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5月7日 ■星期三 ■责编：齐雅文 ■版式：王书亮 ■责校：魏铼
电视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

当前，广电视听行业正处于深层次
变革期，技术迭代、多端融合、AI加速涌
现，推动创作逻辑与产业格局全面重
构。4月24日上午，以“剧势焕新，共生
共长”为主题的2025首都视听节目春交
会产业发展论坛成功举办。来自行业内
的多名从业者、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
探讨交流如何在追求效率与创新的同
时，坚守内容为王，拓展表达边界，讲好
中国故事，传递时代精神。

长短剧呈共生交融之势

长剧和短剧如今已成为各大行业论
坛的热门讨论话题，此次也不例外。中
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首
都视听产业协会创作规划指导委员会主
任李京盛总结出目前长剧创作现状的3
个短板，即制作时间长、资金投入量大
和观看时间成本高。而这3个短板，也
恰恰是当下微短剧所拥有的3个优势：
制作周期短，对社会现象和情绪保持敏
锐观察和快速反应能力；制作成本低，
减轻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时长短，提
高了人们对碎片化时间的利用率。

李京盛认为，长剧和微短剧之间的
竞争，行业应该保持这样的心态：长剧
对微短剧去除鄙视心态，微短剧也要弱
化独霸市场的野心。“从现在的影视播
出市场来看，长短剧之间长期共存、携
手共进，形成中国影视产业新的节目形
态和产业形态是完全可能的。”

“审视长短剧的关系，它们从来不
是非此即彼的对手。长剧的厚重底蕴与
短剧的轻盈灵活，正在形成新的创作生
态。”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完美世界
影视业务负责人曾映雪表示，完美世界
影视已经摸索出3个关键融合点，在创
作层面，将短剧的紧凑叙事、节奏感带
入长剧创作，同时尝试在短剧中融入长
剧的人物塑造技巧和情感表达方式；在
IP 运营方面，构建长剧加短剧的 IP 联
动，让同一 IP 在不同的载体中释放多
元价值，让 IP 生命力持续增值；在人
才层面，鼓励创作团队在长短剧项目间
交叉实践，长剧团队从短剧中汲取互联
网用户思维，短剧团队向长剧学习工业
化的制作标准。

长短剧的融合，在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副主任、广播
电视规划院党委委员邓向冬发布的一组
数据中有着直观体现。从 CVB（中国视
听大数据）统计来看，剧集体量在持续瘦
身，2024 年的首播剧平均集数降至 33
集，2025年一季度降至30集。2025年一
季度，有54部微短剧登陆了卫视频道，收
视户次超过4.6亿，是2024年一季度微短
剧在大屏收视规模的12.7倍，表明微短
剧已经成功吸引了长剧的观众群体。

长信传媒董事长郭靖宇也预测，未
来，精品短剧和优秀长剧的界限会越来越
模糊，短剧欣欣向荣，但长剧永不落幕。

把握行业趋势创作精品

“把握大势才能把握行业发展的趋
势，才能够找到发展的落脚点，把工作推
上一个新台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
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燕南提到，今
年年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了全年
十大重点工作，第一项就是实施广播电
视和网络视听精品创作工程。他表示，
这要求全行业找准选题，在此基础之上
进行再创作，体系化推进各类型多题材
的精品创作。既要加强自上而下的整体
谋划，也要注重自下而上的个性化创作，
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做到上下贯通，
形成精品创作的生产合力。

《我是刑警》便是一个从选题策划之
初进行体系化创作的典型案例。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
制片人徐萌介绍，经历了8个月采访200
多位一线刑警后，剧本确定了现实主义
风格，并开始寻找“爆点”。“《我是刑警》
最根本的逻辑，就是在行业发展的大结
构中找到矛盾点与痛点构建事件与冲
突。沿着这个逻辑，展示刑侦发展走向信
息化、科技化、规范化的艰难历程。”

爱奇艺自制迷你网剧《我的阿勒泰》
大获成功，对此，爱奇艺副总裁、总编辑
王兆楠表示，编剧和导演没有采取宏大
叙事，而是从哈萨克族人民的日常生存
哲学、自然共生的生命观切入，讲述了

