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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潘粤明、张雨绮、姜超领

衔主演，改编自天下霸唱小说

《鬼吹灯之云南虫谷》的《云南

虫谷》8 月 30 日在腾讯视频播

出，上线仅 8 个小时，播放量即

破亿。5 集之后，口碑开始下滑，

目前稳定在豆瓣评分 7.0 分左

右——远远低于上一部《龙岭

迷窟》8.2 分的高分，回落到与

潘粤明和导演费振翔这对组合

缘起的第一部《怒晴湘西》基本

持平。

从《爱情公寓 5》《乡村爱情

12》到《大江大河》《欢乐颂》《赘

婿》，统一 IP 的系列剧开发在国

内市场经过多年磨合，已经形成

相对稳定的行业构架和制作流

程，渐成气候。系列剧集开发之

所以受到市场追捧，是因为其具

有先天的优势，可以通过热度累

积降低开发风险。

但 是 ，政 策 变 动 、演 员 更

换、改编难度加大等不利因素

也会令其市场行情产生很大波

动，所以国内系列剧的寿命普

遍较短……《云南虫谷》的表现

就非常典型：一方面观众忠诚度

高，开播即有大量固定的看客涌

入；但是5集过后，新加入的遮龙

寨村民支线招致原著粉强烈不

满，即便是普通观众也不满意这

一改编，令一路探险的紧张感和

爽感放缓。无论如何，不管是《鬼

吹灯》系列还是《大江大河》《欢

乐颂》，系列剧在市场上的地位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火不过

三”仍是普遍无法解锁的“魔

咒”，究竟怎样才是可持续的开

发模式？

热闹之下的尴尬

市场之所以热衷系列剧集

开发，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降

低风险。业内一直有个说法：

“做完一个项目后，第二个项目

是归零的，依旧要承担 100%的

风险”。但系列剧天然拥有上一

部作品积累的热度和口碑，观

众和市场对其抱有更高的期

待，开发风险相较于单部剧降

低。即便第一部不是很挣钱，但

只要打响品牌，第二、三季就会

有巨大的商业回报，如果再深

度开发，这个系列已经不单单

是一个影视作品了，而是一个

能产生很大衍生价值的 IP。从

储备 IP 到开发系列剧集，“可持

续开发”已经变成影视行业一

个巨大的增量。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少

前期规划，一部剧火了之后才想

做续集，甚至扎堆争抢过度开

发，没有长线开发的系列剧概

念，造成的挑战和障碍难以破

解。例如，国内大多系列剧是根

据IP改编而来，国内一个IP的授

权年限通常是 6 年，而一部剧集

从拿到授权到前期策划、开发剧

本、拍摄制作，再到成功播出，需

要三年到三年半的时间，这意味

着第二部作品可能还没拍摄 IP

授权就到期了。如果制作方继续

取得 IP 授权，就要面临重新议

价，而天价版权费足以让项目止

步。如果第一部作品火了，演员、

制作人员的身价同样也会上涨，

想要保持原班人马非常困难。所

以，国产系列剧熬过三季的少之

又少，要么陷入口碑一部不如一

部的尴尬境地。

制作模式转变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现有相

对成功的系列剧，均是在IP开发

之前就做好了至少两到三季的

整体规划。剧集制作是一个需要

很多部门共同合作的庞大项目，

稳定的制作团队不仅可以确保

作品质量，也可以延续作品的气

质。如此一来，作品之间即便在

内容上没有关联性，但依旧会带

给观众亲切感和熟悉感，慢慢形

成体系的概念，发挥系列剧的优

势。

例如《欢乐颂》《大江大河》，

都是正午阳光一家制作公司统

一开发，编剧、演员等最重要环

节的一致性通过合约得到了保

障，导演中间有更换，但剧集的

风格、调性始终强调统一性，剧

情连续达到一气呵成的效果，因

此迄今为止与观众见面的两部

《欢乐颂》和《大江大河》水准均

保持在国剧爆款的“高位”。相比

之下，同样是正午阳光开发的

《琅琊榜》系列，第二部《风起长

林》是在第一部大火之后才启动

的再开发，故事和演员都另起炉

灶，市场认可度大相径庭。

《鬼吹灯》IP 开发一度非常

混乱，N个不同版本的“胡八一”

