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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装传奇剧《藏海传》近期收官。凭借引人入
胜的情节，该剧带领观众进入一场精心设计的棋
局，在“混沌中拨云见日，在跌宕中奇谋破局”，让
人看来酣畅淋漓、无比过瘾。《藏海传》自5月18日
在优酷播出以来，先后打破有史以来最高预约人
数（达977万）、最高热度（达10465）等多个站内纪
录。在CCTV等多台同步播出时，也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云合数据显示，该剧正片有效播放市占
率高达40.1%；灯塔数据显示，该剧单日实时播放
量连续3天破亿。回望这部剧的拍摄制作过程，
制片人、导演都有不少感慨。

每一场戏精雕细琢
《藏海传》作为一个全新的原创故事，剧本

来自于另一个出品方量子泛娱。拿到剧本之后，
我们认为其具有很强的市场性，故事悬念迭出，
层层反转。但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个故事是从一
个背负血海深仇的底层小人物的视角来看待中国
古代封建社会的；它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能有机
会去呈现给观众一个中国古代封建帝国的真实样
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复仇爽剧，而是可以
让我们着墨于刻画人性的复杂性。也正因为这
些，我们在开机拍摄之前和编剧团队花了近两年
的时间打磨剧本，希望能让这个故事兼具商业性
和深度。

随着微短剧的崛起，很多人说观众更习惯于
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平台也在根据市场的变化不
断地调整策略。而《藏海传》还是秉承着相对传统
的叙事方法，力求把逻辑讲清楚，把人物的前情背
景交代清楚，在每一场戏里对细节精雕细琢。我
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让这部戏能够在细节的呈现
上尽量精致，能够在人物的刻画上有一定深度，能
够有相对缜密的逻辑性。虽然《藏海传》设定了一
个所谓架空的朝代大雍，但是为了它能有一个落
地的依托和创作的抓手，我们还是让美术、造型甚
至礼仪、官制都以明朝为基底进行创作。曹译文
导演甚至要求我们剧中出现的诗词、成语，以及每
一种物件，尽量都是明朝或明朝以前的。

郑晓龙导演一直要求我们用现实主义的创作
手法去拍摄每一部戏，无论是什么题材类型。他
要求我们即使架空了朝代，也要让内容细节和人
物塑造真实可信。这才有了后来这么多细节控观
众对《藏海传》的津津乐道，才有了海外媒体对
剧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赞誉。

——春羽影视执行总裁、《藏海传》制片人 张本

让架空的历史“落地”
《藏海传》讲的是一个底层人物如何向上抗

争，完成复仇与救赎的故事。之所以会说它区别
于“传统复仇爽剧”，是因为《藏海传》里充满
情节张力和反转的复仇线只是表面上故事推进的
主线，而深层次表达的是人性的复杂，是探讨在
背负仇恨的人生中该如何选择，作出选择需要承
担什么样的代价和责任。对主人公藏海来说，复
仇是出发的动力，但这个人物在成长，他更想知
道当年灭门的真相，想知道父亲到死都坚持守护
的秘密。在这个过程中，藏海经历了“为复仇隐
身份、入官场当好官、为苍生破阴谋”的三个阶
段，从一开始极致的仇恨，到后来学会了隐忍和
克制，又在复仇的过程中进行了反思。

基于此，我们在打磨剧本时一直强调用情节
来深化主人公作选择的重要性，后来更是对剧本
故事后期的情节发展做了重大改编。藏海从一开
始只想把癸玺当作复仇的助力，到逐渐意识到癸
玺的重要性，再到把复仇转化为对天下苍生的守
护，而此时他将面临着更艰难的选择：是将真相
全盘托出获取皇帝的助力打败仇人，还是隐瞒真
相以求天下太平？而赵秉文恰恰是利用了藏海的
善良来对付他，这个情节设置达成了我们想要展
现的主角与反派在人性的选择上形成的价值观的
镜像对决。

随着剧本打磨，我进一步感受到现实主义创
作赋予故事的宿命感。很多人物的结局并非一开
始便设计好了，而是在建立起清晰而真实的人物
形象后，通过丰富的剧情慢慢推向人物结局。比
如剧中令人感动的“高明之死”，我希望高明用自
己的方式来赎罪，用“最终一骗”来展现他作为师
父的绝唱。有一场戏里六初对高明说：“人活在这
世上不能只有骗，还应该有些真东西在。”高明给
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表情，我们当时不仅是想表
达人物流露出的真实情感和反思，也想埋下一个
伏笔，这句话最终会作用到高明这个人物的结
局。对高明来说，他作出的选择是用“真东西”帮
助藏海，而这竟然是他的生命。在这一刻，高明所
有与藏海的过往都成为了他的人物高光。

