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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察

由爱奇艺出品，爱奇艺桃乐奇工作室打
造，中视同成、紫均影业、慈文传媒、撑伞
影视联合出品的《燃罪》正在爱奇艺热播。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火灾调查员的电视剧，该
剧自开播以来便引发了广泛关注。剧集以落
地写实的手法细腻展现了火调员、法医、刑
警三种不同职业的工作模式及通力协作状
态，通过单元探案与主线交织的叙事，将火
场废墟中的真相与人性的挣扎层层剥开，不
仅展现了火调员这一冷门职业，更以高能案
件为切口，探讨了火与罪、真相与人性之间
的复杂关系，在潜移默化的科普中呈现了社
会性思考。

冷门职业与硬核叙事碰撞

不同于传统刑侦剧中警察、法医的常规
视角，《燃罪》首次将镜头对准火调员——
这群在灰烬中寻找真相的“火场侦探”。剧
中，张云龙饰演的消防火调员许同生，因父
母死于一场蹊跷火灾，执意投身火调行业，
誓要揭开旧案谜团。他与法医靳椿（蔡文静
饰）、刑侦副大队长沈野 （代旭饰） 为应对
重大火灾案件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组成了联
合调查小组，以专业视角破解多起火灾背后
的罪与罚。

《燃罪》 的亮点之一，在于其对火调
员、法医、刑警职业特性的深度刻画，使得
剧集专业性与真实感并重。在前 10 集中，
剧集通过大量细节还原火调工作的严谨流
程：从显微镜分析电线熔珠判断起火方式，
到三维建模还原火势蔓延路径；从化学残留
物检测判断助燃剂类型，到声音波段分析锁
定现场情况。如在“双生子汽车爆炸案”
中，许同生通过模拟系统，模拟出助燃剂泼
洒的位置、方式和角度，对比事故车内部实
际助燃过的蔓延痕迹以及斑点情况，推断车
内曾有第三人存在。这些硬核技术手段的呈
现，既凸显了职业特性，也让观众得以窥见
火灾调查的科学性与复杂性。

为了尽可能真实呈现，主创团队在拍摄
前期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收集了诸多火
灾案件资料，得到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全
程指导，江苏省内消防火调专业人员提供技
术支持，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制作均在专家指
导下完成。同时，为了还原真实的火场状态，
创作团队反复研究真实火灾案例，分析不同
火源、助燃物、燃烧物所造成的火场特征，精
心设计每一个场景的布局和细节，为剧集质
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单元案件与主线交织

《燃罪》在设计叙事结构上可谓匠心独
运，采用了“单元案件+主线交织”的形式，每
个单元案件既独立成章，又与主线剧情紧密
相连，在前10集中，平均每3集就破解了一个
独立案件，节奏紧凑又层次分明，层层递进的
氛围营造带给了观众沉浸式的观剧体验。

剧集源于现实，也落于现实，剧中火场
的背后其实是社会的镜像。在“颈环炸弹挟
持案”中，女记者因调查企业黑幕遭灭口威
胁，以命护证据的悲壮映射舆论监督的困
境；在“直播爆炸案”中，以家暴受害者的
挣扎与反抗，探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循环，
面对暴力不要沉默等议题。而贯穿全剧的主
线——许同生父母的死亡真相，始终萦绕在
许同生和观众心中。随着调查深入，韩氏集
团的黑幕逐渐浮出水面，也让案件更加扑朔
迷离。这种单元与主线双重交织的形式，既
保持了单集观剧的爽感，又通过长线伏笔强
化了剧集的厚重感。

同时，消防知识科普融入剧情之中，进
一步增强了剧集的现实意义。剧中穿插了电
动车电池爆炸、燃气泄漏自救等实用场景，
警示观众日常消防隐患。这种叙事方式既服
务于剧情推进，又传递了公共安全意识，实
现了艺术性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

