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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你 打 开 一 款 视 频
App 找 到 自 己 喜 欢 的 剧
集，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是在移动端继续追剧，还
是投屏在 4K 电视上观赏？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了后者。的确，继弹幕文
化之后，App 投屏正在成
为时下“网生代”的观剧
新时尚。

投屏和弹幕都是 App
衍生出的典型的数字文化
生活方式。如若将二者仔
细比较审视，则会发现投
屏投出的是一片迥异于弹
幕的新风景。

投屏的开发时间其实
要远远晚于弹幕。所谓投
屏，就是将移动客户端或
者外部设备的视频，投放
到高清或超高清的大屏电
视或家庭幕布上观看。而
弹幕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创造了一种以集体在线
互动来表达情感和思索的
新型娱乐文化形式。App
用户通过发送弹幕，将自
己观看视频的感受实时共
享 到 画 面 中 ， 使 用 同 款
App 的其他在线用户也会
在画面上实时看到这些文
字，并进行互动。然而弹
幕并不总是那么迷人。对
于不少 App 用户来说，弹幕的存在干扰了他
们正常的观剧行为，这些流动的符号对喜欢
的人来说是风景，对专注视频主体内容的观
众而言，不啻为大煞风景的乌云甚至乌鸦似
的聒噪。互动性极强的弹幕行为，又往往让
发送弹幕者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另外，无论
是 App 观剧，还是弹幕行为，都是小屏模
式，习惯性的小屏观剧对于眼睛、手腕、颈
椎的生理损伤是不言而喻的。

投屏，恰恰可以规避弹幕或小屏观影模
式的诸多弊端。投屏近年来能够迅速成为观
剧新时尚，与 5G 商用的提速和 4K 超高清电
视的普及紧密相关。5G为投屏后稳定流畅的
视频画面提供了保障，而4K超高清大屏较之
手机或平板电脑，则提供了更完美的细节、
更舒适的观剧体验。同样重要的是，作为一
种典型的数字文化生存方式，投屏除了更有
助于汇聚投屏者的注意力，也没有致瘾性，
不会损害用户的健康，这是它有别于弹幕的
优势。

当一款视频 App 启动投屏功能后，弹幕
和小屏模式立即被中止。这一现象隐含着特
殊的文化意义。弹幕这种网络社交行为带有
一定的随意性、私密性，但投屏则在很大程
度上汇聚了所有家庭成员的注意力，不论以
年轻人为主的投屏者有意还是无意，一旦将
App 上的内容投放到电视屏幕上，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家庭影院就启动了，全家人都会或
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观看屏幕内容的行列中
来，并且针对投屏内容产生共同话题，比如
对剧情的讨论或者对某个人物的看法，这既
是情感的分享，也是思想的碰撞，一方面实
现了线上文化与线下文化的有机融合，另一
方面也让家庭成员在数字时代保持文化趣味
上的同步，随时完成价值观的交换。从这层
意义上说，投屏营造的是不同于弹幕性质的
文化，有助于推动传统家庭文化的复归。

“每一个今天，开启新的起点，迎接自己的改变……”
伴着主题曲《最好的青春纪念》热情温暖的歌声，11月4
日，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先网后台”的节目，
新青年生活分享类综艺节目 《你好生活》 第二季，在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央视网及腾讯视频开
播。节目回避人为制造的戏剧元素，在舒缓的节奏里，
以这档节目的制片人、主持人尼格买提和主持人、常驻
嘉宾撒贝宁在人生旅程中的所见所闻，探寻生活本真、
追寻质朴幸福、传递人生智慧，描绘出简单快乐的生活
轮廓。节目主题曲也是由尼格买提和撒贝宁共同演唱
的。日前，尼格买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你好生活》第一季有一句话外音：“放下压力，
做回生活里的人。”这是不是接近您制作这档节目的初衷？

