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16日 ■星期三 ■责编：齐雅文 ■版式：李瑞海 ■责校：张良波
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网络视听

本期关注：第三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

高概念意象情感剧《在人间》在爱奇艺
播出以来，收获了不俗的口碑和热度。7月
11 日，在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四川省广
播电视局主办的网络剧 《在人间》 研讨会
上，剧集呈现带来的先锋性叙事结构和深刻
的人文关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与
会者认为，剧集对内容框架、叙事风格、切
入视角、审美意趣等方面进行了颠覆式创
新，在创作逻辑、工业标准、故事内核等方
面实现多维突破，为当下的国产剧市场创新
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重构题材格局

《在人间》由徐兵原创剧本并执导，赵丽
颖、尹昉领衔主演，讲述了贾小朵和徐天在虚
实交错的多样人格世界中迷失、告别，最终在
爱中救赎、拥抱灵魂的故事。剧集打破了过往
国产剧的创作惯性，创造性地以情绪叙事和
意识叙事替代传统的逻辑叙事和情节叙事，
完成了一场“去类型化”的叙事实验。

爱奇艺副总裁、总编辑，《在人间》总编审
王兆楠表示，《在人间》无论在主题立意、叙事
结构还是艺术审美、视觉特效等方面都带领
观众探究了内心世界的幽微。在叙事方式上，
该剧不仅打破了线性叙事的舒适区，采用三
线交织、层层递进的形式完成了一次大胆的
革新，也完成了题材的突破和哲学的主题升
维，是国剧表达空间与想象疆域的一次开拓。

“ 《在人间》 的人物和故事走向是光
明、温暖的，主旨是抚慰和励志的。”《在人
间》总统筹申少峰表示，它在叙事上利用主
人公视角的裂变制造核心悬念，从而达成一
种阶段性的解谜效果，也拓展了传统平铺直
叙之外的可能性。《在人间》的内容表达和
制作形式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和实验性，致力
于赋予现实题材一种新的美学，力图作出国
产网络剧的多元化探索。

将多重人格、精神分析、意识流、赛博
风格等高概念叙事集中在一部8集的迷你剧
里面，创作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何天平就深刻地感受到，

《在人间》进行的探索本身也是一种实验性
的探索，包括基于稀缺类型题材的作者性探
索及面向意义共创的开放性创作。

深挖人性内核

在人物刻画方面，《在人间》通过人格
之间的追逐、厮杀和彼此影响，不断提升戏
剧张力，并逐步引出更深层次的话题探讨，
达成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隐喻。

在谈及创作思路时，《在人间》导演张
卓表示，该剧用精神留白打破观众常规观影
体验，观众带着自我分析与思考，在画面之
外摘掉人性面具，撕掉人设标签，与多个不
完美的自我和解。“我们想让观众感受到

‘裂痕并非残缺的象征，而是光的入口’，我
们想要传达给观众一种力量，只要有爱，我
们就能在困境中找到希望。”

从演员的角度出发，尹昉看到了剧中映
照着的当代都市人不同的社会群体画像，每
个人都有破碎的、孤独的、渴望爱的一面。
这种设定可能是“Z世代”在虚拟与现实夹
缝中迷失的戏剧化表达，通过人格分裂的极
端设定，折射出每个现代人面对社会角色碎
片化时的普遍困境。他感受到，作品最终给
人的感受是浪漫的，是治愈人心的。

观照温暖现实

在创新的表达和先锋的手法下，《在人
间》的内核依然秉承着现实主义的精神，贯
彻着“以人为本”的关怀意识和积极导向。
剧集通过对当代青年心理状态的微观描摹，
以角色之间的互助与救赎传递出积极的生命
态度，是一部具有社会疗愈功能、现实观照
价值的文艺作品。

