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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 《2012 中国
网络视听产业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广义网络
视听产业规模达 300 亿元；经过 10 年发展，截至
2021 年 12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9.75亿，
产业规模达9468亿元，是2012年的30多倍。

日前，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电
视艺术这十年”——网络视听创作研讨会在中
国文联举办。与会人员全面梳理总结了 10 年来
网络视听的创作成果，深入探讨总结创作经验

和规律，勾勒了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网络视听高速成长

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
长范宗钗表示，10 年来，中国文艺事业进入持
续繁荣的新阶段，广大电视艺术和网络视听工
作者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
怀，创作出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优秀文艺作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
术更新迭代，网络视听行业焕发出强劲的生机
和活力。广大网络视听工作者聚焦重大主题，
根植现实生活，主动适应多屏传播新环境，奉
献了一大批接地气、有特色、高水准的网络视
听文艺精品。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一级巡视员
董年初说，这 10 年是我国网络视听高速成长的
重要时期，也是网络视听文艺从草根走向主
流、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粗放走向精细的重要
发展阶段。今年6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
网络剧片正式发放行政许可，推动网络影视创
作加速进入精耕细作阶段。

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优酷副
总裁、总编辑张丽娜等认为，10 年来，网络视
听创作呈现出精品化和多元化趋势，在一些评
奖中，网络剧和电视剧已经可以同台竞技，是
可喜的现象。

创新互动方式

网络视听已经形成短视频、网络剧、网络
电影、网络纪录片、网络动画片、H5以及网络
说唱、网络音乐、网络舞台艺术、网络直播演
艺等全门类的艺术形式。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
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燕南认为，网络视听
文艺繁荣兴盛，已经成为极为活跃的展示社会
主义文艺的舞台。

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达
7.03亿。中国视协网络直播专业委员会会长欧阳
常林认为，以新视听、新传播、新生态为特征的
互动方式，已快速迭代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

网络视听作品能得到网民的广泛认可和欢
迎，根本原因在于以人民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立足现实，表现真实，而且创作形态丰
富。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副会长魏党军
指出，2021 年播出的网络剧中，现实题材占比

约六成；当下流行的微短剧和短视频、直播、
公开课等，通过创新的互动方式让更多人参与
创作，人们可以借此休闲娱乐，学习知识，提
高能力。

与青年群体契合

青年人既是网络视听的创作者、使用者，也
是鉴赏者、批评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教务处
长，网络视频研究中心主任王晓红认为，10年来，
网络视听创作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重视青年群
体的艺术表达、技术创新和价值引领作用。

张丽娜指出，网络视听行业发展至今，依
然葆有一颗“少年心”。围绕改革开放40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北京冬奥会等，网络视听行业进行了大量
相关创作，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得到积极的互
动传播，作品弹幕常常超过百万条。

芒果 TV 副总编辑吴位娜表示，芒果 TV 始
终将家国情怀融入节目内核，用青年人的视角
和话语进行创作。近年来，围绕重大主题，芒
果 TV 先后推出网络纪录片、网络综艺、晚会
等，都很受欢迎。

哔哩哔哩曾在 2020 年五四青年节时发布短
视频“献给新一代的演讲”——《后浪》，轰动
一时。哔哩哔哩副总编辑张鑫表示，哔哩哔哩
始终用“Z世代”的传播方式和年轻人熟悉的语
言做好传播工作。过去一年里，有 1.13 亿用户
在哔哩哔哩通过知识类视听内容进行学习。过
去4年里，哔哩哔哩共上线400多部国产原创动
画，在影视、综艺、纪录片等长视频内容领域
也努力契合年轻人的口味。

海内外同频共振

网络视听作品也日益成为网生一代海外观众
了解中国社会、感受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途径。

龚宇介绍，爱奇艺国际版已用 12 种语言、
在191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爱奇艺已向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输出电视剧、综艺、纪录片、
动漫等华语影视作品超4000集，电影超200部。

