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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曹宁 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传承人
本报记者 孙瑜

多部爆款剧集接力

市场风向悄然改变
本报记者 张洁

追踪热点迷你剧风靡荧屏，平台方注重

长尾效应

几年前，12集的短剧还被认为是电视剧形
式的一次创新尝试，但如今，这种形式已经变
得司空见惯。电视剧的长度正在逐渐缩短，迷
你剧的形式越来越受到欢迎。例如，去年的
《平原上的摩西》只有6集，今年的《我的阿勒
泰》和《新生》分别只有8集和10集，这些短小精
悍的剧集都获得了观众的积极反馈。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播放
的剧集中，12集以下的剧集占比超过10%，与去
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25—32集的剧集占比提
高了8.7%；而33集以上的剧集整体占比减少了
14.2%。这些数字直观地反映了“长剧向短”的
行业趋势。这种趋势的背后是观众对于快节
奏、高质量内容的迫切需求。短剧更容易保持
故事的连贯性和紧张感，减少拖沓和填充内容
的可能性，从而提升整体观看体验。
《平原上的摩西》的导演张大磊、《我的阿勒

泰》的导演滕丛丛和《新生》的导演申奥都是电影
导演出身，他们纷纷在迷你剧中进行更大胆的
剧作挑战。《平原上的摩西》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
说，张大磊通过长镜头、黑白剪切等手法还原双
雪涛笔下肃杀落寞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的
风貌；《我的阿勒泰》则改编自李娟同名散文集，
在抽象的散文世界里，滕丛丛找到了自己的创
造锚点，塑造了阿勒泰的美学世界。

据云合数据显示，《新生》集均播放量拿下
“三连冠”——获得2024年纯网播剧、精短类剧集
和悬疑剧集第一的成绩。在打造了以上爆款剧
的创作者的眼中，成功也是打磨出来的。《新生》编
剧、制片人郑林透露，该剧剧本创作周期长达一
年，中间有过一次很大的调整，才确定了如今大家
看到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我们希望讨论真相和假
象，如果能从每个人的角度去拼凑一个人生，让观
众自己去拼凑‘费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的故事，
会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游戏感”。

至于作品被观众夸“很敢拍”，郑林认为展
现行骗手段与剧集想要传递的正向主题并不
矛盾，他说：“关键在于创作者的立场、态度到
底是什么。我们希望借用费可的行骗以及他
和剧中其他人的关系，和观众一起探讨当下的
一些社会问题。”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司若表
示，这些年的悬疑剧做出了与过去探案剧不同
的新尝试，悬疑剧变得越来越精短、节奏紧
凑。她说：“对于复杂人性的展示，对于谜团交
织的设计，为悬疑剧营造出了一种真实的观
感。这些内容与我们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关联
性，能引起我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另外，
多面人物的设计，旨在从人性的角度去挖掘议
题和对多重社会议题的观照，是悬疑剧社会性
的重要表达。另外，诗意的表达、电影的质感，
在美学维度上拓宽了悬疑剧的叙事特征。”

在时长上介于长剧与电影之间的迷你剧，
让创作者跳出原本剧作的框架，无论从内容叙
事还是视听制作上，都呈现出一种接近于电影
的“质感”。制作方面，迷你剧意味着更短的制
作周期和更低的制作成本，迷你剧形式使得创
作者可以更加灵活地探索不同的题材和风格，
同时也促使行业思考如何在短时间内讲述一
个完整而深刻的故事。

新形态的开发对平台方来说，也有不可控
的风险，最突出的便是其与传统排播模式的冲
突，宣传周期随着排播周期进一步压缩，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迷你剧的影响力扩散，平台方如
何持续性放大剧集价值，既需要对内容有更强
的把控要求，保持长尾效应，也需要挖掘迷你

