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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新媒介

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网络文艺市场，从2010年开始迅

猛发展的网络剧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据中国网络视

听节目服务协会统计，2018年前三季度“我国网络

剧共播出214部，平均播放量7.18亿，播放量大幅增

长”，“精品化、独播化、创新化内容形态更受用户青

睐，大量粗制滥造、低水平内容被市场抛弃”。但是，

网络剧毕竟属于数字时代文艺领域的新生事物，侧

重于对受众数字化日常生活的关注，具有后现代审

美色彩，也存在一些如内容流于浅薄化、虚无化，思

想内涵不够扎实等突出问题，导致其无法在传统叙

述语境中占据主流位置，其本身在影像内容的文本

内外也充斥着明显对立的悖论现象，受到角色定位、

文本内容、艺术理念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鉴于网络剧

日渐增强的影响力，探究它的影像内容有助于把握

数字时代影像传播的形态与规律。

一、独立性与边缘性：影像生产的角色定位

网络剧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因其

本身就是数字时代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条件下文艺

形式创新的产物，以移动智能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

为其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而数字技术的运用极大

地丰富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与表现力，增强了艺术作

品的故事性和娱乐性，不断突破着艺术创作的边界，

为网络剧的大规模发展提供技术上的便捷支持。

2010年，网络剧市场进入雏形初现阶段，如《毛

骗》《欢迎爱光临》《嘻哈四重奏第三季》《我的隔

壁是良人》《青春日记》《泡芙小姐》等一大批网络

剧集中出现在网络空间。它的巨大经济潜力迅速被

视频网站、传媒机构发现，将其视为未来发展的核

心与重点。网络剧所爆发出的强势发展势头，俨然是

新时期网络文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兴文艺品种，成

为传统电视媒体不可小觑的竞争对手。

网络剧自身具有鲜明的艺术特性，在内容上主要

讲述一个个充满趣味性和形式感的视听故事，在形

式上则以分集展现故事情节为主，拥有独立的艺术

本体属性，其呈现给受众的音视频内容虽有恶搞、山

寨的成分，但从网络媒介技术形式的角度而言却具

有高度原创性，非常适用于数字技术的网络化传播。

“关键是，数字化使我们得以传达艺术形成的过程，

而不只是展现最后的成品。这一过程可能是单一心灵

的迷狂幻想、许多人的集体想象或是革命团体的共同

梦想。”①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网络剧视为传统电视

剧在网络上的一种延伸，传统电视剧也不会因为转移

到网络平台播放就被界定为网络剧。网络剧是以流

媒体形式存活于网络世界中，其最核心的元素依旧是

“剧”，能够借助数字技术所赋予的造型能力模仿传

统电视剧并讲述一定的故事情节。即使是形式感极强

的《 丝男士》《万万没想到》等网络剧也是在碎片

化结构中讲述主角的一个个啼笑皆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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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剧繁荣的背后是自身影像生产方面的实力，

它拥有独立的艺术本体属性，同时因为数字技术的

模仿性和寄生性，其本体属性又被包裹在数字技术的

外衣之下，对自身的独立属性产生一定的干扰。网络

剧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出现于特定历史时期，不

断融入有意义的活动及个人的社会关系情境中，在各

种批判声中不断改进，随之被带入社会现实而广泛扩

散，渗透进社会文化中。网络剧在内容、形式等方面

既有与传统电视剧基本一致的地方，某些地方又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非对应偏离倾向，由此也让网络剧在艺

