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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见习记者 王军利 实习生 杨紫琳

花短短 15 分钟“刷完”一部名为《逃出

大英博物馆》的短剧，王诗瑶的情绪久久难

以平复，满屏的弹幕“震撼”“泪目”“家国永

安”，仿佛都成了她的“嘴替”。“最后一集

中，作为文物‘玉壶’化身的女主角读起流

落海外的文物们给祖国的信，那种深深的

代入感，让人萌生出浓浓的渴望国宝回归

的 念 头 。”这 是 王 诗 瑶 关 注 短 剧 大 约 两 年

来，印象最深的一部剧目。

尽管也会被一些短剧吸引，但就读于

海南一所高校的郑子浩发现，也有不少短

剧内容千篇一律，甚至有些低俗。“上一

秒 男 主 还 在 被 周 遭 的 人 ‘ 嫌 弃 ’， 下 一

秒，他隐藏的高贵身份被揭开，让人惊愕

不已。”看似很“爽”的情节让郑子浩头皮发

麻，“我赶紧把它‘滑’出我的视线。”

在 各 类 视 频 平 台 上 ， 一 集 仅 仅 几 分

钟、连播数十集甚至上百集的短剧，正在

成为“当红明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网络平

台共上线 480 多部微短剧，超过 2022 年全

年 的 总 和 ， 相 当 于 平 均 每 天 上 线 2.7 部 。

短剧之火爆，甚至让影视基地横店变成了

“竖店”。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近期面向全国

大学生发起的问卷调查也显示，在 145 所

高 校 学 生 填 写 的 1645 份 有 效 问 卷 中 ，

86.20%受 访 者 表 示 自 己 看 过 短 剧 ， 其 中

17.14%受访者经常看，31.52%受访者有时

看，30.75%受访者偶尔看，15.80%受访者

较少看，4.80%受访者几乎不看。

快 节 奏 、爆 点 多 ，短 剧 在
年轻人中“出圈”