“小而美”的个体故事。陌生化的审美、
个体化的叙事、普世性的情感，这是《我
的阿勒泰》“破圈”的关键。

近年来，长信传媒凭借《唐朝诡事
录》《灵魂摆渡》等系列剧集，成功打造出
了自己的原创IP，收获了稳定的观众群
体，可谓市场和口碑兼具。郭靖宇透露，
未来他们还将深度开发《唐朝诡事录》系
列剧集，让这个IP持续陪伴观众。

新媒体时代，观众对于创新性、艺
术性、情感共鸣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更
加强烈。曾映雪介绍，在长剧创作方
面，完美世界影视主要聚焦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能够捕捉时代精神，展现
社会变迁与个体命运的交织，让观众有
代入感。第二个方向是传承文化使命，
讲传统美学与现代叙事融合的故事，这
类作品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

的文化价值。对于短剧，完美世界影视
拒绝“流量至上”的粗放模式，坚持以
内容为核心的创作底线，以技术创新打
造差异化竞争力。

先进技术已贯穿创作全流程

视听文艺精品，正在被先进技术重
新定义。祝燕南说：“过去，一个好的创
意拍出来，讲好一个故事就是精品。但
今天不一样，创意很重要，怎样实现创意
更重要。最先进的技术重新定义了精品
的内涵，全行业、整个生产产业链，都应
高度重视技术产业的应用，特别是新生
技术的产品在行业链条上发挥的作用。”

据CVB的数据观察，微短剧正在经
历三大变化，其中一点就是技术赋能视
听新想象，激活微短剧收视能量。邓向冬
介绍，微短剧借助AI生成剧情互动、VR
沉浸等先进技术，挖掘微短剧创新点。例
如缉毒题材微短剧《师傅》让观众决定剧
情走向，在电视端收视户次超 1558 万，
在腾讯视频端播放热度创该平台互动剧
热度的纪录，居现实题材剧首位；《四时
花开》用AI展现国风之美，大屏端收视
户次超1.3亿，技术与艺术的碰撞让微短
剧从流量快餐升级为品质盛宴。

AI 技术也为微短剧出海贡献了重
要力量。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与人工智能
学院双聘教授邱章红表示，他们在微短
剧出海过程中遇到了跨语境翻译与本地
化策略失效、语言失真、文化误读、叙
事冲突等问题，导致海外用户接受度不
足，先进技术便成了好帮手。他举例，
银湖微短剧智能化创作平台可以克服跨
语境的故事叙事障碍，将内容进行本地
化，对相关违禁信息和敏感信息伦理制
作出知识图谱等。

在剧本创作方面，王兆楠介绍，爱奇
艺自主研发的剧本工坊，不仅能帮助编
剧更快地发现具备改编潜力的好故事，
还能分析故事情节设置的节奏，分析观
众情感的起伏变化，帮助编剧把故事打
磨得更精彩。但他还说：“今天，AI能够
帮助我们了解观众、洞察人心，但是永远
无法替代人性的表达。要讲好人的故
事，必须回归创作的初心。探寻当代中
国人的情感原乡、心灵归宿和精神密码，
这才是创作的价值和魅力。”

2025首都视听节目春交会产业发展论坛上，专家热议剧集行业——

坚守内容为王 拓展表达边界
□本报记者 齐雅文

历史底蕴、匠心传承；亘古亘今、日
新又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
旅游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
里的中国》已经行至第三季，节目全方
位展现非遗的技艺智慧、文化底蕴、人
文内涵与美学价值，以新技术、新创意
拓展非遗于新时代的无限可能，在全国
掀起阵阵“非遗热”。

4月26日，《非遗里的中国》福建篇
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CCTV-1）播出，
央视频全网独家首播。节目带领观众走
进物华天宝的福建，在漳州古城和闽南
水乡邂逅20余项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沉浸式体验闽南文化的厚
重底蕴与创新活力，看一看在这个中华
海洋文明的发源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起点上，有着怎样的非遗故事。

南音、木偶戏、蟳埔女民俗、漳州片
仔癀制作技艺、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
艺……福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且
独具特色，闽越遗风历经千载而不衰。
节目让观众看见非遗的由来，更看见其
未来：传统技艺通过创新融合，与时代
发展紧密结合，在今天迸发出强大的生
命力与影响力。

