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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就说

冬天去哪儿了
——当代电视剧创作现象一瞥 □赵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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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访 谈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剧本部日前在京
召开了瑶族题材剧本《鼓舞》研讨会。与会专家
认为，好的剧本不仅要和主流价值观贴切，还
要赏心悦目，更要有人性方面的东西，在主题
上更应是宣扬人间大爱，把民族坚贞的美德与
信仰转化为可视化的内容；对于有潜力面向广
大群众、值得打造的剧本不能心急，要在故事
内容上多下功夫。

据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采用以剧
本为“龙头”的组织管理办法。申请进入“电影
工程”项目的剧本，必须通过中国少数民族电
影工程剧本部的审核、论证后，方可进入工程
项目，有别于现行的电影拍摄成片后或者已上
演后再召开研讨会的做法，此次研讨会的目的
是从剧本入手，从源头入手，为有拍摄价值的
好剧本提出修改意见，为编剧在民族、宗教、政
策、剧本质量上严格把关，规范写作格式，改变创作上的偏向，
鼓励编剧潜心创作、精心磨砺、打造“一剧之本”的精神，并为
第一批进入电影工程的“公益版”少数民族剧本作铺垫。

与会者认为，《鼓舞》剧本有瑶族特色，故事以荡气回肠的
爱情为主线，让观众唏嘘之余感慨良多；建议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角度将其做成文艺片，突出瑶族长鼓舞这一民族专有的
文化特色，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并多融入些现代元素。

（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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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从票房看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成败不能仅从票房看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成败
————访中国影协秘书长饶曙光访中国影协秘书长饶曙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任晶晶任晶晶

简单枚举法虽有周延不足的缺点，但作为一种抽
样验证的逻辑方法，还是可以见出整体特征的。

若以季节特点来观照《夫妻那些事》《咱们结婚吧》
《我在北京挺好的》《父母爱情》《一仆二主》等等，这些
当代中国都市题材电视剧的翘楚，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剧情中没有冬天，故事时间几乎都发生在初夏至秋
初时节，即便是剧情的时间跨度经过了一年、两年，剧
情的季节安排里，还是没有冬天的份儿。

冬天在当代都市题材电视剧中的缺席，说明季节
在电视剧创作中的含金量有高下之分。如果说，在电
视节目播出时间体系内，晚上19点至22点被称为“黄
金时间”，其他时间被称为“垃圾时间”的话，那么，在电
视剧创作系统内，仲春和初秋则可算作是“黄金季节”，
冬天只能归于“垃圾季节”的范围内。

冬天，在电视剧、特别是当代都市题材电视剧创作
中，如此不受待见，所谓何来？

其一、成本。
春、秋日长，剧组开工时间就长。剧组一天里能干

得活儿比较饱和，制作周期就短，制作成本相对周期长
的就低。在这两个季节期间，无酷暑、无严寒，剧组人
员头疼脑热的少，出勤率也高。将剧情集中到这两个
季节期间内，还可以省去冬天的制景、置装等诸多后勤
事务。若含节相差太大，不仅要置备两套行头装置，还
要看着时间白白溜走，而尽量缩短制作与播出间的时
差，则是盈利的所在。一部电视剧40天左右即可拍摄
完毕，若含括春夏秋冬，且用自然景，拍摄时间至少要
拖长到一年。从我国电视剧市场的竞争态势来看，一
年之后，这部作品主打的新鲜度还在不在是个问题。

竞争，加剧了生产的压力，迫使出品单位只争朝
夕，尽量降低成本、缩短制作周期。冬天带来的麻烦太
多，舍之未必不可。

其二、档期。
这里的档期，并非电视剧播出安排的时节定位，而

是电视剧生产的工期。开春开工，酷热之前杀青，或者
立秋开工，深秋收工，这样的工期安排，从都市题材电

视剧中角色的着装特点就能看得出来。T 恤和
短袖衫，吊带裙和露背装，构成了都市题材电视
剧服装体系中最典型的季节符号。

这个都市题材电视剧的工程档期，与建筑行
业的工程档期大致相当。建筑行业为了建筑安
全，防止建筑材料因高温和酷寒而出现热胀冷
缩，尽量在春秋之间完成主体浇筑。电视剧生产
行业，也充分考虑到演职员身心的季节需求。拍
电视剧也是一项高强度的劳动，暑热和寒冷，无
疑会加重劳动强度。让大家在酷暑季节去休假
纳凉，在春节前后与家人相聚，是人情与工期共
振的结果。猫冬，对主创们来说，也正是研究下
一部作品的文案时间。