张丽娜介绍，优酷出品的《白夜追凶》《传家》
等剧作在海外成绩优异；《这！就是灌篮》《这！
就是街舞》等综艺节目模式也已经在海外落地。

张鑫介绍，近些年来，哔哩哔哩不但涌现
出大量国内的UP主，也有一批颇有人气的外国
UP主，从而实现了海内外同频共振。

华策集团北京事业群副总编辑贾尧介绍，
华策用近 30 年时间在国际影视市场深耕细作，
目前已经实现二十国集团以及“一带一路”沿
线主要国家的覆盖，华策自主创作的10万多小时
影视作品已经发行至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网络视听
行业已经完成或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制作众多
相关剧集、综艺、动漫等作品。中国电视艺术
家协会主席胡占凡表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视听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
要力量，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更是弘扬
主旋律、激发正能量的主力军。网络视听工作
者要牢牢把握网络视听行业的正确发展方向，
持续推进网络视听高质量创新性发展，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近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义务教
育艺术课程标准 （2022年版）》，将

“舞蹈、戏剧、影视”正式纳入课程
标准，凸显了国家对“以美育人”教
育理念的重视。在戏剧这一门类中，
儿童戏剧由于具有体验性、启发性、
趣味性、游戏性等特征，是既能体现

“美育特点”又能传递“美育精神”
的艺术形式。

如何在中小学开展普及性的儿童
戏剧教育？如何发挥社会组织的作
用，助力学校培养更多合格的儿童戏
剧师资？近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
联合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在
线上举办第十六期儿童戏剧教育教师
培训班，邀请戏剧界、教育界的专家
学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学
员授课，授课内容包括戏剧教育、儿
童剧创作、儿童剧演出项目管理、戏
剧表演等。

谈到普及性戏剧教育课相关话题
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表示，
让中小学生像上音乐课那样去学习
戏剧，从技术上来说难度很大。戏
剧比音乐复杂得多，一场戏至少需要
两个人，要对话，要产生故事，但一
个班级通常有几十个人，老师如果没
有经过专门培训很难实现。他分享了
其团队近年来通过实践探索出的路：
可以根据中小学科目共通的规律，设
计出好的戏剧范本，让学生把经典剧
本的片段放到不同的规定情境中去，
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推行普及性戏剧
教育。

剧作家、导演李龙吟强调了儿童
需要健康的审美心智，儿童戏剧教育

工作者必须把提高儿童审美心智放在
首位。儿童的审美心智就是好奇心和
想象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好奇
心和想象力会退化，儿童戏剧教育就
是要发掘儿童的好奇心，激发儿童的
想象力。“儿童剧宁缺毋滥，就如同
不合格的儿童食品不能生产、不能进
入市场一样。达到基本审美要求的儿
童剧才是合格的。”他说。

《新剧本》 杂志主编、一级编剧
林蔚然从儿童剧创作方面提供了启
发。她表示，儿童剧题材的来源，
改编是一条比较重要的道路，包括
改编文学名著、畅销童书、绘本等，
都能最大程度和写作者、受众产生共
情。她以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改编自绘
本的儿童剧 《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为例，认为该剧探讨了全世界共通的
情感。虽然原 绘 本 的 情 节 比 较 简
单，但是其人物形象有影响力，主
创们在绘本的基础上出色地完成了
二度创作，使得这部剧多年来常演
不衰。

自 2017 年首次举办以来，儿童
戏 剧 教 育 教 师培训班共举办了 16
期，培养全国儿童戏剧教育从业者近
万名，形成了专业化、体系化的人才
培养项目。据介绍，除了开展培训班
之外，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戏剧
教育专业委员会还联合中央文化和
旅游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儿童文学
研究会儿童剧委员会连续 5 年开展

“儿童戏剧教育人才提升计划”，针对
全国儿童戏剧教师开设体系化课程，
旨在全方位提升儿童戏剧教育人才的
综合素养。

最近，甘肃省博物馆推出的“马踏飞
燕”毛绒玩偶在网络走红。这一系列玩偶
以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文物铜奔马为原型，
绿茸茸的马儿造型憨态可掬，咧嘴笑得欢
脱，活力满满；马蹄下的“飞燕”则翻着白
眼，一幅无奈状，活似表情包。这呆萌可爱
的玩偶迅速俘获了网友的心，线上线下卖到
脱销。

一款文创产品受欢迎，离不开深厚的文
化底蕴作为根基。铜奔马是东汉青铜器，奔
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鸟之上，身姿矫
健，是甘肃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国最
具知名度文物之一，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它出现在中小学课本里，是中国旅游的标
志，还曾到多国巡展，名扬海外。如今，铜
奔马化身毛绒玩偶，走出博物馆、课本，触
手可及，更让大家觉得亲切、亲近。而在玩