剧的衍生价值。《我的阿勒泰》尝试着给出了一
个答案，制片人齐康介绍，“如果让这个故事在
文旅领域继续生长的话，剧集传播的时间更
久，也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今年以来，“影视+文旅”现象成为行业关
注的焦点。《繁花》带火了上海的黄河路与排骨
年糕，《春色寄情人》和《我的阿勒泰》分别提升
了泉州和新疆的旅游热度。这些作品不仅为
观众提供了精彩的剧情，还促使他们踏上旅
途，这种由热门剧集引发的旅行打卡现象越来
越普遍。这种价值与影响力的拓维，正是行业
内容升级带来的全新红利。

长剧信息更密集，制作方以短

剧思维做内容

今年短剧大潮让剧集市场风口发生变化，
不仅是小程序短剧火热，横屏短剧也有爆款出
现。短剧风潮的兴起，不仅对长剧的形式提出
了挑战，更在内容创作的逻辑上带来了深刻的
变革。短剧之所以能够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
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黄金三秒”的开篇设
计：一开始便抛出强有力的情节和反转，迅速
抓住观众的目光，并通过悬念的设置诱导观众
进行付费观看。短剧追求的是一种“短平快”
的节奏，强调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展开故事，
并迅速激发观众的情绪反应。

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一些长剧开始尝试
“短剧化改造”，以适应观众对快节奏故事的需
求。《花间令》和《墨雨云间》这样的长剧，开始
采用了短剧的一些创作手法，比如极致化的人
设和紧凑的情节布局。例如，《墨雨云间》在第
一集中就快速完成了女主角蒙冤、获救、身份
互换、计划复仇等四个重要情节点，展现了对
短剧叙事技巧的运用。
《墨雨云间》联合导演马诗歌说，在这部

“爽剧”之前他只拍过短剧，但公司很早就预判
了“长剧短剧化”的发展趋势。他说：“我经常
调侃，拍短剧的时候，我们穷得只剩内容了，内
容是我唯一的武器。怎么动用一切内容手段，
包括情节、视听语言的力量，去吸引观众、抓住
观众。这是我近些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具体来说，情节怎么做得更精彩、冲突怎么样

更大、人物怎么更立体、反转怎么更多、信息怎
么更密集，以及和观众的共情点怎么抓得更准
确。我在创作短剧和长剧的时候，其实方法论
都是一样的，就是动用内容的一切手段去想办
法抓住观众，留住观众。”马诗歌认为，未来是
长剧国际化的时代，当大“卡司”（演员阵容）、
大预算、大团队能够以短剧思维做内容，更有
机会把作品推向全世界的观众。

今年上半年，优酷在古装剧赛道陆续推出
了《花间令》《惜花芷》《墨雨云间》，还凭借《微
暗之火》《新生》打响了“白夜剧场”的品牌，优
酷副总裁谢颖认为，这份成绩归功于“好内容+
好主创+演员适配”的方法论。目前，平台在古
偶剧方面更愿意选择“成长型IP”，在悬疑剧上
则坚持原创剧本，起用电影导演，探索短精赛
道，“长视频内容价值的深度、与用户情绪链接
的广度，可能决定了天花板的最终高度。”

悬疑漫改科幻成新增量，新技

术为新领域探索提供动力

由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发布的《中
国剧集创新发展与审美多元化研究报告》显
示，新题材上，悬疑剧、漫改剧、科幻剧成为国
产剧精品新增量。《报告》调研显示，青年观众
偏好青春、悬疑、科幻题材，视频平台内容多元
化与类型创新不仅满足了青年观众日益多样
的文化需求，更引领了剧集市场新潮流，为行
业进步与观众体验升级注入新活力。
“好内容是穿越风浪的压舱石。”谢颖表

示，优酷剧集在内容布局上，一方面做好具有
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国之大剧”，另一方面，继
续跨出舒适区，探索新增量。谢颖介绍，优酷
会陆续推出《清明上河图密码》《阳明传》《天工
之城》《换届》等追求思想性、传承性和艺术性
的力作。在漫改、少年热血等创新赛道，将推
出《凡人修仙传》《藏海传》《七根心简》《异人之
下2碧游村篇》《雨霖铃》等。科幻剧方面，由刘
慈欣监制的科幻剧集《梦之海》即将面世，人气
作品《灵笼》即将开机，由银河奖作品改编的
《我们生活在南京》，以及《泰坦无人声》《夜的
命名术》等科幻佳作也已进入改编开发阶段。