福建师范大学编导专业的大三学生姚

琴第一次了解到短剧，是在 《电视综艺节

目》 课 上 。 老 师 在 课 上 系 统 地 介 绍 了 短

剧的发展现状，此后姚琴几乎每天都会收

看短剧。“女主角遭同事算计，在重要会

议上出错，被当众声讨，面临被辞退的风

险。千钧一发之际，总裁突然现身，女主

惊讶地发现，总裁竟是自己的恋人，当众

揭穿同事的阴谋。”即使对这种“英雄救

美”的套路烂熟于心，但在姚琴看来，跌

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可以让她在短时间内快

速宣泄情绪，达到放松的效果。

郑 子 浩 也 开 始 用 短 剧 来 填 补 自 己 的

“生活间隙”。“它迎合了当今快节奏的生

活，很适合没有太多时间去看一部长剧的

观众。”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85.47%受访者认

为，短剧是一种适应新媒体形态的潮流趋

势 。 每 集 时 间 短 、 不 占 用 大 块 时 间

（66.57%），题材多样 （50.07%），内容有

意 思 （50.21%）， 节 奏 紧 凑 、 冲 突 集 中、

看 起 来 过 瘾 （43.79%）， 剧 情 简 单 易 理

解、适合用来休闲娱乐 （40.97%） 等，是

部分受访者喜欢看短剧的原因。

在福建读书的王诗瑶对短剧的喜好，

是爱好和社交圈子 的 投 影 。 她 还 有 一 个

身 份 —— 福 州 市 高 校 汉 服 联 盟 的 “ 盟

主 ”， 因 而 她 偏 爱 古 风 、 侠 客 题 材 的 短

剧 ， 也 经 常 和 汉 服 圈 的 朋 友 互 相 分 享 一

些 短 剧 。 遇 到 喜 欢 的 导 演 更 新 剧 集 慢

时 ， 她 和 朋 友 们 还 会 到 制 作 人 的 微 博 、

抖音下“催更”。

之 所 以 喜 欢 短 剧 ， 王 诗 瑶 坦 言 ， 自

己看不下去一部四五十集、剧情拖沓的影

视剧，看普通电视剧或网剧时，她会跳着

看，“只看某段情节的起因和结果，对中

间那三四集里发生了什么不感兴趣”。而

快节奏的短剧刚好满足了她的需要，而且

现在制作精良、剧情有创意的短剧越来越

多，“以前刷到的总是情节千篇一律、套

路十足的‘爽剧’，这类短剧我是不会去

看的，好的短剧起码要让我看了开头猜不

到结局”。

有些短剧如“电子榨菜”，
能“下饭”但欠“美味”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一些受访大学生

意识到，目前短剧仍存在很大的问题，如

有些短剧剧情烂俗 （57.75%）；一些短剧

剧情老套、人物脸谱化 （57.39%）；一些

短剧制作潦草 （52.95%）；一些短剧演员

演技太差，很出戏 （51.12%）；一些短剧

为 了 流 量 ， 剧 情 耸 人 听 闻 、 价 值 观 扭 曲

（41.52%） 等等。

有的演员出演任何剧作时都摆着“同

样一副面孔”，让姚琴直皱眉头：“演总裁

和保安根本看不出区别。”此前有业内人

士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曾有演员在两个月

里出演了 48 部短剧，平均每周 6 部，几乎

是一天一部，制作方和演员都没有时间精

细揣摩角色的个性内涵。陕西一所高校的

习毓琪则深感每两分钟就要制造一个剧情

高潮，对创作者来说难度很大，也坦言在

如 此 短 的 时 间 内 ， 短 剧 只 有 讲 故 事 的 时

间，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讲述人物行为背后

的深层逻辑。

低 俗 的 剧 情 和 演 绎 也 让 姚 琴 反 感 。

“现在还有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故

意设计虐恋、复仇、慕权等情节，或者添

加一些血腥暴力元素。”有些短剧为了博

眼球，故意采用夸张的台词和演绎，让王

诗 瑶 难 以 接 受 。“ 之 前 看 过 一 个 悬 疑 短

剧，悬疑剧情本身还不错，但是里面涉及

角色之间的婆媳关系，就刻意把婆婆塑造

得 非 常 恶 毒、 狰 狞 ， 演 员 ‘ 咋 咋 呼 呼 ’，

故意扮丑，夸张的台词和表演脱离现实，

只是为了放大某类人群的负面特点。所以

我直接‘弃剧’了。”

在福建理工大学李明璐的认知里，短

剧制作的套路可以很快复制，但好故事始

终是稀缺的。“很多短剧都像一个模子里

刻出来的，故事内核换汤不换药，观众容

易 审 美 疲 劳 。” 李 明 璐 在 海 量 的 短 剧 中

“沙里淘金”，却发现耐人寻味的短剧少得

可怜。而且现阶段，她很难从一部短剧的

流量大小窥见剧作的好坏，“有很多短剧

看起来流量很大，其实是推广力度大、推

流范围广”。

对于青年观众的这些观感，中国传媒

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基础部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短视频工

作委员会会长赵晖分析，短剧本质上遵循

着短视频生产与传播的规律，且从它诞生

之日开始就与大众消费之间有着深层次的

勾连，这就意味着，对于短剧创作，“人

设”比情节重要，话题比故事重要，短剧

中情节和故事的设置，大都为了在社会热

议 话 题 的 引 导 下 进 行 有 效 的 “ 破 圈 ” 传

播 。“ 有 些 短 剧 的 意 义 被 符 号 化 的 ‘ 人

设 ’ 所 消 解 ， 意 义 本 身 也 被 视 听 符 号 消

解，情感与情绪被贴上了标签，在视听流

量红利池中逐渐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

赵晖将劣质“爽剧”的负面作用比作

“文化毒品”：“越上瘾就越想看，越看就

又会越上瘾。如果打擦边球的短剧盛行，

必将影响高品质短剧的有序创作，对整个

短剧健康生态的形成也是不利的。”