其三、曲线。
女性角色、特别是年轻女性角色，是都市题

材电视剧不可或缺的。她们靓丽的外表、优美的
身段以及青春的气息，在和煦的季节里更能得到

充分地展示。比如，春风会吹起她们飘逸的长发，着裙
装更能展示她们秀美的身材。冬天却没有这种可能。
20、30、40岁的女性都裹在臃肿的羽绒服里，使妙龄的
曲线美失去了展现的可能。这绝不是大众通俗文化的
市场思量。看一看报刊亭里，封面女郎的装束，就会懂
得“春衫薄”是文化市场历练出的结果。

较之羽绒服，“春衫”的市场更大。在植入广告和
消费引导的背景下，电视剧更需要以曲线美为带动消
费的春秋，而不是冬天。一年四季里，女性观众购买

“春衬”的数量和次数，远高于她们购买的冬装。曾经
中国电影中女性角色的着装，成为女性电影观众照样
剪裁的摹本。而今，电视剧中一些角色的服饰、首饰、
手袋，都具有强大的广告效应。在当代都市题材电视
剧片尾的“支持单位”名录里，很难不发现几个服装品
牌，但于中却没有“波司登”、“雪中飞”的影子。冬天，
既然让女性购买衣服的欲望受到节制，它之于电视剧
的广告潜力也就有限。

其四、想象。
冬天在当代都市题材电视剧中的缺席，是电视剧

对季节的裁剪。从现实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叙事裂
隙。就像上世纪70年代“样板戏”里，英雄形象个个都
是单身一样。由此来看，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
于生活”，实际上更准确地说，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又异
于生活。

今天，我们看电视剧，正如创作者编创电视剧，很
难再用体验一词来总结观赏和创作特点了。更多的情
况下，我们是按照“类型”的口味预设，从想象的视角来
创作和观看一部电视剧，特别是都市题材电视剧。而

“类型”的基本结构、要素、周期都变得相当格式化了。
同时，“类型”创作所预想的观众，也不是较真儿的人
们，而是沙发上的土豆了。

建筑物出现工程裂缝，往往是片面追求“多快省”
的结果。电视剧创作追求“多快省”，也会造成叙事裂
隙，比如冬天消失了，剧中的故事好像总是发生在热带
一样。

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10余年来，市场规模迅速崛起，已经
跻身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可就在国
内市场快速崛起的同时，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
国内、国外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面临着
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7月 29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批准，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办，DMG印纪娱乐传媒集团和《世
界电影》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电影家协会国际传播工作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中国国际传播（电影）发展论坛在京举行。会上，来
自国内外的电影人和研究专家就“东西方审美异同谈中国电
影对外传播策略”和“从全球电影产业发展趋势看中国电影国
际化合作模式及青年电影人才培养与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
讨。会后，本报记者就此问题深入采访了中国影协秘书长饶曙
光，他认为中国电影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要高度重视中国电
影对外传播的问题。同时，中国电影人要凭借自身的实力，开
拓自己的表现空间，把合作引向深入，由中国的元素引向展现
中国的形象、中国的精神，让中国电影真正走出国门。

记 者：据你的观察与了解，近年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现
状如何？有观点认为在好莱坞本土影片占据 97%以上的北美
市场，不该成为我们重点打入的市场，你怎么看？

饶曙光：首先我认为“走出去”这个词改为“对外传播”比
较合适，因为“走出去”是个技术性的概念，而不是战略性的考
虑。相对于国内市场的发展，中国电影近几年的对外传播不太
理想，它没有与国内市场同步发展，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有人认为北美市场不应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应该首先打入华
语圈、儒家文化圈，然后再是非洲、拉美这样一些国家，但是非
洲、拉美这些国家的电影市场根本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这不
仅是“走出去”的问题，还是一个对外传播的问题。其实，北美
市场不仅是中国电影打不进去，韩国、意大利、日本、法国等各
国的电影要进入北美市场也都是很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
们对北美市场的传播存在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障碍。因为所
有的外国影片、非英语影片，美国都把它称为艺术电影，所以
进入它的主流商业院线很难，即便是进入了，观众的接受度也
存在很大的问题。

记 者：有观点认为，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话语方式、产
业结构和电影理念的迥异，中国电影与海外市场对接将是一
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对此，你怎么看？

饶曙光：中国电影与海外市场的对接是短期内难以完成
的任务，但并不是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只是短期内存在
很多结构性的障碍，比如前面讲到的美国把非英语影片都看

成是艺术电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对美国的传播，首先
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方面要做大做强国内市场，我们的市
场强大后，影响力也会增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做好北美市场
观众的调研，建立好发行渠道。这两方面要同时做。当中国市
场强大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又对北美电影观众有了一定的了
解，并有发行放映渠道，那么就有可能水到渠成，取得成功。

记 者：为什么我们的影片会在国外遭遇水土不服？在如
何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故事讲述成国际化的故事方面你有
何思考？

