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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里剧外

当前，女性群像成长励志剧《做自
己的光》正在优酷和江苏卫视热播。该
剧打破常规女性题材剧创作模式，以传
统电视行业发展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何
欢（刘涛饰）、白杨（秦海璐饰）、赵媛
媛 （柴碧云饰） 3位女主播突逢人生变
故依然乘风破浪的故事。

剧中，具有共鸣感的新闻事件串联
起3位女主角的职场与生活，外加颇具
悬疑色彩的情节和轻喜感的演绎，为观
众带来不一样的追剧体验。近日，导演
余丁和编剧苏晓苑接受《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记者采访，分享了剧集的幕后
故事以及创作体会。

见证媒体融合进程

很多普通观众可能不知道，苏晓苑
曾在成都电视台工作二十余载，做过热
线员、记者、策划、导演，跑过一线新闻，
也做过招商业务。“故事里的大多数情节
都是我经历过的，或者是我作为旁观者
看到过的。”苏晓苑坦言，《做自己的光》
与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
共同成长。2005年，尚在成都电视台工
作的苏晓苑萌生了将媒体人的经历写
成故事的想法。因为人生很长一段时
间，她都浸润在新闻媒体中，使得她对这
个行业有着很深的感情。

虽然后来苏晓苑离开了新闻一线，
但是此次为了《做自己的光》，她专程
前往成都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补课”，
重返新闻现场，参与转播采访，和至今奋
斗在一线的同事、朋友聊工作日常、细
节。同时，她还专程邀请新闻一线的同
事担任策划，并在成片的过程中请新闻
战线的专家、前辈提供建议和意见，从而
为观众呈现出一个真实、立体的当代新
闻职场。其中，最有突破性的就是聚焦
传统媒体转型新媒体的阵痛，让人们看
到了媒体行业真实且具有挑战的一面。

“我亲身经历过传统媒体过往的辉
煌，也面对过社交新媒体带来的强烈冲

击，更看到如今传统媒体与数字技术有
效融合后，走出发展低谷，迎来新的篇
章。”作为传统媒体向融媒体转型的亲
历者，苏晓苑敏感地觉察到，无论是基
于自己对于传媒行业的深厚感情，还是
行业本身起伏的社会意义，这个转型期
都值得自己去记录，值得写成一个故
事，讲给所有观众。

剧中，何欢主持的是文化情感类节
目，白杨主持的则是社会新闻。比起何
欢，白杨更理性，知道何欢主持的《一
本好书》需要改进，因此她直接给好姐
妹的节目打了零分。这并不是出于嫉妒
而是想敲醒她，世界早就不是 10 年前
的样子了。面对新媒体的突袭，传统媒
体不改革就要死。对于这一细节，相信
所有媒体人看到后，都能会心一笑。

到了剧情后期，在实现个人梦想之
后，何欢和同事开始积极探索传统媒体的
融媒体转型之路。在网络博主蒋俊豪的帮
助下，何欢投身时代大潮，创办自媒体获
得成功后，又积极投身电视台的融媒体建
设。这一结局，也印证着如今“推动媒体融
合向纵深发展”的战略方向，展示了当下
媒体人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
补、深度融合的不懈努力。

展现当代女性风采

近年来，我国涌现出多部聚焦女性
题材的优秀作品。苏晓苑认为，各类展
现女性力量的电视剧见证了女性的多彩
魅力，“百花齐放下，有一点是相通
的，我们都想写一些美好的女性，写一
些自己欣赏的女性形象。”

在 《做自己的光》 中，何欢、白
杨、赵媛媛3个人映射三类人，展现了
当代女性的风采。苏晓苑也给出了自己
的详解读：何欢作为资深女主播，知性、
优雅、能力出色。更可贵的是，她懂得止
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问题，然后
放下，朝着新方向大步走去。白杨是骄傲
的，骄傲来自于自信，自信则源自于实

力，而实力的本质是基于她对事业的热
爱。但是她太过刚硬，这也是她的性格缺
陷，学会柔软，正是白杨的成长。赵媛媛
更像是当下生活中最常见到的年轻女
孩，她们生命力强，对于未来有无穷的好
奇和希望，而且敢于尝试，有着年轻人特
有的朝气、活力和魅力。

同时，3个人不是割裂的，她们之间
实打实的友情、正大光明的竞争在丰满
了自身形象的同时，也为“女性互助”这
个议题做出了新的注解。剧中，何欢主持
的读书栏目模式陈旧，收视垫底，白杨在
内部打分时不徇私情给何欢的栏目打了
最低分，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是将何欢从
往日成绩的幻象中敲醒；白杨因为新闻
头条质量不佳而大发脾气，急需何欢的
高质量内容救场时，何欢趁机要求白杨

