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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东方卫视 《欢乐喜剧
人》 第六季进行了“云录制”，后续将
推出为期 3 周的特别节目 《云端喜剧
王》。10 组选手通过网络小框组合，相
聚在荧屏，进行了一次与以往相比同
样激烈但形式上迥然不同的比拼。最
后 依 据 在 线 观 众 点 赞 数 ， 选 出 一 位

“云端喜剧王”。抗疫期间 《云端喜剧
王》 的推出，可以说是节目主动寻求
创新的产物。

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很多电视
台和网络平台在春节前录制的节目已
经播完，为了节目的连续性，许多电
视和网络综艺节目进行了“云录制”，
有的新闻发布会也在“云端”进行。
影视人以这样新颖的方式，部分地恢
复了生产。

新冠疫情出现后，影视人纷纷淬炼
“内功”，期待疫后迎来新的发展，更好
地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

出台帮扶政策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电影业的影
响和冲击可能比预想的要大。从目前
情况来看，疫后影视业也还会有一个
恢复期。”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长饶曙
光说，疫情对整个电影行业的冲击是
全方位的，影院的压力最大，制片公
司、宣发公司等也面临着不小的生存
压力。

近年来，电影业增速已经放缓，这
次的疫情被保利影业总经理张信生形容
为“迎头一击”，造成电影上下游生产
经营暂时停滞，内容难以变现，人才被
动流失。

2019 年春节档票房约 70 亿元人民
币，2020年春节档停摆至今，电影市场
的损失由此可见一斑。

电视方面，所有剧组暂停拍摄，网
综、网剧等的生产也受到影响。专家认
为，2020年的影视剧产量将有所减少。

自 2 月 6 日起，北京、上海、江
苏、云南等影视业大省、直辖市陆续出
台了不少有关中小企业和电影产业的文
件和通知，从补贴和减免两个方面对电
影业进行扶持，减轻企业负担，缓解压
力，影视企业普遍认为，这是“给行业
雪中送炭”。不过张信生希望有关部门
能出台更多明确的、有针对性的扶持
措施，比如针对影城租金问题提供更
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给予影院

专项资金补贴等。

沉淀淬炼“内功”

寒假期间，四川太平洋电影院线所
属的一家影院在线上卖出了共计10余万
元的会员卡。这是在今年闭店期间与顾
客完全见不到面的情况下取得的业绩。

2 月 28 日晚，四川太平洋影院管理
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彦做了 《疫情闭
店期间，影院如何困中求变与积极自
救》 的 线 上 直 播 课 ， 虽 然 是 收 费 课
程，仍然吸引了电影业内 1400 余人涌
进直播间。在课上，王彦分享了公司
的经验：构建自有渠道和平台，增强
抵御风险的能力；建立和顾客沟通的
有效途径，保持品牌与顾客的连接；
产品个性化和促销定制；加强线上的
推广以及新工具的运用；进行社群营
销；梳理客户数据的挖掘，做一些有
温度的维护和联动……一系列“闭店不
失 联 ” 的 有 力 举 措 ， 令 听 众 茅 塞 顿
开，深受启发。

“现在大家有时间充实自己的知识
储备，深入了解行业运作模式，整合
资源。大家也都有众人拾柴、抱团取
暖的态度。”火麒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海玉说，他近日来与业内的开
发、出品、营销和演员经纪等产业链上
各处环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低

迷的时候，大家互相激励、打气很有
必要。”

《欢乐喜剧人》 第六季总导演施嘉
宁介绍，此次“云录制”的系统是东
方卫视用四五天时间紧急研发的，也
是国内首档将舞台搬到“云端”的喜
剧节目。“应该说，这个突破还是非常
大的。”虽然节目在录制的过程中偶尔
也会遇到网络不稳定等问题，但最后
终于录制完成。“对喜剧演员来说，无
观众表演有困难，但‘云录制’更好地
体现了喜剧演员生活中的幽默感和即兴
表演能力，也让节目首次尝试了短视频
这种‘短平快’、贴近时代审美需求的
形式，对未来喜剧节目的升级和改革，
是一次有益的探索。”《欢乐喜剧人》 如
今已经做到第六季，延续了品牌价值，
培养了喜剧人才，更重要的是，这一季
节目为观众提供了纾解压力的渠道。施
嘉宁说：“喜剧从诞生起，其价值就在
于它对社会现实的另类表达和独特角
度。《欢乐喜剧人》 是‘有意思又有意
义’的。”

饶曙光近期每天在家刷经典电影，
有时也在朋友圈发篇幅较长的观后感。
他说，创作者、影评人应该借这段时间
苦练内功，提高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和想
象力，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
推荐大剧情电影、具有史诗品格的电
影，这次疫情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素
材，甚至不乏史诗电影的素材，关键是

我们要有做出好作品的雄心和能力。”

期待创新发展

在采访光线影业编剧导演事务部总
经理朱璐时，她告诉记者，光线影业已
经复工整整两周了。此前还有两周她在
家办公，和编剧、导演们的日常工作模
式就已经恢复，进行了多次线上语音会
议、视频会议，跟进剧本和稿件的写
作，只是取消了见面沟通。由于编剧工
作是整个行业的最上游，受疫情影响相
对较小，朱璐的部门现在比平时更忙。