如何表现当代青年的心理状态？《文艺
报》副总编辑徐健观察到，剧集大胆采用了碎
片化、符号化的表现方式，极具表现力的视听
语言呈现了心理世界的非理性特征与意识不
断流动的本质，这种实验性的表达手法实现
了对传统的线性叙事逻辑的突破。《在人间》
实现了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的一种积极介
入，它的内核始终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在人间》是能对人的心灵产生启迪和
影响的一部剧。”中宣部电影卫星频道编委、
1905电影网董事长李玮认为，相对于温情的
现实主义题材，它更具有思考的深度和哲学
的锐度，不回避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磨难，不
质疑人性的温暖善良和美好，也不放弃为生
活拼搏奋斗的努力和信心，以高概念的方式
呈现出人性的温暖底色。

时代性是原总政艺术局局长汪守德感受
最明显的一点，他说：“《在人间》的时代
性在于反映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它更真
实，所叙述的、所表达的、所解剖的这些复
杂社会形态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它的创
作是去同质化、去概念化、去单一化的，整
个风格样式不同于以往的影视剧创作，它的
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在人间》：

一次“去类型化”
的叙事实验
□本报记者 齐雅文

在“正能量澎湃大流量”成为行业
共识的今天，综艺节目不再只是娱乐消
费的出口，而是价值表达、社会责任和
文化传播的多重载体。

近日，第三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
会网络综艺创作主题研讨会举办，研讨
会以“‘综’观万象，‘艺’启未来”为主题，
汇聚行业主管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网络
视听平台代表及节目制作人代表，共同
探讨网络综艺的发展路径，凝聚创新共
识，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从文化策源
的首都视角，到技术赋能的未来命题，再
到综艺人情绪价值的内在回应，一场面
向大综艺与小综艺、横屏与竖屏、线上与
线下的系统讨论，绘就当下中国综艺内
容生产与生态演进的核心图谱。

内容形态：
从单一诉求到多维表达

面对媒介形态的不断演进与用户审
美的持续更迭，中国综艺节目正从单一
的娱乐诉求迈向多维度的价值表达，综
艺行业的内容形态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
系统性重构。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
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研究室主任、广播
影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冷凇梳理了
当下综艺内容演化的多条路径。他举例，
北京正在通过文化类综艺的持续发力，
构建起既有厚度又具活力的内容新高
地。《闪耀吧！大运河》《登场了》系列节目
不仅推动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年轻化表
达，也带动文化类综艺从讲知识向讲态
度转变。“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如《圆桌
派》《梅毅走天下·此心安处》等节目，通
过知识与时事、人文与生活的融合，使

‘真人秀’逐渐转化为‘真知秀’，让观众
在轻松氛围中实现思维激活。”

虎鲸文娱集团优酷人文总经理王晓
楠的观点印证了这一趋势。她强调，综
艺创作的根本在于“注入生命”，即从
创作者的亲历、调研、体悟出发，以真
诚打动用户。“优酷通过长期耕耘《锵
锵行天下》《登月·进行时》 等人文节
目，不断构建起具有稳定调性与精神质
地的内容矩阵。”

内容形态的创新，也体现在叙事机

制和表现手法的升级。冷凇提到，《种
地吧》《岛屿少年》等节目融合了纪录
片的质感与真人秀的情绪，强调“真
诚”“真才”“真情”的表达路径。《种
地吧》更是在3季演进中形成了从务实
种地到乡村助农的系统布局，不仅完成
节目形态上的内容进阶，更实现了线下
项目的落地转化。“这类节目拓宽了综
艺可叙述的空间，使其从记录日常走向
塑造价值。”

屏幕形态的变化也在重塑内容表达
的路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
长郑月指出，横屏综艺仍是叙事深度的
主场，适合讲述复杂人物与沉浸情境；
而竖屏则更像一个即时互动的“情绪超
市”，适用于快速表达与即时情绪释
放。在横竖共振的传播格局中，内容创
作必须在场景设计与节奏控制上作出差
异化应对，才能更好地适应多屏时代用
户的行为习惯。

