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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集”成了暑期荧屏最具

争议的话题。

  《少年派 2》收官，据

中国视听大数据，最后三天

的收视率竟是全剧最低的三

天，完全不匹配大结局应有

的热度，也比不上该剧定档

时的一片欢腾。《欢乐颂 3》

属于出师不利，开播时热度

不低，连登热搜，只是负面

的声量完全淹没了正面评价。

《民国大侦探》虽不算大 IP

续作，但比起系列第一部《民

国奇探》，这部新作没能如

愿获得原剧粉的好评。相对

而言，并不完美的《二十不

惑 2》成了暑期档唯一在口

碑上能比肩第一部的续集。

  且不论《欢乐颂 3》《少

年派 2》的初代都曾引爆收

视与话题，单是“剧一代”

收官后观众对续集的催更热情便叫人记忆犹新。从被催更到被挑剔甚至被冷落，

“剧 N 代”经历了什么，“续集难工”真的是国产剧创作挣脱不了的宿命吗？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杨乘虎认为，公允地看，包括《欢

乐颂 3》《少年派 2》在内，这批续集就剧作本身而言，水准都在国产剧的中上范围，

但它们的完成度不如观众成长的速度、期待的高度，也是事实。在他看来：“续

集并不存在创作的天然屏障。但如何把握好存量观众与新增观众的关系，如何精

准找到续集应当延续什么样的内容，确实是创作者需要审慎思考的命题。”

  对于续集，观众期待的不仅仅是人物的命运

  期待续集时，观众在期待什么？网友的观点大多分为两种：对原班人马再

续前缘的念想，对剧中人命运走向修补“意难平”的期待。《少年派 2》和《欢

乐颂 3》正好提供了两个典型样本。前者保留了原班人马的绝大部分，讲述林妙

妙他们步入社会的故事；后者借着“欢乐颂”的 IP 对角色和演员进行了大换血，

让“新五美”实现新的女性理想。但从播出效果来看，原班人马和新故事，都没

奏效。哪里出错了？

  杨乘虎说，续集的创作者必须得把观众的期待前置考量。“最理想的续集，

应当满足观众面对续作时‘温故而知新’的普遍心理预期，既要原班人马带来的

熟悉感、亲近感，也要在新故事里体现出新的创意。如此，才可能在留住存量观

众的同时，开拓增量受众。”

  照此标准，《欢乐颂 3》从官宣阵容起，就已丢失了“温故”。没有了安迪、

樊胜美、曲筱绡那几个活色生香的角色，还能称之为“欢乐颂”吗——类似叩问，

遍布各大社交平台。没能成全原班人马，《欢乐颂 3》非但没享受到前两部的情

怀红利，反而让前作成了续集的“强大对手”。在专家看来，就是因为从演员到

角色悉数改头换面，丢失了剧作与观众之间的情感链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陌生

感取而代之。这对创作者而言，无疑是自制门槛。

  但这也不意味着，凑齐了原班人马，续集就定能拿到更高的起评分。《少

年派 2》的阵容对观众很是友好，主角团里仅仅更换了邓小琪一个角色，观众希

望看到的“一秒”CP 不仅有了美好结局，过程也足够甜蜜。可下滑的收视曲线

做不了假，心心念念的人物命运有了续章，观众却走着走着就散了。叙事重心的

偏移，也许是最大因由。如果说《少年派》的成功源自林妙妙与父母的代际话题、

高考奋战那一年的青葱岁月，它吸引的受众包括来看家庭教育的父母、来追忆高

考人生的年轻人，那么《少年派 2》展开的故事多少有些脱离了前作的受众群。

剧本从林妙妙大学毕业后切入，前作里贡献过高光故事的代际关系退位，年轻人

的职场、友情、爱情占了绝对上风，其间还夹杂抑郁症、创业等社会话题，令叙

事逻辑和框架都发生了转移。

  “续集并非简单地以角色生命的轨迹来延续，而是要审慎判断好观众对原作、

原来角色、人物关系、叙事逻辑的认同度产生的最大情感共鸣点是什么，在此基

础上充分尊重、适度修正和拓宽。”杨乘虎以《小欢喜》《小别离》举例，剧中

的角色命运并不能一一对应、延续，但剧本对代际关系、家庭教育的探讨命题是

一以贯之的，由此回应了目标受众的期待；他又以经典的《上海一家人》与《若

男和她的儿女们》为例，“人物在剧中成长了，时移世易的命运感也有了，而应

当与他们命运同步变迁的人生所承载的宏阔社会容量，剧作也呈现出来了，这就

是一部优秀续集成功的关键”。

  从 1 到“N”，递迁的不只是观众审美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副主任闫伟指出了互联网时代拍续集的“双高”

挑战。“前作珠玉在前，观众常常抱着曾经沧海的心态看待续集，无形间制造了

评价的高门槛；萧规曹随，意味着题材框架既定，要在旧模式里讲出新故事，尤

其是要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创造新的观感，难度又是一高。”

  《欢乐颂》面世于 2016 年，在彼时许多电视剧还沉迷“雌竞”的大环境里，

22 楼五美互帮互助的故事一亮相，便引发无数好评，也从此卷起女性群像剧的

风潮。六年过去，女性群像、女性叙事、女性话题肉眼可见地拥有流量高地。一

边是同质化作品井喷，一边是社交网络上对于女性命题的关注与探讨，乃至社会

事件屡屡刷新大众对相关议题的认知。其间涌现的理念也好、对社会伦理形成的

冲撞也罢，已领先于绝大多数剧作的闭环式创作。这样的大环境下，《欢乐颂 3》

仍然沿用六年前五位陌生女性略显生硬的相识相知相亲相爱的叙事框架，难免败

给了时间差。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观众对《欢乐颂 3》五美的结识过程充满了无

法理解，却似乎忘记当年安迪、曲筱绡、樊胜美、小蚯蚓、关关能成为朋友，同

样是值得商榷的。

  对比舆论环境与观众审美的递迁，《少年派 2》同样略显陈旧。当我们在

这两年已经看过了悬疑女性叙事如《江照黎明》，当我们为承载了历史感的《人

世间》女性故事动容，当我们见识过《安家》《理想之城》对职场女性的深刻描

摹，再来审视《少年派 2》，它所叙述的职场生活、情感观照，面临着创新度不够、

对待社会发展现实的承载力不足。因此，要想复制前作辉煌，总是力有不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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