谢颖介绍，虚拟拍摄技术为优酷在科幻剧

领域的探索提供了动力。《清明上河图密码》《真·
探》《七根心简》《风华奇友录》《飞驰人生》《灵笼》
等剧集已规模化运用虚拟拍摄技术。未来剧集
项目以虚拟拍摄技术制作的场次占比，会根据题
材不同达到15%—50%不等。

“她故事”仍是爆剧密码，“她力

量”引领新审美新表达

“大女主”这一概念的讨论一直是热门话题。
从早期的“古偶大女主”到“都市大女主”，如今，“大
女主”剧中的女性角色随着女性观众审美变化和女
性意识的崛起，展现出了更加丰富和立体的形象。
女性角色不再仅仅是剧情的附属品，而是拥有独立
思想、情感和职业的角色，她们的故事也不再局限
于爱情和家庭的框架，而是涉及社会、职场、个人成
长等多个层面。这一时期的“大女主”剧，更加注重
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挖掘和对女性力量的展现，力求
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多元和深刻的女性形象。

这个夏日，《玫瑰的故事》与《墨雨云间》两部
女性题材剧引发热议，洒脱的黄亦玫（刘亦菲饰）
与坚韧的薛芳菲（吴谨言饰），让观众跨越时空感
受到角色传递的力量。《玫瑰的故事》改编自亦舒
同名小说，同样塑造了明媚独立的“亦舒女郎”形
象。剧集围绕女主角黄亦玫的情感经历与成长
故事展开，跨越20余年的成长轨迹，展现女性在
不同人生阶段对自我价值的探寻，强调现代女性
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

亦舒的作品一直以其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独
特的女性视角而受到读者的喜爱，然而在影视化
的过程中却被诟病不够贴近现实。《玫瑰的故事》
似乎也在开篇就刻意强调了这种“悬浮”感，剧中
的黄亦玫一出场就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背景：书香
世家的出身、高学历、优质的工作以及出众的容
貌。这些设定让她看起来像是一个生活在云端
的人物，与现实世界有着明显的距离。“人人都爱
玫瑰”这样的设定让黄亦玫有了全心投入、大胆
追爱的底气。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和主角每段
感情的展开，黄亦玫也开始经历了变化。她不再
是一个只活在理想世界中的人物，而是开始有了
更多现实的考量和自我反思。
《墨雨云间》作为一部聚焦于女性独立意识崛

起的热播剧，以其独特的爽剧形式和快节奏、强反

转的剧情设计，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不同
于传统女性题材作品，该剧通过女主角薛芳菲被丈
夫背叛和暗害后踏上复仇之路的设定，展现了一个
女性角色在极端困境中的觉醒和蜕变。剧中的薛
芳菲不是一个被爱情推动的角色，她的成长和蜕变
更多地基于自我认知的提升和对独立生活的渴
望。爱情在《墨雨云间》中虽然不是主线，但它的存
在如同调味剂一般，适时地为剧情增添了情感的层
次和深度。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他们互
为棋子，这不仅为剧情增加了看点，也反映了现代
关系中的复杂性和现实性。《墨雨云间》不再满足于
传统的剧情框架和角色设定，而是尝试通过不同的
叙事手法和故事线，来探索女性题材的表达空间。

此前引起广泛讨论的《二十不惑》《三十而已》
《爱很美味》《女士的品格》《时光正好》等，均以多
位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讲述了女性群体在家庭、
婚姻和职场中面临人生抉择时的心理状态，聚焦
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乃至不同地域的女性角色塑
造。此外，今年还有多部女性题材的作品待播，
《六姊妹》《隐身的名字》《我和婚姻的战斗》《许我
耀眼》《不讨好的勇气》，及改编自亦舒同名小说的
都市情感大剧《独身女人》等。