一曲《百鸟归巢》，将发源于泉州、
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南音带入了
观众的视野。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代表作，南音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乐
种之一。今天，点水南乐团队将传统南
音与现代民谣相结合，创新演绎的作品
让人们听到古曲与流行的邂逅。作为国
家级非遗项目，片仔癀不仅在中医药领
域传承古法炮制技艺，更通过现代科技
手段开发出日用化妆品等一系列创新
产品，让传统医药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了
新的应用场景。

节目不仅关注非遗在国内的传承创
新，还着眼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木偶戏作为福建的代表性非遗项
目，已经走出国门，成为文化交流的重
要使者。漳州市木偶剧团曾出访亚、欧、
美、澳四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泉州
提线木偶戏也在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
区开展交流演出。武夷岩茶（大红袍）和

厦门乌龙茶的传统制作技艺，不仅在国
内享有盛誉，也在国际茶文化中占据重
要地位。节目中展示了大红袍的独特

“岩韵”和乌龙茶的精制工艺，这些传统
技艺不仅让茶叶的品质更上一层楼，也
让福建茶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更
广泛的认可。

将非遗传承置身日常，让非遗技艺
走向世界。《非遗里的中国》呈现出的是
丰富立体且生机蓬勃的非遗画卷，连接
着中华文明的来路与前路，拓展着中华
文明的内涵与外延。

节目形式上，《非遗里的中国》构建
非遗立体传播场域，让观众在生活场景
中感受到传统非遗“活”在当下，增添了
观看的趣味性。节目不仅展示了非遗的
技艺智慧和历史底蕴，还通过创新秀
演、沉浸体验、还原绝技等多种形式，生
动、立体地呈现非遗，让观众跟随嘉宾
的视角体验非遗，饱览非遗的魅力。

福建篇中展示了多项独具特色的
非遗项目，节目设计得详略得当、有点
有面，在技艺与人文的交织中，在展示
与互动的融合中，与非遗有关的人物和
事件得以层层推进式呈现。

一间小小的闽南传统民居红砖厝，
里面竟然包含着大木作、小木作、砖瓦
泥水作、石作、灰塑剪粘、油漆彩画等多
项营造技艺。为了让观众全方位了解闽
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节目让观众跟随
着嘉宾的脚步，一起进入小院，借由嘉
宾的提问，引出传承人对于各项技艺的
解读，佐以技艺小片的深度阐释以及互
动项目的沉浸体验，形成了对非遗技艺
的全方位展现。最后，“一抹‘闽南红’是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重要证明”更是升
华了节目主题，彰显了文化根脉。

《非遗里的中国》福建篇以生动的
镜头语言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展现了福
建非遗的现代性传承与世界性发展。这
些非遗项目不仅是福建文化的瑰宝，更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新
性与国际化的发展路径，福建非遗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连接过去
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非遗里的中国》福建篇：

寻迹八闽风华 解锁非遗密码
□本报记者 杨雯

据西汉典籍《史记》记载，秦始皇陵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
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
灭者久之”。这些描述后来被演绎出诸多
民间传说，让这座陵墓充满神秘与传奇
色彩。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5月1日—5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5集大型系
列纪录片《寻古中国·探秘秦始皇陵》在
总台央视综合频道（CCTV-1）播出。片
中以首次披露的秦始皇帝陵多项重大考
古研究成果为核心，从兵马俑坑、铜车马
坑、百戏俑坑等核心陪葬坑考古现场入
手，揭秘秦始皇帝陵围绕封土核心区形
成的内外城格局和各陪葬坑、陪葬墓的总
体布局特征、文物出土情况，全面系统地
解析陵墓的选址布局、封土之下构成和治
水营建理念，以及秦文化的深远影响。

历时39年、几十万人参与修建的秦
始皇帝陵究竟在哪儿？它有多大、里面埋
藏着什么？史书记载及传说中的水银江
河、奇珍异宝、严阵以待的军队、庞大的
地下迷宫，是否真实存在？对于这些问
题，《寻古中国·探秘秦始皇陵》通过条理
清晰的内容展现，借多个“首次”，带领观
众不断走近2000多年前的历史真相。

