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2024 年 8 月 12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杜汶昊   □本版美编  郭佳卉 文  化

微短剧如何实现既微短剧如何实现既““小小””又又““精精””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迪

近日，“跟着微短剧去旅
行”创作计划第三批推荐剧目
发布，聚焦北京中轴线、三星堆
文物保护和非遗技艺传承等主
题的微短剧入选名单，在点燃
观众追剧热情的同时，再次将
微短剧推上了流量风口。

平均两三分钟一集的微短
剧以快节奏、多反转的剧情和
直白的情绪渲染带给观众畅快
淋漓的观感，让人很“上头”。
观众需求旺盛及政策利好背景
下，众多“玩家”争相入局。自
2023年起，微短剧市场便一路

“狂飙”，相关作品以井喷态势
迅速席卷各大网站平台。艾媒
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网
络微短剧市场规模达373.9亿
元，同比上升 267.65%；预计
2027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
规模超1000亿元。

现如今，微短剧行业该如
何走好精品化之路？

文旅融合
丰富创作源泉

青山掩映下白色碉楼静静
矗立，院落长廊纵横交错，院内
雕梁画栋，硕大屏风上的凤凰
栩栩如生……这是不久前登顶
热播榜、抖音播放量超2亿次
的重庆麦芽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麦芽传媒）自制微短剧
《绝世红颜》里展现的庄园，其
取景地是有着“深山中的紫禁
城”之称的重庆市江津区著名
景点会龙庄。这一古老神秘的
建筑群将观众带入扣人心弦的
剧情，沉浸式感受主人公的心
路历程。同样，麦芽传媒制作
的另一短剧《咸鱼化龙震九天》
开播后，便有网友发现剧中的
景观来自重庆市永川区松溉古
镇。据介绍，该剧之所以选择
这一古镇为环境背景，是想利
用古镇自身的历史文化底蕴烘
托剧情，助推故事发展。

麦芽传媒充分融合城市人
文景观打造精品微短剧，响应
了当前国家相关部门对落实

“微短剧+文旅”的号召。中国
城市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初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开
展“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
划的通知》，提出今年要创作播
出 100 部“跟着微短剧去旅
行”主题优秀微短剧。截至目
前，已有59部优秀剧目入选该
计划。

这一征集活动不仅带动了
一批实体取景地“出圈”，同时
也促进了微短剧的体裁创新，
丰富了其创作源泉。在上海
大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副
院长陈晓达看来，微短剧要在
创作方向上结合景区景点的
新变化讲述新故事，展现新时

代新气象。
麦芽传媒公共事务总监唐

会余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
作为展示文旅内涵的传播载
体，微短剧本身在制作过程中
也需要开发不同文旅资源进行
场景化呈现。“另外，影视公司
要挖掘文旅资源的独特元素，
并进行线上线下联动，这样才
能给予微短剧更多发展空间，
拍出更多不同题材、不同类型
的剧。根据麦芽传媒制定的微
短剧高质量发展计划，我们将
在制作中更多融入地方城市的
历史文化、建筑风貌及特色美
食等元素，加强剧目与城市特
质的结合，借由更大流量、更高
质量的作品，助力文化出海。”
唐会余说。

除了制作方要主动从文旅
底蕴中汲取创作灵感，丰富微
短剧精神内核，唐会余认为，景
区也应该深挖相关文化资源，
凸显自身优势，加强运营推广，
提高美誉度，共同助力微短剧
发展。

技术应用
激发创作活力

“AI与考古碰撞，挺神奇!”
“AI特效很有视觉冲击力！”在
国内首部全AI制作的科幻短

剧集《三星堆：未来启示录》成
都首映现场，观众们看着大屏
幕啧啧称奇。

该剧制作方博纳影业集
团影视制作总监曲吉小江表
示，AI的目的是激活行业潜在
创作者，使超级个体和超级团
队成为可能。同时突破传统
题材限制，助力影视产业发展
新质生产力。“通过融合大数
据分析和 AI 技术，我们致力
于更精准地洞察观众的个性
化需求，打造独特的内容体
验。”她说。

如何更好地利用AI助力
短剧实现精品化？该剧导演林
渤沦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可
以将AI技术运用到各环节，在
提升短剧品质的同时降低制作
成本。比如剧本完成后可以利
用AI进行优化或提出修改意
见，也可以利用AI拍摄分镜，
为全剧做配乐或主题曲等。”

