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国庆期间，一部由人

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人民网党

建创新部、人民日报文化传媒、开

心麻花联合出品的“人民短剧”登

陆互联网，引起各界关注。

第一季《故事新编》共包含 5

集短视频：《飞天》《盛世琴音》《黄

风 岭 传 奇》《神 仙 游》《奶 奶 的

AI》。该剧以“穿越”为主要表现

形式，让不同时空的人物彼此对

话，在今昔对比中展现新中国成

立75年来的沧桑巨变。

作为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探

索，“人民短剧”《故事新编》一经

发布，观看量迅速突破千万，登上

抖音热搜榜，网友好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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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开播一周年，余热仍在。1 月

7 日，演员董勇凭借在《繁花》中的精彩表

现，荣获“影视榜样·2024 年度总评榜”最

佳男配角。不论是视觉效果还是特色鲜

明的人物塑造，《繁花》都为国剧树立了

一个标杆，这部剧的拍摄周期长达三年，

但董勇表示自己“很享受这份漫长”，对

他来说这是一个打破“框架”酣畅表达的

舞台。

谈《繁花》：演员与导演
的互相成就

时隔一年回望播出盛况，董勇认为

《繁花》的成功首先在于真实还原了年代

故事：“那个年代离现在有点久远，无论

是大环境的事件，还是小人物的脉络，现

在很多年轻人都不了解，对他们来说很

新鲜。更重要的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

人都有自己的回忆，而《繁花》与一代人

的记忆是 1 比 1 还原的。”

“《繁花》真正实现了内容与美学的

引领。”谈到作品引发的轰动效应，董勇

认为这是导演王家卫坚守“内容为王、美

学至上”的结果：“我们拍了三年，导演用

了十年的时间。每个参与演出的演员，

王家卫都至少看过他（她）两部以上的个

人作品。”

不过，直到现在董勇也不明白，王家

卫是怎么从“彭德怀”这个角色（2016 年

董勇主演的电视剧《彭德怀元帅》）中看

出，他可以演《繁花》中的浙商小老板“范总”。“那是一个非常沉

稳，或者说很正的一个角色。”此前董勇塑造的角色，多是军人和

警察，大多数导演也会依从惯性，在遇到同类型的角色时找到

他，而王家卫的大胆“出新”让人意外。更让董勇没想到的是，知

命之年与《繁花》相遇，王家卫发掘了他在荧幕上的另一面。

寥寥几页台词，不确定的场次与戏份，对董勇而言，拍《繁

花》是一次独特的创作经历。“拍摄过程中，我经常问导演接下

来人物的走向，他就让我猜。”董勇说，很多演员都会提及王导

的“随性”，其实王家卫的创作习惯就是在现场不断构思人物和

故事的走向，这恰恰给了演员发挥空间，“范总”的戏份就是在

拍摄过程中“越演越多”，角色也越来越立体。在董勇的观念

中，导演是演员的一面镜子——给演员机会去展现自己，最后

如何呈现由导演定夺，有了导演这面镜子，就能反映出演员的

一切，包括表演上的对与错。

《繁花》播出后，董勇才发现“范总”是一个有点黑色幽默的

喜剧人物，他的口音、做派、唱《安妮》时的状态剪辑在一起，就

是一个精明市侩却又侠骨柔肠的商人形象。此前一直塑造硬

汉角色的董勇，突然蜕变成《繁花》中的“喜感担当”，让观众

倍感新鲜和惊喜。很难说，是王家卫先写了范总，还是董勇塑

造了范总。“我在生活中也不是特严肃的人，一直以来就希望

演这样一个角色，但没有导演敢试，没有导演敢让我自己去发

挥。”董勇说，王家卫给了他这样一个平台，释放了他心底的一

个愿望。

谈“范总”：演艺生涯中的里程碑角色
《繁花》“十年磨一剑”，如今的影视创作中，这份“慢”颇为

难得。董勇说，《繁花》的“慢”让他可以不断去尝试，“我可以想

到各种方式方法来演绎范总，甚至于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不靠谱

的、像滑稽戏一样的表演方式，这种尝试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

好的体验。”

漫长的创作过程，也是让董勇减少遗憾的过程：“《繁花》的

创作周期数倍于其他剧集，但我很享受这个漫长，它可以尽量

减少你的遗憾。”董勇认为，很多“遗憾”就是因为太着急了，没

有机会去准备和补救，“然后我们就用一句很美好的词汇，婉转

地说这是‘遗憾的艺术’。”

