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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卫视改版播放“城市映像”系列，微电影现状、弊端、发展趋势再受关注

微电影遭品牌广告挟持，未来路在何方
“微电影”三个字诞生至今，不过短短一年多。然而，这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概念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在国内掀起

了一阵“人尽可微”的风暴，优酷、爱奇艺等网站纷纷推出微电影“大动作”，从导演姜文、顾长卫、贾樟柯到演员黄
渤、郝蕾等纷纷“下海”拍起了微电影。某协会还宣布推出“中国微电影发展蓝皮书”。日前，改版后的重庆卫视把
在新媒体播放的微电影搬到了电视台播放，这一举措也引起关注———微电影火了，而由于概念过度滥用且被困
在“广告长片”的局限里，微电影质量不高，佳作缺失。当过度消费后它是否还能继续保持生机？

2011年，随着《老男孩》
《66 号公路》《指甲刀人魔》
等一批口碑之作问世，微电
影概念应运而生 ，并 日 益
成为影视制作者、视频网
站和广告商眼中的“当红
炸 子 鸡 ”。 不 过 ，面 对 形
形色色良莠不齐的视频内
容 都 打 着“ 微 电 影 ”的 名
义行走江湖，难免会让人
产生疑问：“微电影”到底是
什么？

记者走访的业内人士
普遍表示，通常而言，微电
影 指 作 品 时 长 在 3-30 分
钟，有完整故事情节，适合
在新媒体上观看的视频内
容 。 还 有 人 把 2005 年 胡
戈炮制的恶搞短片《一个
馒头引发的血案》视作国
内 微 电 影 的“ 鼻 祖 ”。 不
久 前 参 与“ 十 二 星 座 ”微
电影计划的导演陆川便直
言，他认为微电影就是由

以前的短片演变而来，只
不过微博诞生后，短片也
赶时髦换了个“微电影”的
新名称。

《广告导报》总编辑、资
深制作人凌平认为，既然美
其名曰“微电影”，那就意味
着品质比当年的网络短片
更为高级、精良，在拍摄手
法、要求、水准上与电影趋
近，“简言之，微电影就是微
型电影”。

尽管业内人士普遍把
“电影化”当成微电影的重
要指标，但对于许多“趁热
打铁”一头扎进市场的试水
者而言，“微电影”不过是一
块“看上去很美”的金字招
牌。例如不久前某牛奶品
牌推出网络短片《不会说话
的女孩》，片中用一大堆碎
片式的“小清新”生活花絮
来描述一对年轻情侣的恋
爱故事，整部短片缺乏足够
的故事性和完整的结构，看

上去更像一支MTV或者加
长电视广告片，冠之以“微
电影”未免不适合。

无独有偶，女星王珞丹
主演的 4 分钟短片《超极本
来了》虽然力求营造“碟中
谍”的气质，但全片仅仅搬
弄了几个场景和小桥段，同
时，广告商英特尔的“超极
本”产品充斥画面，引来不
少网友炮轰：这不是微电
影，这只是彻头彻尾的英特
尔长篇广告！

不仅如此，市面上还涌
现出了名目繁多的财经微
电影、环保微电影、星座微
电影……其中混迹着诸多
不符合技术标准，却生搬硬
套“微电影”概念的玩意儿，
不仅让网友产生审美疲劳，
也透支了微电影的概念和
价值。“所谓微电影，起码要
用电影语言来制作，拥有完
整的故事脉络和情节。如
果什么都能叫微电影，那就
乱套了”，凌平表示。

电影《万有引力》《双
食记》的导演赵天宇不久
前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微
软》，该片和女星郝蕾执
导的《火锅》等作品共同
隶属于爱奇艺网推出的

“城市映像”微电影系列。
与《再一次心跳》等微电影
不同的是，“城市映像”八
部作品没有吸纳广告商资
金，而全由爱奇艺网投资
拍摄。

谈到个中原因，爱奇
艺网公关总监冻千秋告
诉记者，在该系列微电影
启动之初，有很多广告品
牌寻求合作，但是广告商
提出的要求却让奇艺网
的创作团队很犯难，比如
某个手机厂商提出，片中
所有演员必须人手一台
该品牌的新款手机，而且
要给这款手机打很多特

写镜头，强调这款手机的
外形、性能，“我们当然也
希望能和广告主一起达
到双赢，但感觉这样拍摄
的效果很不自然。‘城市
映 像 ’是 我 们 自 创 的 品
牌，无论如何不能牺牲品
质，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自
己投资”。

事实上，由于大多数
微电影的制作成本都来
自 广 告 品 牌 的 赞 助 、冠
名，在创作方面难免受到
广告主的限制。赵天宇
透露去年拍摄另一部微
电影广告的感受：“拍《微
软》没有广告任务，我考
虑的全是命题、自由度、
个人表达的问题。但拍
微电影广告就不一样，虽
然拍摄手法比过去的传
统电视广告要丰富些，但
你的核心动力还是为了

