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日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观众媒
介 使 用 习 惯 的 改 变， 通 过 以 微 博、 抖 音 为 代 表
的 社 交 媒 体 和 短 视 频 平 台 追 剧 的 现 象， 在 年 轻
观 众 群 体 中 越 来 越 普 遍。 无 须 整 块 时 间， 不 用
连 续 观 剧， 只 要 在 相 关 平 台 搜 索 剧 集 话 题 关 键
词， 或 者 关 注 一 些 影 视 知 名 账 号， 观 众 们 就 可
以 把 新 播 剧 集 的“ 名 场 面 ” 一 网 打 尽。 更 有 甚
者，会选择观看“一分钟看全集”的视频剪辑，
把整集情节囫囵吞下。

在移动互联网改变生活的大背景下，观众利
用 碎 片 时 间 看 剧、 谈 剧， 本 来 再 自 然 不 过。 但
当“碎片化”追剧取代了影视作品观赏，让“速
食”成为常态时，这种观看习惯就值得警惕了。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虽然从传播过程来看，
“ 碎 片 化 ” 追 剧 是 在 接 收 环 节 出 现 了 问 题， 但
其 根 本 原 因 并 不 都 在 观 众 这 一 端。 大 部 分 观 众
最 初 选 择“ 碎 片 化 ” 追 剧 并 非 因 为 没 有 艺 术 鉴
赏 力， 也 不 是 没 有 耐 心 追 剧， 而 是 在 曾 经“ 注
水 剧 ” 泛 滥 的 蚀 害 下， 形 成 了 一 种 审 美 上 的 自
我 保 护 机 制。 因 为 害 怕 在 一 部“ 注 水 剧 ” 上 浪
费 太 多 时 间， 所 以 选 择 通 过 图 文 信 息 和 短 视 频
撷取“精华”，久而久之便养成了“速食”习惯。

在观众这种“速食”习惯的养成过程中，短
视 频 平 台 的“ 流 量 经 济 ” 和 剧 集 宣 传 方 的 营 销

手 法 也 起 到 了 助 推 的 作 用。 热 播 剧 中 的 精 彩 桥
段、 金 句 台 词 是 吸 引 用 户 的 天 然 磁 石， 截 取、
上 传 再 加 上 一 些 噱 头 式 的 标 签， 便 可 轻 松 收 获
大量关注。部分剧集宣传方也看中了“碎片化”
传播覆盖面广、下沉度高、引流能力强的优势，
主 动 在 社 交 媒 体 和 短 视 频 平 台 上 传 剧 集 相 关 短
视 频， 甚 至 做 了 分 门 别 类 的 细 分 服 务。 比 如，
某部热播都市话题剧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号上，
就 分 出 了 金 句、 段 子、 情 感 戏 等 不 同 合 集， 每
一 集 的 相 关 桥 段 都 会 被 收 录 其 中， 完 美 服 务 了
习惯“碎片化”追剧的观众们。

表面上看，“碎片化”追剧让观众节约了时
间，令网站收获了流量，为剧集揽收了话题热度，
是个顺应潮流的“三赢”选择。但事实上，这种“速
食 ” 习 惯 对 电 视 剧 作 品 质 量、 观 众 媒 介 素 养 乃
至 整 体 创 作 环 境， 都 造 成 了 隐 形 却 又 巨 大 的 伤
害。 在 碎 片 化 的 短 视 频 中， 人 物 的 性 格 与 心 理
逻 辑 被 简 化 为“ 人 设 ”， 冲 突 的 发 展 与 激 化 被
精简为“名场面”，情节的跌宕起伏被浓缩为“反
转 ”。 观 众 看 似 看 懂 了 剧 情， 但 作 品 的 节 奏 被
破 坏 了， 人 物 的 意 味 消 散 了， 价 值 和 意 义 的 输
出也沦为了口号。

更 进 一 步 说， 当 观 众 丧 失 了 连 续 观 看 的 耐
心， 当 充 斥 网 端 的 都 是 断 章 取 义 的 片 段， 电 视

剧 作 品 的 艺 术 完 整 性 应 当 如 何 传 达？ 当 被 片 面
解 读 的 碎 片 化 段 落 插 着 道 德 义 愤 的 翅 膀 深 入 人
心， 还 如 何 保 证 舆 情 和 作 品 表 达 的 一 致 性？ 当
电 视 剧 观 众， 尤 其 是 年 轻 观 众 在“ 碎 片 化 ” 追
剧 习 惯 的 影 响 下 审 美 心 理 日 渐 浮 躁， 可 持 续 发
展的健康创作生态又如何为继？