受众需求：
从被动观看到自主选择

从审美变化到心态迁移，从话语形
式到情感投射，当前用户正在以更复杂

的视角参与综艺的消费过程。他们不再
被热搜驱动，而更愿意为“真实表达”
驻足。节目能否满足这种“真感受”的
需求，正在成为衡量内容生命力与情绪
穿透力的重要标尺。

在郑月看来，当代综艺用户不再满
足于“被喂养”，而更倾向于“自主选
择”。他们的情绪需求从宏大叙事回落
至个体体验，更愿意为能够共情、能治
愈、能真实触达的内容买单。“这是一
种典型的双向逻辑：一方面，用户在必
需品上倾向消费降级；另一方面，在非
必需品，尤其是情绪价值型消费上愿意
消费升级。哪怕是一杯带有仪式感的咖
啡，也可能比一部精致的长综艺更能满
足他们的日常心理需求。”郑月说。

这一变化也直接影响到综艺节目
消费逻辑的重构。郑月认为，观众想
看到的节目往往具有反剧本、去包
装、强共情的特点。她特别强调当下
观众喜爱的三类内容：一是赛制中嵌
套真实人性对抗的竞技型节目；二是
生活细节中映射秩序松动的反常规内
容；三是在表达中呈现真情实感的

“非滤镜式”叙事。在这样的偏好引导
下，“哭点真”“关系稳”成为衡量节
目是否打动人的重要指标。

央视原主持人、自媒体创作者张越
从主持实践和节目策划的角度，深入谈
了“什么是观众真正愿意看的”。她认
为，观众并不排斥深度内容，但前提是
表达真诚、语言清晰、情绪真实。她曾
在优酷《她的房间》节目中与农村女性
刘小样对谈，呈现从未进过剧院、未见
过大海的女性在秦皇岛阿那亚“见海听
剧”后的生命感悟。在综艺里，刘小样
说美好的东西给人能量，有了能量，自
己更愿意回家种麦子。这种深度共鸣超
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看热闹’，是真正
穿透观众生活的“有意义的内容”。

张越进一步指出，在自媒体环境
下，用户的审美节奏与反馈周期都被大
幅压缩，创作者需要用“快、稳、准、
狠”的策略与用户建立即时连接，这不
仅是表达节奏的改变，更是“受众心理
结构”变化的倒影。“在这个结构中，

‘共情’成为关键词——观众要么看到
‘自己’，要么看到‘愿望中的自己’。”

生命周期：
从短期效益到长期主义

当前，综艺行业要走出“流量疲
劳”与“短期效益”的怪圈，唯有通过
技术革新、线下延展和价值外溢的三位
一体路径，实现从节目生命周期到产业
链条的深度进化。

蓝天下传媒总裁章碧珍以 《种地
吧》为例提到，节目的3季内容完整诠
释了一个综艺项目如何从线上 IP 成长
为线下实体、从“镜头前的热搜”转化为

“土地上的长效机制”。第一季节目关注
认真做事的过程，第二季中十个勤天农
业公司的成立开启了青年创业的真实尝
试，而第三季则将目光转向偏远乡村，通
过助农项目真正介入现实。“这种将节目
影响力转化为现实成果的模式，正是‘综
艺长期主义’的最佳范例。”章碧珍说。

王晓楠则从平台战略层面进一步论
证了这一逻辑。她指出，优酷在坚持人
文综艺的 13 年中，始终秉持“做长期
的事”的理念，这不仅带来了豆瓣8分
以上的稳定口碑，也在招商维度形成了
品牌安全感。近年来，从白酒、汽车到
数码科技、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的品牌
开始主动关注优酷人文内容，广告主从