让人很难记住，内容上也或重

叠，或断层，无法串联起一个连

贯的、令人信服的《鬼吹灯》故

事。直到 2015 年，企鹅影视买下

八部《鬼吹灯》的网剧改编权，宣

布将逐一开发上线。2016 年，企

鹅影视联合正午阳光拍摄了第

一部《精绝古城》，由靳东扮演胡

八一。2017 年，管虎接手第二部

《黄皮子坟》，这是管虎团队第一

次执导网剧，或许经验不足，最

终的市场评价一般；经过了第一

部的试水，2019年同样由管虎监

制、费振翔执导的第三部《怒晴

湘西》终于踩到观众对此类探险

题材的兴奋点上，彻底告别了

“坟头跳舞”的时代。

《龙岭 迷 窟》则 可 以 算 作

《鬼吹灯》系列的转折。以这一

部为起点，企鹅影视开启了五

部连拍的季播剧规划，并最终

确定了管虎监制，费振翔导演，

潘粤明、张雨绮、姜超组成的固

定演员阵容。正在热播的《云南

虫谷》是第二部，后续还有《昆

仑迷宫》《南海归墟》《巫峡棺

山》待播。

这意味着，在整合版权的基

础上，经过了6年的尝试，《鬼吹

灯》IP已成为近几年国内为数不

多的可以稳定排播的系列剧。而

这五部能够“成事”的核心密码

就是提前规划、整体开发：设定

一位剧本总策划，采用固定的编

剧团队，其中《龙岭迷窟》和《云

南虫谷》都是编剧杨哲。同时，在

保证五部故事连续性的同时，让

每一部都有各自的特色，去原著

故事发生地取景拍摄，对地理面

貌做差异化的呈现等，比如《龙

岭迷窟》体现的是陕北风光的黄

色，《云南虫谷》会呈现以热带雨

林为主的绿色，《昆仑神宫》将会

体现冰川的白色。这些都是整体

运作的思维模式。

破解难题

一直以来，一线演员是国剧

市场隐形的话语权掌握者。对于

系列剧来说，稳定的演员队伍是

最难攻克的实际性问题。起用一

线演员，通常档期繁忙，很难配

合系列剧动辄三年甚至更长时

间的开发期；起用上升期演员，

第一部剧火了之后身价暴涨，成

本会大大增加。因此，“原班人

马”难聚齐成为系列剧“掉粉”的

主要原因之一。

正午阳光开发的《大江大

河》《欢乐颂》以及腾讯开发的

《龙岭迷窟》《云南虫谷》“鬼吹

灯”系列，之所以能形成稳定的

“弄潮三子”、22 楼“五美”、探墓

“铁三角”，在于确定演员之时并

没有像单剧开发那样寻找扛收

视的演员，而是从剧集和演员个

人发展的共赢角度寻找最为匹

配的人选。

例如王凯，在《大江大河》之

前，他通过《琅琊榜》《伪装者》

《北平无战事》等男性群像剧获

得了新人的极高起点，此时亟待

一部过硬作品证明其是可以独

当一面的男主角并与偶像演员

划清界限。三部连续拍摄的《大

江大河》，对王凯就是一个非常

合适的机会，三年只演一个“宋

运辉”对一位正处于上升期的演

员来说就转化成了一种厚积薄

发而非人气消耗。事实证明，王

凯的这一选择成就了作品，更成

就了自己。

《欢乐颂》之于刘涛，《鬼吹

灯》之于张雨绮亦是同理。前者

身上一直贴着“贤妻”标签戏路

难以拓宽，“安迪”帮助其一举打

开“女强人”人设，包括之后的综

艺、直播，刘涛近年的个人发展

与《欢乐颂》标签毫无违和；后者

在接拍时正处于离婚、家暴等多

重负面新闻困扰中，市场认为其

口碑已经很难挽救，个人状态很

低迷。在一档以经纪人为主角的

综艺节目中，张雨绮经纪人向其

推荐《鬼吹灯》时提到，这个项目

的“缺点”是除了野外工作环境

艰苦，还要在剧组连续拍摄，可

能从“娱乐圈”消失长达一年，但

优点是可以暂时避开外界纷扰，

全身心投入表演创作——一部

过硬的作品，是挽救其演艺事业

的唯一机会。张雨绮最终接受了

经纪人的建议。

影视化改编

搭好台子，还是要把戏唱

好。在系列化开发的布局下，系

列剧要持续输出精品，关键还

是品质和内容的把控。《鬼吹

灯》系列网剧对特效和原著还

原都非常有诚意，在《龙岭迷

窟》和《云南虫谷》中，西夏王

陵、黄河水道、雨林等都为实景

拍摄，从成片效果来看，实景的

质感和真实感显然比特效抠图

更佳。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云南

虫谷》在五集之后出现了口碑

的明显下滑，究其原因当归罪

于改编没有得到观众认可。该

剧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遮龙寨

村民支线，并且情节占比很大，

原著党认为是“乱加戏”，普通

观众也觉得焦点偏移，追剧不

过瘾。

事实上，这种不满意也是IP

影视化改编中难以绕过的难题：

潘粤明版本的鬼吹灯系列网剧，

主角团在寻宝的过程之中始终

处于“前有狼后有虎”的紧张状

态，这些都是原著赋予的天然基

础，改编成网剧“照搬”就可以

了。《云南虫谷》虽是原著系列最

精彩也最恐怖的一个篇章，也是

让很多原著读者都期待看到影

视化的一个篇章，但唯一的缺点

就是篇幅短、人物单一、情节单

线，不符合影视剧需要冲突推动

的规律，“不得已”加入了支线情

节和人物，而遮龙寨村民的加

入，初衷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矛盾

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为最终体现

和解与合作的主题。

《云南虫谷》之后，鬼吹灯系

列还有《昆仑迷宫》《南海归墟》

《巫峡棺山》排队待播。另外，今

年内还有《大江大河》《赘婿》等

值得期待的“下一部”待拍。相信

在越来越多的作品与市场磨合

过后，成熟稳定的制作团队、固

定的受众群、越来越深入人心的

角色形象，系列剧的未来不仅是

一门好生意，更是观众可以托付

的一份期待。（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