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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吴国宏表示，剧本符合文化和套路——对应于人们社会生

活的“脚本”，人们围绕现实生活的“情节记忆”就是脚本化的，

所以什么“英雄救美”“好事多磨”“逆袭”这样的套路早就

根植在普通人对世界的诠释理解之中，欣赏起来有时用“倍数”

播放就是这个道理，不用考虑逻辑合不合理，主要是情感共鸣，

因为“不出所料”，所以不用深究。

登不了大雅之堂，无妨

短剧最“神”的地方就在于，它总能得到屏幕外观众的即

时反馈。这也会倒逼制作人调整短剧拍摄的方向。冬漫社汤明明，

现在是 @ 艾青的女人剧场的负责人，能够完成转型蜕变，靠的

正是认真洞察受众群像的喜好和口味。

汤明明告诉《新民周刊》，从题材到内容，再到时长、投

放群体等，用户对短剧的评价也会反作用到创作者身上。在快

手星芒计划开始初期，汤明明一共报了六个项目，印象特别深

刻的是一个专攻“30+ 赛道”的《女人的复仇》。

当时汤明明和团队成员觉得，内容方向偏少女的赛道有点

挤了，面向 30+ 成熟女性的短剧反倒做的人很少，于是就放手

一搏，果然成了爆款。“恰恰说明站在短剧困境中的人数之多，

我们没有期待短剧能改变法律，但能给困境中的人以力量，也

是好的。”

但微短剧写手李宇不这么认为，他今年 20 岁，目前主要写

“小程序短剧”。每个月写两三部，每部 100 集左右。关于微短剧，

他有自己的看法。以近两个月写的四部短剧，内容上有 60% 相

似，题材也是大同小异。主角在这部剧中是卖鱼的，下一部就

换成杀猪的。关键的反转情节，有的发生在寿宴，有的发生在

主角家里。

李宇不愿让身边朋友知道他在写短剧，怕被吐槽“这么垃

圾的东西原来是你们写出来的”。也会担心大家觉得短剧没有

营养，也没有文学价值、艺术价值，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创新

不是编辑和平台想看到的，大家只想稳着来，趁风口还在的时

候赚点钱。

一位负责过千万粉丝账号的编导表示，“恶婆婆和好媳妇”

是可以不断拆解复制的元故事。如果受众是年轻的女性，故事

就是塑造媳妇的委屈和可怜。反之，也行得通。一面是接受现

代教育的年轻人，一面是陈旧观念的捍卫者。“手撕”和“断亲”

意味着对权威的消解。

爆款短剧《闪婚后，傅先生马甲藏不住了》导演严沛樑也认

为，短剧本来就有很多情节大同小异，（如果）经常看短剧，会

发现很多人物的名字都差不多，根本分不清。目前市面上的很多

短剧也没有所谓的影视语言，说白了就是网络小说的动态 PPT。

许苗追剧追了四个月，追了不下五十部，在她发来的资源

网盘里，还有十几部剧在持续更新中。但回忆起来，许苗能记

住的没几部。“看过就过了，感觉就像一颗跳跳糖，我这口吃

完了，不需要回味，当下愉悦了就好，至于有没有意义，没那

么重要。没有短剧也不影响什么。”

五个月前，雷米刚刚生娃时，被生活搞得喘不过气，趁着

娃睡觉的工夫，上午和下午分别一小时，她才能做回自己。“两

小时的休闲时间里，我不是一个母亲，也不是一个妻子，我就

是我自己，我不用是谁，也不用为谁而活，不过是在一地鸡毛

的生活中，给自己多点幻想。”

吴畅畅告诉《新民周刊》，微短剧不需要走精品路线，受

众奔着的就是这种粗放式、粗犷式的制作风格，剧情本身能不

能有效地把自由率转化成必然率，从而迎合观众的期待，才是

大家在意的点。

吴国宏认为，微短剧的质量会不会提高取决于观众的需求，

产生的流量反过来促使更多的投入，从而在各个方面改善微短

剧的质量。当然，资本投入和观众口味之间最终会在市场的调

节下找到微妙的平衡。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传输技术、智

能化终端的改善，传播方式也会相应进行调整，但万变不离其

宗的是人们的需要。

专攻“30+赛道”的《女人的复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