向自己、向同事道歉，看似落井下石，实
则是让白杨能够感受到合作和搭档的重
要；白杨跟赵媛媛因为节目质量和广告
招商孰轻孰重意见相左，不同立场展现
两位女性的专业与坚守，也在分歧中让
两人看到了进步的空间和可能。

激发自我内心力量

在余丁看来，《做自己的光》虽然
是女性题材作品，但是有着自己鲜明的
特色。除选取了中国电视剧鲜有涉猎的
电视台发展作为行业背景之外，还展现
了媒体职场女性在大时代浪潮中的选择
与坚守，“剧中的职场女性在中年时
期，事业各方面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
都能够坚持重新站起来，最终获得生活
上和事业上的成功，也希望借此鼓舞每
个尚在困境的个体，勇敢迎接属于自己
的光芒。”

苏晓苑也提到，剧中3位年龄层不
同、成长环境各异的女性，尽管遭遇了
来自现实的困扰，但都一步步激发出自
我的内心力量，完成自我蜕变。3 位电
视台女主持人身上的压力、烦恼，贴近现
实生活中的职场女性生活，或许每一位
观众都能从中窥见自己的影子。同时，
剧中主人公不断向上的人生，或能为观
众带来如“光”一般的力量和慰藉。

不过，由于传媒行业具有较强的独
特性，应该如何与观众共情？苏晓苑透
露，对于这一点，主创团队也曾一起讨论
过，结论就是具体的行业并不重要，真正
令人共情的一定是生活或者工作中所经
历的困苦和自己永不放弃的希望。“行业
不是共情的基准点，付出汗水后获得的
喜悦才是。”

“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同时我
们是我们自己的光。”苏晓苑表示，生活
有的时候是困难的，有的时候是孤独的，
可是，“不管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不管
是过去、当下还是未来，我觉得‘做自己
的光’应该是个永远的命题。”

《做自己的光》：于转折处破题成长
□本报记者 杨雯

7月8日，动作电影《东北警察故
事 2》 登陆爱奇艺后，获得豆瓣开分
7.3，爱奇艺云影院PVOD （优质/高端
视频点播） 最高分 9.5 分，上映 2 小时
便冲上云影院热度第一等好成绩，评论
区用户更是留言“9 元花得值”。一时
间，爱打抱不平的警察李红旗再度“走
红”，他和同伴们对正义光明的不懈追
寻与坚守，引发了观众的共鸣，更引发
了行业对于云影院模式的探讨。

鲜明标签获认可
扎根生活引共鸣

2021 年，《东北警察故事》 上映
后，凭借着重拳出击、热血鏖战成为口
碑佳作。此次的《东北警察故事2》虽
是第一部“前传”，但仍以热血警察扫
黑除恶的精彩故事为脉络。观影后，观
众留言“惩恶扬善！这就是我心中的李
红旗！一直在为正义发声”“好看，又
重看了第一部”“打戏真的很精彩”“幽
默的点恰到好处”……不难看出，“纯
粹的动作，适时的笑点”已成为“东北
警察故事”IP的标签。

该片导演秦鹏飞、杨秉佳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不
约而同地表示，创作之初就将这一 IP
定位为内地动作片。因此，情节发展始
终围绕动作场景设定，不会为了展现动
作而脱离剧情，正所谓打斗不是为了比
武斗狠，而是惩恶扬善。

杨秉佳进一步说道，有一个好故事
的包裹，在其中加入对于现实的观照，
才能够让观众对于惩恶扬善产生深深的
共鸣。而且，“东北警察故事”系列放
入了很多东北喜剧元素，不仅能消解故
事带来的紧张感，还能让观众充分感受
到东北城市的气氛。

“影片故事是下沉、接地气的，我
们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让观众感受到讲
述的这些事是在身边随时可能发生
的。”该片总制片人魏君子告诉记者，
从第一部作品的雏形期便想传递一个理
念——警察没有假期。所以第一部的故
事从警察休假过程中开始讲述，场景设
定在一座东北小镇，各种生活化的人情
世故融入其中，这一本土化的设定快速
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拍摄过程中，两位导演通过不断沟
通与修正，在动作戏发挥更大效果并与
剧情相契合上找到最佳平衡点。在两部

“东北警察故事”中，观众对大巴车、
小轿车、卫生间等狭小空间的动作戏印
象深刻，对此，秦鹏飞坦言：“源于有
限的预算，大场面我们不敢想，但又想
给观众带来新的视觉体验，因此做出了
这样的选择。但并没有因为空间小、场
景小而弱化视觉效果，始终力求把动作
戏做到极致。从播出效果看，得到了观
众的认可。”