尼格买提：我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但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过于忙碌等原
因忘记了这个目标。很多人都会对这一点感同身受。我
希望自己能够带着团队和大家一起出发，去看看美好的
生活究竟在哪里，是在大自然里，是在草原驰骋的马背
上，还是在家乡的美食当中？这是探寻美好生活之旅。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虽然参与的人、节目形式和目的地
都不一样了，但这个初衷我们一直没有背离。

记者：第一季播出时，您曾经感叹做节目太难了，
制作第二季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熟练而难度减低？

尼格买提：我们的团队已经驾轻就熟，但总会有各
种意外。比如我们要在赛里木湖边做一场音乐会，那天
阳光灿烂，但没想到湖边寒风刺骨，最后我们就都穿着
厚厚的衣服，在湖边热情地跳舞，跳着跳着大家都暖和
了。拍摄过程中可能有各种突发事件，但困难来临的时
候，可能首先要想的不是怎么消灭它，而是能不能接受
它，甚至有时候去拥抱一些意外，也许它会变成惊喜。

记者：对节目制片人的身份，您现在有什么认知？
尼格买提：从主持人到制片人，对我来说不单是一

次挑战，更是一种融入和热爱。记得刚筹备 《你好生
活》 的时候，在总台经过几轮的竞逐，正式入选频道新
节目方案，开始慢慢落地成为现实。之后立项、招商、
筹组……几乎电话就没停过，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等待我
去解决，以至于为了做好这档节目，我主动放弃了自己
的休闲生活。但随着脚步越走越远，我看到了自己的成
长和变化。同时，也因为制片人的新的身份，不仅让我
首次从零开始操劳节目的台前幕后，更关键的是终于让
我有机会换一个角度去重新认知和审视这个熟悉的行
业，也让我把对工作的爱和对生活的爱绑在一起，而且
更紧密了。

记者：节目中，撒贝宁和你组成了“Sunny（阳光的，快
乐的）”组合，总台主持人朱迅、张蕾以及蔡明、倪萍、李亚
鹏等也作为嘉宾参与。您的主持人同事和名演员朋友，

是不是节目的收视保证？
尼格买提：我们真的都是朋友，或者真的是都能够彼

此成为朋友的人，可以释放各自更真挚、真实的状态。大
家也都特别喜欢这种“央视团建”的感觉。我们在台里各
做各的节目，很难有机会凑到一起，反倒是这个节目给了
大家团聚的机会，也让观众看看其实央视的生活类节目有
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

记者：有人说，节目的气质就是制片人的气质，这档
节目的气质如何？

尼格买提：我没觉得自己是节目的领头羊，大家是真
的在一起生活，真诚地交流，美美地喝酒，愉快地大笑，甚
至有时候互相嘲讽但也互相帮衬，每一刻都无比真实。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怎样在快节奏的生
活中寻找慢生活？

尼格买提：太难了。我的工作其实是时紧时松的，
但是身边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我没有办法说你
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生活，因为挤地铁、伏案写字、在
办公室里敲击键盘也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是你要在字
里行间去找到那份美好。怎么找？我想就是把眼睛擦
亮，把手捂热。

如果问哪部动画片能引起更多中
青少幼观众的共鸣，《新大头儿子和小
头爸爸》 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截至
目前，它已推出电视动画系列 700 余
集，贺岁动画9部，院线电影3部，真
人情景剧1部，舞台剧4部，成为长青
的亲子动画IP（知识产权）。

11 月 8 日，由央视动漫集团、北
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
音乐话剧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
穿越平行世界》 在上海保利大剧院首
演，这个经典IP再次跨界。

“我国的儿童文学和影视剧作品
中，父亲的角色比较少见。《新大头儿
子和小头爸爸》 是完整表现父亲形象
的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是倡导父亲
们放下身段、多教育陪伴孩子的好样
板。”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主任王志
庚说。