《燃罪》以其独特的题材创新与扎实的叙
事手法，不仅填补了国产剧对于火调员的类
型空白，更通过火灾这一极端场景，照见了人
性的光明与晦暗。正如剧中所言：“只要做过，
就会留下痕迹，就算被火烧过，也一样。”该剧
通过一场场火灾案件，让观众看到了真相的
重量，也感受到了正义与坚守的力量。剧集以
火为鉴，为观众照亮现实与理想的交界，看见
了对职业、人性与社会的深刻思考，亦为类型
剧集市场注入了新鲜活力。

《燃罪》：

以火为镜鉴人性
□本报记者 齐雅文

随着数字技术、社交平台与用户观
看习惯的加速变迁，中国影视行业正在
迎来新一轮结构性转型。其中，以

“短、快、精”为特征的微短剧迅速
“破圈”，成为内容产业增长最快、热度
最高的领域之一。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出台规范政策、多个主流平台发力布
局、内容公司积极探索的共同推动下，
2024年被业内誉为“微短剧元年”。

在此背景下，第二届上海微短剧
大会近日在沪举办，来自高校、平
台、制作机构以及国际同行的嘉宾围
绕“内容创新、精品化路径、技术赋
能、文化出海”等议题展开深入交
流，展现出微短剧产业日益蓬勃的现
实面貌和未来潜能。

精品内容生态升级

微短剧有多火？可以看一组数据：
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500亿
元，用户规模达到6亿，成为全球市场
的领军力量。上海微短剧行业产值达
70 亿元，去年出品近 2000 部微短剧，
平台共上新约3万部。今年，上海计划
继续统筹设立约 5000 万元微短剧扶持
资金。

随着技术发展与平台介入，微短
剧制作呈现高度工业化趋势，核心竞
争力日益显现。腾讯在线视频影视内
容制作部副总经理李啦介绍，腾讯视
频依托多年横屏短剧创作经验，已形
成“横竖互促”的微短剧内容矩阵，
未来将通过“生态焕新、内容出新、
融合向新”三大策略推动微短剧高质

量发展。
“我们不仅验证了‘横竖互促’模

式的长期可行性，也实现了精品内容生
态的全面升级。”李啦表示，精品微短
剧的发展不仅是内容创意的竞争，也离
不开平台的产品能力、分发机制和技术
支持。“例如在春节档热播的《今人不
见古时月》《师父》《反诈风暴》 等作
品，均实现了内容价值与社会影响力的
双重突破。”

华策影视集团总裁傅斌星从传统影
视公司转型的角度指出：“微短剧不是
长剧的对立面，而是相互融合、生态共
生的新路径。”傅斌星表示，长剧的沉
浸叙事与微短剧的爆发表达应形成“文
火温养+武火燎原”的互补格局。“长
剧守匠心，讲情怀；微短剧追效率，讲
情绪。只有两者共生，才能真正打通
IP的多形态、全链条运营。”

作为平台方代表，抖音精品短剧负
责人钱立立发现，“精品微短剧要做到
雅俗共赏，真正打动用户。正向的情绪
价值、经典的故事结构、社会的共鸣议
题，是爆款作品的核心三要素。”她指
出，春节档热播剧《家里家外》《夫妻
的春节》《河豚小姐》均以现实议题切
入，展现了家庭、亲情、性别关系中的
情感细腻度，引发了用户的高度共鸣与
讨论。

“当创作者看见用户，用户也会看
见创作者。”钱立立强调，抖音将在平
台策略上强化用户的“追剧感”，优化
内容推荐系统，实现“平台托管+创作
者自由”模式，为微短剧行业持续注入
活力。

中国故事连接世界

从“内容新物种”到“文化新载
体”，微短剧正处于从快节奏流量赛道
走向高质量精品表达的重要转折点。借
力平台推动、技术赋能、内容深耕与全
球布局，这一全新内容形态正在重塑中
国影视产业的版图，也为中国文化在全
球舞台赢得更多关注与尊重。