术地位上处于边缘位置，在影像生产过程中呈现出角

色地位上的矛盾状况。它既不同于网络上的各种海量

自拍视频，也没有完全顺应于传统电视剧，而是选择

在二者之间游离。像《心理罪》摒弃了传统侦探电视

剧先锁定凶手再探寻动机的故事模式，采用先洞察凶

手的内心世界，再凭借心理特征推断其外貌特征，从

而锁定最终犯罪嫌疑人，幕后元凶乔教授的人物设定

和结局堪称光明与黑暗的绝佳对比，而为了更加符合

大众口味，剧组在第一季播出后，在血腥暴力、警察形

象、精神病人等设定上进行了修改。

至此，可以给网络剧作一个界定：它是被数字技

术所包裹的、首要传播于网络空间的视听叙事系统，

本质是人类为了清晰表意而创造的一种数字影像。这

一叙事系统既具有碎片化、数字化、全符码的网络特

征，也具有传统电视剧分集讲述的具象性。网络剧是

一种拥有自己本体属性的独立艺术形式，但由于数字

技术的局限性以及新生事物自带先天的边缘属性导致

其在角色定位上产生边缘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对立。

二、现实性与超现实性：影像文本的内容纠缠

网络剧在影像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

悖论与数字时代青年人在网络剧发展过程中始终扮

演着重要角色关联密切，正如“音乐、媒体和游戏是

青少年白日梦（有关愿望实现的叙事）和同伴恶作剧

（戏耍、游戏或者动作—冲突的剧情）的规模化形

式”②一样，网络剧的题材、主题、制作者、人物形象、

目标受众等内容元素都弥漫着明显的青春化属性。

如《嘻哈四重奏》的导演卢正雨、《 丝男士》的导

演董成鹏都是80后网络剧导演的领军人物；《将军在

上》的男女主角都是充满青春气息的青年男女；它们

所讲述的故事也都是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情节，如小人

物的逆袭、“土豪”的暴发户式演绎、赛博空间的独立

女性等等。青年人先天所具有的求新求变热情催生出

他们自身对网络剧更大程度的接受与认可，而网络剧

也充分发挥自身的活力属性，通过主打青春牌实现精

准的受众定位，既可以为受众的多样化表达提供空

间与平台，更可以与数量巨大的受众人群进行情感交

流。这样在数字技术所引发的社会私密化背景下，网

络剧所讲述的内容具有了极强的现实性特征，利用现

实传播的时效性迎合数字时代受众的时尚追求，关注

社会个体复杂多样的生活状态。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

“动漫”“御宅”“韩流”“粉丝”等时尚潮流此起彼

伏，并依托互联网、电脑、手机等数字产品的普及而被

青年人热捧。面对这样的社会变化，网络剧将现实生

活中真实存在的一面加工成视听影像以创造时尚或

者跟随潮流，展示青年受众在数字时代的时尚生活，

并对现实进行剖析，帮助青年受众释放情感、排解压

力。《窈“跳”淑女》将娱乐圈、富二代、房价、职场等

时下流行的时尚元素融入80后女白领李看看的职场

生涯，多角度展示网络新人类的现实生活，如宠物培

训学校、房地产中介、广告公司、娱乐公司等内容和

特点都迥异的职场百态，与当代青年人的现实生活遥

相呼应，成为受众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网络剧注重讲述社会小人物的日常故事，将当前

社会热点以充满时效性的表现形式传达给观众，期

望从文化时尚层面最大限度地激起青年人的情感共

鸣。通过私密化生活场景的展示，网络剧中人物形象

的塑造趋近社会现实热点中的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

文本内容近乎青年人行为与意识的自我投射与呈现，

使得青年受众在观看体验时能够轻松地在屏幕上找

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网络剧也由此成为青年受

众情感宣泄的窗口和意愿汇集的绝佳场所，无形中拉

近网络剧与受众的心理距离。《报告老板》的主角们

凭借自身的独特脑洞和奇葩思维，颠覆了人们对经典

影视故事情节的理解，颇受观众的喜爱。在营造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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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视听娱乐的同时，结合当前的社会热点娱乐现象进

