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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摇篮，它为人
类提供了丰饶的资源，也自成风景。
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滋养了沿海
人民，孕育了丰富独特的海洋文化，
也诞生了浩瀚的海洋文学。由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中
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共同指导，福建省
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
合出品的 16 集海洋文化系列短视频

《听见这片海》，以举重若轻的章法和
影诗交融的文法，讲述了大海、诗歌
与人的故事，让人领略了海洋文学与

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

影诗交融焕发海洋文学魅力

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
互动关系及其产物。而文学作为人类
生命体验的艺术凝练和情感表达的重
要媒介，将这种关系和产物进行了以
语言文字为媒介的主体化、审美化表
现，人类对海洋的情感、体验与认知
蕴藏其中。

《听见这片海》借助文字外的视听
形式，展开了一场海洋文学的跨媒介
旅行。冰心、舒婷、海子、余光中、
汪曾祺，以及胡德夫、缪克构、汤养
宗、龚万莹等人的文学作品在片中次
第登场，对“这片海”进行了多视点
的诗意描绘。同时，视频融合了文
学、故事、风景与人的元素，自然美
学、生命美学、生活美学、诗意美学
汇集，唤起了人们对大海、诗歌乃至
诗意栖居方式的向往与热爱。

片中，以文字为“原文本”的海
洋文学在这场跨媒介之旅中，转化为
画面、声音等视听要素，借助多模态
表达的优势，焕发了海洋文学的魅
力。以诗歌为主要代表的各类海洋文
学体裁作为内容元素与美学观念融入

《听见这片海》的文本空间，形成了影
诗交融的表达方式和影像呈现。

奇妙旅程带来多重感官体验

在视觉维度，影像成为海洋文学
书写的画布，“文”“影”实现叠合。
诗歌和散文段落以动态字幕形式有机
嵌套进影像钩织的环境空间，成为画
面的基本构成单位。文字与海洋场

景、生活场景融为一体，形成一种互
衬关系，彰显海洋对文学的孕育，对
人类生活方式的塑造。并且，诗文元
素的呈现以次第“淡入”为主，朴素
不花哨。同时，画面借助留白等形式
营造出意犹未尽的韵味，为文学意蕴
的释放与观众的情感投射提供了空
间，文字与画面叠合而出的意境亦映
照观众的心境。

在听觉维度，“为你读诗”成为一
种重要的表达方式。为了传递海洋文
学的美学意蕴，创作团队邀请知名主
持人陈鲁豫和电影《长安三万里》中
李白的配音演员凌振赫担当声音出
演。陈鲁豫的温柔平和、凌振赫的铿
锵热烈，与海的亦静亦动相得益彰。
同时，为了让“这片海”更好被“听
见”，该片也调动了多元音响元素，尤
其对“自然的海洋”和“生活的海
洋”这两重声音场景的捕捉和呈现尤
为动人，自然气息和烟火气息相互萦
绕，给观众带来了关于“这片海”更
为沉浸的感受和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且听风吟》一集
还专门记录了在东山岛上收集各种声
音的年轻人，他们记录古厝里的大雨
淋漓打湿旧瓦，道不尽几朝旧事；记
录卷着细沙的海浪被轻柔踩碎，却一
次次奔向人的姿态；记录一棵棵高耸
的木麻黄筑起风沙围墙，诉说谷公与
海岛卫士的故事……海声、风声、市
井声声声入耳，声音唤起阵阵乡愁，
也治愈心灵。

鲜活故事绘出海洋文化图景

视听为海洋文学插上了翅膀，并
让其承载的海洋文化灵动起来。但如

果只有文学诗歌，或者说文学元素的呈
现重于影像故事，就容易让该片变成

“文学幻灯片”，而不是文化短视频。
文学和海洋是该片的“景观”，其

内核是海洋文化及海洋孕育的芸芸众
生。正如凌振赫所言，“这片海”不只
有风光，不只有文学，还有生活，还
有人生。

透过文学钩织的这层帷幔，我们
看到《听见这片海》中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和沸腾的生活。《蓝土地》 一集
中，泉州山腰盐场盐民庄秀清自述其
生命历程，“年轻到老了，青春到现
在，一辈子在盐场。没有大海就没有
盐巴，没有海水就没有山腰盐场。靠
盐工的工资盖房子、娶媳妇、培养孩
子。做盐很光荣。”盐民们勤劳、坚毅、
质朴的形象凝结在他沧桑的面庞上，个
体样本具有了群像意义。还有船民老
欧一家上岸的故事、澳角渔民们的诗和
远方、霞浦青年姜瑜的乡建梦……人们
充满劳绩，但仍然对海洋充满虔诚和敬
畏，勇敢而诗意地栖居在“这片海”，在
生活世界寻得一捧清甜。创作者在以
视听语言展开的关于海洋与人的互动
关系释读中，无疑发掘并凸显了这种

