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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电视圈里那些事：

打开电视很热闹，其实电视圈里里外外都很热闹：各种价格、各种改名、各种跟风，让人

看得云里雾里。 但其实这背后都可以用一个“钱”字串起来：一部好剧收视率高，制作方、电

视台、演员一干人等都借此赚得盆满钵满，于是热钱开始纷纷涌入，想来分一杯羹，于是整

个行业变成一个江湖，热闹非凡，漫天飞钱。 然而非专业人士的介入使得拍剧纯粹为钱服

务，缺乏艺术追求的电视剧制作缺乏创作性，于是跟风、模仿就开始发生，有时，干脆哪部剧

火就把名字改成那部剧的“姊妹篇”……

各种价格

“白菜价”“过山车”

2 0 0 6 年：《武林外传》8 0 集卖 1 0 万元

2006年之前，网络视频版权的价值还未

被开发，当时风靡一时的《武林外传》80 集的

网络版权只卖出 10 万元。 随着视频网络的

日渐火热， 电视剧的网络版权也一路走高。

2010年新《三国》单集网络版权卖到了 15 万

元。

2 0 1 1 年：

《太平公主秘史》单集卖 2 0 0 万元

随后，影视剧新媒体版权价格的上涨速

度犹如“火箭”。 2011 年《宫 2》每集 185 万

元；《太平公主秘史》每集 200 万元。 同样都

是赵宝刚导演的剧集，曾经一部 32 集的《奋

斗》 只要 20 万元还乏人问津， 到了《男人

帮》，单集价格已高达 80 万元。 去年，单集

100多万元至 200万元左右的网络版权价格

基本上已和电视台收购价格持平，很多电视

剧制作公司光靠出售版权就能赚回成本。

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带领爱奇艺在优酷、

土豆等大佬的夹缝中突围的龚宇透露：“越

贵的剧亏损越大。 最高花 5000 万元买一部

独播剧，只能换来十分之一的广告收入。 ”

2 0 1 2 年： 开价单集 1 0 0 万元的 3 0 万元

都无人问津

然而，视频网站绝对不是“人傻钱多”的

类型。《太平公主秘史》似乎成了版权价格飙

升的“终结者”，从 2012 年 3 月开始，版权价

格一路猛降，业内人士透露，一部开价单集

100 万元的电视剧， 现在 30 万元都无人问

津。“天翻地覆慨而慷，换了人间。”用这句话

来形容“过山车”式的影视版权价格，确实十

分贴切。

最触目惊心的事实是，2012 年北京春季

电视节目推介会上， 没有一家视频网站出

手，近几个月，视频版权报价是以往价格的

1/2甚至 1/10的情况屡见不鲜。

同时，“版权巨头”之一盛世骄阳也宣布

主动降价，其创始人徐蕾蕾透露，将对公司

拥有的一批独家新媒体版权热播剧、偶像剧

主动降价，防止暴涨之后暴跌带来的行业冲

荡。

记者观察

前几年曾出现电视剧卖给电视台的天

价版权，其实如今视频网站购买电视剧版权

的价格起伏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当年各大

卫视争夺版权的那场血战，最后以几大卫视

的联手以及几大网站的联手告终。

除了“疯狂的版权价”，演员片酬的“三

级跳”式增长，也是让围观者瞠目结舌的一

出戏剧，现在国内一线大牌的片酬已经出现

单集 9 0 万元的天价。 大牌片酬的拐点在哪

里，看客们还在等待。

谁火就炒谁

各种剧名“傍甄嬛”“傍悬崖”

谁火就改成谁

荧屏惊现改名 晴川变甄嬛

“拍摄时一个名字， 播出时换一个名

字；地面频道时一个名字，卫视上星时又

一个名字。 ”———电视剧改名如今成为电

视圈的一种怪现象，近期这种情况集中出

现，让人啼笑皆非：一家卫视将《宫》改为

《甄嬛前传》，另一家干脆把跟《悬崖》没有

任何关系的、几年前的电视剧《雪狼》改成

了《悬崖第二部》。 电视台这样做，说得好

听一点是让电视剧旧貌换新颜，说得难听

点就是想忽悠着观众看。然而他们忽略了

非常重要的事实：观众是有智商的。

网友调侃

“又见改名，本宫无语”

创下多个收视纪录的大戏《甄嬛传》

刚刚落下帷幕， 某家卫视就“拍出前传”

