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对电视剧生产机制的几点质疑 

时间：2007-3-22 11:03:01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黄丽 阅读485次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黄丽 

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地址：湘潭大学9002号信箱 

邮编：411105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电视剧生产和消费大国，电视剧在中国电视观众的娱乐生活中占有重要地

位。但由于中国电视剧在生产、传播等环节上存在诸多不足，导致其在国内市场的表现不太令

人满意。韩剧、日剧等曾在中国形成收视热潮，国产电视剧的压力与日俱增。本文试对电视剧

生产机制提出自己的几点质疑。 

一、质疑“导演中心制” 

《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是当年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可是这些经典电视剧背后的编剧恐怕

没有几个人知道；演职人员表上导演单占一页画面，编剧往往是和服、化、道、剧务放在一

起，不留心还看不到。在中国，观众关注导演远胜于编剧，我国的电视剧生产实行“导演中心

制”。 

事实上编剧对电视剧的影响是很大的。一部电视剧的出炉，几乎都是这样的程序：文学剧本—

导演挑选剧本—选择演员—开拍—后期制作—播出。可以说文学剧本是电视剧成功与否的根本

和前提，有时导演会根据需要对剧本作适当修改，电视剧属于编、导共同的劳动成果。但是剧

本剧本，一剧之本。编剧是一度创作，导演是二度创作，一度创作优劣，直接关涉该剧的成

败。张艺谋等拍摄的一些电影如《满城尽戴黄金甲》等，越来越追求场面规模，而内容却越来

越苍白，这恐怕与不重视编剧不无关系。根据中国四大文学名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均获巨大

成功，这与文学剧本在观众心目中的影响力是密不可分的。根据琼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几乎部

部获得成功，男女主角搭琼瑶的船一炮走红，《还珠格格》更是把赵薇捧成大陆第一位偶像明

星。是不是可以说，电视剧的走红并不全是演员演技出众，也不全是导演功力超群，观众很大

程度上买的是编剧琼瑶的帐。 

编剧是电视剧成败的关键因素，韩国非常重视编剧的作用，韩国电视剧生产实行“编剧中心

制”。编剧是剧组的灵魂，编剧可以对导演、制片人提意见，编剧要介入演员的挑选，编剧的

进度决定着电视剧的拍摄进度。韩国以编剧为核心的生产制作体制实际上是学习中国的结果。

在中国古代，各种戏剧演出都是以编剧为核心的，关汉卿的元杂剧《窦娥冤》、孔尚任的《桃

花扇》等都是经久不衰的作品。时至今日，中国电视剧的生产已演变成“导演中心制”。导演

是剧组的核心，电视剧一旦进入拍摄阶段，编剧的使命基本结束。而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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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到位，势必造成表演、剪辑和剧本原意的脱节，达不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二、质疑“闭门造车” 

一部成功的电视剧必然是切合受众需求、符合受众欣赏习惯的电视剧。国内的电视剧生产是一

鼓作气型，拍摄、制作、播出流水作业，在拍摄前、播放中、播出后都很少做受众调查，以及

根据受众反馈做相应调整等。国内电视剧这种“闭门造车”的生产方式，停留在传者本位，拍

出来的电视剧难免脱离受众需求的实际。 

风靡中国的韩剧实行“边写、边拍、边播”的生产与传播机制，从生产到播出都极其重视受众

反应。编剧在电视剧开拍时一般只会写好1/3的剧本，后面的部分根据拍摄进度边拍边写。期

间，他们会不断拿出已经写好的部分和观众座谈或发到网上，及时得到改进意见，另外电视剧

的最终结局要根据观众的收视反映来决定。台湾的一些电视剧也采取了这种受众至上的态度。

偶像剧《深情密码》中，超人气帅哥周渝民与韩国柔情美女朴恩惠发生了一场凄美绝伦的生死

恋。富家公子爱上了一位哑女，在经历无数的磨难之后，男主角戚伟易却被查出身患绝症，老

天爷能否成全这对患难情侣，制作人让观众说了算，通过他们的投票来挑选究竟拍摄哪个结

局。 

生产方式决定播出方式，播出方式又反作用于生产方式。中国的电视剧播出是连续不断的，一

般每晚播出两集，周一到周日，直到全部播完。在这种播出机制下，中国的电视剧在播出期间

不太可能去考虑受众反应，或根据反馈做出调整。韩剧则多为两天连播，周一、二连播一部，

周三、四连播一部，周末两天再连播一部，周五再播另外一部连续剧，这样一周之内就有四部

剧同时播出；有些电视台是在周一至五连续五天连播一部剧，只在周末两天播出另外一部剧。

这样的播出方式，为电视剧实现“边写、边拍、边播”提供了时间保障，在播出期间，编剧完

全有时间根据观众的收视反应来设计下一步情节的进展，以及故事结局。韩剧把观众的反应当

成电视剧是否继续拍摄的惟一根据。《女人天下》最初计划拍摄50集左右，但是由于其收视率

最高曾达到过55.3％，平均收视率也达到34％，因而最终拍摄了150集，在韩国连续播放了17

个月。中国的电视剧如果能改变播出机制，带动生产机制能作出相应调整，满足受众需求，就

会获得良好的市场收益和社会效益。 

三、质疑“制播倒挂” 