体现商品，导演在那里面
不太能表达自我”。

11年前宝马公司曾邀
请李安、吴宇森等8位大导
演拍摄了系列电影短片

《The Hire》，好莱坞明星
克里夫·欧文担纲主演，这
8部短片的剧情富于张力，
视觉效果均很出彩，国内
不少业内人士至今将其视
为“神作”。不过赵天宇认
为八大导演的创作仍然很
受限制：“不管你的故事怎
么讲，都必须要在情节里
表现宝马车的优点，这就
是一个命题作文，核心还
是为了推销产品。”而《广
告导报》总编辑凌平则在
微博上表示，现在的微电
影基本就是加长广告片，
它的发展将会受到制约，

“我不太 看 好 微 电 影 的
未来”。

为了吸引眼球，各大
制作机构拼命拉拢明星、
名人加盟微电影。例如搜
狐视频曾集结 7 位男星拍
摄“7 电影”系列，优酷网

去年打造了由苗炜、老罗
等文化名人拍摄的“幸福
59厘米”，今年又推出了集
中蔡明亮、许鞍华等著名
导演的“美好2012”大师系

列等。不过，虽然聚集诸
多名人，但真正做出好作
品的却寥寥无几，“名气”
只不过又成了一种推广的
幌子。

佳作少，名人扎堆涌入
众多微电影打名星牌

奇艺网公关总监冻千
秋认为，微电影更是一种
浓缩的精华，而不应该简
单化、粗糙化。法国短片

《调音师》用区区 13 分钟
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悬
疑故事，绝妙的结构得到
了 网 友 们 的“ 交 口 ”称
赞。去年 12月在“2011首
届微电影节”上夺得大奖
的《梦骑士》讲述了 5个老
人环岛旅行、实践梦想的
故事，这部电影的实质虽
然是台湾大众银行的广
告片，但仍然具有感人至

深的力量。反观内地，近
一年来，市场涌现出了数
以千计的微电影，但至今
为止，真正让人印象深刻
的 仍 旧 是《老 男 孩》《66
号公路》等寥寥几部早期
代表作，后继的口碑之作
屈指可数，究其原因，还
是国内微电影本身的品
质问题。

为日本女艺人苍井空
量身定制的微电影《第二
梦》前期运作颇为成功，但

《第二梦》的编剧、导演实
力不济，引来不少网友抱

怨该片剧情跳跃、主题涣
散。而名导也未必能带来
好作品，比如，蔡明亮上月
底推出首部微电影《行者》
并不招网友待见，这部 25
分钟长的作品全片无一句
对白，看起来十分晦涩难
懂。蔡明亮自称《行者》是
献给香港观众的礼物，让
人们重新审视流逝中的香
港，但该片过慢的节奏、抽
象的概念确实不适合互联
网的娱乐化、大众化需求，
因此《行者》招来网友的板
砖也并不奇怪。

品质不高成发展瓶颈

许多视频网站找了名
导、名演员拍摄微电影，
但也有人认为微电影有
其草根性、大众性，名人
未必能比得过一些网友

的作品。
比如，去年以《失恋

33 天》创下票房奇迹的导
演滕华涛就认为拍摄微
电影的难度非常大，“现

在的网友无论创意、拍摄
技巧、执导表演方面，都
值得我们向他们学习，这
么去拍的话，谁拍得好还
不一定呢！”

广告多，创作人受限制

由罗志祥、杨丞琳主
演的系列微电影《再一次
心跳》前不久正式播出，影
片的浪漫氛围虽然颇受欢
迎，但片中频繁出现的某
饮料和某旅游广告也招来
不少质疑。一位网友在微
博上揶揄：“快去看！罗志
祥无时无刻都在卖广告，
真搞笑。”《再一次心跳》的
境遇反映了微电影行业与
生俱来的“原罪”——从诞
生之日起，微电影便与商
业广告息息相关。

近五六年来，随着国
内网络环境的整体提升和
视 频 网 站 、3G 网 络 的 发
展，中国网络视频用户已

发展到4亿的规模，视频网
站急需海量的视频内容。
而传统的影视剧版权价格
又直线飞涨，电视剧《太平
公主秘史》的网络版权价
格每集甚至超过一百万。
相形之下，成本低廉、制作
周期短、题材和时长均适
合网民观看的短片则脱颖
而出，成为视频网站们的
新宠。与此同时，据记者
了解，像《非诚勿扰》这样
的一线卫视王牌栏目，每
15 秒的广告费高达 20 多
万元。视频网站几千至一
万元左右的价格和巨大的
用户量，吸引了许多广告
商的注意。去年相关部门

