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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迈向主流化、多元化

近年来， 短视频平台发展迅猛，

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文艺形态

应运而生。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

会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

告（

2024

）》 显示，

2023

年重点网络

微短剧上线量翻倍，微短剧用户黏性

快速增长。

微短剧的显著特点是“轻量化”。

在当前快节奏的网络传播环境中，短

小精悍的微短剧以其单集不超过

20

分钟的时长，降低了对观众时间的占

用，获得更多青睐。 时间的压缩意味

着呈现内容的体量减少。为了在有限

的时间里吸引观众、留住观众，微短

剧往往另辟蹊径。

一些微短剧选择逆袭等题材，以

快速抓住观众眼球； 在叙事手法上，

通过减少铺垫、增加反转以及频繁设

置矛盾冲突， 持续激发观众观看欲

望； 在台词设计上， 追求口语化，使

之更加通俗易懂。 此外，微短剧还在

人物形象塑造、肢体语言表达以及配

乐使用等方面， 增添戏剧性、 冲突

感，增加对观众的吸引力。

然而，这些手法和特点在带来传

播优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掣肘

了微短剧的发展。 比如题材“爽”而

不深，当前一些微短剧以“甜宠”“爽

文” 等感官刺激强烈的主题为主，倾

向于塑造理想化的主人公形象，与现

实世界有割裂感。 同时，由于部分微

短剧雷同性高、可替代性强，观众对

于微短剧的付费意愿普遍较低。 此

外， 高速、 流水线式的剧本生产，也

带来了知识产权等问题频发。

2022

年，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文

件，对微短剧内容进行规范与引导，尤

其对“小程序剧”中格调低下、审美恶

俗等问题加以整治， 并在此后不断以

政策为引导，规范微短剧的发展。

当前，微短剧创作呈现持续迭代

更新态势， 逐步迈向主流化、 多元

化。 除了固有的娱乐属性，微短剧

还被赋予了多重价值，形成了“微短

剧

+

” 模式 ， 涌现出一批高质量作

品———

“微短剧

+

文旅”，催生新业态。

2024

年初，国家广电总局发布“跟着

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提出

2024

年创作并播出

100

部高质量文旅主

题微短剧。这一创新模式不仅为微短

剧创作打开了思路，也通过微短剧这

个载体， 吸引更多观众实地探访，有

效地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一梦枕

星河》以江苏苏州为背景，融入苏扇非

遗传承和古城保护故事， 展现了苏式

人文生活的魅力。《那个重逢的夜晚》

拍摄于福建平潭， 独具特色的海岛风

光和精美的视听语言引人入胜。《虎鹤

双行》以“公路

+

科幻”为题材，深入

挖掘展示古村落建筑群的地域文化特

色，吸引观众深入自然，探访古村，助

力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微短剧

+

政务”，拓宽新主体。

政务新媒体借助微短剧，以接地气的

方式快速传播社会热点、 解读政策、

普及科学知识， 有效地提升了影响

力。 普法微短剧《石俊峰办案记》由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贵州省检

察院、遵义市检察机关等联合出品，通

过检察题材故事传递法治正能量。 今

年

4

月，湖南交警发布的《重生之我在

爽文短剧里当交警》 和深圳卫健委发

布的《穿越到霸总短剧里当护士》，以

幽默诙谐的演绎， 普及交通法规和医

护知识，取得良好的社会传播效果。

“微短剧

+AI

”，借力新技术 。

AI

技术在微短剧中的应用， 是一次以新

质生产力提升传播力的尝试。 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发布的微短剧 《中国神

话》，美术、分镜、配音、配乐等均由

AI

完成， 以新技术不断丰富人类对神话

故事的想象。 另一部微短剧《

AI

看典

籍》同样借力

AI

，为典籍“活化”传播

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行业发展与技术进步 ，相信

微短剧在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的视

听体验的同时， 还将进一步实现艺

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不断推动

网络视听艺术向更高质量、 更广阔领

域发展。 （柳帆 谢一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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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民族舞剧《孔子》

