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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副局長劉建國，東陽正午陽
光影視董事長侯鴻亮，著名導演、中廣聯合

會電視劇導演委員會會長鄭曉龍，騰訊公司副總
裁、騰訊在線視頻首席執行官孫忠懷，檸萌影視
董事長蘇曉，愛奇藝創始人、CEO龔宇對當前電
視劇創作各抒己見，並多次提及微短劇發展。
1月剛剛舉辦的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中提出要
制定《微短劇管理辦法》，在繁榮發展和規範管
理並舉上下功夫，引發廣泛關注。廣電總局副局
長劉建國表示，全國廣電工作會議強調加強扶持
引導，推動形成更多精品、更廣傳播、更優環
境。他還表示，廣電總局要鞏固文娛領域綜合治
理成果，持續整治天價片酬、畸形審美、飯圈文
化，營造風清氣正的行業環境。
孫忠懷表示，近幾年影視行業的變化很快，用

戶消費習慣的變化也很快，長短劇並存已經成為
常態。而曾執導《甄嬛傳》《紅高粱》《南來北

往》等爆款電視劇的資深導演鄭曉龍則認為，影
視劇創作形式的多樣化和觀眾需求的轉變，讓行
業內面臨新的挑戰與機遇，應辯證看待「劇」的
變與不變，既要看到行業的創新與變革，也要認
識到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和價值的堅持。

微短劇發展有待更多實踐
鄭曉龍回憶短劇的創作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

紀，後來隨着國產電視劇的發展，內地開始了長
篇電視連續劇的創作，並一度成為電視劇創作的
主流形式。這些年隨着網絡發展，觀眾對電視劇
的需求變得更加多樣化，短劇再次嶄露頭角。他
認為，微短劇的碎片化形式迎合了現代觀眾的快
節奏生活，使網民能快速獲得娛樂滿足。然而，
這種快速消費模式也讓一些劇集失去深度，陷入
套路化和淺薄的內容創作。
「大浪淘沙，歷史能留下來的、有時間生命力

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鄭曉龍表示，儘
管微短劇有一些出圈的作品，搶佔了流量，但相
比於長劇，真正能夠產生重大影響、能夠經得住
時間考驗的精品微短劇仍然較少。因此，現在就
進行總結是相當困難的，還有待更多的實踐與觀
察。
鄭曉龍稱影視劇創作無所謂長短——有話則

長，無話則短。短劇和微短劇，並非簡單地壓縮
故事長度，而是要保持故事的內涵與複雜性，迎
合觀眾對短期內獲得滿足感的需求。微短劇的內
容應更豐富、更複雜，避免同質化，更不能盲目
跟風熱門題材。微短劇要想長久發展，除了在形
式上進行創新，更要注重內容的深度和品質。微
短劇的體量雖然小，但並不意味着在敘事、邏
輯、細節等方面可以敷衍了事，它同樣需要精心
打磨，需要深刻的主題和複雜的人性刻畫。

劣質作品不該長期霸屏
鄭曉龍更直抒胸臆，認為隨着微短劇的火熱，

市場上文藝作品的價值觀導向也在悄然發生變
化。他直言，一些不合常理、違反常識的微短劇
一度被觀眾追捧，獲得超高的播放量，甚至長期
霸屏。這些作品中，低俗媚俗、暴力血腥、色情
擦邊等問題不斷顯現，衝擊着社會倫理道德的底
線，扭曲了價值觀，且套路化和邏輯混亂等問題
日益嚴重。屌絲逆襲、極端復仇、穿越重生、甜
寵虐戀等，這些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慾望，在
微短劇中得到滿足和釋放。這些所謂的「爽
感」，讓微短劇有時被稱為「電子鴉片」。這些
白日夢的編織，對年輕人尤其是對未成年觀眾的
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潛在的誤導。
長此以往，可能影響他們對現實生活的認知，讓
「躺平」的年輕人甚至開始不切實際地幻想「躺
贏」。然而，白日夢終有夢醒的時候，劇中情節
與現實生活的嚴重不符，甚至可能引發部分人的
厭世情緒。許多有過「躺平」經歷的人，最後實
踐下來，發現最初的爽感，一段時間過後就會消
失殆盡，到頭來他們不僅不快樂，更變得萎靡不
振了。鄭曉龍認為，娛樂在適度的情況下才能被
感知到快樂，一旦超過那個「度」，人們就會對
娛樂產生「祛魅」的反應。只有回到現實生活的
軌道上，活得真實，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價
值。
他表示，微短劇的快速發展也引發了社會的廣