了，好奇的观众一看，发现《甄嬛前传》里

惊现晴川，“这分明就是之前热播剧《宫锁

心玉》里的晴川嘛，太雷人了。 ”而这种现

象也被网友用甄嬛体调侃，“又见改名，本

宫无语。 坐等《甄嬛前传 2 之步步惊心》、

《甄嬛后传之还珠格格》 ……又或干脆把

台标一并改成‘后宫电视台’也是极好，倘

若甄嬛可以统一所有清宫剧，倒也不负恩

泽。 ”

《悬崖第二部》

几年前“横空出世”

此外，年初的热播剧《悬崖》也遭遇了

同样的事情，日前，有观众在某家卫视看

到一部叫《悬崖第二部》的电视剧，不少观

众以为是《悬崖》的续集，耐心等待该剧播

出，结果发现原来是几年前的热播剧《雪

狼》，主演、剧情均与《悬崖》无关联。

针对此，有记者采访了国家广电总局

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他表示，按照相

关规定已经获得发行许可证的剧目如果

改名需要重新报批，但并不包括非正式宣

传上的称谓。

记者观察

电视剧遭遇改名在业内屡屡发生。业

内人爆料，即便某卫视擅自将《雪狼》改名

为《悬崖第二部》，《雪狼》出品方表示该卫

视在购买《雪狼》第三、四轮播出版权时，

合约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改名，所以也

很无奈。 而这种现象发生归其原因有两

点：第一，编剧、导演、制片方、电视台这条

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 像一根绳上的蚂

蚱，即便对改名有异议，也难以撕破脸；第

二，目前制片方和卫视在拟定购剧合同的

时候，未细化到约束电视台改名的细节。

各种跟风

清宫剧 婆媳剧 谍战剧

谁火就模仿谁

《潜伏》 掀起了谍战剧的收视潮，《宫》的

火暴让无数美女纷纷走进后宫，《媳妇的美好

生活》之后，整个荧屏尽是婆媳的天下。 影视

圈跟风潮近些年愈演愈烈， 让不少业内人士

大感无奈。 尽管这些“跟风之作”永远无法超

越开山鼻祖，但作品仍层出不穷，业内人士分

析， 电视剧市场从业人员的急功近利是导致

“跟风无休止”的最终根源。

《潜伏》之后一直“谍谍不休”

2009 年《潜伏》播出之后，电视荧屏一直

“谍谍不休”，仅仅半年的时间里，一下子就涌

现出了超过 50部谍战电视剧。随后，《风语》、

《借枪》、《风声传奇》、《青盲》、《旗袍》 ……几

乎是清一色的大制作、全明星。海清、郭晓冬、

张嘉译、李幼斌、王志文这样的实力派都加入

了谍战剧演员的行列， 这股谍战热风至今仍

未消散。但是，至今仍没有一部作品的收视率

能超越《潜伏》。

《金枝欲孽》让姐姐妹妹“斗”起来

2011 年初，《宫》的大火不仅捧红了杨幂

与冯绍峰， 后宫以及穿越题材也因此走红。

《步步惊心》、《美人心计》、《倾世皇妃》、《美人

天下》、《后宫》 等剧相继在全国各大卫视播

出，《后宫甄嬛传》更是成为其中的翘楚之作。

记者观察

《甄嬛传》的大红大紫恰恰说明，虽然宫

斗拍了几年，但是真正好的，其实也就是一开

始的《金枝欲孽》和这次的《甄嬛传》。 业内人

士表示，跟风是市场不成熟的一种表现，而跟

风现象没有办法靠人为来改变或杜绝， 只能

靠市场调节，“当某种题材被观众厌恶， 自然

拍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 （据《广州日报》）

广电总局:

电视剧改名须报批

针对近来荧屏上频繁出现的电视剧改

名、换名的现象，记者采访了国家广电总局电

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 对于类似于将《宫》改

名成《甄嬛前传》的做法，王卫平表示，电视剧

改名播出需要向广电总局报批。 而对于电视

台在滚动字标、 角标等位置改动剧名是否同

样需要报批的问题， 王卫平则表示，“凡已取

得许可证的剧目，如果改名均需要重报。 ”对

于此类改名现象，王卫平表示，总局“正在处

理。 ” （据《新京报》）

人民日报批“宫斗剧”

人民日报日前刊文， 严厉批评最近热播

的各类宫斗剧。文章罗列出宫斗剧肢解历史、

胡编乱造、色情血腥等“几宗罪”，进而在价值

观层面批判此类宫斗剧， 称此类电视剧为迎

合低俗市场，而留下一堆糟蹋历史、无益于人

心、无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垃圾。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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