“公司要求我们紧锣密鼓做很多项目的
准备工作，一旦剧组可以复工，我们
可能就有好几个剧组开工。”

令朱璐感到欣慰的是，年轻的编剧
们通过这次的疫情，对生命、对民生
的思考更多、更深入，“他们成熟了，
长大了”。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压抑了许久的
观影需求一定会反弹，下半年票房有可
能会迎来一个井喷期。

2 月 25 日，光线影业已经官宣了由
许光汉、章若楠主演的都市爱情片 《你
的婚礼》，据朱璐介绍，该片的导演和
编剧都已经和光线签了长期合约。朱璐
说，同事们的心态整体上都比较乐观，

“就是很正常的倒计时。只要能做出普
通人真正想看的电影，票房一定不会比
以前差，有可能还会得到一个更大的奖
励。现在我们做好自己能做的所有准
备，放平心态，养精蓄锐，只待一声令
下，我们就冲在最前面。”

中国电影的基础依然深厚，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也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一泊沙来一泊去，一重浪灭一重生。”
张信生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国产电影
行业的影响必须辩证地看。疫情之后，
整个行业必定会积极反思，创新求变，
迎来更健康的发展。

电视剧创作方面，中国传媒大学教
授范周认为，遵照 2月 20日广电总局下
发的有关通知，重新开工后，剧集生产
将面临转型升级，长剧变成短剧，天价
片酬一定程度上将得到抑制，平台在制
作上的话语权可能会进一步集中，编剧
成为制作中的核心成员，剧集的质量更
有保障。国内也有可能学习美剧、英
剧、日剧和韩剧的季播模式，剧集制作
流程体系高度工业化，整个市场将更趋
于理性。

本报电（魏 微） 继 2 月初 1300 余
种电子书资源免费开放后，日前，商
务印书馆抗疫行动又推新举措，进行
了 免 费 资 源 新 升 级 —— 商 务 印 书 馆
APP 上 ， 第 一 批 22 位 名 家 、 26 部 经
典、125 集学术经典名家视频导读在抗

疫期间全部免费开放，为读者提供了
一个颇具深度的课堂。

经济学家晏智杰讲授 《国富论》，
法学家郑戈讲授 《法律的道德性》，历
史 学 家 晏 绍 祥 讲 授 《古 代 世 界 的 政
治》 ……他们根据读者需求，针对大家

可能感到困惑的问题，对每部作品的
作者生平、写作背景、主要内容、核
心思想及学术价值详加讲解，分享独
家研究心得；同时学术编辑增加相关
知识点解释，补充图片，提炼讲座精
华 ， 绘 制 思 维 导 图 ， 让 读 者 能 够 更

快、更好地入门。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

著丛书”，一直是中国一代代读书人书
架上、心灵里崇敬而温暖的情结。“汉
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收著作，均
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学
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
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
言、地理、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
体现了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精神
的精华。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打乱了
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节奏。青岛德国总
督楼旧址博物馆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为丰富民众宅家期间的精神文化
生活，充分发挥博物馆传播知识、弘扬
先进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闭馆不停
工，推出线上文化惠民“套餐”，协助
大家居家战“疫”。

在非常时期，博物馆加大 VR 全景
运用力度，公众通过官方网站 VR 模
块，即可线上观看全馆 VR 实景，饱览
馆藏文物，收听精彩详实讲解，足不
出户“云游”百年总督楼。同时，博
物馆推出“云观展”栏目，新年“专
鼠”六大展览在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逐
一亮相，包括：开馆 21 年以来首次向
公众开放的 《四层复原陈列展》、红色
历史展览 《闪光的足迹——毛泽东与
青岛专题展》、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及全
国 30 余家文博机构共同推出的 《瑞鼠
吐宝——庚子鼠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
联展》、馆内匠人精心手作的 《摇曳中

国美·诗意总督楼新春团扇展》、与青
岛历史隔空对话的 《海上丝绸之路与
青岛专题展》 及 《建筑艺术与东西方
文化对话展》。

作为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
地，博物馆为丰富学生们的假期生活，
开展了系列线上社教公益活动。在官方
微信公众平台推出10期线上研学“微课
堂”，视频内容涵盖了建筑、历史文化
讲解、艺术手工制作等，让同学们在家
中就可以广纳学术和艺术百川，体验多
样文化。

博物馆还开展了“抗击疫情美术、
书法作品”征集活动，并将征集的作品
在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集中展示，以独特
的形式致敬抗疫英雄。为了积极响应山
东省线上文旅建设工作，博物馆还在山
东文物平台更新上传了优质馆藏、展览
图片，并联合“超星文博”APP，推出
文博惠民“组合拳”，公众可免费观看
疫情防护、文博在线、掌上博物馆四大
特设专题的内容。