另外，影视剧中的反派角色不再是推动剧情
的“工具人”，创作者对她们的塑造更加生动立体。
《墨雨云间》中的婉宁公主（李梦饰），一出场就将
“恶毒女配”的形象立住，“神经质”的表演为角色赋
予一种“疯”感，但婉宁公主背后也有自己的故事
线。《庆余年》中的长公主（李小冉饰）有着倾国容貌
却为爱痴狂，是一个复杂且矛盾的角色，但也展现
了女性在权力斗争中的挣扎与无奈。“疯批反派”的
设定更具戏剧张力，也给了演员更大的表演空间。
“她力量”的崛起也引领了新的审美、新的表

达。清华大学教授司若表示，电视剧、网剧观众以
女性为主，“她剧集”是长期以来非常受女性欢迎
的一类剧集。“我们看到女性觉醒成长的故事，在
古装剧领域当中有所生发，大家观看《墨雨云间》
时能获得浓浓的爽感，实际上是因为，从生活的绝
境到逆风翻盘的过程，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
现实生活当中希望实现的。”

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司若表示，从“大女主”
到女性群像的刻画，女性之间不仅仅是倾轧竞争
的关系，“她力量”剧集当中有很多是女性帮助女
性，描写闺蜜情谊的内容获得了年轻女性的喜
爱。她说：“在‘她题材’剧集当中，无论是古装剧
还是现代剧，如果能在人物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观
众都会说‘像我身边发生的故事’，其实这跟角色
的时代无关，主要是跟人物本身的内涵有关。”

国产剧市场提质减量，呈现以

人为本、社会话题、电影质感三大

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国产剧市场有明
显的提质减量趋势。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虽
然上半年有效播放的剧集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2部，降至149部，但累计正片播放量却逆势增长
了35.1%，这表明虽然剧集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是
观众对于高质量内容的需求和追剧热情并未减
弱，反而呈现出上升趋势。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尹鸿认为，当下剧集呈现出以人为本、社会话题、
电影质感三大趋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研
究员饶曙光坦言，剧集的创新表达已经超过电影，
进入到剧集反哺电影的时代。

中国电视剧在提质减量的过程中，多元化、类
型化的题材表达、精品化的创作理念、特色的赛道
布局，都为国产电视剧市场更好地发展奠定了基
础。未来的剧集创作将在多样性、艺术创新、社会
性和现实感等方面不断突破和发展，为观众带来
更加丰富多样的视听体验。

受父辈言传身教的感染
18岁立志传承回族重刀

重刀原名大刀，是一种传统兵器，在我国有
1200多年的历史。回族重刀武术成名于明成祖
初期，至今有600多年的历史。曹氏先祖将重刀
武术带入了天津。

曹宁的父亲曹仕杰自6岁起，就开始练习
举石礅，加强力量训练。凭着幼年时练就的扎
实基本功和坚持不懈的过人毅力，曹仕杰进步
飞快，20多岁时就已经掌握了“曹门刀式”的全
部招式和技巧，成为曹门同辈子弟中的佼佼
者。1991年，刚刚年满25岁的曹仕杰郑重地从
年过七旬的爷爷手中接过了教鞭，全面担负起
回族重刀武术队的组织、训练、编排等重要职
责。同年，他带领天津回族重刀武术队奔赴广
西南宁，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的赛场上获得冠军，成为当年该项赛事中天
津唯一获得金牌的项目代表队。2006年，回族
重刀武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曹仕杰成为该项目的代表
性传承人。
“别的女孩子都喜欢穿裙子爱打扮，哪有

女孩子一天到晚都舞枪弄棒的。”这是32岁的
曹宁练习重刀武术以来，经常听到的话。曹宁
是曹仕杰唯一的女儿，她觉得，古代不是有花
木兰替父从军吗？她可以接过父亲身上的担
子，将回族重刀武术传承好。

