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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光明 白文硕

“影以载道──银都作品回顾展”在京开幕

多部经典首登内地银幕
双向赋能：

微短剧与电影的融合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姬政鹏）5月 16
日，“影以载道──银都作品回顾展”

在京开幕。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香

港电影资料馆馆长陈彩玉，银都机构

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凯以及到场观众

共计600余人参加了开幕活动。

回顾展精选了《新红楼梦》《说谎

世界》《家家户户》《我是一个女人》

《故园春梦》《父子情》《书剑恩仇录》

《人在纽约》等 16部代表银都机构在

不同历史时期创作风格与艺术成就

的优秀影片进行集中放映。

此次影展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与

香港电影资料馆、银都机构继香港主

题影展、“再续时光·经典香港电影修

复计划”展映、北影节“华语力量-香
江流影”单元之后的又一次合作。据

孙向辉介绍，“影以载道──银都作

品回顾展”是近年来内地规模最大的

单一公司主题影展，精选的16部影片

都十分难得一见，“非常感谢香港电

影资料馆多年以来对这些作品进行

的系统性保存、专业性修护与创新性

传播。”

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

验，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展映片单中

的部分影片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并

对《父子情》进行了 4K修复。陈彩

玉表示：“京港电影交流历史悠久，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将这个影展带到

北京，让北京观众有机会欣赏这些珍

贵作品。”

今年是银都成立 75周年。75年
间，银都累计制作发行电影超过五百

部，帮助许鞍华、方育平、张之亮、杜

琪峰等大批导演以极具个人风格的

作品走进观众视野。目前，银都已发

展成为集制作、发行、影院经营于一

体的综合性电影机构，此次影展的作

品也都来自银都的授权和捐赠。

“此次影展的 16部经典影片，汇

集了银都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

的作品，每一部都是时代的缩影。”丁

凯说，“我们期待以电影为媒，与每一

位热爱光影的朋友携手，共同续写中

国电影的辉煌篇章。”

活动现场，香港电影资料馆准备

的“影以载道——银都作品回顾”场

刊、反光板折叠扇和苹果箱钥匙扣等

惊喜礼物得到了购票观众的喜爱与

追捧。在影片放映后，中国电影资料

馆节目策划沙丹与香港电影学者乔

奕思还围绕《新红楼梦》的相关情况

以及银都机构的作品风格展开了交

流和讨论。

“这次影展所展出的影片极为珍

贵，都是电影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杰

作，今天这场放映是《新红楼梦》在诞

生多年后首次来到内地，还有多部影

片是首次登上内地大银幕。能与银

都及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同仁们共同

策划并呈现这样一个展览，我们深感

荣幸。”沙丹表示，“相信这次影展能

帮影迷朋友们打开视野，让大家对中

国香港电影乃至整个华语电影更加

热爱。”