“因为动作戏中加入了综合格斗、
中国式摔跤等元素，拍摄前期我也做了
较长时间的准备。小空间的大动作呈现
是片中的一大挑战，但也正是不断突破
动作片的视觉想象，才呈现出了现在的
效果。”主演谢苗说道。

另辟蹊径谋发展
动作类型仍可期

对类型的正确理解，以及具体操作
过程中的成本控制，是“东北警察故
事”系列成功的基础，其对仍在转型的
网络电影市场也有着一定启发作用。

对于小成本如何赢得大市场，杨秉
佳的感触是要突出重点而不是面面俱
到。“由于预算有限，要让各岗位各环

节的能力、长处发挥到极致，尽量在一
部影片中找到一个需要极致突出的点，
将力量聚于一处，而不是分散布局，

‘东北警察故事’系列的突出点就是动
作戏。”

谈及动作戏、功夫片，近年来一些
人认为，在老一辈动作演员逐渐隐退，
华语动作片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如今中
国的动作片市场几乎走向没落，但《东
北警察故事2》再次让我们看到功夫片
依然有市场。

“动作电影经历过一段时期的低
迷，很多人不愿意碰触。但是，市场不
能仅仅充盈着所谓的‘热门类型’，毕
竟平台爆款只能提供短期参考坐标，潮
流都是在不断变化且有滞后性的。我们
就想呈现一种崭新的风格，于是把动作
警匪片作为了我们的新赛道。”秦鹏飞
说道。

魏君子表示，技术门槛高、中青年
动作演员少是中国功夫片市场下滑的原
因，但功夫片始终是全球影视最有市场
的类型之一，观众越来越追求真实感也
是潮流。“动作、警匪、武侠都曾是市
场的主流，只不过随着观众看多了、类
型片创新不足等原因慢慢走向了低谷。
但只要我们再制作出好的作品，这股潮
流还能回来。”

作为动作演员的谢苗结合自身体会
谈道，功夫片也好，剧情片也罢，好的
人物和故事情节才是根本，动作戏的加
入无非是让观赏性得以提升，如果不去
强调故事和人物关系，只靠单纯的打戏
吸引眼球，是违背了功夫片发展规律
的。唯有在故事上再多花一些心思，将
动作戏不违和地融入其中，功夫片才能
一步步向好发展。

云影院模式助力
质量提升有动力

这不是《东北警察故事2》团队与
爱奇艺云影院的第一次合作。去年，由
原班团队打造的《目中无人》上映时，
通过爱奇艺云影院发行收获了近 3000
万元总票房。

“云影院首映”这一网络视听平台
发行方式，让制片方可通过片方自主定
价、用户单片付费的分利体系获得相
应票房收益。对此，魏君子表示，“对
于真正潜心于内容本身、靠质量驱动
的制片方来说，这样的合作模式是更

加公平透明、健康发展的，其 To C
（面向观众） 的模式与院线逻辑相同，
是一种市场评判机制。同时，云影院对
于中小成本的影视作品是很友好的，其
不像院线电影动辄需要两三千万元的宣
发成本，可以帮助片方有效控制成本。”

正如爱奇艺电影及海外业务事业
群总裁杨向华所言，电影院之外，以
互联网为核心的电影在线交易平台能
够以更成熟的商业形态创造更大的线上
票房，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壮大的第
二个支柱。

记者发现，如今爱奇艺云影院内容
上的新供给更加丰富多元，除“云影院
首映”合作模式发行的网络首发新片之
外，还扩容吸纳了更多院线及海外新热
电影，如 《致命感应》《金爆行动》
等。其中 《金爆行动》 上线 19 天 （总
分账周期 215 天），单片点播付费票房
便已突破1000万元。截至6月1日，该
片总票房已超 2500 万元并仍在增长，
这也成为今年第四部爱奇艺“云影院首
映”模式发行票房破千万的作品。

杨秉佳认为，云影院模式考验着每
部影片的质量，对网络电影市场的高质
量发展是一种助力。在庞大的用户池
中，只要内容经得起市场检验，就能撬
动更高的票房分账。这不仅是创作者增
加收入的一种方式，更是整个影视行业
优化商业模式、追求长期发展的一种方
向选择。

对于不在少数的网络电影而言，这
些年大多是靠视频网站的补贴过活，但
这不可能取得长足且持续的进步。“当
我们的合作模式改成取消评级、按时长
分账，并且票房充分透明之后，在整个
公司的经营规划上，突然亮了一盏