“诗性精神”。
在“这片海”中，文学、海洋与

人类的生存方式相互映照。人是文学
和海洋的连接点。在海浪与人的激荡
下，溢流出文学与诗歌，它们既是思
想的凝结，也是生命的旋律。而海洋
文学的这场跨媒介旅行，是对人的生
存状态、生活方式的诗意凝练。由
此，这部文化短视频不仅有了诗学气
质，也具有了人类学价值。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视
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

《听见这片海》：海洋文学的跨媒介旅行
□韩飞

2月的深圳，鹏城春早。
19日至23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深圳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新媒体短片
节在深圳举行。短片节上相继举办了“金鹏之
夜”盛典、大湾区网络视听创作创投发布会、全
国微短剧产业生态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深圳湾微
短剧之夜等活动，聚焦“两短两微”（短片、短
视频、微短剧、微电影）的发展趋势，探索其专
业化与社会化的创作、生产、传播、运营机制，
继续书写“两短两微”领域“春天的故事”。

传统广电加速进入赛道

短视频以轻量化、即时性、强交叉等特点，
正在加速重构网络视听的内容生产与传播逻辑，
成为文化传播和国际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范宗钗表示，短视频带来全民
创作的时代，需要以垂直深耕为基础，打造差异
化内容；以技术赋能为动力，提升内容的表现力
和感染力；以生态协同为纽带，实现资源的优质
配置和高效利用；以专业赋能创意为引领，共同
推动高质量短视频在海量内容中脱颖而出。

在“两短两微”赛道，传统广播电视机构正
在以专业化的生产队伍，推动视听产品从电视端
向新媒体端覆盖。“我们以前的核心是电视端，
现在要进入新媒体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
新媒体中心内容运营一部副主任杨娜介绍，总台
在短视频领域的发力点，是找准自身定位，围绕
定位做精细化运营，在细分赛道打造精品内容；
打通自身平台链条，通过内部资源整合电视端和
新媒体端、出海端和国内端，扩大视听产品的影
响力；以“微短剧+晚会”“微短剧+综艺”等形
式，拓宽微短剧的资源范围。

无论横屏竖屏还是大屏小屏，优质内容依然
是产品流通的“硬通货”，是传统广播电视机构
在“两短两微”生态中赖以生存之基础。在这一
领域，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旗下芒果TV通过“+
内容”“+渠道”“+资源”“+题材”“+IP开发”

“+技术”等，进行差异化布局。芒果TV大芒计
划工作室总经理周裘介绍，在微短剧融合宣传文
旅项目（“微短剧+文旅”）中，湖南卫视做上
线和引流，芒果TV做引流和转化，抖音蓝V创
作矩阵做二次创作和发酵，海外 APP 做品牌赋
能；在国家广电总局推出的“微短剧里看品牌”
创作计划中，芒果 TV 通过剧场化、综艺衍生
化、系列化等方式，将“微短剧+品牌”蛋糕做
大，让更多品牌方加入到这个赛道中来。

用小体量记录大时代，将大流量转为高质
量。广电行业的系统性改革，正以大屏和小屏双
向互动、横屏与竖屏双线齐发，共同推进中国

“大广电、大视听”奔涌向前，并出现了全民共
建、全民共创、全民共享、全民共赢的局面，人
人都成为视听内容的表达者、创作者和接受者。

小成本撬动大收益

在全媒体时代，“两短两微”与千行百业都
发生着关联。

比如，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宏分享了
“短视频+教育”的思考，在他看来，短视频的
“短、平、快”与传统教育讲求的“深度、体
系、精准”并不矛盾。“短视频的崛起，引发了
新时代的传播和交往革命，正深刻改变着信息传
播的方式和人们交往认知的模式，为教育国际化
开辟了新赛道。”陈宏说，“对于教育国际化而
言，短视频不仅是一种传播工具，更是一种跨文
化沟通的语言。通过短视频，不同国家、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彼此的教育模
式、文化特色和价值观念。”

利用“两短两微”进行社会化生产传播，深
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处处长王岭颇有心
得。他介绍，深圳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有1800万
用户，目前有5名编辑，现在开始拓展至抖音、
哔哩哔哩（B站）等平台，其中抖音单品剧的流
量基本在1000万至5000万之间。王岭表示，运
营团队深耕医学专业科普领域，并有12万名医
生支持内容生产，在医学科普公共素养上发挥了
专业部门应有的作用。