董勇透露，在《繁花》片场，包括他在内的很多演员拍完自

己的戏份都不太想离开，而是看看还有没有多拍一些戏的机

会。片场经常出现的一幕是，王家卫导演一转头“哎，刚好你没

走，那来再拍一段”。成为“范总 BGM”的那首《安妮》就是现场

的神来之笔：“在塑造人物和拍这场戏之前，我都没想过要这样

去表达，这首歌是我一下子释放出来的状态，也突破了我以往

的情绪表达。”

在董勇眼中，“范总”这个浙商小人物，是自己演艺生涯中

里程碑式的角色，《繁花》的拍摄也是他突破自我的过程，“我

是学京剧的，不是专业演员，这么多年来就是一部戏接着一部

戏，靠一次次的历练来积累表演经验，而《繁花》给了我一个特

别大的突破。”大胆尝试、精益求精的创作过程让董勇意识到，

在角色塑造上要敢于探索，不断打破原有框架。

拍《繁花》，让董勇更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演员的“幸福感”，

展望未来，他说自己会继续保持对演员职业的敬畏之心，不断

投入创作潜心塑造角色。

邱伟

用好创意讲出好故事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能不能用微短剧这个‘新形式’，来

讲 75 周年这个‘大主题’呢？目前还少有

人这么做过。”说干就干，“人民短剧”项目

组开始集结。

找准了新形式，还得有金点子。众声

喧哗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注意力是稀缺资

源。想把重大主题报道做出新意，找到抓

住人的创意、讲出小切口的故事才是关

键。

为此，主创团队提前半年策划，对创

意设计、剧本结构反复推敲。最终选择

“穿越”作为主要表现形式。

“75 年是个跨度很长的历史时段，但

微短剧又要求简洁、直给。想要在 5 分钟

之内把成就展现出来、情绪传递到位，只

能对时空做‘折叠’，我们自然就想到了穿

越。”“人民短剧”项目策划、侠客岛微博编

辑张少鹏说。

于是，在主创团队的设计下，一系列

“脑洞大开”的故事“穿越”而来——

《飞天》中，“世界航天始祖”、明代官

员陶成道穿越，在与现代中国航天工作

者、爱好者的对话中，感受新中国的科技

进步；

《盛世琴音》里，大唐琴师穿越，在与

现代古琴爱好者的齐奏和鸣中，体味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黄风岭传奇》中，现代人穿越成孙悟

空和黄袍怪，带着植树造林的决心，把黄

风岭变成了绿水青山；

《神仙游》里，晚年身患腿疾的徐霞客

穿越，体验高铁带来的神仙出游，感慨交

通建设的沧桑巨变；

《奶奶的 AI》中，卧床多年的奶奶与孙

女“灵魂互穿”，在孙女的世界中体会现代

智能生活的便利。

幽默的对白、生动的表演、精良的制

作，让观众在笑点与泪点中，自然产生对

家国情怀的共鸣。

这一设计得到了多方好评。不少年轻

网友留言，“爱了爱了，是 00 后的菜”。

在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谷疏

博看来，运用当下深受年轻一代欢迎的

“穿越”元素作为连接古今的桥梁，既丰富

了剧情内容，又增强了观赏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杨奇光

认为，选择微短剧这个轻量化的传播形态

很明智，以小切口讲述有趣的故事，也易

于引发更多人的共鸣。

以专业化打造高品质
好创意要落地，离不开专业的执行。

为呈现最佳效果，主创团队高度重视拍摄

细节，对选角、道具、妆造、设备、后期等各

环节都精益求精。

“竖屏比横屏对细节的要求更高。因

为竖屏多是近景和特写，任何细节都会被

放大。”“人民短剧”项目策划、人民网党建

创新部主编周晶说，最让她印象深刻的，

是大家对这一项目展现出的热情。

在横店拍摄期间，团队遇到台风，一

连数个雨天，对外景戏份构成很大挑战。

拍徐霞客的戏，是在远离市区的一座山

顶，不远处就是悬崖。“当晚下起了雨，但

没有一个人说暂停，工作人员第一反应是

把设备保护好，演员们也冒雨拍完了这

集。大家齐心协力抢进度，现场氛围很让

人感动。”周晶说。

徐霞客的扮演者，是开心麻花签约演

员王彦凯，他也担任了《故事新编》的编剧

和联合导演。在他看来，短短 5 天的拍摄，

每天都是高强度的“痛并快乐着”。

在场面最大的剧集《盛世琴音》中，团

队不仅要还原唐朝街景、人物造型，还要

调度群众演员超 100 人，按剧情要求特制

多种手工道具。“我们的道具制作团队真

的是‘手工达人’，解决了很多我们解决不

了的问题，甚至还调动了很多身边朋友的

资源。一切都是为了作品。”王彦凯说。

精心打磨好作品，根本目的是打动

人。在评选最感动的故事时，“人民短剧”