“影以载道──银都作品回顾

展”由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银都机构

有限公司、香港电影资料馆、中国台

港电影研究会推出。影展将持续至5
月 25日，除影片放映外，每场放映还

将邀请乔奕思与电影研究学者何思

颖带来映前导赏或映后交流活动，为

影迷回顾银都的电影史画卷。

本报讯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适逢中国电影诞辰 120周年，阮玲玉

逝世 90周年，由上海市电影局指导，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

电影博物馆和上海电影资料馆共同

承办的“4K修复版《神女》现场交响

乐配乐特别献映”在上海影城SHO一

号厅杜比剧场举办。此次献映是中

国电影资料馆2025年最新4K修复版

《神女》的上海首映，并邀请了上海交

响乐团现场配乐、著名作曲家邹野作

曲、著名导演胡雪桦现场执导，为千

位观众完成了属于上海这座“电影之

城”的特别献映。

此次展映的《神女》为最新修复

4K版的上海首映，中国电影资料馆

技术团队依托先进的 AI技术，将 35
毫米硝酸底片进行 4K扫描及修复，

极大地提升了修复效率和质量。阮

玲玉旗袍的丝缕褶皱在上海影城杜

比剧场的大银幕中纤毫毕现，老上海

街巷的烟火气息跨越九十年时空扑

面而至，让影史珍珠《神女》呈现出最

完美的视觉效果。

上海交响乐团也派出了三管编

制、70余人的演奏团队与女高音歌唱

家的豪华阵容，演出人员更是配合场

景，穿上了具有海派传统风格的服饰

完成演奏。影院里还重新搭建了舞

台、灯光和音乐演出音响系统，只为

给观众带来最完美的视听体验。

胡雪桦透露，他借助AI声纹重建

技术，依据历史资料重新生成阮玲玉

的声音，以映前短片的形式呈现，而

参与演出的女高音歌唱家乌列热则

现场扮演阮玲玉的角色，与观众穿越

时空对话。阮玲玉“神女”的形象，在

5月 18日这天，银幕内外、舞台上下

一同焕发新生。这不仅是技术赋能

的历史回响，更是对海派文化基因的

创造性转译。

上海电影博物馆和上海电影资

料馆还在上海影城现场搭建了《神

女》主题微展览、文创产品销售展台

等，观众走进上海影城，旋即踏上时

空穿越之旅。在观影之余，观众还能

购买精美的文创产品，最终将艺术体

验延宕至日常生活中。这一“一站

式”文化消费场景配合放映成功落

地，不仅提高了活动的综合效益，更

有效地培养着观众的文化消费习惯，

从而加快促进文旅商体展的融合发

展。

当天，上海电影博物馆和上海电

影资料馆还为观众准备了两场大型

主题论坛。第一场为“4K修复版《神

女》现场交响乐配乐特别献映”导赏

论坛，论坛特邀吴永刚之孙吴嘉葵，

《神女》配乐作曲家邹野，以及现场导

演胡雪桦，为大家解读《神女》和本次

特别献映活动的看点和文化意义。第

二场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价值化”

主题论坛。请到了上海电影博物馆副

馆长王腾飞、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

以及中国电影资料馆节目策划沙丹，

各位嘉宾通过各自的实践，热烈探讨

了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如何让珍贵

的文化遗产“活起来”。

一直以来，上影集团聚焦主责主

业，不断通过优势资源赋能“电

影+”。在过去十余年，上海电影博物

馆与上海电影资料馆一直致力于在

全球范围内收集、研究与推广电影文

化遗产，并通过主题展览、电影展映、

公共教育活动、文旅体验活动以及开

发周边文创产品等形式，持续探索电

影作为文化遗产的多元呈现模式。

紧随本次《神女》上映后的“芬芳姿

影：看见银幕内外的她们”影展，展映

多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上影经典作品，

推荐观众前往观摩。 （影子）

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2025）》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微

短剧用户总量突破 6亿大关，下半年

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达到 101.7分钟，

较上半年增长23.6%。而且微短剧海

外传播也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在全球短剧应用中，超 60%的

内购收入属于中国企业，并占据了

80%的市场份额（《2024中国短剧出

海商业生态观察报告》）。由此可见，

无论是微短剧用户量还是市场规模，

抑或海外发展情况，都表明微短剧在

短短几年时间内，正在以“星星之火”