饶曙光：除好莱坞电影是全球化的之外，其他国家的电影
到中国来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这是除好莱坞之外所有民族
电影都要面临的问题。但它并非是完全的水土不服，而是表达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我认为，讲好中国故事最重要的还是要体
现中国文化内涵，具有中国文化标识和中国文化风格，在坚持
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再去考虑他的国际表达，考虑以海外观众
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讲故事。说到底，这对我们来说，主要还是
能力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缺乏国际化的视角和阐述，所以在
国际表达方面存在短板，我们的很多表达方式与海外有差异，
在这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培养国际化的人才。目前看来，我们
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记 者：从文化交流层面上，中国电影应该是走向了全
球，但在经济层面上似乎还稍有不足，你如何看这种对外传播
的不平衡现象？

饶曙光：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应该怎样从战略上来认识
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我们不能仅仅只有一个经济指标，不能
仅仅看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获得了多少票房，更重要的是中
国电影进行了有效的海外传播，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提
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应
该有一个更具有战略性的考虑，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最
重要的是要为中国的大国崛起做好文化沟通的工作，我觉得
这个对中国更重要，只有这样，我们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才能
走得更顺畅。所以，从战略上考虑，中国电影应从这方面下更
大的功夫，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记 者：说到合拍片已经成为近年来的创作热点，通过与
国外电影公司的合作，也充分利用了他们遍布全球的发行和
营销网络，使合作的影片在全球有了一定的票房保证。但就已
经上映的合拍片来看，似乎出现了一些误区，或是简单的中国
演员的参与，或是中国元素的点缀，都是浮于表面的东西，很

难看到中国文化的深层表达，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饶曙光：从全球范围来讲，合拍片都是一个有效的对外传

播方式，因为它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对参与国家有一定
的票房保证，这在全球是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目前我们合拍
片出现的这些问题，我认为短时间内还很难改进。比如《变形
金刚4》，尽管戏份增加了，但你永远还是处于次要的和被支配
的角色，要实现中国文化的深层表达，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话语
权和主导权。这个话语权和主导权除了你的经济实力和经济
规模之外，还在于整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这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要在合拍中实现更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一要扩大投资
规模、主导的能力，另一个要选择国外有实力的大公司合作。
有实力的大公司与你合作也有一定的前提，就是要对等，经济
实力、技术实力、人才实力和整个电影工业的运作能力都要大
幅度的提升。就国内的情况来说，能与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媲
美的大公司还很少，最近10年可能会出现这种大的集团公司，
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可能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记 者：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片？
饶曙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片，它其实有两个概念，

一是经济方面的主导，一是文化方面的主导。经济方面的主导
很简单，就是根据投资所占的份额。文化方面的主导权是与经
济主导权相关的，只有有了经济上的主导权，才会有文化上的
主导权，这两方面需要同步的实现。真正的合拍片对我们来
说，一方面是要学习人家的先进理念、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运
作，另一方面要在合作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和话语权，从经
济和文化层面实现更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那么我们的合拍
片就能在对外传播中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

记 者：中国影协刚刚成立的国际传播工作委员会，将在
推动中国电影对外传播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

饶曙光：中国影协国际传播工作委员会，首先是要站在中
国电影对外传播的战略层面上考虑和开展工作，不能局限于票
房，局限于经济层面，我们要考虑到怎样更好地为中国形象、中
国文化软实力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电影
对外传播应该建立一个立体化、多层面的传播体系，我们需要
把政府、市场、社会、民间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现中国电
影对外传播的新突破，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就是说，不仅仅是
政府和企业这个层面，而是整个社会，包括我们的整个外交都
要为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发挥积极的作用，形成合力。特别是
要利用社会资源、民间资源，而中国电影家协会在这方面具有
很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会平台、民间面孔，把社会和

民间的力量整合起来，与政府和企业协同发挥作用。

记 者：在青年人才的培养和交流方面你有何建议？
饶曙光：在人才培养方面，将利用和中国影协国际传播工

作委员会合作公司的优势，请一些好莱坞的制片人、编剧、导
演来讲课、交流，提高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能力，在这方面培
养更多的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电影经验，韩国电影在
海外的人才培养上，派出了一大批相当于是高级蓝领到美国
的各大公司、各个专业、各个环节去学习，从最底层的工作干
起，把现代电影所需要的各门技术都学到手，所以韩国电影最
近 20 年进步特别大。再比如说，现在美国电影有 100 多个工
种，我们满打满算也就30多种，甚至有很多工种我们甚至都还
不知道。这是电影工业尤其是现代化电影所需要的，这方面我
们要加强自己的人才培养，国家也需要从战略层面来考虑，加
强电影高科技人才和国际化人才的培养。这方面很重要，比如
像《唐山大地震》《集结号》这样的影片，我们都是请韩国、新西
兰的公司来做特技。李安也说过，在中国拍片有很多专业环节
不到位。我们缺乏专业的团队和公司。只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
的配合，才能完成一个现代化的电影产品，在这方面我们也希
望能开拓出新的模式。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需要的是整个行
业的强大和电影系统每一个环节的完善，否则有再好的故事
也拍不出来。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打动全世界观众是因为
从源头的剧本开发阶段就面向全世界观众的需求展开，且好
莱坞六大电影公司从剧本开发到制作宣传的每一个环节都很
强大，这才是他们致胜的关键。