要 创 新 不 要 套 路 ，“电 子
榨菜”也能烹出“饕餮盛宴”

“ 一 些 ‘ 爽 剧 ’ 过 度 渲 染 情 绪 压 力 ，

让情感标签沦为金融工具，会加剧用户陷

入不良情绪的可能。”发出这一提醒的同

时，赵晖也表示，目前的短剧并非都是如

此 ， 还 有 很 多 短 剧 也 具 有 较 高 的 艺 术 追

求，甚至在短剧叙事的创新发展上进行了

积 极 有 效 的 探 索 与 创 新 。“ 从 创 作 角 度 来

讲，这部分短剧对引领剧集类型融合、叙事

融合、创作融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今读大三的王诗瑶从大一下学期开

始关注短剧，也见证了两年来短剧的发展。

“刚开始接触时，会觉得很多短剧制作很粗

糙，或者因为剧情编排不合理，让人看得云

里雾里。”渐渐地，她发现不少短剧的制作

变得精良，剪辑也更为合理了。

迄今为止，最让她觉得耳目一新的短

剧就是 《逃出大英博物馆》。这部以文物

为主角的短剧，让王诗瑶看到了短剧能承

载的远不只情感故事，也让她发现，只要

题材和内容有创意、经过精细打磨，短剧

同样值得回味，也可以成为经典。

李明璐也有类似的感受。最初接触短

剧时，她看到的几乎都是质量参差不齐、

土 味 烂 梗 堆 砌 、 情 节 “ 无 脑 降 智 ” 的 剧

目，但慢慢地，她发现一些短剧剧情有所

突破，“不仅是挤满反转剧情的，也可以

坐下来向观众娓娓道来，而不是一直朝着

情绪点‘穷追猛打’。”

一些机构和组织也开始借助短剧的传

播优势，进行科普、宣教等。早在去年 6 月，

广西北海消防救援支队就拍摄小短剧，普

及如何正确报火警。近期浙江省政法委员

会则推出短剧《洋主播看“枫”景》，介绍基

层 矛 盾 纠 纷 调 解 经 验 。赵 晖 表 示 ，这 也 正

在成为短剧发展的一个方向，而短剧这种

叙事形态，也很有利于单一知识点和话题

点的视听生产与传播。

对于一些低俗、擦边的短剧，监管和治

理正在并行。据统计，3 月至今，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已督导各平台累计清理低俗有害

网络微短剧 35 万余集(条)、2055 万余分钟；

分级处置传播低俗有害网络微短剧的小程

序 429 个、账号 2988 个。赵晖认为，短剧的

健康发展，有赖于制作方、播出方和监管方

的共同努力，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一下子

管死，建立有效的评估体制和创作引导机

制势在必行。“推动短剧良性发展，离不开

短剧高品质发展的创作机制引导，相关的

管理部门和播出平台需要建立评估体系和

奖励机制，乃至对优质剧目进行扶持。”

赵晖进一步建议，制作方可以围绕短

剧 IP 进行系列线上线下应用，乃至拓展

至元宇宙、数字人的应用场景开发，激活

短剧的文化和经济价值，让短剧真正成为

优质剧集的孵化器，成为视听叙事新理念

的 试 验 场 ， 成 为 UGC、PGC 和 AIGC 多

元视听生产主体的创作场域。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81.03%受访者期

待 短 剧 的 内 容 和 制 作 更 为 精 良 、 产 出 精

品，61.64%受访者期待短剧创作者尝试提

升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一些向好的转变也正在发生。从监督

管理机构出手、专业影视剧制作团队投入

短剧生产等信息中，姚琴看到了短剧的前

景。“最近专业演员杨蓉主演了短剧 《二

十九》，反响就很不错。”她期待短剧制作

者下大力度在内容上钻研。

习毓琪则觉得：“文艺固然有娱心的

一面，但不应纯粹是取悦，如果一种艺术

想 要 长 久 流 传 ， 还 需 要 有 自 己 的 经 典 。

比 如 《红 楼 梦》， 在 清 朝 可 能 是 需 要 藏

在 被 窝 里 看 的 禁 书 ， 但 如 果 它 只 有 娱 乐

价 值 ， 也 只 会 消 逝 在 ‘ 被 窝 里 ’。 正 因

内 容 的 丰 富 与 深 邃 ， 它 才 能 成 为今日之

经典。”