《故事新编》的导演张潇把票投给了《奶奶

的 AI》。在这集短剧的结尾，自知即将离

开人世的奶奶用 AI 制作了一张相片，上面

是年轻时的自己与孙女的合影，她给孙女

留言：要记住奶奶最好的样子。

“我记得很清楚，拍这段时，现场每一

位工作人员无不被感动落泪。原本在监

视器前偷偷抹泪的我，一回头才发现，原

来大家都在抹泪。”张潇告诉记者，把 AI 引

入剧情是一个很好的新尝试，“不仅感人，

更传递出科技向善的价值观。那一刻，AI

真的变成了爱”。

让谷疏博印象最深的则是《飞天》。

随着一声声“点火”“起飞”的指令回响，不

仅回顾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轨迹，更致

敬了中华民族无数勇敢追梦者的不懈坚

持。“这个结尾处理，激活了潜藏在观众内

心深处的文化基因与价值认同。”谷疏博

说，“我每次观看都不禁为之动容”。

在新赛道唱响主旋律
近年来，微短剧因其故事性强、篇幅

短小、节奏明快，符合网络传播时代的用

户接受习惯，影响力持续上升。

据行业机构测算，2024 年中国微短剧

用户规模已达 5.76 亿人，占整体网民的

52.4%，其市场规模超 500 亿元。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高速发展的微

短剧，如何去粗取精、提质升级？

“优质的微短剧，对于弘扬正能量、凝

聚社会共识十分重要。”北京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开和表示，当前网络上

各种“擦边”、低俗的微短剧仍有不少，“我

们亟须发展真正能够鼓舞人、传递正向价

值观念的微短剧，人民日报社推出的‘人

民短剧’，可谓恰逢其时”。

陈开和把“人民短剧”的特点概括为

三个“融”：一是融汇各界，人民日报社的

融媒体工作室携手开心麻花，强强联合、

形成合力；二是融通古今，巧用“穿越”手

法，将古人的伟大梦想与祖国的发展现实

融为一体，感染力强；三是融聚上下，内容

接地气、贴近民生。

“‘人民短剧 ’讲述的是观众有切身

体 会 的 故 事 ，这 些 故 事 能 让 大 家 感 受

到 ，我 们 国 家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始 终 充 满

着上下同心、奋发有为的豪情力量。”陈

开和说。

这种情怀也感染着世界各地的华夏儿

女。“人民短剧”第一季《故事新编》上线

后，被葡新报、欧洲侨报、非洲时报等多家

海外华文媒体网站转载。

“这是人民日报社媒体融合发展的一

次积极探索。”“人民短剧”项目策划、人

民日报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新媒体部副总

监毛文正说，“我们既渴望突破自己，把

重大主题报道做得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也希望能影响受众甚至行业，让我们的

产品推动微短剧行业走向内容精品化、

优质化。”