“追热度”转向“投价值”，正验证了长
期主义的商业回报。

技术变革则是这一长期主义得以落
地的底层支撑。郑月强调，AI 早已不仅
是“写剧本的工具”，而成为内容共创、情
绪建模、场景生成、传播智能化的关键力
量。无论是通过虚拟制作拓展节目时空
边界，还是通过数据分析精准定位用户
画像，新技术正在从幕后走到台前，重塑
综艺产业的创作逻辑与产品形态。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祝燕南也将AI发展归入“中国特色网
络文艺新生态”的5个关键维度。他认
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文化产
品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未来不仅将
提升内容生成效率，还将在内容审核、舆
情预判、用户匹配等方面实现全链条参
与。“技术越发达，反而更需要创作者坚
守正确方向，才能真正在大时代中把握
大题材，在真善美中讲出真精神。”

网络综艺的攻与守：在变革中深度进化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当前，长剧集行业正面临深度调
整。一方面，内容产能放缓、题材趋
同、项目周期拉长，剧集生态亟待重
塑；另一方面，短视频、游戏等新型娱
乐方式快速崛起，用户注意力加速转
移，行业整体信心遭遇严峻考验。如何
在创作迷雾中重建方向感、穿越周期波
动，成为当下从业者的集体命题。

在第三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网
络剧创作研讨中，多位平台、机构与创
作一线嘉宾围绕“剧从何来、热从何
起、路向何方”展开深入探讨，试图在
守正与创新之间，为长剧集找到一条可
持续发展的内容之路。

有穿透力的内容从未过时

“剧集是大众的艺术，它承载了集
体情绪，也记录着时代精神。”爱奇艺
首席内容官王晓晖直言，尽管行业遭遇
增长瓶颈，但真正具有穿透力的内容从
未过时。为此，爱奇艺提出“向上创
作、向下共情”的指导思想，并不断通
过精品剧集回应现实生活。《我是刑
警》《我的阿勒泰》《唐朝诡事录》等作
品，正是在观众情绪共鸣与类型融合创
新中脱颖而出。

这一理念，也体现在现实主义题材
的持续走热中。西嘻影业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杨晓培认为，现实题材创作的关
键在于“真”，但这份“真”并非简单
的生活复制，而是对情感细节、人物逻
辑的精细打磨。她以《六姊妹》《烟火
人家》《焕羽》等剧为例，认为创作者
应避免堆砌话题、陷入苦情叙事，而是
用有温度、有灰度的人物关系承载社会
现实——“真实，是藏在生活褶皱里的
疼痛与共情。”

这种从人民中来、为人民而写的创
作理念，正是主管部门所倡导的方向。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
志介绍，在“北京大视听”机制引导
下，平台与制作方正被引导深入现实、
挖掘生活、提升内容价值，推动网络剧
向思想性、艺术性与可看性兼具的方向
迈进。

而具体到创作的落地实践，演员同

样是连接剧本与观众的关键环节。国家
话剧院演员刘端端在发言中谈道：“我
们不是在演‘设定’，而是在重建‘真
实’。”在《庆余年》中，他通过对角色
动机的反复揣摩、细节塑造的精准控
制，将二皇子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从

“纸上设定”变为“荧幕灵魂”。他强
调，演员的终极任务是“把剧本中的文
字变成真实的人”。

对于“真实”这个命题，导演王育
萌则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他以执导
的《漂洋过海来送你》为例，认为京味
剧不应局限于方言与市井气，而应以北
京文化的“大气度”展现普通人与时代
的联结。故事的平视姿态和人文气质，
体现的是对城市精神的当代表达。

在这一理念下，不同区域文化题材
也正在被重新激活。SMG 尚世影业总
经理周瑜分享了《蛮好的人生》的创作
历程，这部剧以方言、都市民生议题撬
动年轻观众情绪共鸣，甚至带动现实中
的保险产品成为爆款。她认为，长剧集
仍具有价值，只要内容足够动人、人物
足够鲜活，观众依然愿意花时间看完一
段故事。