不只“爆款”，更要艺术高度与思想深度

超八成受访大学生期待短剧多出精品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军利
实习生 陈恩泽 记者 毕若旭

“今年同学们首次在野鸭湖国家湿地

公园发现北长尾山雀，可以看出北京地区

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从而吸引它们到

此栖息。”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

学院副教授张浩林是学校百奥生物协会的

指导老师。11 月初，百奥生物协会的同

学们参加第二十一届野鸭湖北京高校观鸟

赛，并参与了比赛的筹备和组织。

张浩林发现，社团里将近四分之一的

同学都喜欢观鸟，高校“观鸟圈”成员已

经从来自生物学、动植物保护等方向的同

学，拓展到食品科学与工程、电气自动化

等各类型专业的同学。

放眼全国，不少高校也都成立了观鸟

社团，社团成员在校园内外记录鸟类的活

动 ， 观 察 自 然 环 境 的 变 化 ， 前 往 城 市 绿

地、山间树林、湿地滩涂，与鸟类来一场

不期而遇的邂逅。

观鸟就像“攒拼图”

熊昊 洋 是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植 物 保 护 专

业 的 研 究 生 ， 奥 林 匹 克 森 林 公 园 、 圆 明

园 、 沙 河 、 百 望 山 等 地 都 是 他 常 去 观 鸟

的地方。

前不久，熊昊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一次性发现了 15 只北长尾山雀，他把拍

到的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上。这种鸟凭借

圆圆的脑袋和“豆豆眼”吸引了不少人的

关注，也被一些人称为“小汤圆”。

熊昊洋每天通过观鸟爱好者的群聊第

一时间了解各地的鸟讯，“今年这种鸟在

北京多地都有被观测记录，在上海也有北

长尾山雀的观测记录。”

从 2022 年 元 旦 开 始 ， 熊 昊 洋 已 经 观

察、记录过 550 多种鸟类，拍摄鸟类照片

将近 4000 张，足迹遍 布 重 庆 、 四 川 、 云

南 、 北 京 等 地 。 每 次 观 鸟 的 位 置 、 鸟

种、数量等信息，他都会上传到中国观鸟

记录中心的平台，丰富全国鸟类活动的研

究数据。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王

树天从一台望远镜开始“入坑”观鸟，一

有时间就扎到大大小小的公园、绿地中，

感受阳光、自然和生命。“在户外走走停

停，拍照记录，每次发现新的鸟种都会激

动好几天。”今年春天，王树天在北京百

望山拍下猛禽在天空中滑过的身影。

王树 天 觉 得 观 鸟 就 像 攒 拼 图 ， 每 一

次 观 鸟 都 充 满 期待。她曾经 在 西 藏 见 到

过 黑 头 金 翅 雀 ， 在 西 安 见 到 过朱鹮、白

颊噪鹛⋯⋯“尽管这些和 我 的 专 业 学 习

并 不 直 接 相 关 ， 但 是 外 出 观 鸟 的 欣 喜

帮 我 释 放 了 很 多 在 实 验 室 里 紧 张 操 作

的压力。”

据 2021 年 出 版 的 《中 国 鸟 类 观 察 手

册》 统计，在中国有野外记录的鸟类种类

已经达到 1491 种，近年来的新记录绝大

多数都是观鸟者在野外的一手记录。“中

国观鸟者越多、覆盖面越广、鸟类观察的

水平越高，获得高质量资料的能力也就越

强。观鸟也是公民科学的一部分。”熊昊

洋说。

观鸟未必去远方

开展知识竞赛、制作鸟类羊毛毡、在

学校周边开展生态游活动⋯⋯作为社团的

鸟类顾问，王树天每年都会参与百奥生物

协会组织的各种鸟类科普活动。“我们并

不是只有走到野外才能观察到野生动物，

在学校、社区、公园都会有来来往往的野

生小鸟出没，只要留心观察就能发现有趣

的生命。”

