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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是反法西斯抗
战胜利70周年 ， 一股红色旋风
又驰骋荧屏。 《东北抗日联军》、
《东方战场》、 《巨浪》、 《决胜》
等12部重点电视剧陆续登陆各大
卫视 。 悉数这波席卷而来的抗
战剧目，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几乎都脱离了臭名昭著的 “雷
剧” 之名， 甚至某些剧切入点还
颇有新意。 抗战剧究竟是如何进
行 “扫雷”， 背后原因何在？

政策影响
剥夺雷剧生存空间

分析抗战剧为什么能发生转
变 ， 首先要从它的 “病根儿 ”
———抗战雷剧说起。 在早年， 对
于抗战剧的审核还不像今天这么
严格， 政策安全是造成资本追逐
抗战题材的重要因素。 整个行业
创作者把握不住风向的脉， 扎堆
往抗战剧里躲， 各方良莠不齐的
制作水准便催化了抗日雷剧的产
生。

然而， 从两年前开始， 广电
总局开始频繁强调抗战剧不能娱
乐化， 尺度也越来越紧， 再加之
受到 “一剧两星” 政策的影响，
“稳当挣钱” 的雷剧生存空间被
逐渐剥夺。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现在所有的剧种审查最严的就
是抗战剧， 就是宁可错杀也不可
放过一个的那种。”

这种说法也在曾经出品过
《箭在弦上》、 《遍地狼烟》 等电
视剧的制作人王海斌的口中得到
证实 ， 在这种政策收紧的情况
下 ， “我们同行现在都非常谨
慎， 都对创作的要求比较高， 在
拍的战争场面都尽量不要太夸
张， 为的就是不要做成雷剧。”

观众口味
助抗战剧品质升级

不过话说回来， 国产剧能否
提高 “智商”， 归根结底是由观
众的口味来决定的。 正如剧评人
李星文所言， 之所以前几年抗日
雷剧风行， 实际上背后都有庞大
的受众群体在支撑， “一类是年
轻的脑残粉， 一类是已经对抗战
剧形成收看依赖的中老年观众。”
遥想当初， 有 “手撕鬼子” 情节
的 《抗日奇侠》 在２０１２年竟然勇
夺山西、 江苏、 广东、 北京等地
区收视冠军， 二轮播出卖出了一
集２００万元的高价， 确实惊呆众
人。

然而， 这种风光早已不在 。
近年来， 抗战剧开机量和电视剧
中的抗日情节都已经开始缩减，
甚至一些剧其中涉及抗日内容，
都会被要求剪掉。 一位负责购剧
的电视台工作人员称， 由于大家
看抗战剧都看得太多， 观众几乎
都变成了专家 ， “什么剧好不
好， 观众有能力判定， 所以现在
卫视也都会尽可能地满足观众更
高层次的需求。”

卫视不买账
“雷剧” 销路紧缩

观众不爱看， 电视台当然也
不愿意为雷剧买单。 尽管在早期
雷剧还是对收视有一定的带动效
应， 但如今对于卫视， 尤其是一

线卫视， 品牌形象更加重要。 某
一线卫视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但
凡是卫视 ， 都有严格的审片制
度， “狗血抗战剧我们不会买，
也不敢买。”

卫视播雷剧会有什么后果
呢？ 他坦承， 这种影响可能不是
收视上的， “最主要是观众会吐
槽， 会有大量的负面新闻， 从而
对卫视的品牌形象产生消极影
响。 而且， 更重要的是， 播雷剧
很有可能被广电总局禁播或者做
重大内容的修改， 这样的风险当
然没人担得起。” 因此， 如今的
卫视大多都偏向于选择主流价值
观更加鲜明， 有历史原型人物改
编的剧来播出。

（艾文）

■■台台前前幕幕后后

于彧 整理

■■周周末末剧剧场场

《阳台》
500场纪念庆演
7月23日至8月2日
京演民族宫大剧院

《你好，疯子！ 》
7月24日至7月25日
北京青年剧场

《你好， 疯子!》 是饶晓志导
演继 《你好， 打劫 !》 之后的又
一部黑色幽默题材的悬疑话剧。
故事从六个人的对话中拉开帷
幕 ， 大家起初都不知道身处何
处， 直至混乱之后， 大家都被注
射了镇静剂再苏醒， 才能平静下
来思考问题。 在几幕戏之间， 几
位主角的伦理道德一次次地沦
陷， 为了能让自己走出这个精神
病院， 人性最丑陋的地方全都袒
露无遗。 在一针针的 “镇静剂”
之后， 他们必须从新审视自我，
找回真我。