无论是什么样的剧本，都需要拍摄制作来赋
予生命。在剧组筹备阶段，郑晓龙导演提出了一
个关键点：让架空的历史背景落地，用现实主义
的创作手法来拍摄《藏海传》。我们敲定了从历
史架空落地到明朝的质感和氛围，既要在此基础
上调整剧情和台词，将一切涉及政治、经济、人
文的方面都统一处理为明朝体系，又要确保在场
景、服装、道具、礼仪的呈现中，给观众建立起
最清晰直观的美学风格，做到简约大气。而且我
们进一步具体展示了榫卯、皮影戏、昆曲、天文
学等元素，用影像方式来呈现东方美学，以求更
好地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对目前影视市场的体会是：我们需要新鲜
感。但这种新鲜感不是要在题材上完全颠覆以
往，作小众或者脱离市场的表达，而是要着力于
在表达和拍摄上的探索与个性突破。《藏海传》
做了许多反常规、反套路的尝试，最后呈现给大
家的角色和情节都带着一种新鲜感。当观众失去
了全知视角，和剧中人一起去探寻真相时，就会
有强烈的沉浸体验。对于导演来说，能看到观众
的反馈从初看时的“竟然如此”到回看时的“确
实如此”，是非常满足的。

——《藏海传》导演 曹译文

“我们已经身不由己地来到了一个
很难左右时代，而又不可避免地被时
代左右的十字路口，行业、个人都在
重新调整生意、生活、生命的关系。
巨变应该是我们创作的良机，但前提
是我们首先要改变。所以我们今天面
临的主题就是，编剧要成为推动创作
变革的第一生产力。”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晖以一番
恳切的发言，揭开了第五届“金豪笔
编剧之夜”的序幕。在这场近日由中
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动画学
会、中广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指
导，爱奇艺主办的大会上，近 200 位
编剧到场共襄盛举，见证了幕后编剧
走到台前聚光灯下的荣耀时刻。

故事的魅力千古未变，叙事的能
力时有更迭。在这个新旧交替、日新
月异的时代，编剧永远在感知变化，
拥抱变化，书写变化，而“一剧之
本”的力量亟待被再度激活。

变革路口的十个“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发现了当下的创作规
律，却又不知如何是好？为什么我们
从来没有站在一些观众的对立面，而
又不想曲意迎合？为什么精英意识
被讨厌，犬儒意识受欢迎？为什么
我们要放弃复杂的丰富，不得不去
适应非黑即白、二极管式的简单舆
情审判？为什么大家都按自己的认
知而认知，按自己的理解而理解，
却又无法辩论和包容？为什么我们
的创意更多是表现技巧，而不是独
立思考？为什么我们不得不主动选
择接受被动？为什么我们不能批量
生产出国民向的优质内容，召回沉
默的大多数，而只能批量生产满足
少部分活跃观众的垂类内容，结果
道路却越走越窄？为什么观众越来
越喜欢年轻的容颜，而不喜欢饱经
的沧桑？为什么本届投资者痛苦不
堪，上下不落好、左右不赚钱，本届
观众、本届监管、本届创作、本届平

台到底谁之过？”
变革源于困惑。王晓晖用十个

“为什么”，一口气道出了他对于当前
行业的种种迷思。

这些迷思的背后，正是长视频行
业发展的现实困局。柠萌影业创始
人、董事长苏晓说自己每个月都在掐
着手指算数，看各个平台制作和播出
的长剧剧目有多少。“每年200部是一
个底线，不能再少了。再少的话，这
个行业生存的基本土壤就会出现问
题。”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尹鸿则说自己已经不得不面对

“影院性”这个问题了，“我们得给观
众一个进电影院的理由，不然大家都
去看微短剧了。”

困惑倒逼变革。这一次，行业把
目光投向了编剧。

“有好编剧才能成就演员”

中国影视行业虽然不是“编剧中
心制”，但是编剧和剧本的重要性一直
都是行业共识。

导演、编剧、监制黄建新称“剧
本是精神的原创动力”。“它有点像音
乐动机 （音乐创作中最小的结构单
位，作为乐曲发展的核心元素贯穿全
曲），如果没有动机的推动，没有原
始的想象和理想化的表达，电影是没
有精神内核的。”

演员陈建斌表达了自己对编剧的
感恩之情：“如果没有编剧写出扎实的
剧本，创作出鲜活的人物，演员就成
了没有灵魂的木偶。是编剧赋予了这
些人物以有血有肉、精彩的人生。演
员只是在编剧的基础上进行演绎。正
是因为有好的编剧在，才成就了无数
的演员。”

然而，当下影视行业的一大难题
就是：好编剧的稀缺。至少在演员郝
蕾从业的这些年里，她看见的好剧本
是少之又少的。这也让她不由得感
叹：“好演员千千万，好编剧能数得出
来的就那么几个。”