对电视台播出娱乐节目做
出了一些限制，促使越来
越多的广告商从电视台转
战到网络视频行业。

视频网站如饥似渴的
内容需求，遭遇广告商们
越来越猛的“砸钱”动力，
两者一拍即合，一批实为
宣传特定的品牌而打造的
名为微电影，实为广告大
片的短片应运而生。而老
男孩》的成功，刺激了更多
视频网站和广告商的热
情，至今为止，市面上已有
的微电影绝大多数都是为
广告商服务，这使得微电
影的创作、生存在极大程
度上依附于广告市场。

微电影多为广告片

创作自由度遭干涉

默默无闻的“筷子兄
弟”因为《老男孩》而一夜成
名，而另一部低成本微电影

《红领巾》也让年轻导演向
歌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关注
——在业内人士看来，微电
影虽然已经沦为“广告片”，
但它也为一些创作者提供
了练手的机会。

赵天宇告诉记者，微
电影效率高、周期快，大电
影里没机会尝试的东西，

可以在微电影里练练手。
他透露，自己在《微软》里面
就尝试了黑色幽默和“脏乱
差”的美学风格。

导演张杨透露，他今
年下半年不准备再拍长片，
转而把精力用在微电影上，
因为他觉得在如今的商业
市场大潮下拍大电影很累，
自由度小，网络反而提供了
更大的空间，“拍微电影让
我觉得回到当初做电影特

单纯的阶段，我想到了几年
前很有意思的题材，放在大
电影里面有很多不可控的
因素，但是作为微电影就可
以很尽兴、很极端”。

王小帅则认为微电影
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
不考虑太多市场的同时，通
过微电影重新回到自由的状
态，“用很原始的、学生时代
的训练方式，去单纯地构思
和传达自己想要的东西”。

微电影的剧本、台词、场景跟拍大电影是一样
的，只不过篇幅较短，我们应该用拍大电影的态度
来对待它。 ——导演王小帅

微电影不过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噱头——广告
商希望营销诉求更软性、广告片品质更像电影，而
视频网站又需要做概念，于是一起打了一个“微电
影”的幌子。不过，微电影有故事有表演有细节，
肯定会比传统的广告好看。 ——导演赵天宇

微电影的剧本其实更难写，因为不管时间多
长，一个电影还是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它需要
更加浓缩，也更见功力。 ——演员郝蕾

微电影是从短片广告逐渐演变过来的，跟商
家广告投放有关系，将来有可能替代传统的电视广
告，网络将来会成为最主导的视频媒体，所以它的
力量会更大。 ——导演陆川

微电影 拍 得 太 长 就 像 数 字 电 影 ，太 短 了
则像一个纯粹的广告，我认为长度在20多分钟
左右比较合理，既能把故事讲清楚又适合网络观看
的习惯。 ——《广告导报》总编辑凌平

微电影一样是电影，唯一的区别就是时长。
现在微电影太热，大家反而需要冷静，我认为微电
影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假如它不吸引人，广告效应
也就不存在了。 ——爱奇艺网公关总监冻千秋

受欢迎的微电影有几个至关重要的原则：不
装、不端、接地气，一个导演创作态度会清楚地被
网友看到，所以你的装，你的端都会被发现。电影
是为电影院做的，电视剧是为电视机做的，而我们
的微电影则应该是为网友量身定做的。

——优酷高级运营副总裁魏明

问：拍摄一部微电
影需要多少投入？

答：据爱奇艺网公
关总监冻千秋透露，去
年其公司投拍的《城市
映像》系列每部成本约
100 万，营销和宣传占
大部分。

问：微电影利润率
能达多少？

答 ：华 影 盛 事
CEO 赵雨润曾透露，
一段十分钟左右的微
电 影 ，利 润 率 达 20%
至30%左右。

问：未来将如何发展？
答：今年 4 月，华

谊 兄 弟 宣 布 携 手 中
国 电 信 共 建 国 内 首
家 付 费 微 电 影 微 剧
频道，未来付费看微
电影可能将成为一种
新的趋势。

问：微电影的前景
如何？

答：目前广告和微
电影的关系有些本末
倒置。《广 告 导 报》总
编辑、资深制作人凌
平认为，微电影因为
好看而吸引观众、达
到宣传效应，如果微
电影质量越来越烂，
消费者慢慢就会失去
兴趣，广告效应也就
无法实现，长此以往，
微电影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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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银幕作品练手

网友作品更加有创意

《老男孩》可谓是近一年多来最成功的微电影作品。

刘烨、黄渤参加“7电影”项目发布会，演员当导演拍微电影已成趋势。《指甲刀人魔》（右上）是植入广告较为成功的微电影，而《再一次心跳》（右下）则植入广告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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