导演表示， “有时， 我们每
人在生活中也需要这剂镇静剂，
审视一下自己。”

今今年年抗抗战战剧剧不不再再

本报讯 （记者 黄葵 ） 书画
家杨子洋 “荷” 系列主题作品邀
请展于即日起至7月26日在阐福
寺的东西展厅里举行。 该活动是
北海公园为挖掘提升 “荷” 文化
而专门打造的一张文化名片。

这次展出的50多幅 “荷” 系
列作品， 是画家杨子洋近半年来
创作的荷花精品力作。 作品内容
丰富表达形式多样， 有刚柔并济
笔精墨妙充满八大山人气息的墨
荷作品， 有充满诗情画意， 空灵
雅逸的文人画作品， 也有泼墨、
泼彩大写意的一丈二的大制作。
他笔下的荷花作品从多个方面表
现荷的姿态及出尘不染， 清雅脱
俗的高贵品质， 尤其是他的水墨
作品用笔纵横驰骋， 流畅清新，
华滋厚重， 充分显示出深厚的功
底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杨子洋 1972年生人 ， 攻绘
画、 书法， 拜齐派国画大师李苦
禅先生高足徐东鹏先生门下， 成
为齐派传人 ， 亦受教于欧阳中
石、 李燕、 徐湛、 崔松石、 张同
印、 叶培贵等名家。

杨子洋性格内向沉稳， 多年
笔耕不辍， 不为潮流所动， 潜心
艺事， 致力于中国水墨画的研究
与探索， 主张立足传统后拓展创
新， 其作品注重笔墨的变化和色
调的和谐， 并在灵巧中有雄厚之
貌和痛快淋漓之感。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作为
终结篇的 《小时代4： 灵魂尽头》
将推出增加35分钟 《最好的我
们》 珍贵纪录片的特别放映场，
与正在热映中的电影 《小时代4》
同时在影院放映。

纪录片 《最好的我们》 揭晓
了从 《小时代1》 到 《小时代4》，
时代家族们从开机到杀青这一路
上的或欣喜或悲伤的拍摄经历。
不仅独家揭秘了 《小时代》 系列
电影台前幕后花絮， 更呈现出导
演郭敬明在此经历的从青涩到成
熟的过程。

作为电影 《小时代》 系列的
固定班底， 杨幂、 郭采洁、 陈学
冬、 郭碧婷、 谢依霖等一众主演
也成为了时代粉心中经典的角色
形象 。 导演郭敬明也是连连夸
赞： “他们不单单是在演绎， 而
是已经成为了角色。”

此外纪录片中也解析了 《小
时代》 独到的时装理论以及场景
视觉效果的打造， 而这一切的用
心都是为了最大化还原原著中的
情节设定， 打造震撼炫丽的视觉
效果。

在经历了系列四部拍摄的时
代家族， 在面对结局篇的分离时
也透露出不舍 ， 郭采洁 、 陈学
冬、 谢依霖等更是洒泪告别， 不
舍结束。

杨子洋
“荷”系列作品
绘画展举办

《小时代》纪录片
解密“时代家族”

作为观众最喜爱的一部陈氏
喜剧作品， 《阳台》 从2012年起
首次进驻世纪剧院小剧场， 在三
年的时间里得到了无数认可和喜
爱 ， 每场的平均上座率达到了
85%， 稳居小剧场排名前三， 创
下京城小剧场的票房佳绩。 如今
《阳台》 终于迈向了500场， 此次
演出调集了最佳青春阵容倾情演
绎， 集齐历届最强老穆、 最牛侯
建设、 最悍张秀芝， 为观众奉献
青春版 《阳台 》 有史以来最难
忘、 最精彩的演出。

包工头老穆为众民工讨要拖
欠工钱无奈上演 “跳楼秀”， 但
过火 “表演” 使得老穆不慎掉到
了侯处长家的阳台。 此时， 侯处
长的情人李丽正在导演一出侯处
长和他老婆张秀芝 “猫捉老鼠”
的游戏， 还没演完 “跳楼秀” 的
老穆又被迫加入到了他们的游戏
之中。 于是， 这个 “猫捉老鼠”
的游戏越来越无法收场……

天雷
滚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