泛思考——文藝作品的嚴肅性與娛樂性、宣傳性
和市場性應當如何平衡，可以借鑒古典音樂和流
行音樂的關係來理解這一平衡。古典音樂更注重
的是對藝術的敬畏和歷史的傳承，是「鐵軍」一
樣的存在，令人肅然起敬。而流行音樂則是一支
「輕騎兵」，輕鬆、富有節奏感，貼

近大眾，充滿活力，能夠迅速捕捉到聽眾的心，
帶來愉悅和共鳴。它代表的是對大眾文化的擁
抱，更多的是娛樂與市場的需求。這兩者看似對
立，實則互為補充：嚴肅藝術為社會提供深刻的
思想啟示，幫助人們在物質化的世界中尋找精神
寄託；而娛樂藝術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讓人們
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安慰與放鬆。當
然，過度偏向任何一方都會導致作品的失衡：如
果過於追求嚴肅性，作品就會晦澀難懂，曲高和
寡，難以引起觀眾的共鳴；而過度追求娛樂性，
作品往往平庸低俗，雨過無痕，亦難以持久吸引
觀眾的關注。在電視劇創作中，無論是微短劇、
短劇還是長劇，「嚴肅」與「娛樂」的平衡都同
樣重要。
鄭曉龍認為，創作者還是應當堅持社會主流價

值觀——弘揚真、善、美，真實反映社會與時代
的變遷，深刻刻畫人性的複雜與多樣。與此同
時，創作者也需要考慮到觀眾的娛樂需求，讓作
品能夠引發共鳴，易於接受。簡單地說，優秀的
文藝作品不應僅僅滿足娛樂化需求，而應兼具深
度和廣度，既能讓觀眾獲得娛樂體驗，又能啟發
他們對社會、人生、歷史等更深層次的思考。

劇集長短應服務於敘事
行業嘉賓亦對電視劇行業的未來發展提出了自
己的見解。東陽正午陽光影視董事長侯鴻亮提
出：破局之道在於回歸「內容為王」的本質。他
建議電視劇應該從「長短之爭」轉向「表達之
需」。「我們要擺脫圍繞劇集篇幅的淺層爭論，
聚焦內容表達的核心訴求。劇集長短應服務於敘
事，既能以《漫長的季節》的凝練敘事穿透人
心，亦能憑《人世間》的史詩格局引發共情，用
品質定義精品。」
侯鴻亮表示，過去一些電視劇一味地崇尚大

IP、大製作，表面上鴻篇巨製，實際創作過程中嚴
重依賴套路，於「降本增效」無益；更忽視了以
觀眾為本位的指導思想，造成了長視頻觀眾的流
失。行業要想向成熟自律的高質量發展邁進，就
必須意識到尊重創新、尊重藝術規律、尊重藝術
家的重要性。
愛奇藝創始人龔宇從平台的角度，強調了「一

切以觀眾為中心創作」是非常重要的。他表示，
最近行業爭論的傳統劇集的集數、每集時長等話
題，大家有不同看法，但最主要的是觀眾喜不喜
歡，是尊重創作規律，尊重創作者。「在滿足觀
眾需要的前提下，不能強行『一刀切』，也不要
以不必要的分支來增加集數，增加收入或者增加
某種曝光，這些做法都是會被淘汰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李薇）隨着
AI技術的飛速發展，其在影視製作行業的應用
也越來越廣泛。北京長信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創
始人、董事長，古裝懸疑劇《唐朝詭事錄》監
製郭靖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自己對於AI在影視製作中的應用持積極態度，
並認為這將大大解放生產力，幫助編劇寫出更
好的影視內容。
當被問及對AI技術的快速發展是否有危機感