曹宁从小就好动，三四岁就开始接触重
刀，而且对重刀非常感兴趣。当年只要父亲和
其他长辈练习重刀，她都会去摸摸看看。后
来，父亲给她做了一把小木头刀，她就开始模
仿父亲的动作。由于悟性很高，做起动作来也
有模有样，曹宁6岁那年，就第一次参加了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她是当时运动员里
年龄最小的一位。

在练习重刀的过程中，磕磕碰碰在所难
免，练习者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是常事儿。父
亲心疼曹宁，时不时就会说：“练耍大刀太辛苦

了，你一个小姑娘家的就别练这个了，你喜欢
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曹宁直白地回道：“我
嘛也不想干，就想练大刀。”

虽然嘴上这样说，但父亲从未真正阻止曹宁
练习、表演、参加比赛。在曹宁18岁生日那天，父
亲问曹宁有什么心愿时，曹宁就跟父亲说，她最大
的心愿就是学习重刀，有一天可以把重刀传承下
去。父亲听后非常激动。

因为重刀，曹宁第一次见到父亲哭，这也在
她的心里埋下了传承回族重刀武术的种子。那
时候曹家门口锁着一把220斤重的祖传大刀，有
一天锁被卸了，大刀被盗。父亲急坏了，几乎把
天津的废品收购站跑遍了，最后在郊区的一个

废品收购站里，找到了已经被锯成3段的大刀。
抱着刀把儿，父亲失声痛哭。这件事让曹宁至
今难忘。

曹宁的父亲是一个不善表达的人，但是对曹
宁却一改惜字如金的性子，不仅在技术上耐心地
给她指导，还总是给她鼓劲。有时候曹宁因为一
个动作练不好，自己跟自己较劲、哭鼻子。父亲看
到后，就会开导她：“闺女，这有什么？哭什么，不
会咱慢慢练，哪点不会我就告诉你呗。不要气馁，
也不要因为练不好就老哭。练武之人一定要有
坚定的毅力，要塌下心来。”曹宁练武经常受伤，虽
然在训练场上父亲管教严厉，但是每次结束训练
后，父亲都会心疼地问她疼不疼，有时还会拿药给
她小心地喷上。

2015年，曹宁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的比赛。由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状严重
起来，第一场比赛后她就走不了路了。师弟们
见状立即将她抬到了医务室做理疗等。当时
曹宁告诉同伴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她能
站起来，必须撑到第二场比赛结束才行。最后
她在接受了一系列紧急治疗后，坚持完成了第
二场比赛，最后获得了项目金牌。但是回到天
津之后，曹宁在床上躺了近半年。当时父亲就
老“唠叨”：“你呀，别老那么要强，打不了就不
打，少你一个咱们也能咬牙撑下比赛。”

话虽如此，但是从小在父辈言传身教的浸
染中，曹宁早就形成了面对任何事情都“不能
轻言放弃”的处事态度。四年一届的比赛，对
曹宁来讲能去参加就很难得，她希望能够在更
多人的面前展示回族重刀武术的魅力，所以她
觉得这么做是值得的。

时代更迭影响传承环境
科学训练需要创新方法

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受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回族重刀武术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流
失。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西北角地区平房拆迁
改造工程，使得不少武术队成员因为搬迁后往来
不便而中断了武术训练。由于父亲的住所和店
铺拆迁，失去了收入和以往的练功场地，武术队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曹宁说：“人最少的时
候，只有我父亲、我师叔和我三个人相互扶持，甚
至达不到参加一场武术表演的最低人数要求。”

曹宁说：“我看到父亲对重刀的感情，就觉得
自己应该好好练下去，不能让这些技艺失传。如
果失传，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

2019年曹宁的父亲去世，一夜之间压力都落
在曹宁肩上了。曹宁说，她最开始接手武术队的
工作时，也不知道如何管理才好，幸好有师叔和
父亲的一些朋友给她指导，帮她渡过难关。她积
极向他们求教，比如怎样制作重刀，怎么编排动
作，怎么保留服装中民族特色等。