行调侃，如“程序员帝国”“爸比在哪儿”“暮光继承

者”等等，表达着对当下社会、文化、民生等问题的关

注，成为青年受众实现梦想的平台。

作为数字时代的文艺新标志，网络剧所面临的

社会环境、制作模式、传媒前景等变量与传统电视

剧有很大不同，尤其“当代文化中话语形态的文化显

然不如图像形态的文化更具优势，视觉文化的霸权

异常明显”，“基本文化逻辑体现为视觉和感性成为

文化的主因”。③面对这种情况，网络剧在具体实践

过程中会以不同程度的偏离态度来对待社会现实，

视听内容的超现实色彩明显，表现出动态多元状态

的层次结构，以此适应分众时代的受众需求。网络

剧通过数字技术将受众的主体意识、自由理念等现

代性特质与娱乐精神、碎片崇拜等后现代内容融为

一体，解构着数字时代留给他们的一幕幕悲喜剧。

《白夜追凶》所讲述的双胞胎白天黑夜两种身份人

格与破案缉凶的故事在现实公安部门中根本不可能

发生，传统电视剧一般也不会涉及此类题材，黑暗恐

惧症更是充满超现实色彩，但身份互换、双雄对立又

联合的黑色电影设定，紧扣主案的高度完整的剧作

结构，人物情感的细腻刻画都非常契合后现代社会

受众对视听影像感官刺激的娱乐化需求。

网络剧内容的超现实性立足于对社会现实的偏

离，它通过提炼、升华现实之美，将人们对于事物性

质的判断融合于客观存在的复杂真实性与数字影像

的逼真形似性之间。超现实性的本质表现为一种思

想情感的真实，用以揭示视觉经验背后的事物本质。

受众在观看网络剧时，能够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主体

意识沉浸入数字影像中，以期获得现实的美感享受。

《暗黑者》在讲述一桩桩离奇案件时，环环相扣的情

节铺展过程中暗黑者存在的意义令人深思。现实生活

中确实存在许多法律无法管制、站在道德的角度却

难以容忍的现象，犯法者和执法者都可以成为暗黑

者。但法律的意义在于其具有规则性与强制性，参照

法律来公正处理而非以个人好恶为评判的标准。

也就是说网络剧所具有的超现实色彩是将自身

置于“现实之中”来描绘“现实之外”的图景，本质上

无法脱离现实社会的制约。这本身就是带有矛盾的一

面，尤其是网络剧的超现实图景容易造成对受众感官

和心理的过度刺激，导致受众审美疲劳的心理重荷，

严重者甚至会出现“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

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④的状态。像《废柴兄弟》作为

职场情景网络剧，本应以讲述创业者的奋斗故事为主，

但办公桌出租、厕所签约等众多超现实的碎片化情节

堆砌却将受众注意力转移到影像画面中的笑点部分，

忽视背后的正能量属性，因而很难实现讲述创业艰辛

以及引领受众思考的目的，甚至造成情节的虚无。

因此，网络剧在追求超现实图景的同时，从未

放弃对社会现实题材的钟爱，始终是在现实与超现

实所编织的内容边界维度中选取素材来为自己服务。

《万万没想到》讲述的故事情节有社会现实基础，更

有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发生的超现实色彩。整个系列

中一个接一个的剧情反转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

外，小人物的奋发图强却又无可奈何的遭遇犹如游戏

闯关一样推动剧情发展。在现实与超现实的交织过程

中，网络剧成为受众宣泄情绪和释放压力的对象，彰

显内容悖论的文本属性。

三、草根性与精品性：影像艺术的理念超越

数字时代的网络剧呈现出现实性与超现实性互

相交织的内容悖论，浅显与深刻、晦涩与直白、严谨

思辨的逻辑推理与非线性的碎片化叙事等都可以在

网络剧中找到。一方面，网络剧的制作者与主要受众

群体以青年人居多，他们大多重视自身所属的草根

阶层，愿意网络剧更多更好地表达网民情感意见，如

《 丝男士》《万万没想到》《陈翔六点半》等颇具

影响的网络剧都是低成本的小制作，形式感极强，

其所受欢迎的原因亦是草根主角引发了让观众感同

身受的共鸣；另一方面，社会其他行业纷纷涉足网络

剧的制作，并遵循消费市场的规则，不断加大投入，

制作水准日趋专业化、精品化，如《心理罪》《白夜追

凶》《长安十二时辰》等在画面构图、灯光色彩、演

员表演等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精品佳作的水准。在这

一发展过程中，精品化的制作路径强力挤压草根自

制的生存空间，而草根自制路径却又时常出现惊人

网络文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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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创新着网络剧的发展方向。这实际上反映了网