偶有趣的外形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也激发了大众心底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在海量的文创产品中，一款产品要脱颖
而出并不容易。从文物到文创，不是简单的
转换材质或复制图形，而是要融入对文物内
涵的深入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胆创
新。此次“马踏飞燕”玩偶走红，也正说明
了出新出奇的创意和接地气的设计，才是文
创产品“出圈”的关键。

据甘肃省博物馆设计团队成员介绍，这
件玩偶造型从造型构思到产品上市，团队花
了半年时间。玩偶看起来诙谐风趣，同时也
很认真地还原了文物的姿态。原来，我们平
常所见铜奔马多为其侧身，昂首嘶鸣，疾足
奔驰。而转到铜奔马的正面会发现，马首是
作咧嘴状的。设计团队正是以此为突破口，
在尊重文物原型的基础上，抓住铜奔马正面

自带喜感的特点，突出马儿俏皮可爱的神
态，设计出这款毛绒玩具。身姿矫健的奔马
变成呆萌可爱的玩偶，既接地气，又新颖有
趣，这样的反差萌，谁人不爱呢？

事实上，各大文博机构近年来纷纷推
出文创产品，用巧思妙想激活了收藏在博
物馆里的文物。从故宫日历，到河南博物
院的考古盲盒，再到此次甘肃省博物馆“马
踏飞燕”玩偶，文创产品拉近了大众与文
物的距离，吸引了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
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进而感受中华文化的
魅力。

一款优秀的文创产品能够与文物、博
物馆形成良性互动，带来社会效益、文化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多赢。期待有更多独具匠
心的文创产品诞生，让传统文化走进现代生
活，更加鲜活生动地讲述丰富多彩的文物
故事。

2021 年 4 月 29 日，中国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
射升空，附近游客用手机记录下这一
刻；2020年 12月 26日，夕阳下的深
圳前海欢乐港湾建设工地上，一名工
人正在进行电焊作业；2019年10月1
日，北京宣武门北新华街东侧胡同，
市民用手机拍摄参加国庆 70 周年阅
兵的空军战机……这些精彩瞬间，都
定格在第 28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的
作品中。

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主
办的第 28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日前
在浙江临海举行。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自 1957 年创办以来，展出逾万幅佳
作，是中国摄影界的焦点和标杆。本
届摄影展共收到 29 万余幅 （10 万余
件） 作品，最终评审产生纪录类、艺
术类、创意和商业类、多媒体类共
298件入展作品。

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不仅是一项大
型摄影活动，也是中国当代摄影事业
发展的映射。从入展作品来看，聚焦
建党百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脱
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反映重
大事件和时代精神的作品成为本届展
览的亮点。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鼓励摄
影人对某一摄影题材深度挖掘、持续
记录，因时间跨度长、系统性强等特
点，得到全国摄影人的广泛关注。摄
影师原瑞伦的 《我的 50 年影像与中
国铁路同行》 便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这组照片记录了中国铁路从蒸汽、内
燃到电力机车的发展历程，记录了中
国高铁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叙说着
中国百姓 50 年来乘坐火车的酸甜苦
辣以及高铁时代的幸福感。原瑞伦
说：“1971年至今，我十分幸运地参
与记录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和巨
大变化。虽已花甲之年，我还想继
续拍摄，记录好铁路这条经济大动
脉的作用。”据悉，本届“长期关注
单元”作品中，时间跨度达 30 年的
组照比例高达 35%。摄影人关注社
会发展进程和民生变迁，展现出摄影

植根现实，记录、洞察、思考的独特
价值。

为了让更多观众身临其境，本届
展览还开通了云上展厅，通过三维、
AR 以及 VR 技术，为广大摄影爱好
者呈现一场不受时空限制的展览。

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郑更生表示，65 年来，全
国摄影艺术展览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
推出的大量优秀作品不仅是对时代的
生动记录，而且传导着社会的温度和
情感，以影像为载体传递正能量。每
届展览也是对中国摄影创作成果的大
检阅，集中展示中国摄影人在艺术创
作道路上的探索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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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梦·我的梦——2022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