短剧

往往只有几分钟，甚至 1 分钟左右。决定一

部作品是否具有吸引力的播出时长，也因

此从“黄金 5 分钟”变成了“黄金 5 秒钟”。

换言之，原来观众可能观看 5 分钟左右的时

间才决定是否弃剧而去；而微短剧的“迷

你”叙事，意味着这个时间只剩下 5 秒左右。

在这样的“紧箍咒”下，微短剧的叙事美学

发生了深刻变化。长视频中习惯的草蛇灰

线、伏笔千里的渲染与铺垫，在微短剧中被

极大地压缩了；长视频叙事的起承转合中

常见的过场戏，在微短剧中被尽可能地剔

除了。绝大多数微短剧“迷你”叙事美学的

重要特征，就是信息密集、悬疑丛生，强调

稍纵即逝的瞬间体验，尽可能在最短时间

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

微短剧“迷你”叙事这一审美特征，深

刻契合了 5G 时代互联网移动端受众的审

美需求。一方面，海量的视频扑面而来，可

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微短剧 5 秒制胜的

叙事技巧，显然有利于吸引在无目的状态

下漫游于各种互联网平台的受众的注意

力；另一方面，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

闲暇时间变得碎片化，微短剧恰好满足了

人们在候车、购物等间隙时间的观剧欲望，

因而迅速火爆出圈。

毋庸讳言，微短剧火爆的背后，确实存

在野蛮生长的乱象。各种追求感官刺激的

爽文，纷纷从网文迁徙到微短剧平台。微

短剧大多投资少、制作门槛低、变现快，所

谓“一周拍完、一月上线、一部财富自由”，

这种一夜暴富的神话不胫而走，更是让各

路资本竞相涌入。为了更好地规范引导微

短剧的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

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规定要求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起，微短剧需按投资额分

类分层审核，未经备案的作品不得上网传

播。此外，各地政府纷纷出台“跟着微短剧

去旅行”的激励政策，着力提升微短剧的审

美品质，引导微短剧走上精品化发展之路。

微短剧在移动端的火爆出圈，影响了

长视频的收视市场，诸多长视频纷纷开始

调整自己的叙事策略。据统计，2024 年上

半年，25—32 集剧集占比提升 8.7%，33 集

及以上剧集整体占比减少 14.2%。十几集

甚至几集的迷你剧，开始赢得流媒体平台

和受众的青睐。与此同时，长视频开始注

意汲取微短剧的叙事技巧，如 2024 年热播

的 40 集连续剧《墨雨云间》，渗透了微短剧

“迷你”叙事的创作思维，矛盾集中，反转不

断，引发收视热潮。

当然，微短剧的“迷你”叙事，并不会主

宰互联网时代的所有视听创作。近年来，

《去有风的地方》《我的阿勒泰》等剧作风

靡，恰恰就在于其另辟蹊径，以一种静水流

深的叙事美学，聆听大自然的呼吸，抚慰躁

动不安的心灵，赢得人们的喜爱与共鸣。

无论是长视频还是微短剧，其创作一

方面要尊重互联网传播规律，另一方面更

要注重审美内容的艺术创新。唯有如此，

互联网时代的影视作品才可能化“流量”为

“留量”，从“爆红”到“长红”，推动中国影视

创作繁荣发展。

（作者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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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剧是短篇电视剧、短篇网络剧的统

称，具有篇幅短小、内容精炼、情节紧凑等特

点，本质上还是一种传统剧集。上世纪 80
年代，电视剧曾经以“短剧”为主。90 年代

以来，随着生产力提升和产业化推动，电视

剧单集时长逐渐标准化（45 分钟），集数越

来越多（30 集至 100 集不等），体裁样式也从

系列剧与连续剧并存，演变成长篇连续剧的

“长剧”形式。为治理“注水剧”，2022 年 12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关于推动短剧