受疫情影响，院线电影被迫按下暂停键，观众目光重回
荧屏，使多部电视剧成为当下热门。由李易峰、江疏影等领
衔主演的励志题材剧 《我在北京等你》 便是其中之一。这部
作品由于聚焦当下海归的创业话题而备受关注。律师徐天和
新锐设计师盛夏等在异国打拼的艰辛，更令有过海外经历的
观众感同身受，被称为青年海归族的奋斗图鉴。“这部作品利
用青春的轻盈感刻画厚重的现实，看似随意实则主题深刻，
可以说在温情的偶像剧和严肃的现实题材之间找到了突破。”
有评论表示。

生活向来以 AB两面示人，《我在北京等你》 的着墨点也
正在于此。A 面是青春的洋溢与无畏，男一号徐天颜值高，
潇洒不羁，才华横溢，为人正直。对以徐天为代表的青年创
业一代来说，以傲然之姿面对坎坷的逐梦之路才是最真的青
春，所以他无视生活重压勇敢追爱，为维护正义哪怕栖身地
下室也毫不气馁。女一号盛夏拒绝男友的经济帮扶，选择自
立自强，也体现了当代年轻人倔强、自我的一面。生活的 B
面是艰难沉重的现实人生，只身在海外漂泊的日子注定与安
逸无缘。盛夏虽然敬业自律，却一不留神被自己的偶像告上
法庭。徐天也时常囊中羞涩。双城叙事架构下的大洋此岸，
生活在北京的亲人们同样面临着现实的困难。盛夏母亲的服
装厂为争取订单费尽周折，有设计天赋的小姐妹铮铮只能通
过摆地摊一点点接近梦想。片名“我在北京等你”已经表
明：在两条轨道上奔跑的人注定殊途同归。

剧中的亲人、友人、爱人跨越空间的彼此关照，才是逐梦道
路上最值得记忆的美丽风景。这部剧直面现实，通过在逆境中
成长的创业者群像引发普遍共鸣，进而潜移默化地向青年群体
释放逆风向上、永记初心的奋斗精神，让个人的小梦想与中国
梦浑然一体，鼓励着青年创业者燃烧青春能量，砥砺前行。

最近，记者在自己的朋
友圈做了一个小调查，结果
令人深思。

问题是这样设置的：“如
果当地新增新冠肺炎确诊零
例、新增疑似零例均超过 14
天，影院一天消毒8次，对观
众实行电话、身份证号登记
制度，隔座隔排卖票，要求
戴口罩观影，影片可能是某
部比较经典、质量上乘的复
映片，票价如常，但影院不
提供食品，你会去影院看电
影吗？”

最终有 73 人回复，其中
9人表示会马上去看，64人表
示不会去。也就是说，有将
近 90%的人，在新冠肺炎疫
情得到基本控制后，暂时还
不打算回到影院。不去的人
也留言告诉记者一些原因。
排在首位的是他们觉得安全
第一，还不够“保险”。还有
人觉得消毒、戴口罩、登记
手 机 号 和 身 份 证 号 等 太 麻
烦，自己本来是去娱乐的，
这些做法会影响心情。另外
一个重要原因，是觉得复映
片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如果
是新片，还可以考虑。然而
影院刚恢复营业时，如果观
众不多，新片的出品方发行
方不可能在条件不成熟时让影片公映。这就容易形
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还有人产生了居家惯性，
被电视和互联网彻底吸引过去，不想出门奔波看电
影。由此看来，影院不但需要度过目前的闭店时
期，还需要熬过一个观众少、影片匮乏、销售额较
低的过渡期，而且这个过渡期可能比想象的要长，
观众也可能需要花时间进行心理建设，才能走进复
工后的影院。

业内人士透露，一般而言，片方可能会等到全
国 80%以上的影院复工，才考虑影片上映。如何缩
短这个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影院应该怎么办？采
访中，四川太平洋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彦
提到，可以把“大店变小店”，努力节流，少开影
厅，缩减人工，职工分批分期复工，轮流上班，一
岗多能，甚至一人一层楼验票、卖货、放映，熬过复
工后可放映影片非常少的困难时期。

保利影业总经理张信生认为，影院的经营主要靠
好片支撑。复工时一定要有一些重量级影片的支
撑，才能吸引顾客到店，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影片上
映方面给予一定倾斜，以利于恢复市场信心。这一
点十分关键。疫情之后，要重振电影市场雄风，必
须依靠好片。中国电影市场也需要有更多优质的作
品来刺激观众的消费需求，为电影的发展注入更多
的活力和动力。

影视业淬炼“内功”再出发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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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不打烊

“云游”百年总督楼
王 雪

商务印书馆开放“汉译名著”名家视频导读

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第六季特别节目《云端喜剧王》在进行“云录制”
出品方供图

《我在北京等你》绘海归群像
高 荣

《我在北京等你》剧照 百度图片

2月29日，上海芭蕾舞团演员在通过网络直播的“公益公开课”上
示范芭蕾舞基础动作。

当日，上海芭蕾舞团通过网络直播“公益公开课”，团长辛丽丽
带领演员为大家示范芭蕾基础训练的专业动作。受疫情影响，上海
芭蕾舞团暂时取消了线下公益课程，改为通过网上直播与大家分享

“公益公开课”。
新华社记者 任 珑 摄

上海芭蕾舞团网上直播“公益公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