对于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

专业的吴怡明来说，观鸟已经变成她的一

种习惯。她随身揣着一台望远镜，走到哪

里都会用望远镜看一看附近有什么鸟。

中 山 大 学 广 州 校 区 南 校 园 绿 化 率 达

50%，绿地面积 40 多万平方米，拥有丰富

的鸟类资源。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优势，同学们不用出远门就可以观察到许

多鸟类。

“这只鸟的色彩非常鲜艳，昏暗的环

境中还闪着青绿色的光。”吴怡明曾在校

园 里 看 到 过 一 只 叫 不 上 名 字 的 鸟 。 后

来 ， 她 在 社 团 成 立 的 观 鸟 群 里 提 问 ，才

知道这是“仙八色鸫”，属于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

吴 怡 明 是 中 山 大 学 翼 境 社 团 的 副 社

长 。“ 起 初 ， 社 团 只 有 30 人 ， 且 基 本 是

生 物 和 生 态 学 专 业 的 学 生 ， 但 经 过 多 年

发 展 ， 如 今 的 社 团 有 一 百 多 人 ， 来 自 数

学、医学、药学等各个专业 。”2020 年，

中 山 大 学 生 命 科 学 学 院 副 教 授 何 子 文 开

始 担 任 翼 境 的 指 导 老 师 ， 他 发 现 ， 观 鸟

已 经 成 为 不 少 同 学 的 社 团 新 选 择 ， 同 学

们也在社团结交了更多的朋友。

为了摸清校园里的鸟类资源，社团同

学 齐 心 协 力 制 作 并 更 新 校 园 鸟 类 名 录 。

“最初只是整理在校园里拍摄到的鸟类图

片，形成一个简单的名录，后来同学们开

始组织规划，科学鉴定，并不断补充进一

些新发现的候鸟。”何子文介绍，目前名

录中已记录 230 余种鸟类，其中有 1 种为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7 种为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

观鸟，更要爱鸟

上到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下到六七岁

的小朋友，只要有一台望远镜或者相机，

对鸟类感兴趣，都可以成为观鸟群体的一

员。“观鸟也从专业的科学研究逐渐拓展

为公众参与的社会活动。”张浩林说。

熊 昊 洋 也 常 常 思 考 ， 观 鸟 的 人 群 增

长，如何避免对鸟造成打扰？在他看来，

观鸟和拍鸟是不同的两件事，观鸟更在乎

鸟 的 动 作 、 观 鸟 数 量 的 累 积 ， 对 图 片 效

果、拍摄设备要求并不高。而拍鸟则是把

鸟当成创作的素材，忽视对鸟本身的关注

和研究。

11 月 初 ， 熊 昊 洋 在 奥 林 匹 克 森 林 公

园遇见了同样来观鸟的美国游客。对方介

绍，在欧美地区，观鸟的历史和体系相对

完善，他们更关注鸟本身的习性、动作，

不打扰鸟类的生存繁衍。这些都和熊昊洋

观鸟的想法不谋而合。

“ 鸟 和 人 都 是 自 然 界 中 平 等 的 生 命

体，我们要探索出人和鸟共享自然的相处

模式。”熊昊洋发现，北京的翠湖公园是

重要的鸟类繁殖地，为了给鸟营造舒适安

全的环境，每年 11 月到次年 4 月，公园都

处于闭园状态，其他时间段则供市民观光

休闲。

张浩林介绍，观鸟能够为生物多样性

的 监 测 提 供 一 个 很 好 的 、 可 靠 的 参 照 指

标。以白洋淀地区的青头潜鸭为例，2018
年 5 月 首 次 观 测 到 两 只 ， 到 了 2021 年 12
月观测最大数量达到 160 只。2022 年 5 月

至今，人们已在白洋淀的 8 处区域观测到

青头潜鸭栖息。“这也意味着白洋淀生态

环境得到改善。”