不同于一般的电视节目，中国的电视剧生产走向“制播分离”的体制。制作方拥有出品权和制

作品牌，电视台占有频道资源。电视台巧妙利用买方市场，让制作方互相竞争，制作方处于被

动地位，价格由电视台说了算，制作方叫苦不迭。国内重播出轻制作由来已久，国家投资大力

发展播出产业，而民营制作业一直不被重视。电视台无偿占有播出频道资源，播出方在时间上

可以随意分配，十几分钟的广告收入，制作方只得到一两分钟的收益，如此不公平，养肥了电

视台，饿瘦了制作业，极大地损害了制作方的利益，挫伤了制作方的积极性。 

韩国奉行“制播合一”的管理体制。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大多由自身下属的影视制作公司制

作，电视台与制作公司两者之间是定购关系。根据预算，电视台事先要付给影视制作公司整个

拍摄资金的35％—45％，制作公司一般没有资金压力，就想如何把剧本做好，以便电视台来定

购。我国香港地区制作、播出合一，无线的制作班底十分强大，每年生产六千个小时的节目。

我国电视剧“制播分离”的管理体制加上国内重播出轻制作的现状，使得制作方不注重电视剧

生产的质量，很多电视剧粗制滥造，把收视希望寄托在宣传和播出时间上，降低了电视剧行业

自身制作水准和受众信任度。美国电视剧在国内有越发蔓延的趋势，美国电视剧制作投入，多

用电影胶片拍摄，把每集都当作电影来拍，有时拍摄一集电视剧的成本超过国内拍一部电影的

成本。 

针对制作和播出产生的问题，相关管理部门应该进行合理规划。例如美国成立了一个影视行业

工会，工会每年出一本手册，对影视生产、销售的方方面面作出详细的规定，违规者将得到非

 



常严厉的制裁，形成了良好的秩序。前不久中国电视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等单位联合

召开的“电视节目出品人联席会议”，就电视剧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呼吁尽快建立电

视剧行业工会，建立健全我国的电视剧市场。尽快建立起有权威、有中国特色、有高办事效率

的电视剧行业工会，是摆在中国电视剧面前的首要问题。 

四、质疑“悬念重重” 

戏剧创作中常用的戏剧结构有两种：第一种是开放式结构，即顺时性展开情节，有“起—承—

转—合”的过程，把戏剧情节从头到尾地表现在舞台上；第二种是闭锁式结构，即逆时性展开

戏剧情节，剧情按着“突发事件（悬念）—追溯—解决”的过程进行，一般只写戏剧情节的高

潮至结局部分，对过去的事件和人物关系则采用回顾方式，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步地交代出来。 

开放式结构简单清晰，闭锁式结构相对复杂。电视剧剧本的结构要考虑电视观众的观看模式。

电视剧是观众一种日常的文化消费方式，观众观看电视剧的主要目的是使压抑的情绪得到宣

泄，并从中得到娱乐。因此不能期望观众投入全部注意力，不能期望观众主动地思考和想象的

东西过多，复杂的情节结构不适合电视连续剧。 

现在国内的电视剧剧本过分追求闭锁式结构，一个电视剧如果观众不从头到尾看完，就有可能

追不上故事的发展。而现代人不太可能完整地看完一个电视剧，现实生活中收视行为很可能会

被打断，等观众再回来，时空的变化会造成理解的困难。错过了几集甚至一集，原来的反派可

能变成了大好人，原来的正人君子却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这个电视剧观众就很难看懂

了。而韩剧一般在故事的开头就清晰展示了人物之间的冲突，观众一看就明白故事里人物的爱

恨情仇，以后的剧情都是按这个冲突关系发展，观众中间就算少看了几集，人物关系图仍是那

么清晰分明。情节的开始就是故事的开始，从头到尾地展示一个故事是最简单，最易接受的。 

近年国内荧屏上涌现出大量悬疑电视剧，如《天下奇谋》、《凝视黑夜》、《古城谍影》、

《血色残阳》、《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等。每一部电视剧剧情都扑朔迷离，错综复

杂。真相被一层又一层的迷雾笼罩，悬念重重，褪去表面的真相，还有背后的真相，悬念总在

继续，真相总在最后，这样的电视剧吸引观众的同时，也看得人提心吊胆，身心疲惫。国内也

有一些电视剧是采用开放式结构，并且获得了不俗的收视。如电视连续剧《刘老根》第一集表

现的是刘老根在城里给大儿子看孩子，受到城里旅游度假村的启发有了在家乡创业的想法，因

此老根如何创办龙泉山庄、遇到了那些困难和阻力，老根是如何解决和克服的、老根与丁香之

间的感情纠葛也就都能在画面里从头至尾地展现出来。这样的开放式结构清晰简单，让受众真

正享受到电视剧带来的娱乐，容易被受众接受，国内电视剧应该着力于生产开放式结构的电视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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