络剧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艺术理念悖论：草根

性与精品性之间的对立与互补。

数字时代的受众成长在网络社会，他们对于父辈

社会的价值传导秉持一种能动性的接受：选择甚至创

造适合自身需要的价值观念，并以此作为参考物调整

自己的行为举止。对于他们来说，媒介已经是真正意

义上的“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语），电脑、手机等

数字媒介终端日益将日常生活融入艺术审美之中，通

过无处不在的数字平台时刻感受着新媒体艺术带来

的视觉盛宴，而不是像观看传统电视剧那样需在固

定的时间地点、坐在电视机前才能获取的审美体验。

如《极品女士》《万万没想到》等形式感极强的网络

剧，在叙事线索、角色形象、人物关系以及故事情节

等方面都充满了网络媒介的碎片化特性，由一系列短

小精悍、无前后逻辑关联、充满包袱和笑料的“段子”

组成，把受众主体对神圣崇高、典型规范、宏大优雅

等价值态度进行了极大的颠覆，通过打破并重组旧有

的固定结构，消解传统场域的话语权威从而充分表达

草根阶层轻松、幽默、调侃的影像诉求。在网络剧所

营造的充满草根属性的虚拟空间中，既有恩怨情仇的

爱恨纠缠，也有日常生活的平凡琐碎，受众在一笑之

后得以释然。比如《陈翔六点半》就是一部颇具创意

的爆笑网络剧，在形式上属于家庭幽默录像式的迷你

情节短剧，场景以日常多变的中近景为主，演员和角

色也不固定，网络特点明显。其在内容上抹去了美与

丑、重要与琐碎之间的差别，笑点密集，将充满无限想

象和无厘头属性的情节桥段搬上荧屏，并以时空脱域

的处理方式消除了受众的情绪负担，使其在短时间内

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获得情绪上的放松与愉悦，截止

到2019年7月已经拍摄了200多集。

但影像表达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网络剧可以不顾

一切。日益完善的网络剧播出审查就是明证。形式感

极强的碎片式堆砌虽然短时间内能够令人捧腹大笑，

但长此以往不加以节制的话，则会陷入搞笑手法严重

同质化的窠臼之中，淹没其他情感，造成“三俗”泛滥

的状况，导致受众的观看经验索然无味。网络剧必须

处理好商业效益与艺术效果之间的平衡关系，保持自

己应有的姿态，即以精品化的创作理念来打造网络

剧。这既要求网络剧创作人员保持对影像基本记录原

则的敬畏之心，更离不开文化产业市场对高水准网络

剧的丰厚回报。当网络剧这一形式新鲜热度消散后，

欲维持其长久生命力只能是拥有巧妙的故事情节、到

位的动作演绎、鲜明的人物个性刻画的精品化专业之

作。曾打造出现象级网络剧《万万没想到》系列的万

合天宜团队，目前已逐渐放弃那种依靠形式感堆砌的

段子剧，转而拍摄制作了拥有固定人物角色、剧情紧

密衔接的长篇网络剧《名侦探狄仁杰》《西涯侠》等

作品。2019年6月起在优酷独播的《长安十二时辰》，

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内容铺叙过程中，逻辑推理环环

相扣、人物形象立体饱满、剧情设置烧脑虐心都给受

众带来了全新的观赏体验，也让人们领略了网络剧细

心打磨的全新面貌，改变了很多人对网络制作粗糙、

浅显直白、短小碎片的固定认知。

四、结  语

在诸多影像悖论的敦促下，各种力量此消彼长、

互相博弈，网络剧由此得以被剥离出传统电视剧的

语境与内涵，体现出自身鲜明的个性特征，触碰整个

社会的情感与思想，利用五彩缤纷的影像内容投射

现实的一幕幕悲喜生活，发酵着超现实的一出出梦

幻图景，营造平等、兼容的互动场域，不断丰富网络

剧的文化内涵。我们期待网络剧能够不断调整自身

的悖论属性，运用自身的创新活力释放影响力，在视

听艺术领域内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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