据嘉兴九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席
首席执行官仲佳奇介绍，九州文化目
前已形成“国内剧本创作+全球分发
运营”的模式，在国内建设稳定的制
作体系，通过自有平台 ShortMax 与
99TV 覆盖全球 2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实现微短剧出海。“海外微短剧年市场
规模预计可达 40 亿美元，两年内有望
增长至400亿美元。”仲佳奇表示，“AI
工具的应用，让我们能在40至50天内
完成从剧本到上线的全部制作流程，效
率大大提升。”

仲佳奇透露，九州文化正在加快
“IP 衍生+国际化”进程，推出如 《庆
余年之帝王业》《昭世录》等IP延展剧
集，并与日本朝日TV联合出品《大富
豪的孙女》等本土化剧集，实现本土情
感和中国叙事的融合。“我们相信微短
剧是文化出海的重要形式，也是激发
IP价值的下一站。”

傅斌星介绍，华策影视集团已着手
开发如 《资治通鉴》 经典 IP 微短剧、

“去有风的地方”系列衍生微短剧，并
运用自研 AI 大模型“有风”和“国
色”赋能剧本评估、内容翻译与多语言

输出，为微短剧全球化提供技术支持。
“文化出海要从好内容出发，微短剧将
成为中国故事连接世界的有效路径。”

再短不能短创作

微短剧虽短，但创作意识不容忽
视。“微短剧是电影、电视剧的革新，
它为适应现代社会碎片化的生活方式提
供了新的创作路径。”上海戏剧学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黄昌勇认为，微短剧的

“微”与“短”并不意味着降低艺术水
准，反而对“剧”这一核心特征提出了
更高的艺术性要求。

黄昌勇进一步指出，微短剧的兴起
源自网络广告演进，而从短视频到微短
剧的转变，实则是视频艺术形式的高
度融合与升级。他强调，微短剧不是
短视频的再包装，而是具有独立创作
逻辑的艺术形式，需要业界系统研究
其叙事机制、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

“微短剧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剧’字，
尽管时间短，但它必须具备剧集的艺
术性与叙事性。”

简而言之，微短剧创作对从业者
提出更高的要求。黄昌勇表示，短视
频由于时长短、创作周期短，往往专
注于单一情节或搞笑元素，而微短剧
则是将电影和电视剧的艺术特质与短
视频的便捷性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全
新的创作方式。他说：“对于微短剧的
创作而言，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
丰富的情感体验，通过精简的叙事最
大化地传递情感与思想，是创作者面
临的巨大挑战。”

微短剧：从“内容新物种”向“文化新载体”演变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微短剧，这一诞生于高速无线互联
网和智能手机交互时代的视频形态，正
以惊人的速度重塑影视行业的格局。而
作为长视频平台积极“拥抱”微短剧的
代表，爱奇艺在内容开发、制作整合上
的经验和优势，为微短剧精品化打开想
象空间。

近日，在江苏苏州举办的“爱奇艺
荧光之夜——2025 微短剧盛典”上，
爱奇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龚宇回顾了
微短剧在过去一年中的蓬勃生长，并以
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为这一新兴赛道提
供了“爱奇艺方案”。

分类发展，“短”“微”双轨并行

整个微短剧赛道，爱奇艺是首个将
短剧、微剧分类命名，并制定针对性策
略分类发展的平台。

根据分类规则，爱奇艺将每集时长
5分钟以内、以竖屏为主的微短剧简称

“微剧”，把每集时长5—20分钟、以横
屏为主的微短剧简称“短剧”。“这对于
创作者的赛道分流、行业的商业模式进
化以及管理部门的分类指导，都具有很
好的借鉴意义，希望进一步探索实
践。”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
管理司司长冯胜勇在当天的致辞中充分
肯定了爱奇艺的分类探索价值。