这部音乐话剧沿用原作的人设，
导演胡晓庆从望子成龙的年轻父母争
相送孩子上学前班的现象入手，通过
全新的故事探讨两代人的关系：“孩子
和父母从开头的两条平行轨道，到慢
慢靠拢，直到结尾相拥、融合，孩子
们经历了成长的洗礼，父母也懂得了
聆听并尊重孩子的想法。”胡晓庆说。
它是一部儿童剧，讲述了中国孩子自
己的故事，具有“童心、童趣、童真、童
理”；它也是一部音乐喜剧，通过音乐
剧式的歌舞场面营造丰富的戏剧场景
和氛围，通过独唱、对唱、合唱的方

式推动人物关系发展；它还具有奇幻色彩，现实世界
和梦幻游乐场既融合又有对比反差，趣味盎然。

“这部作品能为孩子们带来欢乐和启发。”该剧艺
术总监、国家一级编剧张和平说，“尤其是在今年这个
特殊的年份，它的上演要克服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但也更能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力量。”

据悉，12月8日至10日，该剧还将在天津上演。

最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笔者参加了多个重要的
网络电影活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参与主办的“金海鸥
网络电影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广东省广播电视台与佛
山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主办的“金南狮网络电影盛
典”；中国电影家协会与成都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
届中国网络电影周；最近，又参加了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当代影视研究中心、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两岸电影交流
委员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联合举办
的网络电影艺术论坛系列活动。一时间，网络电影成为
业内人士和研究界的热点话题。

网络电影出现新气象

去年 10月，第一届中国网络电影周在四川成都大邑
举行，网络电影界发表了一个关于网络电影的宣言，其
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取消了一个“大”字：“网络大电
影”变成了“网络电影”。当时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文
字游戏”，但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已经被公认为一个
战略性的举措，推动网络电影发生了裂变乃至质变。一
言以蔽之：网络电影真的像电影了，网络电影真的是电
影了。

2020 年可以说是网络影视的“升维年”， 以 《隐秘
的角落》《重生》《奇门遁甲》 等为代表的一批网络影视
作品，通过精良的制作获得了观众的追捧，同时也收获
了不俗的口碑，内容尤其是传播上不断出圈。一批网络
影视作品通过精良的制作获得了观众的追捧。网络电影
从打“擦边球”、表现玄幻穿越乃至“妖魔鬼怪”，回到
了现实生活，回到了烟火人间。现实主义、主旋律网络
电影受到观众的青睐追捧，成为“爆款”，一批可看性
强、反映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佳作，如《中国飞侠》《狙击
手》《奇袭·地道战》等让人刮目相看；“中国式大片”的
创作、运作模式和经验引入网络影视领域，投资体量不
断增大，制作上全面升级；网络电影类型越来越丰富多
样，充满活力与生机。在院线电影缺位的疫情期，网络
影视无疑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惊喜。更重要的是，网络
电影创作和生产吸引了越来越多富有创造力的青年电影
人，成为中国电影源源不断的新力量。

网络电影深刻地改变了观众的观影感受和习惯。据
统计，截至 2020年 11月，爱奇艺、腾讯、优酷 3大平台
共上线新片 652 部，单片最高票房超过 5600 万。一些网
络电影如《树上有个好地方》《老大不小》等作品的内涵
和品质完全可以与电影院电影媲美。

网络电影人的目标和期许

当前中国网络视频用户数量达 9.01 亿，形成庞大的
市场。创新思维在网络影视工业的各个环节不断出现。
创新的发行模式让优秀电影作品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不

久前，在爱奇艺以 PVOD （premium video-on-demand，
高级视频点播服务） 模式上线的影片 《春潮》 提名 2020
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导演。

在成都大邑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网络电影周上，爱奇
艺副总裁杨向华代表网络电影界提出了三项倡议：一、
建议政府部门出台更多扶持电影复苏的利好政策，给予
更多创新商业模式以肯定；二、建议视频平台思考其对