电视剧既是文化产品又是艺术作品，既要实
现传播的经济循环，又要保证意义循环的畅通。
“ 碎 片 化 ” 追 剧 是 对 经 济 循 环 的 疏 通， 却 也 堵
塞了意义循环的要道。

在艺术生产中，创作与接受从来都是相互影
响 的， 电 视 剧 作 为 一 种 大 众 艺 术 更 是 如 此。 在
图文和短视频的“碎片化”传播中，拥有火爆、
刺 激 的 话 题， 追 求 单 点 突 破 的 作 品 更 容 易 引 起
广 泛 讨 论。 这 种 媒 介 偏 好 已 经 对 当 下 电 视 剧 创
作 的 美 学 倾 向 产 生 了 影 响。 比 如 在 都 市 剧 中，
以 性 别 冲 突、 代 际 冲 突 为 代 表 的 争 议 性 话 题，
成 为 不 可 或 缺 的 叙 事 要 素。 但 很 多 作 品 中 的 话
题 是 策 划 出 来 的， 人 物 浅 显、 背 景 虚 化、 冲 突
悬浮。这样的“话题”除了能挑起观众的情绪，
为“ 碎 片 化 ” 传 播 提 供 更 多 燃 料， 并 没 有 太 多
艺术意味和审美价值。

任何艺术形式的受众都靠作品来培养。如果
说“碎片化”追剧是“注水剧”盛行的后遗症，
那 在 现 实 主 义 与 精 品 化 复 归 的 新 趋 势 下， 创 作
者 就 不 应 再 被 这 种 畸 形 的 接 受 方 式 牵 着 走。 归
根 到 底， 只 有 回 归 常 识、 涵 养 品 质， 才 能 成 就
经 典。 （ 作 者： 卞 芸 璐， 系 山 东 师 范 大 学 新 闻
与传媒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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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 日 报 】不久前，第 72 届艾美奖颁奖典
礼落下帷幕，HBO 剧集《继承之战》包揽了最佳剧
情、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等四大重要奖项，
这也是其在 2018 年首播以来最受瞩目的一次大满贯，
其烧脑的剧情、精良的制作，绝对可以算作是 HBO
无数精良制作中的典范。看似传媒大亨在商业帝国
里的浮沉纵横、富二代们为继承父业尔虞我诈的豪
门内斗，实则是传统媒体在时代冲击下求存的真实
写照。

看过该剧的人很容易发现，剧中的罗根家族在
某种程度上对位的正是现实世界中的默多克传媒帝
国。除了人物架构，在情节设置上也能找到不少呼应，
真真假假，引人入胜，让本来虚构的电视剧有了天
然的可信度。在英美电视剧都力求拍出“电影大片”
质感的潮流下，《继承之战》保留了电视剧特有的
传统，不论是场景设置，还是叙事结构都尤为集中
和紧凑，很多单集中的某一场戏拿出来搬到舞台上

作为一出话剧片段也不为过。尤其剧中大量精妙的
台词和塑造人物性格的调度细节，构成了本剧特有
的心理节奏，让剧中大大小小二十余个主要人物栩
栩如生，各有滋味和看头。这当中尤以布兰恩·考
克斯饰演的老父亲罗根和吉瑞米·斯特朗饰演的次
子肯道为最胜。一个是老谋深算、将唯利是图的子
女们玩得团团转的老狐狸，在让人心生忌惮的同时，
又为他无法信任任何人的高处不胜寒感到悲悯；一
个是出尔反尔、唯唯诺诺、始终是“父亲眼里最善
良最聪明，但不够狠”的懦弱儿子，你眼见他如何
在老父亲的一次次重击下，从大男孩变成商业帝国
的下一代枭雄。