对于重刀武术的传承，曹宁有着自己的想
法，她解释道，父亲当年的传承，更多是基于一种
对重刀武术的感情，而到了她这代，她觉得传承
是一种责任。“不是常有人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吗？”曹宁说，“不能因为这句话，就永远定格在这
里不动了。传统东西得保留，但必须要与时俱
进，就是要将传统与实际相结合，要不断进行突
破与创新。”

通过参加比赛来推广回族重刀武术，是曹宁

一直在坚持的传承方式。“参加比赛是压力也是动
力，我也希望通过一次次比赛，拿到好的成绩，可
以给父亲一个交代，这样也能让他放心，重刀在我
这里不会失传、会有突破、会传承得更好。”

回族重刀武术的练习者在尝试高难度动作
前，要一遍一遍练基础动作，从举石礅开始练习，这
个过程是比较漫长和枯燥的。比如“头顶转”的绝
活，是把重30斤的刀搁到头上，既要稳定还必须转
起来。曹宁当时先用石礅练习基础，练基础3年后
才开始练习重刀。由于现在的学员比较好动，身体
素质也参差不齐，因此在传授过程中，曹宁在遵循
传统训练方法的同时，也会穿插一些愉快的集体项
目，例如带孩子踢足球等，让学员不会觉得练习传
统技艺枯燥，在愉悦的心情中增强体能。

曹宁介绍：“如今回族重刀武术的训练是非常
科学的。以前的刀最轻的也有60斤，现在为了非
遗进校园，再加上考虑到孩子们基础可能没有那
么扎实，又想在教学中让孩子多掌握一些技巧，我
们就给孩子制作了一些轻量的刀和石礅，石礅重
5到15斤，刀重15到20斤左右。”

在传承过程中，曹宁不只注重做好非遗进校
园的工作，也在重刀武术表演形式方面寻求突破
创新，比如动作编排、灯光、音效、服装等方面。在
曹宁看来，在全国重刀武术比赛中，刀的重量是比
赛评判成绩的标准之一，这也是重刀武术的一个
特点，但是现如今，武术队参加各种活动，不只是
比赛竞技，也有很多是以表演为主。在突出形式
技巧的表演中，曹宁进行了一些创新，使演出更加
饱满，不仅让观众看到高难度的动作，也让人看见
动与静、力与美的结合。

曹宁说：“父辈那一代表演重刀武术时，队员
们跟着统一的鼓点行进，然后每人轮番上场就可
以了。但是到了我这一代，表演就有了明显的区
别，每名队员会有属于自己的鼓点和节奏，队员要
根据自己的鼓点节奏来上场表演，使表演更具有
观赏性，表演形式也会变得更加丰满一些。”

除此以外，曹宁还会做一些线上的推广活动，
包括直播。她希望以后能够以重刀为基础，弄一
个规模大一些的武馆招收学员，让更多的人了解
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国产剧集在多元化和高品质的道路上不断迈进，荧屏上出现了诸多令人瞩目的佳作。对于

大部分观众而言，对这半年的第一印象是“不缺爆款”：《繁花》《南来北往》《与凤行》《追风者》《庆余年第二

季》《我的阿勒泰》《墨雨云间》等剧接连热播，完成了“爆款接力”，共同为整个剧集市场加热，在剧情深度、

制作水准和演员表现上赢得了观众和业内的高度评价。这些剧集的成功，为国产剧注入了新的动能。国

产剧市场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让人们对国产剧的未来更加期待。

曹宁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回族重刀武术

的第七代传承人。在红桥区丁字沽小学校

内的操场上，记者采访了曹宁。由于当天天

气炎热，记者来到操场时，后背已经被汗水

浸湿，当时几名身穿红色队服的回族重刀武

术学员已经开始做着训练前的准备活动。

不一会儿，留着短发、身穿蓝色T恤、脚蹬白

色运动鞋，“假小子”一般的曹宁一手拎着一

箱矿泉水，出现在操场上。小时候，曹宁跟

着父辈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如今，她已经接

过父亲手中的教鞭，成为天津回族重刀武术

队的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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