当下与千行百业建立了最密切联系的莫过于
微短剧了。本届短片节上发布的 《微短剧投流
白皮书》 显示，在过去两到三年里，微短剧一
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27年会
突破千亿元的规模；2024 年，微短剧的投流规
模大约330亿元，预计到2027年可能会超过460
亿元。

红果短剧总编辑乐力认为，微短剧具有投资
成本低、运转周期快、故事趣味性高3个特点，
这直接决定了“微短剧+千行百业”的可行性。
这会让千行百业有极强的意愿去跟微短剧拥抱，
利用微短剧以小成本撬动大收益，“微短剧+”
的广度与深度就体现在这里。

深圳市慧动创想科技有限公司 （DataEye）
首席执行官汪祥斌介绍，“微短剧+”不断“破
圈”，成为一种新的营销手段，“+文旅”“+游
戏”“+餐饮”“+公益”是大趋势。从行业的数
据来看，微短剧不断进行题材创新，满足了多元
化的人群情感需求，社会热点也给微短剧提供了
宽广的创作空间。

“大屏小屏互动、横屏竖屏联通，开启了广
电系统性改革新局面，全场景的开发实现了微短
剧赋能千行百业的生态建构。”中国传媒大学视
听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晖认为，商业模式的创
新、出海故事的讲述、精品化的发展，是为微短
剧向前发展保驾护航的根本和关键。

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新媒体短片节看到——

“两短两微”正加速
赋能千行百业
□本报记者 徐平

2月20日至21日，在首届中国电
视剧制作产业大会暨第十届中国 （深
圳） 国际电视剧节目交易会上，来自
网络视听平台的多位代表围绕行业面
临的痛点与趋势、挑战与机遇，与影
视行业生态各方主体展开对话，以其
鲜明的态度回应了“流量与精品之
争”“技术与内容之辩”。与会代表达
成共识，无论剧集长短，还是屏幕横
竖，一切应以服务观众、用户为中
心，依赖流量，内容“注水”，终究不
是影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

集数争议？
观众喜欢最重要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龚宇认为，对影视行业
而言，内容集数、时长规格、演员流
量、投入成本等问题都不是最重要
的，尊重创作规律、尊重创作者、尊
重观众选择、能够合理有效控制成
本、用新技术推出精品力作，一切以
观众为中心的创作才是最重要的。

“最近行业争论的传统剧集的集
数、每集时长等话题，大家有不同的
看法，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观众喜
不喜欢你的作品。在受到观众喜欢的
前提下，创作者可以因人而异，有自
己不同的想法。”龚宇认为，在满足观众
需要的前提下，尊重创作规律，不能限
制剧集长短，盲目以剧集长短、单集时
长作为考量标准，不尊重故事叙事发
展，强行“一刀切”。“通过加很多过场戏
或者加很多不必要的分支等方式，来增
加集数、增加收入或者增加某种曝光，
这些都是会被淘汰的。”龚宇说。

对于剧集的集数、每集时长，易
凯资本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兼首席执
行官王冉从市场发展分析剧集产业的
底层商业逻辑，“短剧不代表行业的未
来，但仍然是行业非常重要的一个组
成部分。长剧的模式在于续季和衍
生，有续季才能有衍生，核心是有续
季。”在其看来，长剧集的核心在于将
来能用更少的集数、更大的单集和单
季投入，打造可以续季和衍生的 IP。
短剧是剧集行业的补充，起码今天的
形态不能代表行业的未来。部分短剧
未来或走向精品化、续季化，多数短
剧谋求电商和广告变现。

从剧集产业的底层商业逻辑出
发，通过对比美剧，王冉分析判断：

“长剧的集数变少，单集时长变长，每季
总时长在下降。”即平均集数从原来20
多集一季到现在10到12集一季。故事

更紧凑，节奏更快，同时意味着在更短
时间内会投入更大的制作成本。

流量至上？
剧本方为“一剧之本”

对于“内容为王”这一观点，腾
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在线视频首席执
行官孙忠怀说：“好内容才是王，平庸
的内容会破坏行业。”“剧本的专业
性、独特性、文学性、艺术性是最终
决定一个项目成败的关键要素，腾讯
视频讨论项目、评估决策的最主要对
象就是剧本。”孙忠怀表示，在腾讯视
频内部的选题机制中，剧本的重要性
不是说说而已，除非极特殊情况，剧
本不好的项目是肯定不会被批准投资
制作或者合作的。

优秀的故事来自哪里？“文学名
著、大IP、重大事件等都是可能的来
源，但来源不等于剧本。”孙忠怀说，

“好的剧本来自专业的编剧，以专业和
专注的创作态度，历经艰苦的创作过
程才能得来。”