在香港首演

6

月

15

日晚，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演

出的大型民族舞剧《孔子》登上了香港葵

青剧院舞台。 该剧以中国古典舞的力量

和美感，带观众走近春秋时代追求“仁礼

思想”的孔子坎坷而执着的一生，感受儒

家文化的社会理想和精神追求。

开场舞《执羽》，再现了先秦乐舞“羽

舞”的宏大场景；男子舞蹈《颂贤》，体现

了贤士云集、以文会友、作诗唱赋的逍遥

场景；女子舞蹈《采薇》，以仕女们曼妙的

舞姿，呈现杨柳青青、生机盎然的动人场

景；经典的《玉人舞》表现孔子所言“君子

如玉”的理想品德，赞颂了光华内敛 、不

彰不显的君子人格。

舞剧的服装借鉴战国彩绘木俑的纹

饰，配合精致的桌榻、精美的壁画 ，还原

春秋时代的恢宏气象。 动人的配乐及《诗

经》《论语》经典片段的诵读，使剧情更加

扣人心弦，令全场观众沉浸其中。 演出结

束时，全场沸腾，在持久热烈的欢呼声与

掌声中，演员们多次返场谢幕。

舞剧导演孔德辛在谈及该剧的创作

初衷时表示，该剧将孔子放置于时代、国

家和自然等环境中， 用肢体语言表达孔

子的喜怒哀乐， 用丰富的音乐旋律和舞

台意象呈现孔子的内心和情感世界 ，展

现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人格魅力、精神特

质、智慧光芒，传递中国传统文化。

据悉，今年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

公司主办的“国风国韵飘香江 ” 活 动 以

中央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天鹅湖》

拉开序幕，除《孔子》外，下半年即将登场

的还有大型民族舞剧《花木兰》、国家京

剧院经典京剧《白蛇传》等近年广受好评

的剧目。 （冯学知）

非遗“大餐”

亮相北京东城

夜幕降临，北京东城区隆福文化中心

热闹起来， 一场融合了传统民乐与茶道

的精彩表演拉开了“非遗时尚之夜 ”序

幕。 活动现场，稻香村、便宜坊、同仁堂等

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和老字号， 纷纷奉上

创意十足的非遗“大餐”。 金石传拓、漂漆

扇、艾草挂饰等非遗体验，让参与者亲身

感受到非遗手作之趣。 据悉，“非遗时尚

之夜” 是日前由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 北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承办的“非遗向新力 国潮正

当时”———

2024

年东城区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宣传展示活动中的一项内容。

除“非遗时尚之夜”外，在东城区多

地，还设有“非遗焕新计划”成果展示区、

非遗时尚沉浸式展示区等会场。

“非遗焕新计划”成果展示区通过图

文、视频、实物展示等多种方式 ，展示东

城区

2023

年非遗焕新扶持计划的丰硕成

果，包括首届“前门传说”小小传承人大赛、

短视频《中英双语讲非遗》、完美世界“宇宙

护卫队”非遗主题儿童读物等精彩内容。在

非遗时尚沉浸式展示区， 剧装戏具制作技

艺、北京玉雕和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景泰蓝

制作技艺、雕漆技艺和金漆镶嵌髹饰技艺、

牙雕技艺、红都中山装制作技艺、京式旗袍

制作技艺、隆庆祥传统西服制作技艺等“八

绝光华”悉数亮相。

作为本次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东城区

与高校携手， 共同开启东城区非遗抢救

性记录工程。此外，主办方还公布了

2024

年非遗焕新优秀项目扶持计划项目的名

单，天坛神乐署数字资源采集、嘉德艺术

中心“嘉德美育”系列活动 、北京剧装厂

文创产品开发等一批符合非遗保护发展

方向、凸显首都核心区“非遗之城 ”特色

的优秀项目被纳入扶持范围。 （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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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开启“剪纸文化艺术节”

6

月

13

日，孩子们

在老师的指导下用剪

纸贴画制作环保纸袋。

近期，浙江省湖州

市长兴县李家 巷 镇 中

心幼儿园举行了校园

“剪纸文化艺术节 ” 。

李家巷镇中心幼儿园

是剪纸艺术特色幼儿

园，本次剪纸艺术节包

括剪纸及纸艺作品展、

创意剪纸活动、环保纸

艺作品制作、校园剪纸

义卖等内容，激发孩子

们对剪纸及传统纸艺

的兴趣，同时也培养孩

子们热爱剪纸艺术的

热情以及绿色环保的

理念。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