于网络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价值和责任，不满足于眼前
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思考如何为中国电影产业成长出
一份力；三、建议网络电影从业者放眼未来，树立更高
的目标，做出更优秀的电影，不仅着眼于眼前的票房。

第二届网络电影周的主题是“未来之约”，这个“未
来之约”为：以 5 年之期，网络电影做出中国最好的电
影；以10年之期，我们做出世界最好的电影。

毫无疑问，这是包括网络电影人在内的中国电影人
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期许，同时也是大家共同努力奋斗的
目标。

网络电影不能忽视“网络”二字

网络影视业界两年前其实就已经达成共识，即网络
影视包括网络电影“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然
而，结束“野蛮生长”之后的网络影视究竟应该向何处
去，业界莫衷一是。

在笔者看来，我们不能忽视“网络电影”这个概念
中的“网络”二字——离开了网络，还有网络电影吗？
完全用电影院电影的标准和尺度去要求、规范、评价网
络电影，是不是有利于网络电影的健康可持续繁荣发
展？在去年 10月第一届中国网络电影周的寄语环节，笔
者也曾经提问：在电影强国建设过程中，网络电影将扮
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笔者认为，网络电影创作者和管理者都应该有网络
电影的主体性意识和审美，有差异化的思维和创造。
就电影自身的本性和品质而言，网络电影与电影院电
影可以是无差别的；但就其传播渠道和观影感受体验
而言，网络电影与电影院电影还是天然有差异、有差
别的，不能完全混为一谈。二者要实现良性互动、包
容发展，还需要方方面面给网络电影提供足够差异化的
思维、差异化的空间，尤其是差异化的管理模式。唯有
差异化，或许才能为网络电影带来更积极的作为、更有
序的发展。

另外，我们也应该清楚：特殊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现
象，只能以特殊的心态和评价体系去对待和分析，不可
自以为是。无论院线电影，还是网络电影，最终都要靠
质量取胜，靠专业性、公信力取胜。观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业界的眼睛更是雪亮的。

我们也应该充分意识到，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精细
化，随着网民尤其是短视频网民的持续增多，网络文化
建设也显得越来越迫切，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不可或缺
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建设的主阵地
已经从传统的文化载体转移到
网络。我们不可固化思维，必
须与时俱进。任何对网络影
视、网络文化的轻视，都会被
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本报电（任兮扬） 11月20日是世界儿童日。国产
电影《天下无拐》同日在全国公映。

影片由小女孩妞妞的失踪，引出一个犯罪团伙拐
卖儿童的罪恶行径，将妞妞父母千里寻女的坎坷经历
和以高峰为首的警察深入打拐一线的事迹结合在一
起，讲述了警民联合打拐的艰辛历程。导演张鑫说：

“身处打拐一线的警察非常辛苦，他们一方面要对人贩
子实施抓捕，随时面临着牺牲的危险；另一方面还要
安抚失孤父母，甚至承受他们发泄的负面情绪，很不
容易。”主演吕良伟说：“饰演打拐警察高峰，不仅抒
发了我的正义感，还体现了一名警察‘舍小家顾大
家’、维护万家团圆的价值，感到非常荣幸。”

宝贝回家网创始人张宝艳介绍，网站创办十几年
来，已经帮助了数千个失孤家庭。她说，通过警方对
拐卖儿童罪行的严厉打击和高科技手段的运用，近年
来，我国拐卖儿童案件大幅减少。

影片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情节感人，很多观众都
被妞妞父母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女儿的故事、被公安干
警尽心尽力施救被拐儿童的精神深深打动。

从“网络大电影”到“网络电影”
饶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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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小尼，与美好生活相遇
本报记者 苗 春

电影《天下无拐》在京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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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是个好地方》剧照

《老大不小》剧照

《中国飞侠》剧照 本文照片均为百度图片

音乐话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剧照
出品方供图 《天下无拐》剧照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