谈及此次拍摄的不同之
处，林渤沦强调：“实拍影视一
般以导演或制片人为中心，各
部门组员按要求执行命令即
可。此次AI短剧项目，博纳影
业意在培养‘超级团队’，因此
采用了分布式制作小组制，即
每个小组负责一集或一个内
容，这就要求每个小组负责人

必须具有导演思维和较强的美

学功底，使整个剧保持一致。
再者因为没有传统服化道摄录
美等部门，导演不需要层层传
递想法就能更直观看到成品，
更快速地修改成片，但这同时
也对剧组全体成员的专业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执导
不需要对演员讲戏的‘拍摄’，
加上目前AIGC（生成式人工
智能）仍有很强的技术边界，
所以AI角色如何‘表演’全靠

‘巧劲’，而这个‘巧劲’需要全
体组员在每个制作环节上一起
努力才能实现。未来我很期待
用AI技术与不同的影视项目
合作，尝试更多可能。”林渤沦
补充。

从科技公司角度出发，智
谱AI副总裁、聆心智能首席执
行官郑叔亮认为，当前通用大
模型技术不能完美地满足微短
剧编剧的创作要求，因而他建
议：“未来研发的大模型应该向
个性化、情感化、风格化方向努
力，使每个编剧都能拥有符合
自己价值观、理念、风格和诉求
的专属模型。这样的模型可以
激发编剧的想象力，但也要注
意尊重真实。”

人才培养
积蓄创作力量

除了内容挖掘与技术应
用，创作人才的培养也是推动
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近期，抖音和快手相继推
出了精品微短剧的扶持计划，
芒果短剧也发布了扶持新人编

剧的“星火计划”，将从“人、激
励、成长性”三个维度构建微短

剧编剧成长生态，培养行业人
才梯队。

陈晓达对中国城市报记者

表示，与传统影视编剧不同，微

短剧创作者需要更强的市场敏

感度和更快速的写作能力。“作

为一名微短剧编剧，需要时刻

关注社会热点，将现实素材融
进剧本引发观众共鸣；同时也
要熟知热门网络文学IP的转换
方法，灵活修改模仿。不过，写
作的前提还要明确受众群体画
像，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和老年
群体，要采用不同的创作风格。
再者，微短剧因为单集时长短，
因而剧本篇幅较短，创作时要
避免长剧思维，防止前期铺垫
过长，省略不足。另外，写作剧
本时还需注意加强‘爽感’，使
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获得心理上
的快感和满足，并通过剧内剧
外多种形式的互动进一步提升
作品质量。”他说。

专业院校如何进行相关人
才培养？陈晓达强调，创作者
不仅要加强自身文化积淀，练
好“内功”，更要向外探索，掌握
技术本领。他向中国城市报记
者介绍：“作为电影学院，我们
注重培养学生在片场的实际操
作能力，尤其是标准化制作过
程中的熟练应用能力。今年
初，我们面向社会人员和在校
学生分别开设了不同类型的
微短剧编剧培训班，通过结合
最新科技和剖析优秀案例，向
学员们讲授微短剧的知识，包
括虚拟拍摄技术和剧本创作
方法。”

另外，他特别提到上海温
哥华电影学院正在探索开展精
品微短剧出海制作培训。他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微短剧出

海需要进行语言翻译和文化转

码，而目前业内既掌握前沿拍
摄技术，又精通跨文化知识的
国际化传播人才很少。“我们正
加大此类人才的培养力度，努

力满足海外市场需求。我经常

鼓励学生，微短剧不仅是互联

网时代的产品，更是具有精神

内核的艺术品。要本着工匠精

神，耐心打磨自己的作品，做到

小而精、小而美，多进行精品化

创作，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

故事。”陈晓达说。

浙江建德：
爱心暑托班  传承龙文化

近日，浙江省建德市乐享家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寿昌镇洪家厅

文化教育实践基地举行“爱心暑托

班 传承龙文化”暑期关爱青少年

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民间老艺

人向孩子们讲解传统舞龙文化的

内含与意义，让孩子在观察龙的形

状、结构和造型等方面，了解龙文

化新知识，更好地传承民俗龙文化

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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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麦芽传媒有限公司自制微短剧《绝世红颜》在重庆市江津

区会龙庄取景拍摄，图为拍摄现场。 重庆麦芽传媒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