创作繁荣发展的意见》，推动单集时长 15—

30 分钟的系列剧、集数在 6 集内的系列单元

剧、20 集内的连续剧、周播剧等多种形态的

短剧繁荣发展。此后，如《新生》《边水往事》

《三大队》《漫长的季节》等代表性短剧接连

出现。

微短剧并非传统意义的剧集。电视剧、

网络剧因播出的媒介平台而命名，微短剧以

视频号、小程序为播出平台，更为准确的名

字应该叫视频号剧、小程序剧。微短剧从短

视频衍生而来，从纪实短视频到剧情化短视

频到精品化微短剧集是其发展路线，所以它

遵从的是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逻辑。

人物、情节和环境，是叙事的三要素。

一部剧集是否成功取决于故事、人物与技巧

三个方面，即故事的吸引力、形象的魅力、叙

事的张力。长篇剧集的艺术魅力更多依靠

的是前两者。在长剧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如

《汉 武 大 帝》《大 秦 帝 国》《大 明 王 朝 1566》
《康熙大帝》等历史长剧，还可以看到《大宅

门》《闯关东》《走西口》《乔家大院》等年代

剧。剧集名称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出现一个

“大”字，这里主要是指“宏大”，历史或故事

异常丰富，也就是常说的“戏托人”。长篇剧

集还有一种叙事是“人托戏”，如《父母爱情》

《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神探

狄仁杰》《大宋提刑官》等，人物形象饱满，作

品感染力来自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演员

的表演功力。

微短剧则不同，追求瞬间的情感释放与

满足，故事本身的丰富性、演员的表演功力

似乎不那么重要，主要靠叙事技巧来制造情

感价值。微短剧的冲突与高潮以秒来计，三

至五分钟之内展现四五个反转、六七个冲

突、八九个矛盾是家常便饭；情节碎片化，强

调快节奏、强冲击和多重反转，不太重视情

节的连续性和结构的起承转合；叙事具有跳

跃性，注重瞬间的情绪、感受，不看重事件之

间的逻辑关联。一般而言，微短剧的人物关

系相对简单，人物形象“扁平化”，性格层次

单一，多少带有夸张色彩。所以，典型的微

短剧靠叙事技巧的营造，靠嗨点爽点的累

积，让观众来不及思考就被裹挟，甚至沉醉

其中。微短剧更注重对观众情绪的体贴入

微与精准拿捏。影视是造梦的艺术，微短剧

编织的是从生活中脱胎出来、活灵活现的、

伸手可触摸的“白日梦”。

微短剧制作成本低、拍摄周期短、风险

可管可控，在营销上自有一套打法。与电视

剧由电视台采买、观众免费观看的模式，网

络剧主要由平台自制或采买、会员付费观看

的模式不同，微短剧平台采用个性化推荐算

法，根据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投放。用户的需

求和心理被算法拿捏，使得微短剧变现率远

远高于网络视听平台，源源不断的付费收入

由此而来。除此之外，夹杂其中的广告以及

周边产品开发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短剧的繁荣是叙事转型的成效，而微短

剧的出圈是技巧与算法的红利。微短剧突

显了编剧的重要性，但高密度的技巧使用，

也容易在瞬间消耗编剧的才华与想象。如

何应对叙事美学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值

得每一位影视创作者深入思考。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

研究中心研究员）  
版式设计：张丹峰   

叙事美学的转型与挑战
张国涛

10 月 14 日到 11 月 9 日，

北京人艺带着 5 台大戏“矩阵

式”亮相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掀起了一场“文

化狂欢”。场外，一票难求；场

内，座无虚席，观众目不转睛，

凝神屏息地投入……

北京人艺是一个历经 70
多年岁月流转、大腕云集的

艺术殿堂。上海观众想通过

观 演 ，了 解 这 家 推 出 过《茶

馆》的“ 老 店 ”，如 何 把 这 杯

“茶”泡好，招待口味随时代

变化的八方来客。

这次，北京人艺带来的

剧目是《茶馆》《哗变》《日出》

《杜甫》《正红旗下》。这 5 台

大戏，每台 3 场，前后 15 天，

展现了这家艺术“老店”坚守

中国戏剧现实主义精神，既

守成又开新的艺术历程和艺

术实绩。诚如院长冯远征接