最近，由薛晋文撰写、中国电影出版
社出版的《镜苑沉思——薛晋文影视论
集》令人耳目一新。多年来，薛晋文深入
当下影视创作的肌理，凭借广博的史学
识见，以及对影视理论的驾轻就熟，不断
为当下中国影视文化发展把脉会诊，许
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令人振奋。《镜苑沉
思》延续了先前《镜苑探微》的文体风格，
更加注重创作与评论之间的互动，以独
有的实践品格穿梭于创作与批评之间，
篇篇铿锵有力的檄文让人热血沸腾，汇
聚成摆渡者的声音发人深省。

目前，一些制作者对评论者的言论
多有“不恭”之处，可能是评论者对作品
的质疑和否定难以接受；而评论者对制
作者的“不敬”，抑或是因为艺术品质的
打磨不尽理想，往往是双方各执立场，以
至于互不买账。《镜苑沉思》有别于一般
的影视评论，部分文章或是审片会的意
见，或是影视剧研讨会的发言稿，具有极
强的实践针对性。作者字里行间满溢着
切实可行、新意迭现的创意方案。譬如，

《当下山西电视到底缺什么》一文，没有
为了迎合谁和讨好谁的“美丽意见”，看
到的是作者切肤体验和调研之后的理性
反思，是对创作界一针见血和鞭辟入里
的警醒。再如，《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新标
杆》《新意迭现的儿童公益电影》等，这些
文章均是批评者与制作者交流、切磋和

互动后的成果。尽管荧幕前后只有一
“屏”之隔，作者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
们什么是真批评，什么是隔靴搔痒，就此
而言，深入“幕后”应是检验影视批评言
说合理性的必然所在。

纵观《镜苑沉思》，薛晋文选择的批
评话题不是赶时髦，而是着眼于牵涉社
会历史发展的时代话题，努力以影视文
化与时代之惑摆渡者的角色介入文化现
场。他从国人的“奥斯卡”情结展开思考
中国电影的问题与方向，从热播电视节

目说开去深入探讨幸福、怀旧等焦点问
题，其批评视点与当前影视文化的走向
近乎丝丝入扣。可以说，这些文章与影视
文化的时代鼓点既相映成趣，又和谐共
振。不仅如此，作者通过其浓郁的现实情
怀，依托影视剧与“三农问题”进行深度
对话，形成了独特的农村影视剧批评话
语体系，如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乡村
爱情”缺乏农民情感》一文。这些文章不
只是对社会热点的回应，更多是以人文
学者的应有担当与时代对话，独立自由
地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构建着自己的精神
家园。

当下，电视综艺节目获得了长足发
展。然而，商业思维、娱乐取向以及资本
逻辑，不断侵蚀创作者的现实立场和艺
术情怀，电视节目对社会问题、大众诉
求，乃至审美需求有时过于敷衍塞责，人
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和优质艺术创作的矛
盾日益突出。该书对此不良倾向予以重
点分析。从《拒绝电视节目的不雅言论》
到对《中国好声音》的审视与思考，从《求
职节目：期待化蛹成蝶》到《〈剧剧有理〉：
引领向上的力量》，等等。我们看到了一
位学院派研究者的责任和使命，作者用
心倾听时代的足音，紧随时代发展的脉
搏，让人文学者的心灵与时代一起跳动。
在功利浮躁的社会氛围之下，这种清醒
而独立的社会责任感弥足珍贵。

《《镜苑沉思镜苑沉思》：》：影视摆渡者的声音影视摆渡者的声音
□张 莹

电视剧《美妙的
奇遇情缘》将于8月
8 日登陆央视八套
黄金档，该剧由柴智
屏监制，颖儿、王传
一主演，讲述了颖儿
饰演的“中国梦女
孩”谭妙妙南下深圳
打工，并在命运的巧
妙安排下结识了一
群身份各异的好友，
在几经波折之后，大
家都找到了自己幸
福的故事。曾因出
演《武林外传》中风
趣幽默“燕小六”而
为观众熟识的演员
肖剑，在该剧中塑造
的“老婆奴”形象，也
将为全剧带来诙谐
幽默的气氛。

（剧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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