曾经身为秦王的嬴政，自继位之初
就开始了对陵寝的规划建造。后人至
今仍在研究，秦始皇帝陵究竟是遵循着
什么样的理念来进行设计和营建的
呢？第一集《陵若都邑》中，首次拍摄和
披露了秦始皇帝陵东门遗址考古发掘
情况，结合建筑群、道路、城墙、各陪葬
坑与陪葬墓考古资料，为研究秦始皇帝
陵的规划布局和“若都邑”的营建理念
提供了新思路。

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让秦王朝的军
队样貌重见天日。第三集《舆载千年》中，
首次全方位解构和展示了秦始皇帝陵彩
绘青铜马车的修复过程和工艺细节，系统
全面地展示了考古工作人员如何一步步
抽丝剥茧地解开出土陶俑的“身份之谜”，
最终发现秦始皇帝陵陪葬坑与秦朝中央
集权官僚制度的映射关系，找到秦始皇留
给后世的“地下世界”。

秦始皇帝陵的核心区从东南角到西
北角，地势落差约 100 米。较大的坡度
也意味着降水会在短时间内形成水流，
威胁陵园的安全，这个问题该如何解
决？第五集《陵之永固》中，首次拍摄和
展示了秦始皇帝陵五角形陶水道的发掘
现场，为秦始皇帝陵高超的工程设计和
营建水平提供了最新实证。节目根据国
家“863”计划物探成果，解析封土之下的
结构，展示了秦朝时期高超的工程设计
和营建水平。

《寻古中国·探秘秦始皇陵》秉承大
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对于技术创新
的坚持，持续深化“思想+艺术+技术”融
合传播，结合大场景3D扫描、自由视角
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创新设
计视觉形象，让文物以具有沉浸感的方
式展示。

片中利用实时3D创作工具虚幻引
擎5全面再现秦始皇帝陵全貌及周边山
形水势，对兵马俑、百戏俑等重点文物进
行 3D 还原，令文物、遗址更加鲜活。例
如，节目中专业杂技演员与考古人员共
同进行文物活化研究，用现代杂技动作
破解百戏俑姿势，以3D建模技术还原百
戏俑坑内陶俑站位，揭秘秦朝宫廷娱乐
生活细节。

片中还将 AI 新技术与虚拟制片
（VP）技术融合，利用 AI 生成内容加速
虚拟场景构建，实现历史空间与现实空
间的时空重组，令主持人沉浸式讲述，增
强节目互动性和沉浸感。5 集纪录片有
多处主持人出镜讲述部分，而主持人的
所处环境可以灵活变换，实现虚拟与现
实的互动，与当期的主题内容契合。比如
第一集中，多个不同字体的“秦”漂浮在
画面中，最终统一，以文字的变化展示出
秦始皇的“书同文”。诸如此类的沉浸式
讲述，让观众更能代入其中，领略秦始皇
帝陵的面貌。

AI新技术、VP虚实融合技术、3D数
字孪生技术等的灵活运用，为纪录片营
造了沉浸式、震撼感的超现实视觉奇观，
一步一步地带领观众一同走进 2000 多
年前璀璨的中华文明。

《寻古中国·探秘秦始皇陵》：

叩问千年秦风 照见华夏文明
□本报记者 齐雅文

3月28日14时20分，缅甸中部突发7.9
级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
天下午，云南广播电视台主要外宣平台吉祥
网就以中、英、缅、泰等语种向海内外发布
消息，向区域内受众传递中国对缅甸强震的
关注。

在随后的报道中，云南广播电视台反应
迅速、手段多元，诠释中缅命运共同体的深
刻内涵，中国的国际救援行动与国际传播行
动齐头并行，为跨国应急救援报道摸索了新
经验、提供了新范式。

矩阵式队伍形成报道合力

此次跨国应急救援报道中，云南广播电
视台在省委宣传部的统筹下，形成了“一次
采集、多语种生成、多元传播、全球覆盖”
的全媒体联合作战和“快、准、暖”的内外
宣传播风格，第一时间向人民日报社、新华
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日报社、中新
社等中央媒体提供新闻素材。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4月17日，多家央媒共采用云南主
流媒体稿件200余条（次）。