的态势“燎原”现阶段整个中国影视

产业，从中国影视行业的“附属品”进

阶成为独立内容品类，倒逼影视产业

进行结构性调整，加速影视业态融合

发展的深层变革。

但同时，微短剧也并未完全跳脱

出传统影视，而是在产业格局、叙事

美学、政策创新以及未来生态等层面

与文艺发展的“排头兵”——电影形

成双向赋能的状态：电影为微短剧提

供美学范式与技术积淀，微短剧则以

轻量化创作、实验性叙事和敏捷商业

模式反哺电影产业，推动其在新媒介

环境下的创新突破，共同助力新时代

中国文艺向前、向上、向好发展。

范式调整：中国影视产业格

局的重构与扩容

《2024中国剧集产业发展年度报

告》显示，2024年全年微短剧备案数

量达到2653部，较2021年的398部增

长 600%，同年度电影备案量为 2975
部。国家广电总局数据也显示，2025
年 1月至 3月，全国广播电视主管部

门颁发发行许可的国产网络剧片共

367部，微短剧占其中 145部，网络电

影占 37部。这种数量上的明显差异

化对比标示着中国影视产业格局的

巨大变化，进而形成三大创新维度交

叉驱动的变革图谱。第一，人才流动

间的跨界创作。近几年来，大批传统

电影从业者涉足微短剧创作并且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著名导演周星驰

联合抖音开发的“九五二七剧场”，制

作了微短剧《金猪玉叶》《金猪玉叶第

二季》并分别于 2024年 6月和 7月在

抖音上映，取得了总播放量超 3亿的

好成绩；王晶执导的《亿万傻王子》作

为港剧再创新的出发之作，播出第一

周，播放量达到 780万。资深电影导

演的这种“换方向”创作与佳绩，增厚

了微短剧的内容内涵，也拓宽了微短

剧的创作维度。第二，技术普及与物

质共用成为微短剧与电影融合发展

的又一表现。随着虚拟制片技术的

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影视

制作的门槛，一些轻量化设备成为电

影与微短剧共用主力机型，一些数字

资产也在不同影片中延展了使用的

有效性，既提升了资源的复用率，也

压缩了制作成本。第三，传统影视企

业入局加速微短剧向更高层面晋

级。华谊兄弟成立的“火剧厂牌”，芒

果TV推出的“大芒剧场”，快手的“星

芒短剧”等平台，都在为微短剧开辟

更宽广的发展平台的同时，更是将质

量把关、精品呈现、资金支持、专家加

入等作为微短剧创作的进路与目

标。与此同时，也带动了诸如横店影

视城等影视基地服务模式向“轻型

化、数字化”转型，共同为微短剧与电

影的融合发展提供新型制作生态网。

叙事实验：微短剧与电影的

内容共生和跨界融合

虽说微短剧对影视产业冲击巨

大，但微短剧与电影通过内容互文、

叙事创新与跨界融合等方式，打造出

协同共振的创作生态。一方面，微短

剧与电影形成了内容互文与叙事对

话。比如《大话西游》的衍生微短剧

《大话·大话西游》《雄狮少年》的衍生

微短剧《超越吧！阿娟》《孤注一掷》

的衍生微短剧《变相游戏》、衍生微短

剧与电影同名的《刺杀小说家》等都

突破了传统原片长视频的线性叙事，

采用“跳脱”“加速”“闪回”等空间叙

事方法与电影文本形成互文对话，这

种互文互动不仅拓宽了影视创作维

度，延长了电影的长尾效应，也催生

出院线电影与微短剧协同重述的新

型影视创作模式。

另一方面，电影竖屏叙事的形式

突破。近年来，传统电影导演也积极

探索竖屏语言，比如国内首部竖屏电

影《烟火人间》，通过收集竖屏题材内

容，经过剪辑编辑，形成“全屏”式放

映，让87条不同平台的短视频片段最

终呈现出连续的，以“衣食住行家”为

主题的完整纪实影像，这不仅是竖屏

创作的大银幕首秀，也使得竖屏形式

突破了体裁限制，参与到具有较高创

作难度的电影创作之中。

再者，微短剧的跨界融合也为我

国影视产业的扩容输入了新鲜血

液。2024年 1月，国家广电总局牵头

的“跟着微短剧去旅行”项目，迅速打

开了微短剧跨界融合的发展模式，微

短剧与文旅、微短剧与法律宣传以及

“AI+微短剧”等表现形式更新了微短

剧本身的内涵范畴，也使得多地的旅

游城市凭借微短剧出圈、日常生活中

的法律问题也得到了宣传与普及，AI
技术的大量应用也将玄幻神话、未来

科技等内容清晰地呈现于观众面前，

跨界发展的微短剧再一次深瞄了自

己的姓名。可以说，微短剧这种向电

影看齐并进行的“内容为王”的发展

转化、跨界融合以及电影竖屏创作的

创新突破，都使得微短剧与电影双向

互动的力度再一次加深，形成了“电

影筑基，微短剧延展，微短剧与电影

双向赋能”的新型产业生态。

管理创新：中国特色影视管

理体系的前路探索

在微短剧与电影深度融合的产

业变革中，在监管框架的创新性调试

以及政策、资金等多方面扶持的背景

下，微短剧与电影双向赋能中国影视

产业发展，助力兼具规范性与包容性

的中国特色影视产业管理体系的构

建。一方面，包括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4年 2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统筹

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

康繁荣发展的通知》等在内的政策法

规，进一步明确了对微短剧的监管与

扶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与实践，

形成兼具包容性与规范性的监管框

架。对于微短剧的审查也是基于电

影审查的众多经验而进行的迁移，国

家广电总局颁布的“分类分层审核”