根据现场发布的数据，爱奇艺以分
类发展方法切入微短剧赛道的努力，在
短短几个月间就取得了突出成绩。

自2024年11月批量上线微短剧以

来，爱奇艺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微
剧频道 （不含短剧） 已成为第三大频
道，仅次于长剧、电影。微剧频道目前
已上线超万部作品，与业内头部微剧平
台规模相当，且已覆盖了市场上95%的
头部微剧合作方。

短剧方面，爱奇艺也迎来了爆发性
增长。在 2024 年全行业短剧上线 395
部，与 2023 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爱
奇艺上线短剧的数量从2023年的16部
增至 2024 年的 56 部，是 2023 年 3 倍
多。2024 年全行业有效播放量排名前
五的作品中，爱奇艺的《原罪》《侯府
夫人不好当》《孔雀圣史请动心》分列
第一、四、五位，其中《原罪》的票房
突破了3000万元，成为2024年全网短
剧TOP1。

爱奇艺现场发布了 47 部全新微短
剧片单，其中微剧片单有《藏峰之醒狮
少女》《春风戏纸鸢》《深宠》《他是人
间理想》《陛下，臣的真心藏不住》
等，涵盖青春、奇幻、古装、甜宠等年
轻化内容，短剧片单有 《大王别慌张
2》《少爷和我 2》《原罪 2：无光角落》
等热门 IP 系列的续作，以及 《朱雀
堂》《这个夏天结束前》《真相半白》等
多元化精品。

源头给水，计划密集启动

微短剧的早期发展曾被“野蛮生
长”所定义。单篇付费模式下，创作者
往往追求短时间内抓住用户眼球，导致

剧情设计过于碎片化，甚至充斥低俗内
容。然而，龚宇明确指出：“我们要继续
提升作品的审美品位、价值内涵，当观
众邂逅了至美的艺术体现，体会到作品
的余韵悠长，就会对低级趣味的审美庸
俗化的表达产生抵触和疏离。我们要在
主流价值的表达上深度挖掘，在充满张
力的剧情里完成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宣
扬，用良币驱逐劣币。”这不仅是对微
短剧内容升级的呼吁，更是对行业未来
发展的期许。

爱奇艺的战略清晰可见。自2024年
11月大规模上线微短剧内容以来，平台
通过丰富内容库和推动精品化创作，逐
步满足观众对“即时化、轻量化娱乐需
求”和“沉浸式、深度化情感体验”的
双重期待。爱奇艺高级副总裁杨海涛进
一步阐述了平台的精品化策略：通过建
立完善的内容生态，在控制自制比例的
同时，以“小比例投资、分成、保底分
成”等合作模式，鼓励创作者打造多元
化、高品质的作品。

盛典现场，爱奇艺发布了新的合作
计划，比如精品微剧千部计划、精品短
剧百部计划、百部港片微剧计划、普法
微剧万集计划等。

值得一提的是，爱奇艺并未将微短
剧与长剧对立，而是致力于构建“长加
短”的内容生态。龚宇说：“无论长
短，我们希望观众都能在爱奇艺看到非
常喜欢的好内容。”这种策略不仅拓宽
了用户的选择空间，也为微短剧的题材
拓展提供了可能。

分层运营，变革商业模式

同时，为了做好用户分层运营，爱
奇艺已经明确爱奇艺 APP 和爱奇艺极
速版的不同定位，爱奇艺极速版未来会
改名为“爱奇艺微短剧”，成为独立的
微短剧APP。

“此前用户花 100 元，但到制作、投
资者手里只有5—7元，这显然是不合理
的分配结构。”龚宇表示，微短剧的下一
个突破将来自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早期
微短剧采用呈点状的投流付费模式，即
用户看几集买几集的模式，但其中创作
者和投资者分成极少。随后，免费模式和
会员模式相继诞生，创作回归线性。从产
业结构看，广告和会员收入中，一半甚至
70%—80%会回到创作者和投资者手中。
这样的模式也更接近传统影视创作思
路，不仅能让创作者用心讲好故事，也有
助于用户行为从追求简单刺激转向高级
审美，进而推动微短剧行业实现精品化。