時，郭靖宇表示：「我覺得AI是給人用的，我
們正在訓練AI的編劇助手幫助我們創作，我自
己也是每天都在用AI。」
他強調，AI技術是一種工具，應該被用來提

升影視製作的質量和效率。至於是否擔心AI會
超過人和編劇能力上限時，郭靖宇也顯得非常
樂觀，他認為這是科技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沒
有人能夠改變的。「只有去適應它，使用它。
我從來不擔心我們跟不上AI，而且我覺得AI發
展讓我們拍戲、寫戲、做內容變得更有趣了。
因為你不僅要指揮助手，現在還要指揮AI，你

需要征服它，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
情。」

《唐詭3》有望秋季上線
郭靖宇解釋，AI技術能夠給創作提供豐

富多樣的方案，大大節省時間和精力。「一
個方案過去我可能要想三天，現在AI可以
直接給我秒出五個方案，我在五個方案中
做選擇就可以了。我覺得大大解放了我們
的生產力，而且能夠幫助編劇寫出更好的
戲，在拍攝上也能讓我們拍出很多想像不到
的畫面。」郭靖宇感恩自己遇上了一個好時
代，需要感謝科技給影視行業帶來的變化。
對於在內地爆火的古裝懸疑劇《唐詭3》上

線時間，郭靖宇給出了答案，目前劇集製作進
度已過半，將在今年第三季度與大家見面。
「我正在馬不停蹄地努力中。」郭靖宇指《唐
詭3》的故事發生在長安，特點是詩意與危險
並存，與前兩季相比亮點依舊突出，一定不會
讓粉絲朋友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李薇、安夏）短劇爆火之

下，電視劇應該何去何從，成為行業從業者這一年來思考

得最多、最深的問題。昨日（20日）首屆中國電視劇製作

產業大會暨第十屆中國（深圳）國際電視劇節目交易會在

深圳福田開幕，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簡稱廣電總局）、電

視劇製作企業、影視平台等相關行業大咖匯聚，共同探討

中國劇集行業的變革與未來發展。專家們普遍認為：影視

劇創作無所謂長短，劇集長短應服務於敘事，破局關鍵應

回歸內容；微短劇發展有待更多實踐；文藝作品應具正

確價值導向，兼具深度和廣度，以啟發觀眾深思。

●●鄭曉龍譴責劣鄭曉龍譴責劣
質作品毀三觀質作品毀三觀，，
誤導未成年人誤導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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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忠懷稱好內容才是王，騰訊一直在追尋「下一部好劇」。 網上圖片

●●郭靖宇對於郭靖宇對於AIAI在影視製在影視製
作中的應用持積極態度作中的應用持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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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靖宇：影視創作應積極擁抱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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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咖 金 句
侯鴻亮：破局之道，在於回歸「內容為
王」的本質。青年創作者正以破界之力，
為行業注入全新可能。

鄭曉龍：微短劇想長久發展，除了在形式上進行創新，更要注重內容的
深度和質量。優秀的文藝作品不應僅僅滿足娛樂化需求，而應兼具深度和
廣度，讓觀眾對社會、人生、歷史等有更深層次的思考。

孫忠懷：優秀的故事來自於哪裏？文學名著、大IP、重大事件等都是可能的
來源，但來源不等於劇本。好的劇本來自於專業的編劇，以專業和專注的創
作態度，歷經艱苦的創作過程，才能得來。

蘇曉：劇集向短，關鍵要走通短劇集的盈利模式，現在20集以下劇集
的商業模式還不成熟，尤其是需要大投入的古裝、奇幻、冒險題材。

龔宇：「一切以觀眾為中心創作」
是非常重要的。集數、時長、演
員、成本、AI等都不是最重要的，
觀眾喜歡最重要。

●●各方行業大咖各抒己見各方行業大咖各抒己見。。
胡永愛胡永愛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