先进的工具打开创作边界

如果说“真实的内容”是网络剧的核
心，那么“先进的工具”则是为创作打开
新边界的引擎。随着视听技术的迅猛发
展，网络剧也不再只是技术的使用者，更
逐渐成为技术语言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我们要让技术为艺术服务，而不
是让艺术适配技术。”王晓晖说，“以虚
拟制作为例，爱奇艺不仅通过数字资产
库和虚拟拍摄系统大幅降低实景搭建成
本，还将该系统向创作者全面开放，提
升导演与演员的即时调度能力，打破了
以往‘预设拍完’的拍摄逻辑。”在王
晓晖看来，当下技术的使用不再只是

“叠加一层效果”，而是被真正嵌入到内
容构建与情绪表达之中。

王育萌也在创作中深刻体会到技术
所带来的转变。在《漂洋过海来送你》拍
摄过程中，团队不仅调动了多元拍摄手
段，在北京与美国之间远程联动协调，还

在现场使用可视化工具进行快速搭建与
镜头预演。他表示，数字影像技术让剧组
不再被场地、天气等传统因素所限制，让
年轻导演获得更自由的表达空间。他说：

“对于我们这种小团队来说，技术就是效
率和机会，但关键是你有没有故事、有没
有情感，技术只是帮你说出来。”

从内容制作延伸至后期传播，技术
同样在重构“剧集生命力”的运行逻
辑。《蛮好的人生》的成功传播不仅依
赖剧本与表演，还得益于精准的数据支
持与社交传播模型的引导。周瑜回忆：

“每一场营销会议，我们都和平台一起
开到深夜。”最终，“胡曼黎哭着烧菜”
这场戏成为抖音上的情绪引爆点，其背
后正是“技术+情绪”的精准共振。

除了平台与制片方积极拥抱技术，
不少演员也成为新技术的直接受益者与
探索者。刘端端坦言，话剧训练带给他的
是强烈的现场感和人物沉浸能力，而现
代拍摄技术则让这种沉浸能够更高效地
转换为荧幕表达。他说：“技术不能替代
情感，但好的技术能精准托举情感。”

共生的机制扛起行业未来

网络剧行业的健康发展，不能仅靠
创作者的个人突围，也不能依赖平台一
方的内容投注。真正能穿越周期的产业
生态，往往建立在“共生”的基础之
上。王晓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剧
集行业的价值链如同一片森林，没有一
个平台、一个创作者、一个公司能独自
扛起整个行业的未来，唯有阳光雨露共
享，方能生生不息。”

在这种理念之下，平台、制作方与创
作者之间的协同机制被重新定义。以爱
奇艺为例，其针对剧集体量、项目类型、
内容定位推出了多样化的分账与合作模
式。例如，电影剧集采取票房式分账制
度，“微剧场”支持内容短平快的快速变
现机制。这些策略不仅提升了行业中小
团队的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剧
集产业的风险结构与收益分配逻辑。

杨晓培对此深有体会。她回忆自己在
西嘻影业创业初期，平台方给予了充分的
创作空间与节奏尊重。“一部好剧从立项
到播出，最长不能超过13个月”是她制定
的内部工作节奏，而爱奇艺则在这个周
期内提供了从审核、平台导流到剧场化
运营的闭环支持。“没有良性的机制，就
没有稳定的创作生态。”她直言，创作者最
怕的是孤军奋战，最需要的是被“看见”。

刘端端则从表演者视角补充了信任
机制的重要性。他说：“一个角色能被立
住，从不是靠演员自己，而是所有人的共
同支撑。网络剧的‘即时回响’机制虽然
能放大创作者的成就感，但更需要行业
提供安全创作空间，让演员敢于尝试、敢
于失败。”

这一共生机制背后，正是各方对长
期主义的价值共识。在平台加速流量去
中心化、内容多元分发的今天，剧集生
命周期的“长尾效应”正在成为新常
态。周瑜分享《蛮好的人生》的经验指
出：“剧播完并不等于话题终结，相反，
它可能是文化价值释放的开始。”《蛮好
的人生》就带动了同名保险产品上线、抖
音热梗引爆跨次元联动，形成从剧集到
现实、从角色到IP的多维拓展路径。

网络剧的破与立：在迷雾中重构信心场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剧里剧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