中山大学翼境在观鸟的同时，也积极

组织各类保护鸟类栖息地的活动。听过防

鸟撞行动网络发起人朱磊博士的公益讲座

后，中大翼境的社 长 阿 鸢 了 解 到 鸟 类 的

眼 球 结 构 与 人 类 不 同 ， 这 导 致 鸟 类 无 法

辨 认 玻 璃 。 于 是 阿 鸢 和 同学们一起，在

校内的玻璃建筑上贴上圆点贴纸，防止鸟

撞向玻璃。

何子文介绍，社团同学还设计制作了

多款鸟类相关的明信片、钥匙扣、徽章等

周边文创产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理

念传播给身边的人。吴怡明觉得，观鸟是

一 种 生 命 能 量 的 反 哺 。“ 观 察 迁 徙 的 鸟

类，我会感到自然界中生命的坚强，生命

值得珍惜。”

“早在农耕时代，鸟类的迁徙就作为

春耕秋种的参考因素，鸟和人的关系始终

非常密切。”张浩林说，“如今，观鸟最重

要的是保持耐心和距离，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多多参与公益观鸟活动，相信惊喜

自然会发生。”

两年记录500多种鸟、发布校园鸟类名录、探讨“人鸟共生”——

年轻人正在爱上观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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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融媒体中心隶

属于校党委宣传部 （新闻中心） ,
是学校最官方、最专业、影响力

最大的校媒团队之一。连续 4 年

荣获全国高校十佳校媒、年度影

响力融媒团队，是辽宁省首批高

校网络育人名师工作室，连续多

年 荣 获 辽 宁 省 十 佳 校 媒 等 称 号 ，

助 推 学 校 获 批 教 育 部

融 媒 体 建 设 试 点 单

位 ， 作 品 多 次 登 上 中

央级媒体。

“南开大学团委”校园媒体

创 立 于 2013 年 ， 是 共 青 团 南 开

大 学 委 员 会 唯 一 官 方 宣 传 媒 体

平 台 ， 由 南 开 大 学 团 委 宣 传

部 、 网 络 新 媒 体 运 营 中 心 统 一

管 理 ， 自 创 立 以 来 便 秉 承 着

“宣时代之音，传南开精神”的

主旨,专注于青年生活与公共议

题 、 展 示 南 开 的 青 年 视 野 与 人

文精神，致力于打造

一 支 有 温 度 、 深 度 、

态度的学生新闻记者

团队。

北京科技大学团委以共青

团深化改革为契机，牵头指导

成立了“北科小博士新媒体工

作 室 ”， 打 造 了 以 微 信 公 众 号

为核心的新媒体阵地，形成了

集 微 信 公 众 号 、 网 站 、 抖 音、

B 站 、 微 信 视 频 号 、 微 博 、

QQ 空 间 等 为 一 体 的 “1+N”

动态化宣传平台集群。

航小萱工作室隶属于北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党 委 宣 传 部 ，是

北 航 官 方 新 媒 体 运 营 团 队 ，统

筹运营学校官方微信、微博、抖

音、B 站、头条号、澎湃政务号等

新媒体平台，注重专业化、平台

化、品 牌 化、人 格 化 ，努 力 做 原

创、做 精 品、做 引 领 。是 北 航 师

生 校 友 和 社 会 公 众 了

解北航的重要窗口、培

养 全 能 校 园 媒 体 人 才

的重要阵地。

浙 大 新 青 年 传 媒 成 立 于

2010 年 9 月 24 日，是隶属于浙江

大学校团委的直系学生组织，旨

在 以“ 新 媒 体 ”的 理 念 传 播 新 思

想，与大学生实时互动，创造积

极、活跃的大学校园文化氛围，

为新青年搭建发声的舞台，找寻

新时代青年的真正价值。新青年

传媒作为浙大人自己的传媒，活

跃 在 浙 大 的 各 个 角

落 ， 以 其 青 春 的 活

力，前行在实现自我

价值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