‘灯’。他们更愿意来与爱奇艺一起生产
更好的电影项目，并且为每个项目选择
最适合的发行模式。”爱奇艺副总裁、
电影中心总经理宋佳进一步说道，过
去，平台定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影
片的命运，但云影院模式让每一部作品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取消原来以
定级为推广标准的方式，为用户选择意
愿更高、播放时长更长、口碑表现更好
的内容提供更高效的推广资源，从而把
市场选择权交给观众。

“虽然未来走向无法预测，但可以
肯定的是，网络电影和院线电影是趋同
的，都是好的内容才会有好的结果。”
秦鹏飞强调。

《东北警察故事2》映后引关注——

小成本不减质 新模式拓发行
□本报记者 李雪昆 自7月28日以来，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指导，北京八月映像影视有限公司、抖音文
化（厦门）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制作的文化传
承题材网络微短剧《我是名角儿》在抖音平
台播出。该剧讲述了从小跟着母亲学习唱念
做打的北京女孩金豆，因给流行歌手演唱京
剧副歌而意外“走红”，后在恋人与好友的
帮助下，回归京剧舞台，与病愈的父亲一
道，实现京剧传承与发展的故事。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不仅仅是一段传奇
故事，也是一个文化载体。它要有灵魂，不
单单是小人物的家长里短、生活无常，还要
有文化精髓。”该剧制片人霍宗慧对《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说道，《我是名角
儿》将京剧经典与现代剧情相结合，以网络
微短剧为载体，使受众在短期内能够迅速触
及京剧魅力，以高效的传播方式为普通人展
现出京剧传承的意义。

以新形式推动文化传承

作为一部以京剧传承为故事核心的网络
微短剧，《我是名角儿》可以说是经典内容
与全新形式的有机结合。对此，该片导演王
宥皓表示，“传统文化艺术要发展，必须要
有创新，通过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可积
极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和传承工作，使京剧
走进现代、走进青年人的视野中，得到更多
人的喜爱和认可。”

我国微短剧受众规模正不断扩大，近
半年内看过 3 分钟以内微短剧/微综艺/泡
面番的用户占比已超过 50%。在快手上，
2022年，微短剧日活用户已超过2.6亿，其
中超半数的受众有追剧习惯，日均观看超
过10集。

“微短剧快速发展并形成规模是市场规
律使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节约时
间、高效娱乐的新需求。”在王宥皓看来，
微短剧这一新的文艺形式继承了电影、电视
剧等传统媒介的传播特征，《我是名角儿》
正是通过这一新形式，试图探索中华文化遗
产的新传播路径。

以新内容彰显北京特色

在风格特色上，《我是名角儿》彰显了
浓郁的北京特色。故事主角是出生于京剧世
家的北京大妞金豆，主场景设置在北京胡
同，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展现了老北京胡同
文化、北京特色美食与京剧艺术的融合魅
力；另一方面，于情节中表现胡同里老一辈
艺术家对国粹京剧的坚守与弘扬，以及新一
辈传承者们的守正创新，以北京胡同为纽带
反映了京剧艺术的时代传承。

“‘北京胡同’这样一个场域设计，很好地
连接了老一辈以及新一辈。这样一来，故事
的深度与广度都增加了。”王宥皓表示，实际
上不仅是北京，从全国范围来说，传承传统文
化都是带有青春色彩的时代故事。

交流中记者了解到，为了营造更为纯正
的北京味与京剧味，导演和剧组美术道具组
下了一番苦功夫，大到实景中的四合院及戏
曲舞台，小到水杯、暖壶、冰箱、彩电等，不同
的年代对应不同的道具、服装，考究的细节打
磨营造了真实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底蕴。

以新手法表现京剧魅力

《我是名角儿》还是一部对传统戏剧文化
有创新表达的作品，以“京剧+流行音乐”的
混搭模式，将国粹和当下国潮之风相结合，展
现了一代年轻人对国粹京剧艺术的继承和弘
扬，呈现了当代奋斗青年锲而不舍、努力拼搏
的宝贵品质与精神面貌。

剧中，金豆重现了《穆桂英挂帅》这一
经典唱段。为了能给受众呈现经典剧目，金
豆日复一日勤加练习，克服障碍。一出《穆
桂英挂帅》，英姿飒爽，气势如虹。尽管同
样的唱段会有不同的演绎，但不变的是一代
代传承人为了展现京剧魅力，敢于坚守，敢
于突破的精神。

对于这一片段，霍宗慧印象尤为深刻。
“可以说，京剧唱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唱出
了中国文化的昂扬不屈。我坚信京剧是值得
我们自豪的。”她表示，这也正是自己选择这
部剧的初衷，“如何用当代人的视角来诠释传
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时代变迁，
受众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选择这部戏是因
为它能够承担起宣传传统文化的责任。”

微短剧《我是名角儿》：

借国潮致敬国粹
□本报记者 杨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