中国云南救援医疗队是第一支到达缅甸
地震灾区的国际救援队，也是救出第一位被
困幸存者的国际救援队。3月30日上午，云
南广播电视台在七彩云端 APP、澜湄视听
APP 和吉祥网以及海外社交媒体发布中、
英、缅、泰语短视频《中国云南救援医疗队
救出第一人 缅甸7.9级地震埋压近40小时
的幸存者获救！！》。视频以抢救行动的时间
进度为线，向观众浓缩展示4个多小时的救
援过程。

这一消息被多家中外媒体转载转发，合
力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救援力量在缅甸灾区争
分夺秒、生命至上救援形象，形成国际舆论关
注的热点，云南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倍增。

独家报道占据舆论主导权

在这一次紧急跨国救援行动中，媒体记
者也率先抵达现场，第一时间见证和记录了
救援队抵达缅甸后开展的各项工作。记者出
镜的大量视频报道，让中国第一时间救援显
得可感可及，他们的现场多语种报道和独家
报道，让新闻更加真实。

在地震灾区，中国云南救援医疗队争分
夺秒，记者采访不眠不休，多则报道在深夜
和凌晨及时发布，如 《发现幸存者生命体
征 中国云南救援医疗队在缅甸内比都震区
连夜开展救援》《“黄金救援72小时” 中
缅泰三国救援人员与死神赛跑》《快讯｜4
月4日起缅甸震后救援工作转入下一阶段》
等，强调了新闻的时效性和可达率，提升了
中国国际传播的主动权、话语权。

吉祥网于3月29日在抖音国际版、脸书
发布中、英、缅、泰等多语种视频，让大家
看到中国云南救援医疗队携5吨医疗物资、
帐篷、毛毯等救援物资已抵达缅甸地震灾区
开展救援工作，该视频观众达10.3万，互动
达0.5万。

3月30日上午，云南澜湄视听APP“关
注缅甸地震”专栏发布消息：缅甸领导人敏
昂莱在内比都欧达拉蒂利医院救援现场，亲
切会见并慰问了中国云南救援医疗队全体成
员。在会见时，敏昂莱对中国云南救援医疗
队表示感谢。这条消息被国内外各大媒体采
用，向世界发布缅方对中国的感激之情。独
家的新闻、持续关注、实行立体型现场报
道，塑造了国际认同，提升了中国国际传播
的主动权、话语权。

中外媒体联手积累合作经验

云南广播电视台以澜湄国际卫视、吉祥
网、澜湄视听APP为主要外宣力量，第一
时间制定“多语种组合、跨平台发力”的
国际传播策略，多组报道获得缅甸主流媒
体认可。

云南广播电视台与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缅甸国家电视台 MRTV、中国驻
缅甸大使馆、缅甸华商商会及友好缅甸企业
机构新媒体账号进行广泛联动，于中国云南
救援医疗队抵达当天，在缅甸国家电视台
MRTV-1播出了详细新闻专题，多篇报道
获缅甸 YTV 电视台、CGTN 英文频道、
CGTN 缅文网站及脸书账号转载转发。截
至4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制作发布的缅
甸地震相关新闻在外宣平台累计浏览量近
400 万次，总互动数超过 11 万 （点赞、评
论、转发）。

3 月 29 日 下 午 ， 缅 甸 国 家 电 视 台
MRTV-1不仅及时转播了云南广播电视台
采编的关于中国云南救援医疗队抵达缅甸开
展灾后救援的新闻，而且还在评论中明确表
示云南救援医疗队是第一支抵达缅甸的国际
救援组织，点赞中国的行动。

多语种发布的信息，多是温情感人的
“微瞬间”，那些“小而暖”事件正是激发跨
文化传播、共情传播、好感传播的有效手
段。云南广播电视台克服重重困难，显现了
云南主流媒体在重塑外宣业务、重整外宣流
程、重构外宣格局方面的成效，探索出了跨
国应急救援报道中的“云南模式”。

（作者单位：云南广播电视台澜湄国际
卫视频道）

跨国应急救援报道
彰显云南广电力量
□张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意微短剧《四时花开》用AI展现国风之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