制度、将微短剧分为重点、普通、其他

三个层次，而后针对差异化、精准化、

管理优化等分级审核流程进行各类

短剧的审核。此外，微短剧“持证上

岗”的要求也提高了其上线门槛，即

各网络平台、小程序、APP等播出、推

送、转发的微短剧都需带有《网络剧

片发行许可证》，这种更为规范的监

管制度，既确保微短剧的播放安全，

也为观众营造了良好的观看环境。

另一方面，深化微短剧艺术创

作、产业发展等的扶持力度。其一，

2024年，国家广电总局推出“跟着微

短剧去旅行”政策；2025年年初，印发

《关于实施“微短剧+”行动计划，赋能

千行百业的通知》；后又在 2025年的

工作重点中，将“实施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精品创作工程”列于重点工作

首位……这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将微

短剧的未来发展定位于创作出更为

精良、更能够经得住市场考验以及更

加能够满足用户观众需求的作品，以

此成功激活新时代中国文艺“千行百

业”的连接活力。其二，各个平台协

同发力，共同挖掘微短剧的发展潜

力。去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

“微短剧里看中国”“中国精品微短剧

创投融媒体行动”“中国精品微短剧

产业暨全屏矩阵联盟”、《CMG首届中

国微短剧年度盛典》等计划、平台、节

目，集中力量强化微短剧的创作风潮

并扩大传播矩阵。随后，湖南、江苏、

上海、黑龙江、陕西、重庆、四川等各

地电视总台、电视台、卫视等也相继

推出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微短剧相

关计划、项目等，扶持各地微短剧发

展、成熟、壮大。其三，北京市广播电

视局于2024年发布的“首亮微光”2.0
扶持计划以及今年3月第二届上海微

短剧大会启动的微短剧“繁花”计划

2.0等具体扶持政策，不仅为微短剧

提供了资金支持、专家指导等服务，

还在项目孵化、流量扶持、区县协拍、

宣传矩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使

得微短剧创作得到了多重保障。

生态共建：构建影视共同体

的协同生态

在当下数字文明与产业变革的交

汇点上，微短剧与电影的协同发展也正

从简单的业态互补迈向深层次的生态

系统发展，这种变革体现在构建“内容

—技术—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影视

共同体的两两双循环的理念之上。

首先，内容—技术双循环。微短

剧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整，更多地朝

向优质内容的开发以及先进技术的

应用方向发展，微短剧与电影的融合

既是实现场景、角色、特效资源的跨

项目调用的相互促进，也是推广虚拟

制片标准化流程，扩大数字资产使用

权限，进行微短剧与电影互动互通互

进式的协同合作，进而降低了行业整

体创新成本的同时，助推具有中国影

像标识的中国技术标准的确立。其

次，经济—文化双循环。抖音推出的

“辰星计划”、红果短剧推出的“果燃

计划”、爱奇艺“微剧场”和“短剧场”、

腾讯上线的“火星短剧社”小程序、百

度推出的“百剧计划”等都在孵化优

质、精品微短剧的同时，有意打造微

短剧文化网络圈层，让微短剧的经济

效益得到延长。再者，海外—本土双

循环。《霸道总裁的契约新娘》《亿万

富翁丈夫的双重生活》《一梦枕星河》

《有种味道叫清溪》《梅花香自苦寒

来》《长公主在上》《逃出大英博物馆》

等微短剧通过 Tik Tok、Reel Short平
台、新加坡媒体平台、马来西亚电视

媒体平台等的播放，掀起了微短剧海

外传播的热潮，中式内核故事，通过

叙事共情、中国美学、共创合作、沉浸

式体验等方式架构起中外文化交流

的桥梁，进而提升了新时代中国文艺

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这不仅使得中

国微短剧产业迎来了海外发展的契

机，也进一步推动中国微短剧企业与

海外制作团队合作，从而产生了“小

切口—大叙事—合作共赢”的新型文

艺对话方式。

综上所述，微短剧与电影的双向

赋能，既是技术革命催生的产业进

化，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微观投射。

从范式调整到叙事实验，从政策创新

到生态共建，二者的“合谋”不仅影响

了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逻辑，更开辟

了全球化时代内容竞争的新赛道。

未来建议在内容创作、技术创新、商

业模式与文化传播等领域进一步聚

焦，实现更深层次的跃升发展。第

一，在内容创作方面，深耕垂直领域，

强化 IP全链路开发。结合用户分众

化需求，探索各类题材的垂直细分，

如开发“微短剧+非遗”“微短剧+科
幻”“微短剧+现实题材”等主题，增强

内容的专业性与共鸣感；进一步开发

电影与微短剧的 IP联动机制模式，例

如通过微短剧试水新 IP市场反馈，再

反向孵化院线电影。第二，在技术创

新方面，强化AI驱动的个性化创作，

探索AI根据用户偏好生成定制化微

短剧。第三，在商业模式方面，建立

“内容+消费”模式，进一步开发微短

剧的“周边效应”，借鉴直播带货模

式，将微短剧情节与商品场景深度绑

定，实现“即看即买”的消费转化。第

四，在文化传播方面，以“微叙事”传

递中国美学与价值观。比如通过微

短剧的轻叙事承载传统文化元素并

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打造“小而美”的

文化外交载体。

（侯光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白

文硕，北京电影学院在站博士后）

4K修复版《神女》现场交响乐配乐
上海特别献映

近三四年的时间，中国影视行业迎来了现象级变革——微短剧以黑马之姿异

军突起，构筑起贯穿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网络文艺乃至国际传播的全域文化景

观。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大众文艺形式，微短剧的诞生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植根于

传统影视艺术的土壤之中。从短剧的即时性、网络电影的灵活性、电视剧的连续

性到电影的叙事深度，微短剧汲取了多元影视基因，形成了一种“单集时长从几十

秒至15分钟，具备完整叙事结构与连续情节脉络的数字化文艺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