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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微电影的1、3、4
故事情节简练；放映时间短则几

分钟，长则半小时；片质精良，是一种

广受商家青睐的营销方式。有着一触

即发力量，被认为具有“三微”（微时、

微周期、微投资）特点，拥有制作的四

大阵营，这就是微电影。

1：《一触即发》谱写微电影新篇章

作为历史第一部“微电影整合营

销”的案例，吴彦祖主演的《一触即发》

轻电影作品，其剧本来自微小说《一触

即发》。题材与现代“微营销”相结合，

剧情通过90秒的“微时间”讲述吴彦祖

在一次高科技交易中遭遇敌手中途突

袭，为了将新科技安然转送至安全地

带，吴彦祖联手女主角Lisa施展调虎离

山等计策，几经周折最终成功达成目

标。

全片场面宏大，制作精良，也是第

一部大制作的网络微电影，堪称微时

代的里程碑。吴彦祖领衔凯迪拉克首

部微电影《一触即发》大获成功之后，

不少广告商瞄准微电影市场。

3：三分钟可以被梦想蛊惑

三分钟可以干什么？三分钟的微

电影可以让人从现实走向梦想；我们

的青春与生命，是献给被梦想蛊惑的

那三分钟的热泪。这个时代每一个人

只需要一台DV、一个梦想、一点创意，

就可以用影像来展现这个大千世界，

通过镜头和影音制作成最不真实的电

影短片来表现最真实的万象世界。我

们热爱影像，因为留不住时间。

微电影相对传统电影和电视的根

本区别在于它的3“微”特征，使得过去

曲高和寡的单项度的艺术殿堂回归到

了真正具有互动和体验特点的、人人

皆可参与的“草根秀”时代。它的低门

槛，广谱性与参与互动性适合了新经

济时代人们追求精神自由和互动体验

交流的感性诉求，是信息技术革命下

的web3.0。

4：微电影四大阵营

在第二届中国微博大会微电影分

论坛，有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中国微电

影的拍摄主要有四个阵营。首先是视

频网站，他们有自己的播出平台，制作

和播放微电影是最容易的。第二类是

广告公司，现在大型的广告公司都开

始制作微电影，他们直接按照客户的

需求拍摄，主要是以电视广告为内容

的微电影。第三类是各种唱片公司、

文化公司，这类公司主要是以宣传目

的，并不在意微电影的收入。第四种

就是独立的第三方的影视公司，他们

会按照独立的需求拍摄微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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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电影和网络视频短片结合的衍生物，微电影火了。仅仅去年，就有多部微电影作品问

世。从精英人士到草根大众都拿起手中的机器，开始记录生活、捕捉精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其

中，青春与情感是永恒的主题。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电系主任张阳建议，年轻人更应该注重对

于社会的认识与思考。对于这种带有草根文化性质的艺术形式，张阳表示，草根文化也有春天。

实习生 马明新 记者 朱玉婷

记者（以下简称记）：微电

影作为互联网上的新兴传播媒

介，如今受到热捧。那么您是

如何定义微电影的？

张阳（以下简称张）：微

电影是近年来兴起的概念，

我的理解是基于新媒体传播

平台和数字制作技术的发展

而来的低成本小制作的影像

短剧。

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

始关注微电影并参与进来，用

手中的机器记录着自己的故

事。青春里的爱情、奋斗几乎

成了年轻人微电影的主题，为

什么微电影更多地是选择关于

青春的题材？

张：微电影内容其实很广

泛，或者说它可以很广泛，关于

青春的选题是表现得最多的题

材。近年来随着数字视频技术

发展和普及速度的加快，影像

创作的门槛在降低，数字摄像

机、单反相机、基本的编辑软

件，再加上几个志同道合的合

作者就可以进行影像的创作和

传播。年轻人思维活跃，最关

注的又恰恰是关于自身的题

材，青春题材是他们最熟悉的

题材，成为表现最多的题材就

顺理成章。

这其实也从另一个角度反

映了微电影创作的一个需要注

意的趋势，那就是，年轻人的思

考角度要更开阔一些，要注重

对于社会的认识与思考，而不

仅仅囿于自己的感情世界，要

把青春的影像投射到社会的坐

标上。

要把青春的影像投射到社会的坐标上

记：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用微电影这种形式去记

录？它有着什么样的特点？

张：微电影也好，微博也

罢，都是小成本的创作和传播，

如果微博是心情日志的话，那

么微电影就是心情影像，用影

像写出自己的心情日记。

微电影的特点就是制作成

本低、题材限制少，易于新媒体

的传播，它打破了传统影像创

作中的“精英”与“草根”的界

限，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通过影

像来表达自己对于影像的理解

和对于自身思考的问题的理

解，它是一种现代数字技术所

带来的草根文化现象。

记：易操作、成本低、传播

方便……微电影创作与生俱来

就呈现出一定的草根性，那么

微电影是否能拥有更加深远的

文化价值？

张：任何一个文化我觉得

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草根的

特征决定了微电影会发出草

根的声音，它表明了草根阶层

在新媒体时代获得了话语权，

这个话语权保证了它至少获

得了传播更深远的文化价值

的基础。

至少在今天，微电影作为

草根文化的一个代表，在传统

影像的夹缝里生存壮大起来就

已经表明了它的文化价值。草

根文化也有春天，有朝一日它

或许也会成为主流的文化。

打破“精英”与“草根”的界限

记：微电影更多表现出来

的是为年轻影视爱好者提供

表达的平台，它背后的盈利模

式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商家

也 开 始 运 用 微 电 影 进 行 宣

传。有人说，微电影是广告的

高级形式，对于这种说法，您

怎样看待？

张：微电影低成本低门槛，

但不等于没有门槛，它也需要

资金的支持。而商家所考虑的

是性价比最高的传播手段，对

于目标人群是年轻人的商家来

说正好各取所需，在不影响影

像整体风格的前提下，植入一

下又何妨？话说回来，如果把

广告也做成微电影，它的传播

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微电影是要讲故事的，广

告故事应该比硬广告要来得更

容易接受些吧。胡编乱造生拉

硬扯的故事观众是不爱看的，

鼠标和指头就能说明这个故事

的好与坏。

记：相比传统电影而言，您

认为微电影在时下最显著的优

势有哪些？

张：毫无疑问，低成本制

作、传播方式的多样性、题材的

丰富性和简洁的内容表达是它

最显著的优势。

记：预测一下微电影未来

的发展方向。

张：我想，微电影的生命

掌 握 在 年 轻 人 和 新 媒 体 手

中，二十一世纪是影像的时

代，微电影肯定会有生命力

的，因为年轻人是个庞大的制

作传播群体。经过微电影的

熏陶，这群年轻人将来或许就

成为真正的电影人。至于它

的生命力有多长，就看它能否

处理好题材的选择，能否提高

制作的水平，能否处理好它的

盈利模式。

至于说到现在电影专业人

士进入到微电影的创作队伍，

我想，与其抢食，不如分食。各

做各的，大制作的投入不符合

微电影的特点，姑且把它称之

为小电影吧。

二十一世纪是影像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