受 采 访 时 所 言 ：5 台 剧 目 象

征着北京人艺的“过去、现在

与未来”。在我看来，北京人

艺的独特之处，一是它厚重

的民族化的现实主义戏剧传

统 ，二 是 浓 得 化 不 开 的“ 京

味”。一戏一格、精彩纷呈的

多元呈现，也是基于此。

《茶馆》是老戏老演。由

老舍先生编剧，焦菊隐、夏淳

先生执导的《茶馆》，荟萃了

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

诚、黄宗洛、童超、胡宗温等

著名艺术家，成为当代中国话剧的高峰之作。1992 年送别

第一代《茶馆》，磨剑 7 年，由梁冠华和濮存昕、杨立新一众

艺术家接棒。其后，还陆续有过林兆华、李六乙等导演的各

种版本。从 2005 年开始，《茶馆》庄重“回归”。尊重经典，

就是尊重自己的历史。第一幕开始，静场，几十个角色雕塑

般铺满舞台，都没咋说咋动，却是人人都有戏，但又没人抢

戏，妥妥的一座“老裕泰”茶馆。梁冠华、濮存昕、冯远征、杨

立新、何冰、吴刚等一众艺术家，带着一帮初露锋芒的青年

演员，像小学生描红那样，一丝不苟地复刻于是之他们当年

的表演。可以看到，经典就像一坛陈年老酒，经过时间的沉

淀和发酵，越发醇厚迷人。

《哗变》也属于老戏老演。我看过 1988 年朱旭、任宝贤

主演的《哗变》，精彩绝伦。几乎没有喘气间隙的语词密度，

间不容发的语言攻防转换，让《哗变》成为话剧演员语言功

力的试金石。观众在语言密集轰炸中，感受人物不同职业、

个性和内心的复杂变化，感受逻辑的严整、情节峰回路转的

推进。话剧是关于“话”的艺术，其魅力在于剧本说什么

“话”，也在于演员怎么说“话”。艺谚有云：高而不嘶，低而

不咽，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偌大剧场，不用耳麦和扩音器

材，把台词的每一句、每一字清晰地送到观众耳边，是功力

的显现。《哗变》让观众充分领略、享受了演员肉嗓真声的

“话”剧的专属魅力。

《日出》是老戏新演。这是北京人艺首任院长曹禺的代

表作，有过无数新诠释新版本。这版《日出》集合了一批优

秀青年演员，把《日出》变成了一曲展示艺术活力的青春圆

舞曲。导演以极简主义的形式建构了一个空旷的舞台空

间，年轻演员尽情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华，展露角色个性的

鲜明特征。陆璐饰演的陈白露兼具上世纪 30 年代在纸醉

金迷中灵魂悲哀失落的交际花和当代女性的时尚气质，于

震饰演的潘月亭表现出“老爸爸”的滑稽和无耻，雷佳饰演

的李石清夹在顶头上司、辞退员工和妻子之间显露的不同

嘴脸，都可圈可点。不同于《茶馆》，年轻演员们在剧中不动

声色地增加了一些“小动作”，以突出、丰富角色的情境反

应。在这场青春向经典的致敬中，我看到了北京人艺艺术

事业马拉松式的生命接力。

《杜甫》是北京人艺在《李白》后又一次对唐代诗人的戏

剧呈现。为了形神兼备，从形体上接近杜甫飘零憔悴的形

象，冯远征来沪前瘦身 10 多斤。同时，他不断走进杜甫漂

泊无定却心怀天下苍生的内心，塑造出既有崇高情怀又不

乏名利羁绊的诗人形象。不断复原杜诗名篇的舞美灯光结

合北京人艺民族化的话剧表演，应该承认，这是一部具有观

赏挑战的作品。

《正红旗下》是北京人艺的京味新传。剧中，濮存昕扮演

的叙事者老舍和杨立新扮演的父亲穿越时空不断对话，在完

整的琉璃大屋顶不断分崩离析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两代人

对民族精神的复杂解读。老北京的风俗人情，以富于感情浓

度的色彩、灯光和表现主义画面风格，在舞台上缓缓流动。

在北京人艺的这次驻演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为现实主

义表演体系不断中国化、京味风格不断当代化所作的努力。

除了剧目的艺术品质，最令人感动的是艺术家们敬畏戏剧的

精神。他们演出不用耳麦，声音必须始终用强大的气息支

撑，这是对体力的巨大消耗，但观众听到的是最真实的声音。

《茶馆》首场演出结束当晚，濮存昕发微信问我：“不用耳麦能

听清不？不用麦，在观众如此多的大剧场是一个挑战。”为

此，我每次都询问剧场最后一排观众和歌剧厅门口的引座

员，然后回复他的提问。5 台演出中，无论主演还是配角，哪

怕一句台词没有、站在舞台一角和被阴影遮蔽的演员，都全

身心投入，使每一场演出都弥漫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我们为什么需要国家院团？因为国家院团代表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度，有着一般院团难以模仿、无法替代、