肮脏的权钱交易、亲情与人性的较量、传统媒
体行业在新兴产业下的巨大冲击、背叛与信任、妥
协与坚持、欲望对人的操控和异化……既是该剧的
主要构成，也是现代商业帝国的真实记录，让人毛
骨悚然，却又欲罢不能。全剧无纯善纯恶之人，皆
血肉之躯的真人。编剧之于本剧的贡献，绝不仅仅
是罗根的商业帝国数次生命攸关的一波三折，而是
他笔下描画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言谈举止，细微
之处皆见功力。故事主线围绕罗根和肯道的明暗较
量展开，尤其第二季收官时一向对父亲罗根言听计
从的肯道在记者听证会上一番揭露其罪行的发言，
大有“俄狄浦斯弑父”般的悲剧感，但比起俄狄浦
斯的无意识，肯道发狠的“弑父”壮举则是父亲罗
根一路栽培、言传身教的成果，让人直呼快哉的同时，
又不得不承认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爱默生说过：“一个机构无非是其领袖影子的
延长”。这句话用在剧中罗根和他一手建立起来的
罗根家族身上再合适不过，承袭着罗根利益至上的
人生宗旨，罗根家族的三子一女无不各怀鬼胎，机
关算尽。不论是对生父，还是手足，都是一副“人
人为己”的空心肠。第一季时《继承之战》的收视
成绩并不喜人，最终也只在豆瓣上得到了 8.3 的评分，
毕竟剧集中展现的豪宅生活和波诡商战离绝大多数
布衣观众的生活相去甚远，很难有代入感，但是主
创团队以其擅长的美式黑色幽默和以第三者视角窥
视人性的角度最终还是赢得了人心，使得第二季时
创下了单集剧集平均超 9 分的佳绩。晃动的镜头时
而突然推进加重紧张感，时而以长镜头式的记录呈
现，仿佛遥远的第三只眼在悄无声息地窥探罗根家
族下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前两季的海报中，罗根
家族身后分别是两张巨幅油画，一幅是鲁本斯的《老
虎、狮子和美洲豹的猎捕》，一幅是布罗格的《但

丁与维吉尔在地狱中》，不论是前者展现的人兽狰
狞厮杀，还是后者所暗含的地狱七宗罪——傲慢、
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都令剧作
所要折射的内涵昭然若揭。

佛系无为的大儿子、徒有远大抱负勇谋都欠佳
的次子、看起来精明却自以为是的傲娇女儿、油腔
滑调极度自恋的小儿子，无一是罗根心里合格的继
承人，不论如何风云变幻危机四伏，几度经历生死
关头，罗根还是能以一敌多，将儿孙们玩弄于股掌
之间。对外，罗根家族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对内，
罗根家族化亲为敌，你死我活。罗根悲哀于这一切，
但又无时无刻不享受着这一切。豪门中，家庭不仅
仅是同一血源的集聚，也是血淡于水的最好验证。
总是在分崩离析的即刻，又被血缘关系无形捆绑在
一起，每个人物都被撕扯成一个独立的矛盾体，让
人又怜又恨。

第二季中，罗根家族因为邮轮部门爆出丑闻，
深陷巨大的危机。面对被董事会强制要求辞职以换
回集团正面形象的绝境，罗根决定从家中选取一个
足够分量的人来背黑锅。最后一集，威尼斯的豪华
邮轮上，罗根将向众人宣告自己的决定，宽慰大家
尽享自己做决定前最后一夜的狂欢。面对美景佳肴，
人人味同嚼蜡，想尽办法规避被选中的可能。夕阳
余晖下的巨轮和近前简陋的渔船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昭示了权钱交易背后上流社会对贫弱的剥削和碾
压，这既是故事情节使然，也是弦外之音。

几番闹剧之后，罗根决定让肯道在记者听证会
上，作为罗根家族的替罪羔羊将所有过失独揽，而
这也意味着肯道的事业之路随之终结。在表达“选
择即为信任”之余，罗根向肯道讲了一个耐人寻味
的故事：“印加人在面临迫切的危机时，会牺牲一
个小孩向太阳献祭，只有献出挚爱，才能让太阳再
次升起。”甘愿代父受过的肯道在将行前也鼓足勇
气向父亲发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探问：“爸爸，你
觉得我能继承你的大业吗？”罗根轻描淡写地说道：
“虽然你足够聪明和优秀，但你不够狠，你得学着
变得狠点才行。但现在，你应该已经不必了。”

数小时后，在关乎罗根家族帝业生死存亡的记
者听证会上，肯道一反常态，弃去事先准备好的认
罪声明，当众指控父亲罗根才是邮轮丑闻背后的那
只大手。电视机前的罗根平静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
反转，目光深邃，静气如常。就好像，此时这一刻
是他全力考验肯道之后修成的“正果”，只是没想
到来得如此之快，真正的继承之战行将开始……

《继承之战》：被低估的惊艳之作 

勿让“碎片化”追剧带偏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