好编剧“跑”不出来，其中固然
有创作环境的因素——恰如编剧卞智
弘所言：“我们可以面对时代的考验和
挑战，但是我们非常害怕碰到内耗和
不专业的意见，怕大家不相信艺术的
规律、商业的规律，而是希望种瓜得
豆，或者种豆得瓜”；有观众口味的因
素——恰如编剧、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张冀所言：“现在一个剧本要放入
以前3 个剧本的容量，需要各个类型
高度融合。在以往追求人物和主题的
目标下，还要满足现在年轻人快速、
多元、超信息量的诸多要求”；而更多
的，可能还得回到自身的因素上。

成熟—突破—超越

现在很多编剧都在坚持，坚持对
人文的关怀，坚持对公平正义的追
求，坚持对生命标准的评判，坚持基
本的审美。“随着媒介越来越多，受众
变化越来越大，大家也越来越没有耐
心，越来越希望快速地去解决自己的
困难、种种烦闷，以及一些实现不了
的梦。”尹鸿指出。

因此，唯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
发现理智与情感，狂风暴雨中找到安
身与立命”的编剧才能成为好编剧，
甚至成为剧作家。这也是中广联合会
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长刘和平对年轻
编剧的寄语。“借用一句名言，‘这个世
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以外’，我们不要
被眼前现实生活中偶尔出现的一些社
会现象所迷惑、所动摇，尤其是动摇我
们的信心。”

和黄建新一样，中广联合会电视
剧导演委员会会长、导演、编剧郑晓
龙也是先从编剧干起，然后再做的导
演。虽然行业里有演员、摄影、美术
等改行做导演，可是郑晓龙认为，最
好的是编剧改行做导演。为什么？因
为编剧有好的文学基础，能够拍出好
片子。他建议，“大家应该多读书，培
养好的文学修养。”

张冀则希望，在变革期，编剧应该

实现对自我的真正认知。唯此，才能开
始进行下一步的创作，并学会跟以 AI
为代表的、真正的互联网思维对话。

当然，年轻编剧们一步一步地在
成熟，在突破，在超越，他们中的很
多人，为市场创作出了题材新颖、叙
事精湛、思想深远的影视作品。正如
此次“金豪笔编剧之夜”上，评选出
电影、动画、剧集三大单元的62位优
秀编剧和20部优秀作品，其在思想立
意、艺术品格、内容创新、市场反响
等多方面经受住了检验。

“影视行业进入革新时代，创作者
应当革新认知、革新表达、革新时长
的情感容量。”正如王晓晖所说，“让
我们一起打起精神，躬身向下、向上
托举，让故事新编再次成为推动创作
变革的第一生产力。”

影视行业进入革新时代，这一次——

“编剧要成为推动创作变革的第一生产力”
□本报记者 杨雯

仙侠剧作为中国影视独特的文
化符号，其发展始终伴随着叙事模
式与美学表达的迭代。从早期《仙
剑奇侠传》 里的青春化叙事，到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视觉奇观探
索，仙侠剧在技术与艺术的博弈中
不断寻找平衡点。

近期，由欢娱影视打造的《临
江仙》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充满反
转与惊喜的仙侠剧。它以破局者姿
态，在叙事结构、制作美学与人文
内核三个维度实现突破性创新，不
仅在仙侠剧的创作市场中激起了别
样的浪花，更展现出类型剧突破创
新的强劲生命力。

构建故事悬念张力

《临江仙》的突破在于对传统仙
侠叙事逻辑的超越。当同类作品还
在依赖“仙魔大战—主角成长—拯
救苍生”的线性叙事时，该剧不走
传统“宿命轮回、终成眷属”的老
路，而是以非线性叙事的方式，将
百年跨度的爱恨情仇压缩在虚实交
织的叙事时空中，形成颇具情感考
古意味的叙事结构。

该剧讲述了四灵仙尊花如月与
大成玄尊白九思从恩爱情侣到因误
会反目成仇，又在历经磨难后携手
拯救苍生的故事。而开篇却以改名
易姓的花如月以净云宗小弟子的身
份设局的“果”切入，随即通过花
如月策划刺杀的双线叙事，在现实
复仇线与回忆闪回线的交织中，逐
步拼凑出二人情感破裂的“因”。

在具体的叙事技法上，《临江仙》
巧妙运用“局中局”的设计，借助插
叙、倒叙、时空回溯等嵌套叙事结构，
构建起一座充满未知与惊喜的叙事
迷宫。花如月和白九思的重逢各有
各的图谋。花如月从一开始伪装成
李青月是为了设下诛身局，白九思虽
然看似处处被动，但实则主动配合。
在当下与回忆的不断交织中，在现实