成为文化积累的演出和剧目。衷心祝愿北京人艺薪火相传，

继往开来，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不断增添新的光彩！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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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创作观

念亦在不断演进。当下，观众与市场都期待

在一部电影中同时获得主流价值观的表达、

娱乐商业价值的彰显以及文化艺术价值的实

现。主旋律电影创作者在追求思想性艺术性

的同时，亦期待达成大规模传播。商业电影

作者也更注重把握时代脉搏和大众情绪，承

担价值导向的责任。这种趋势，对电影创作

者提出新的要求。如何在作品中奏响时代主

旋律，同时照顾到观众的多样化需求，是我在

创作中思考并实践的问题。

主流价值观表达与具备时代特性的叙事

有机融合，首要问题是如何找到最能引起观

众共鸣的表达方式。我认为，可以在家国情

怀、社会现实、传统文化三个维度上探索。

主旋律电影再现光荣历史、构建宏大叙

事或歌颂英雄人物，激发观众的家国情怀。

近年涌现的《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长津

湖》等优秀作品，在延续这一传统中进行创

新。我在创作《狙击手》时，也努力展现这种

家国情怀，使观众获得身在祖国坚实怀抱的

自豪感。《我不是药神》《送你一朵小红花》《人

生大事》等优秀电影，紧密结合时代风貌和社

会现实，展现社会进步，讴歌真善美，反映和

颂扬了普通人的精神力量。创作电影《坚如

磐石》时，我尝试将经典叙事元素与当代社会

现实结合在一起，影片强调邪不压正的正义

力量，弘扬当代中国人不畏黑恶、顽强斗争的

精神。近年来，《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

里》《封神》等影片取材自人们耳熟能详的神

话传说或历史故事，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基

因，唤醒扎根于观众心中的共同价值追求。

我创作的电影《满江红》尝试展现忠义精神和

民族气节，突破不同社会圈层和年龄代际的

隔阂，引发广泛共鸣。

如何将类型电影的理论和方法论有效应

用在创作之中？在我看来，首先要对类型电

影理论的底层逻辑有精准认知。类型片创作

要求创作者始终贴近观众的心理诉求。不同

的电影类型，不是对作品样态简单的人为划

分，而应向观众提供不同的心理体验。基于

对特定电影类型和观众心理的准确认知，电

影创作者能够高效地组织叙事和视听资源。

为了避免类型片创作的同质化，我们还可尝

试在依循类型原理的基础上突破类型，包括

单一类型内部的突破，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

融合。在《狙击手》的创作中，我尝试进行类

型之间的融合。影片在战争片的主类型基础

上，引入青春片的辅类型，将血与火的战争情

节塑造为一场青春的历练，希望既贴近战争

史实，又能引起当代年轻观众的共鸣。

讲好故事是当代电影的重要目标，叙事

方法的研究是创作方法论的重要组成。在我

看来，优秀的电影叙事可以被视作一个精密

的动力系统，该系统能持续激发观众的观影

兴趣。叙事动力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观

众对外部世界的秩序追求。这为影片提供了

持续的情节推动力，创作者要在叙事过程中

不断提升维度。比如在《狙击手》中体现为主

角应对战局、击败劲敌、突破自我，形成其戏

剧行动的三个层次。另一种是观众对内心世

界秩序的追求。我们需要不断地精细描绘人

情人性的光谱结构，在叙事中不断丰富各光

谱上的内容，完成系统的心灵刻画。在《狙击

手》和《满江红》中，对人性的刻画从生存需求

的角度入手，随着生死攸关的情境变化，当人

物愿意为了崇高的精神目标而牺牲生命时，

观众获得对人性升华的共鸣。

只有不断提升认知，才能创作出超越观

众预期的跌宕情节，产生源源不断的叙事动

力，激发出人物深邃的心灵力量，书写属于这

个时代的主流叙事。

（作者为编剧）  

从三个维度探索电影的主流价值表达
陈   宇

短剧出圈，长剧变短。 2024 年以来，微短

剧的风靡引发社会关注。与此同时，8 集《我的

阿勒泰》等短剧获得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破除

了短剧在电视上没有收视的刻板认知。以长篇

连续剧为主的叙事美学似乎正在发生转变，这

一转变蕴含着怎样的创作特征和传播规律？将

为传统剧集生产带来什么影响？本版邀请专家

对此进行探讨。

   ——编   者   
北京人艺在上海演出《茶馆》剧照。   北京人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