“人民短剧”在舆论场和同行间产生

了不小的影响。在《黄风岭传奇》评论区，

网友们留言好评不断：“改得不赖，期待

‘爆改’女儿国、火焰山！”“生态保护，这波

宣传上大分”……不少行业观察类自媒体

专门发视频分析解读“人民短剧”，表示

“央媒的脑洞比我们想象中更大，执行力

也更强”“看着挺带劲”。

“央媒主动涉足微短剧领域，不仅为

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拓展

了自身的发展边界与业务形态，为媒体转

型 变 革 提 供 了 有 益 经 验 。”谷 疏 博 说 ，

“‘人民短剧’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是对守正创新理念的具体落实，它证明正

能量也可以充满网感”。

韩维正

“关关难过关关过”，电影《小小的我》

预告片里这句话说的是脑瘫患者刘春和

的 处 境 。 一 步 步 艰 难 地 行 走 在 人 群 中 ，

患有脑瘫的他无可避免地与形形色色的

目光交汇，其中有怜悯的、有恐惧的、亦

有 厌 恶 的 ，却 鲜 有 能 真 正 平 等 地 直 视 和

理解他的。

无论是父母以保护为名的束缚、咖啡

店长另有所图的“善意”、还是爱慕女孩的

离开都未曾让刘春和妥协。“再渺小、再破

碎的个体都是完整的我！”电影中刘春和的

呐喊掷地有声，坚定地向世界宣告自己的

存在。

电影《小小的我》讲述了患有脑瘫的刘

春和（易烊千玺饰）与家人们度过了一段

有笑有泪的难忘盛夏。他学习打鼓帮外

婆（林晓杰饰）圆梦舞台，与妈妈（蒋勤勤

饰）的矛盾也逐渐消解；同时在困境中不

断努力探寻自我，完成了令人动容的成长

跨越。

相较于给予残障人士特殊关怀，《小小

的 我》更 倾 向 于 将 他 们 视 作 普 通 人 来 刻

画。“我是个二十岁正常的成年男性。”与所

有普通人一样，刘春和也会投诉侮辱他的

公 交 司 机 ，也 会 对 漂 亮 的 女 孩“ 想 入 非

非”……电影中，他并未被塑造成一个需要

被 拯 救 的 角 色 ，而 是 始 终 强 调 作 为 一 个

“人”的情感与成长。

面对母亲简单粗暴的“保护”和外界

“脑瘫打什么鼓”的质疑，刘春和把自己

置 身 于 和 大 多 数 人 相 同 的 考 量 标 准 中 。

他当众“报菜名”证明自己的口齿和记忆

力 ，以 远 超 店 长 要 求 的 行 走 距 离 证 明 自

己 的 体 能 。“ 我 是 个 记 性 很 好 的 普 通

人”，这不仅是刘春和个人的人格宣言，

更 是 整 个 残 障 群 体 对 被 平 等 对 待 的 渴

望。“不只是钱，有工作对我而言是有了

尊严！”应聘成功后，刘春和自豪地告诉

外婆。

在摒弃了传统残障题材影片中过多的

刻意煽情和悲情渲染后，《小小的我》以一

种平静的方式，聚焦于残障人士如何在困

境中积极寻找希望，如何与家人和解，如何

在社会中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关于

幸福的意义里，应该有我们每一个人”。故

事尾声，面对三袋“米面油”形式的“慰问”，

刘春和拒绝平和、被动接受，而是积极为自

己和所有没有被认真对待的人群发声，实

现了叙事的突破。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作为讲师

的刘春和向学生们解释：“在几乎所有诗人

的作品中，不起眼的苔花都只是点缀，但在

袁枚的笔下，它有了至上的人格。”正是有

了这种人格，刘春和从未自暴自弃，他学会

了开车，撒掉了伙伴小猫的骨灰，并坚定地

选择了梦寐以求的师范大学。“苔花从不自

惭形秽，而是凭一己之力，活出了不输牡丹

的尊严。”

《小小的我》此前成功入围第 37 届东

京 国 际 电 影 节 主 竞 赛 单 元 最 佳 影 片 提

名，并获得观众选择奖。因刘春和一角，

易烊千玺再度收获大量赞誉，被评论为迎

来了其演技的“蜕变之作”。不仅在外形

上高度还原了脑性麻痹患者的特征，更在

举手投足间赋予了角色鲜活的灵魂。身

形瘦小、姿态扭曲，习惯住在刘春和的身

体里的他，甚至在完成电影拍摄后的日子

里依然保留着肌肉记忆，“很长时间里我

都会没有意识地像角色一样仰头笑”，易

烊千玺说。

此前，电影导演杨荔钠对媒体回忆起

初见刘春和的场景，“他摇摇晃晃向我走

来，我下意识想抱住这个亲爱的小孩”。就

是仅仅看了这一眼，摄影师满怀信心地告

诉导演这个电影“成了”。

值得 一 提 的 是 ，《小 小 的 我》在 全 国

多个城市推出了针对视障观众的无障碍

版 本 ，也 体 现 了 对 不 同 群 体 观 影 需 求 的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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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小小的我》聚焦残障人士成长历程——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人民短剧”第一季上线，观看量迅速破千万，网友点赞——

“人民短剧，看着挺带劲”

《飞天》《盛世琴音》《黄风岭传奇》《神仙游》《奶奶的 AI》海报。

《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附页。

《小小的我》海报。

董勇荣获“影视榜样·2024 年度总评榜”最佳男配角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