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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突进的版图扩张

微短剧为什么让人欲罢不能？尽管
存在诸多争议，微短剧具有显而易见的
优势。

首先，微短剧提供了即时满足感，快
节奏的故事设计使观众在短时间内获得
强烈的感官和情感刺激，从而缓解压力和
疲劳。就算主角第一集就含冤而亡，不到
第二集就能原地满血复活，再一步向前直
接给恶人两个大耳光。

其次，微短剧的碎片化消费特性使其
比长剧更适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观众可
以在通勤、休息等间隙轻松享受内容。有
人戏称微短剧的忠实用户为忙里偷闲的
打工人，而以之为题材的《人到五十，闪婚
霸总》《保安老爸竟是世界首富》《外卖老
爹竟是满级大佬》《保洁老妈是豪门》等剧
集，小人物接的都是泼天富贵，代偿了当
代打工人在职业生涯中的各种委屈。

此外，微短剧的社交属性也使其容易
成为人们交流和分享的话题。除了甜宠、
逆袭、成长等常见套路，剧情越癫越跳脱
反而越能引发讨论。只要“增益”叠得够
满，从天而降的林黛玉也可以抄起银枪大
战唐三藏。

剧集的长短只是形式，决定其优劣的
主要在于内容和制作。一些优质的微短剧
在题材上进行了创新与突破，融入了诸如
探索考古、非遗文化、地方民俗等丰富的元
素，为观众带来了多元化的观看体验。

例如，《逃出大英博物馆》是一部文博
题材的奇幻剧，讲述了流落海外的中华缠
枝纹薄胎玉壶化身人形，跟随“家人”归国
的故事。该剧以青春洋溢的格调，引发了
人们对国宝回归的历史与法理思考。

在《河姆渡的骨哨声》中，考古工作者

和河姆渡先民穿越八千年时空的相遇，不
仅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还激发了
观众对文化遗产发掘和研究的关注。

《酒曲人生》以陕北酒曲民歌串联起
男女主人公的不同人生阶段，讲述了一个
充满家国情怀的动人故事，不仅让观众领
略到当地的风情，还彰显了地方民俗的独
特魅力。

小切口的微短剧也可以折射出一花
一世界的大景观。《一梦枕星河》以苏扇非
遗传承人朱依然和海归古城保护工程师
沈枫的重逢为起点，融入缂丝、苏绣、评弹
等非遗文化，摹绘了既是古老“手艺”，也
是现代“守艺”的传承故事。《藏药令》以板
蓝根精怪小蓝和她的灵配医官阿九的两
世牵绊为主线，将中草药的传统药理与仙
侠设定融合，连一次药浴都顺带普及了传
统中医药知识。

悬浮幻想的镜像世界

微短剧较少涉猎现实题材，或说现实
主义品质很少成为微短剧的美学追求。
微短剧更像是被一个个悬浮夸张的幻想
建构起来的世界，它通过混编仿写的模式
化情节曲折映射着人们形形色色的欲
望。比如，《虚颜》《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
等融入“替嫁”老梗微短剧，青梅总能阴差
阳错嫁给自己的竹马，盲嫁的对象全是冷
面热心的纯爱战神。一些生活中“累觉
不爱”的观众终于在剧中“嗑”到了永远
不会散的CP和三生三世都不会被辜负
的依赖与信任。靠卖萌取胜的萌宝题材
也总是翻版再印。女主无论有怎样的曲
折婚史，还是幸孕三宝、天降四宝、一妈
五宝的多胞胎易孕体质……她定与男主
分别多年仍纤尘不染、白璧无瑕，而那个
再度相逢的男人定有一张霸总的脸和等
她的心。剧中也没有拆家捣蛋的熊孩
子，统统是格外聪明伶俐、省心好带、充
当父母感情助攻的天使萌宝，现实中焦
虑带娃、辅导作业到躁狂的父母被灌了
满满一碗鸡汤。

而需要警惕的是，部分微短剧为了追
求点击率和关注度，不惜使用低俗、浮夸
的情节和人物设定，传递了一些扭曲的价
值观。例如，不择手段复仇的“黑莲花”、
以暴制暴的法外狂徒被当成正义的代言
人；契约婚姻、先婚后爱等类型，披着商业
社会的皮，托的是王侯将相的底，以财富、
嫡庶分尊卑、论正义，以出身和颜值为角
色分配道德和命运。这种创作逻辑，很容

易让观众陷入反智主义及性格、性别固化
的陷阱。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微短剧的
质量，还可能对观众的心理和价值观产生
负面影响。

流量到质量的蝶变进化

微短剧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随着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兴起。作为满足市
场需求而被大量生产的大众文化产品，无
疑带有通俗性、娱乐性、消费导向等商业
文化的特征属性。一方面，微短剧通过戏
剧化的方式表达了真实可触的感受，为观
众打造了宣泄情感的空间，使其在面对生
活困境时找到心灵的慰藉。

如《引她入室》中，感情的受害者们不
再因争宠而互相嫉妒和攻击，而是同气连
枝，让背信弃义的渣男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不仅为观众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也让
人们意识到自己还有更多彩的梦可做和
更广阔的路可走。

另一方面，“写作有公式，爆款可复
制”，微短剧作为一种可以批量生产的消
费品，可以精准对接人的神经官能需求和
理想世界幻想。同时，也因其易引发观众
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失焦与适应失调而饱
受诟病。大量微短剧将爱情视为完善人
类自身存在的终极要素，似乎只有爱情
的圆满才能让人达到幸福的充盈状态。
微短剧中的男主多被塑造成供养女性的
伟男子，以满足传统意义上女性对男性
的期许。军阀、督军、将军等权倾天下的
男性角色泛滥，女性则被塑造成被拯救
和凝视的对象。《声色犬马》《授她以柄》
《我们在黑夜中相拥》等流量不俗的剧
集，情节主线都设定为头铁身健的“他”控
制、拯救美丽破碎的“她”。这种设定很容
易强化阶层和固化性别印象，成为微短剧
发展的隐藏风险。

微短剧优劣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在
于是否能激发人们对一个更好世界的热
望。显然，目前大多数微短剧的创作水平
尚未达到穿透现实、超越现实的力度。要
让微短剧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必须鼓励
原创故事，提升剧本质量，探索更多题材，
通过多样化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满足
不同观众的需求。同时，需要建立健全行
业标准，营造健康生态，监管部门应加大
对违规短剧的处置力度，促进行业的良性
竞争。

（作者系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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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微
短剧以其独特
的魅力迅速崛
起，成为视频内
容消费的新潮
流。它们凭借
快节奏剧情和
高密度的“爽
点”吸引了不同
年 龄 层 的 观
众。然而，随着
市场的不断扩
大，微短剧也面
临着内容同质
化、尬点槽点多
等 一 系 列 问
题。为什么这
些又土又潮的
微短剧能抓住
观众的心？在
饱受诟病和屡
屡被踩刹车的
危机中，微短剧
又该如何稳住
脚步，走出一条
更宽广的道路？

微短剧《虚颜》宣传海报。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截屏。

微短剧《引她入室》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