爱奇艺副总裁、智能广告中心总经
理王瑞阳提到，全新升级的“奇起”营
销投放平台将通过AI技术提升广告变
现效率，同时助力优质内容精准触达用
户，实现流量价值最大化。

“微短剧的新赛道需要的不是野蛮
生长的投机者，而是心怀敬畏的追梦
者。”正如龚宇所言，“只有用匠心守护创
作初心，以精品致敬伟大时代，我们投身
其中的每一个人，才能带着尊严与骄傲
讲好中国故事和普通人的追梦故事。”

爱奇艺“升维”微短剧

长短都好看，横竖皆精彩
□本报记者 杨雯

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
当下，网络视听平台正成为丰富演艺行
业格局的核心力量之一。抖音直播间
内，从非遗木偶戏惊艳绽放，到“天下
第一团”非遗直播周百花齐放，直播平
台不仅打破了传统演艺的时空限制，更
通过技术创新与模式变革，为传统文化
传承注入新动能，为青年人开辟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空间。

传统演艺行业长期存在的“金字塔
式”人才结构，使得大量青年人尤其是青
年演员面临登台难、曝光少的困境。网
络视听平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
面。以抖音为例，2024年该平台传统表
演艺术类直播场次突破1.01亿场，同比
增长 34%，其中 220 余家文艺院团的
3446名演员完成23万场线上演出。这

种“零门槛”的展示机制，让青年演员得
以跨越剧场围墙，直接触达数亿观众。

福建提线木偶戏演员蔡冬梅的转型
颇具代表性。通过抖音直播，她将濒
危的“丰归木偶戏”以动态短视频形
式呈现，单条视频播放量突破千万，
百万粉丝中，“90后”占比达65%。这
种“线上练兵—线下开花”的模式，
使以青年演员为代表的年轻人既能积
累实战经验，又能通过粉丝反馈优化
表演风格。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吴文科
所言，直播平台让青年演员成为文化
传播的“轻骑兵”，在虚拟与现实的交
织中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向
提升。

网络视听平台的技术优势正在改
写传统文化传播的基因图谱。2023 年

抖音“天下第一团”非遗直播周期间，
70 部濒危戏曲作品通过多机位高清直
播，吸引 6420 万观众在线观看，弹幕
互动量超百万条。这种沉浸式体验不仅
让《牡丹亭》《白蛇传》等经典剧目焕
发新生，更培育出“云观众”这一新兴
群体。数据显示，观看直播后选择线下
观演的用户同比增长47%，不仅形成了
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消费闭环，也解决
了传统艺术受众单一、年龄偏大和变现
难的问题。

吴文科认为，传统文化演艺团体借
助直播解决了场地设备限制、演出频
次、观众覆盖的问题，在既有的市场规
模之外开拓了新的线上市场。大众通
过直播，看到了更多传统文化优质内
容，唤醒了大众爱好传统文化的热

情，为文化产业扩大了受众群体，有
利于拉动传统文化相关产业发展及就
业。直播平台的传统文化浪潮，标志
着行业正从单纯的内容搬运向文化价值
生产体系全面升级。

在技术与艺术的深度融合中，网络
视听平台也在重塑文化生态的底层逻
辑。抖音推出的“非遗合伙人”计划，
通过“直播+电商”的双轨收益模式，
使陕北说书艺人张树武的年收入增长
30 倍，带动 200 余名民间艺人入驻平
台。传统文化掀起观看热潮，这不仅是
传播渠道的革新，更是文化生产范式的
颠覆性变革。这些创新实践证明，直播
平台正成为培育文化“新物种”的沃
土，在虚拟与现实的交响中，谱写传统
艺术的时代新篇章。

虚拟与现实交响，谱写传统艺术新篇章
□张小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