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版
2023年8月16日 星期三

责编 罗利 E-mail:aqwbss@126.com文娱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注水剧”
应继续坚决落实各项整治措施。电视剧、网络
剧原则上不超过40集，网络剧每集时长参照电
视剧时长标准管理。鼓励统筹发挥中长剧集和
短剧优势特长，根据题材和内容含量合理确定
集数。

关于电视剧注水的吐槽由来已久，国产剧
普遍超过40集，集中于2015年后。明星演员片
酬推高制作成本，以及电视台、视频平台以集
为单位购买剧集的传统购销模式，是造成“注
水剧”的主要原因。从制片方角度来说，集数
多意味着售剧价格走高，有效摊平制作成本；
对播出方而言，多播一集就有更多广告收益。

动辄数百万字的网文，更新时间长达数年
之久，也给改编带来挑战。如今已经被网友笑
称“盘出包浆”的《甄嬛传》有76集，豆瓣高分
神作《琅琊榜》50集。再细数近些年爆红的《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香蜜沉沉烬如霜》《知否知否应
是绿肥红瘦》《陈情令》，也分别有58集、63集、78
集、50集。

电视剧成了节奏拖沓的“裹脚布”，内容不
够闪回来凑，视频网站的“倍速”功能由此大
受欢迎，成了观众无奈“对抗”注水的方式。
这其中固然有生活节奏变快等其他因素影响，
对于国产剧形成刻板印象的观众于是不再愿意

“浪费”时间追剧，有人开始满足于在社交平台
追高光片段，以及一些影视博主化名“小美小

帅”的快餐式讲剧。
2020年，国家广电总局提出电视剧拍摄制

作提倡不超过 40 集，鼓励 30 集以内的短剧创
作。今年不仅重申这一点，还提出，要防止

“注水剧”采用拆分成上下部、拍摄多季等方式
规避集数要求。主要人物、剧情内容有延续性
但又独立取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网络剧(包括
采用上下部、多季等模式)视作同系列剧集，以
45分钟/集(含片头片尾)40集(1800分钟)的总体
量为标准，如超过则同系列中每部剧与前一部
开播间隔一般不得少于12个月。

为规避硬性指标，于是走“拆分”路径。
一些大IP剧集明明是同期拍摄，却分两部电视
剧备案、发行，又以上下部名义无缝播出。
2019年年底大爆的《庆余年》洋洋洒洒用了46
集体量，只讲完了“第一季”的故事，令人期
待第二季。2021 年，由白鹿、任嘉伦主演的

《周生如故》9月8日收官，其姊妹篇《一生一
世》在9月6日就开播。原著中的前世和今生，
被改编成古装和现代两部剧集，热度不俗。

“一剧两播”吃到粉丝红利，再配合点映模
式变现，带动暑期档古装剧趋之若鹜。2022年
接连三部剧采取该模式“无缝对接”，包括改编
自小说 《驭鲛记》 的电视剧分为 《与君初相
识》和《恰似故人归》，赵露思吴磊主演的《星
汉灿烂》和《月升沧海》，以及杨紫和成毅主演
的《沉香如屑》和《沉香重华》，让网友回过神

来，“一剧两播”似乎在消解“限集令”。
但今年一纸令下，“一鸡两吃”不灵了。不

久前，原本分为上下部播出的古装大剧《乐游
原》 进行了合并，改为 40 集。根据小说 《娇
藏》 改编的网剧原计划分拆两部，但改名为

《柳州记》 后，正式确定为40集。正在热播的
《长相思》，第二季由原来的35集变更为21集。
“拆分通关”给网友追剧带来割裂感，为规避剧
集“注水”，也会带来审美疲劳。

总结而言，电视剧要本着创作初心，按照
艺术规律和观众接受度进行创作。好剧看过
瘾，小而美也很好。不是剧越长就越好，87版

《红楼梦》不过36集，86版《西游记》不过25
集，《山海情》《狂飙》分别为23集、39集，好
剧让人不忍倍速，反复咀嚼。近年来进行创新
尝试的短剧模式，也不断掀起快节奏都市生活
下的追剧热潮。对集数进行规范，也是各方需
求不断磨合的过程，令市场回归理性，有助于
头部公司打磨精品。 据扬子晚报

电视剧“限集”
“拆分通关”不灵了

上世纪 90 年代末，陕西一所农村中
学，同学们升入初三，即将迎来中考。但巴
王超过等所谓的“差生”被组成了“放羊
班”——学校对他们放任自流，这些孩子只
等把初中毕业证书混到手就万事大吉。画家
冷轩阴差阳错来到这所学校担任美术老师，
应试教育重压下的同学们获得了表现个性、
展示自我的机会，尤其是“放羊班”的同学
们，在冷轩的帮助、引领下，纷纷重新开始
追逐梦想……

这是《树上有个好地方》系列电影第二部
《美术老师的放羊班》讲述的故事。第一部
《树上有个好地方》曾获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
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第32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提名等。由同一班底制作
的系列电影第二部于7月28日起在爱奇艺全
网独播后，因对乡村校园生活的真实反映和
师生一起努力奔赴远方的生动群像塑造引发
热议，许多观众表示，观影后回忆起自己的学
生时代和校园生活，产生了强烈共鸣。

这两部影片的导演、编剧张忠华介绍，
系列电影的大部分主创是西安地区在职的大
中小学教师，“我们创作这两部电影的初心
就是以真诚的态度，做表达真情实感的青少
年题材电影”。他们曾提出“种电影”的概
念，就是通过影像，把真、善、美的种子播
撒在青少年观众心中，和他们共同成长。

两部影片讲述的是以巴王超过为主角的
同一拨西部农村孩子的校园故事，采用了方

言对白，在第二部影片中，孩子们从第一部
中天真烂漫的小学生成长为初中生。张忠华
认为，相对于第一部，第二部影片展现的现
实情况和探讨的话题更为严肃深刻，孩子们
开始进入比较躁动的青春期，也有了中考的
压力，有的孩子甚至有些焦虑，但影片依旧
保持写实的风格和诗意的表达。第一部中的

“好地方”——“树上”和第二部中的“窑
洞”，都是师生可以自由放飞心灵、让理想
和现实达到平衡的美好空间，第二部中许多
画面充满理想色彩，还插入了大量抒情动听
的原创歌曲。

张忠华坦诚地说，他自己就曾凭美术成
绩考上高中，《美术老师的放羊班》中有的
细节就来自他本人。通过影片，张忠华最想
表达的是：“每个孩子都是天才，适合每个
人的道路就在自己脚下。”他和影片中的孩
子们一样，都曾遇到用爱温暖了自己的人，
这些人的思想和言行散发出光芒，照亮了他
和孩子们的人生道路。

很多观众在《美术老师的放羊班》片尾
发送弹幕，表示希望看到这个系列的第三
部，这给了张忠华他们很大的鼓励。张忠华
表示：“我们计划以巴王超过为主角，将这
个系列继续拍下去，讲述他的高中时代、大
学时代甚至将来走出校园、踏上社会等不同
人生阶段的故事，完整地反映西北农村孩子
数十年的成长历程。”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美术老师的放羊班》：种电影 种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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