与幻象的相互碰撞里，花如月对白九
思痛恨至极的原因被逐渐揭开，一段
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浮出水面。多样
化叙事不仅增加了剧情的复杂性和
不可预测性，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单
调，也使得观众在追剧过程中的参与
感、共鸣感得到极大增强。

曾经的神仙眷侣为何会决裂至
此？花如月到底在布一个什么局？

“掉落”松鹤县是否也在她的计划之
中？剧集以更开放的叙事结构赋予
故事呼吸感，不断激活观众主动参
与剧情解读的热情，这种现象不仅
印证了原创剧本打破常规带来的无
限可能性，也展现出文艺创作在守
正创新道路上的蓬勃生命力。

塑就东方仙侠意境

在仙侠剧创作中，中式美学的
表达一直是其核心魅力所在。如何
在现实中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展
现出不同于以往风格的中式美学，

从而让这个仙侠故事的想象更有真
实感？《临江仙》解决这一问题的方
法是，通过东方美学意境与现代影
视工业标准的有机融合，立足仙侠
剧的奇幻风格进行创新，进而使虚
构的仙侠世界更具现实质感。

例如，剧集在场景搭建上，实
景搭建拍摄的比例超过了 70%。剧
组耗费数月的时间勘景，涵盖人间的
房屋、村落到仙界的山丘、原野等
每一处重要场景，同时场景搭建也
参考了岭南地区特色的建筑色彩风
格。围绕不同的人物设定，剧集不
仅设定了具有中式风格的服装、造
型，也将大量的传统工艺融入其
中，如花如月的武器参考了古代壁
画、雕塑中神明的元素如金刚杵、
汉剑、彼岸花等。在整体灯光布置
上，剧集也对仙界部分和人间部分
作了区分，比如为了实现仙侠故事
里流光溢彩的奇幻氛围，剧组大范围
使用了全色域灯光，配合水波纹的波
光效果，让故事的想象空间又一次
延展。此外，在特效制作环节，《临江
仙》也实现了从“炫技”到“表意”的转
变，仙法对决不再是色彩斑斓、杂乱
无章的光效堆砌，而是既要与角色的
性格、招式特点紧密结合，也要符合
一定的物理规律。

这种基于现实逻辑的奇幻表
达，让场景化作故事的“无声叙事
者”，也让酷炫特效不再是脱离剧情
的视觉奇观，成为角色性格与情感
的延伸。它证明了东方传统美学与
现代影视工业标准并非对立，而是
能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而这些
元素的融合，不仅为观众带来了审
美的异质感受，更让传统文化在现
代影视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古典哲思有当代演绎

仙侠故事作为东方奇幻叙事的
独特载体，承载着中国人对神秘世
界的瑰丽想象，更熔铸着“侠之大

者，为国为民”的坚实价值内核，
成为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文化名片。
与传统仙侠剧惯常聚焦个体情感纠
葛不同，《临江仙》 突破性地跳出

“小我”视角，将叙事锚点置于推翻
旧秩序的宏大命题之上。

一方面，剧集对“救赎”主题的诠
释突破了传统套路，使常见的“历劫”
戏码不再简单聚焦于个人情爱与自
我拯救，而成为理解众生、神救世人
的道义追求。花如月在下凡历劫的过
程中，体会到了身为神对人的怜悯之
心，所以即便在一次次插手人间因果
而遭天道反噬后，依然坚持“知死而
不避，果敢而胆壮”。这使得花如月不
仅展现出更为复杂的人性维度与更
为真实的生命质感，也在神性与人性
的交织中彰显更亮丽的生命光彩。

另一方面，剧集核心矛盾的设
置——“情”与“道”的冲突，本质上更
是对儒家“入世”思想与道家“出世”
哲学的当代演绎。花如月与白九思的
分歧在于世界观的差异：前者认为人
定胜天，以“神救世人”的担当躬身入
局，其执着抗争的姿态恰似儒家“知
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精神；而后
者笃信“天道循环”，恪守“万物皆有
定数”的准则，则将道家“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的哲学困境具象化。两位
主角在历经宿命纠葛后携手救世，实
现“情道合一”的终极和解，这一叙事
转折实则隐喻着传统哲学思想在当
代文化语境下的交融新生，也为当代
观众提供了处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
全新视角。

在影视行业高度工业化、类型
化的当下，《临江仙》以创新叙事为
笔，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译，以
艺术真实为镜，映照仙侠世界的精
神内核，不仅为原创剧本开发提供
了新思路，更在既定的类型框架
内，开辟出一条兼具商业价值与人
文深度的全新表达路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

《临江仙》：仙侠叙事革新与人文深耕
□何天平































































主创手记

剧有戏

此次“金豪笔编剧之夜”上，编
剧袁子弹、丁涵、黄诗洋、李玺威创
作的 《山花烂漫时》 获得剧集单元

“年度最佳贡献”。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