对于演员的选择，腾讯视频明确
反对“唯流量论”“唯市场热度论”。

“首先要强调演员类型、表演能力、近
期状态等与角色的适配度，把‘适
配’作为最主要的出发点。”孙忠怀介
绍腾讯视频的选角标准，“哪怕是顶级
的演员，如果对参与项目没有全身心
投入的承诺，依然不是一个好的选
择。适配的演员，加上超常的热爱与
投入角色的表演，才会贡献出上乘的
艺术表达。”

与孙忠怀所言“适配”观点不谋
而合，龚宇也认为，流量不是最重要
的，最重要的是表演、角色的匹配度
等。当前，观众越来越专业，评论的专
业度、逻辑性越来越强，演员的表演匹
配度和能力更加重要。“只有流量的演
员一定会被淘汰，只用流量演员的团
队、主创人员一定会被淘汰。”龚宇说。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内容创作者的
重要性，各平台也纷纷推出扶持办法，
以期构建影视行业高质量创作生态。

“2025 年，抖音短剧在产品策略
上，将丰富短剧入口，提升用户追剧
体验。”抖音精品短剧负责人钱立立介
绍，在商业化方面，抖音依托自身变
现基础，为创作者提供多元变现方
式，助力内容创作；在合作政策上，
投资出品模式加大投资比例，降低创
作者门槛和风险，版权合作给予不同
等级合作金，还提供宣发运营服务，
推动短剧精品化发展。

与抖音反哺内容创作者的方向趋
同，红果短剧总编辑乐力表示，由于
整个端原生模式 （指抖音、快手等平
台自带的短剧付费功能） 的发展，微
短剧能够适当地降低对于投流 （指将
产品或服务通过广告手段投向市场）
模式的依赖，在其产值中能够分给内
容创作者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并且
在未来还会持续提升。

AI取代？
最好的不会被淘汰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影

视生产传播领域，贯穿前期策划、中
期摄制、后期制作及宣传发行等各个
环节。尤其是近期，DeepSeek-R1 模
型上线，各个行业都在接入DeepSeek。
除了生文模型外，文生图、图生视频
模型也几乎是一周一次炸裂式更新，
令人眼花缭乱。

生成式AI对影视行业是否会造成
颠覆性影响？这也是影视行业从业者
普遍关心的问题。

《县委大院》《对手》《面具》编剧
王小枪觉得本次活动对微短剧讨论太
多，对AI冲击讨论太少。尤其有一点
值得全行业警惕，“我听说有些公司或
平台组织人喂给AI一些剧本，这中间
有没有版权的问题？”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副会
长、制片人、编剧白一骢则在论坛
中预言：“当番茄+豆包+即梦，一
键生成视频，观众自选演员、画风
定制内容时，我们行业就完蛋了。”
他坦言自己“开着四个 AI 模型辅助
写剧本”，但强调“取代编剧的不是
AI，而是观众手中的选择权”。同时
他也表示：“AI 已能写出比多数人更
好的剧本，编剧要么做顶尖，要么
被淘汰。”

对此，龚宇说：“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虚拟拍摄技术不是最重要的，但是
不关心或者抵触不用这些新技术的人
和团队一定会被淘汰。”

相比各位创作者的感性，王冉则
理性很多，他分析道，随着技术的不
断成熟，未来AI对影视制作行业的影
响首先是成本和效率，其次才是创意
和生成。“长期来看，生成式AI的确
会取代一部分创意人员，但与此同时
也会让另一部分创意人员变得更加强
大和独立。”

“今天，AI 成熟度与潜在商业价
值的匹配度还不够高，往往潜在商
业 价 值 大 的 地 方 （如 虚 拟 场 景 生
成、炸裂场景特效、表演替代） AI
还不够成熟，而 AI 相对成熟的地方
（如字幕和翻译、剧本打分、群演替
代），其价值对整个制作成本又没有
结构性的改变。”王冉预言，向前看5
到10年，影视创作领域最值得期待的
AI应用应该是基于生成式AI甚至AGI
（通用人工智能） 的AI创作、AI全自
动生成 （尤其是短剧和短视频） 以及
AI人物及衍生价值链创造。这方面AI
有着巨大的发展和价值贡献空间。尤
其是在微短剧领域，AI在两三年内就
会展示更加成熟的内容创生能力并产
生显著的价值。

网络视听平台回应“流量与精品之争”“技术与内容之辩”——

尊重创作，共同迎接“下一部好剧”
□本报记者 徐平

首届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会吸引了众多业界人士参与。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