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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30日年上映的《黑暗荣耀》，豆

瓣上有将近18.8万人给这部韩剧打出了9.2的高

分，在多个国家收视登顶，IMDb（网络电影数

据库）上，它的评分达到8.0，观众似乎又重新

感受到一度积灰的全球化浪潮。18个月前，《鱿

鱼游戏》的盛况还在眼前；更早之前，《爱的迫

降》中玄彬和孙艺珍在篝火前的笑容观众还记忆

犹新，在日本排名前十的时间高达229天；2020

年播出的《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在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日利亚和俄罗斯进入

Netflix影视排行榜前十。近年来，现象级韩剧频

出，就如同K-pop（韩国流行音乐）一样，韩剧

被称为K-drama，两者共同构成了一股席卷全球

的韩流。

一、发展环境：政策支持和 DMC 激励

机制

政策层面上，韩国文化创意产业有完整的

宏观构架。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

国”方针，1999年2月，韩国政府颁布《文化

产业振兴基本法》，发布《文化产业发展5年

计划》，制定并完善《著作权法》《影像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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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众媒介“一统天下”的今天，韩国电视剧变换传播内容，更新表现形式，运用穿越手法，

融偶像爱情故事、悬疑推理剧情、时尚流行元素等于一体，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并风靡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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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演出法》《广播法》《音像制品及

游戏类产品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奠定了韩

剧产业化的法律基础。同时，成立了文艺振兴

基金、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

广播发展基金等。此外，韩国还加大针对韩

剧作为风险产业的文化产业预算，2001年上调

文化产业国家总预算至“万亿韩元时代”，

2003年达11，673亿韩元，占当年政府总预算

的0.17%。［1］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配合

相关优惠政策，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坚

实经济基础。拥有10多个文化产业园区和传统

文化产业园区，以地方政府为主，中央政府支

持，形成规模优势，动员民间参与，发展集约

经营。将研究开发、技术衍生、沟通交流、制

作生产等环节融合，文化产业局、游戏综合支

援中心、韩国文化产业振兴委员会等组织机构

协调配合，通过建立奖励机制，建立区域前沿

据点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开展国际合作，

以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作为起步重点登陆世界

市场。

韩国电视剧由广播公司独立审查，电视机构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政府通过法律程序实

施管理，两者无行政隶属关系。［2］2002年5月1

日，韩国电影分级管理规定出台，根据影像中

画面、语言的暴力和色情程度将电视剧、娱乐

节目、MTV、动画片、电视中播出的电影分为四

级。与韩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环境和产业政策相

比，中国没有针对电视剧的分级制度也成为体制

上的制约因素。

数字媒体城（Digital Media City，简称DMC）

位于汉城Mapo-gu城的Sang-am新千禧城内，是由

韩国首尔市政府数字媒体城处负责具体实施的工

程计划。以首尔市政府为核心，数字媒体城处下

设工程计划组、管理组和活动组进行基础设施的

建设和规制。国内强调激励价格机制，针对外商

投资，为其提供办公室出租业务和外商投资相应

法律支持。以期将其建设成世界第一个数字媒体

技术研发中心。

二、制作特色

（一）感官效果：经典 BGM 搭配莫兰迪

色调

音乐符号兼具时间和空间特质，要在声画

关系的处理中充分考虑。首先，音乐作为时间

的艺术，通过时间维度得以呈现。影视配乐

中，要求时间的完整性也即对时间规律的尊

重［3］。尤其在影视剧情片段中，相较于时长

以秒计算的广告，声画时长不同步的现象不甚

突出，但一旦持续时间较长，就容易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音乐被“硬切”出去或者不完整

的截取，影响观众情感的连续性。这种不当的

配乐处理手法，往往由于剪辑视频时删除的视

频素材过多，导致音乐过长无法匹配。配乐的

“配”字体现音乐和画面的关系，画面是配乐

的核心因素，音乐必须充分符合画面的要求，

音乐表达的内容（情感）、音乐的时长、音乐

的形式（纵向声部关系）都要和画面内容协调

一致。此外，音乐本身都具有起承转合的句法

结构和乐理规则，对其随意的剪切就如同打断

一个人说话，造成观众观看的不适感。

音乐不仅是时间符号也是空间符号，存在

纵向时间上的结构性因素。乐器和配置、和声

部间的关系影响听感上的厚度和丰满度，这

［1］张寅：《韩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中

国投资》2006年第6期。

［2］高福安、王晓妍：《中韩电视剧比较及对策》，

《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李箐、罗林卡：《论影视配乐中音乐符号传播的

时间与空间特质——兼与王亦高商榷》，《国际新闻界》

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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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音乐表现力的体现路径。电视剧片段的

递进和音乐的渐强或者减弱需要匹配得当。故

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都要和音乐的强

度和速度相关联。纵向空间上的配器问题根据

情节而变化，开头可以是舒缓的单件乐器比较

稀疏的音符，高潮时乐器的声部层次上应该更

为丰富，伴随着快速的节奏和更为密集的音

符，需要统筹兼顾听感体验上的丰满度和音乐

织体的丰富感。美国电影行业中皮克斯动画

FileMakerPro数据库系统在创作“临时音轨”

方面较为成熟，系统内的声轨具有时长、转折

时间点等清晰的标签。韩国电视剧在配乐方

面也别具一格，从《浪漫满屋》到《太阳的后

裔》再到《鬼怪》，全部都有属于自己出圈的

配乐，其影响经久不衰。网友也称，“每到初

雪季节都要听《Stay With Me》”，《Kill me 

heal me》中的《환청（幻听）》，《太阳的后

裔》中的《다시 너를（再次见到你）》，《我

的女友是九尾狐》中的《이선희–여우비（狐

狸雨）》都于独有的经典配乐，搭载人气火爆

BGM的韩剧也拥有超高收视率，配乐俨然成为

每部电视剧的标志性符号和独特的标签，作为

观众的情感支点，配乐响起便勾起人们对于情

节的记忆。

造型语言通过影视色彩体现，色彩的配置

需要充分考虑角色的主题意义和画面的美感需

要，在衬托主角时，需要与主体色彩形成鲜明

对比，同时协同主体形成统一的美感，影视配

色要为塑造角色性格提供环境氛围。［1］电视剧

整体配色是感官上最直观、最感性化的因素，

主次分明且和谐统一是色调组织最基本的要

求。色彩通常分为冷暖对比色系，暖色调红、

橙、黄使人产生扩散、突出的感受，增加空间

感；冷色调绿、青、蓝、紫等色趋向抑制，表

现寒冷。《黑暗荣耀》的海报基于这种原则，

选择低沉且暗淡的冷色调以符合整体情节氛

围。［2］在剧情推进中，通过人物性格的正反

交替，也就是所谓的“黑化”和“洗白”，不

仅通过演员的面部表情，也通过环境调色和妆

造配色来进行更为自然的转换。譬如，一边阴

影一边光亮体现主角双重人格的存在，更是内

心纠结的体现。《安娜》中一开始空旷的场景

布局，主角身着紫色衣服，显得格外抓人眼

球，在描绘一个背景优渥的主角形象时，摒弃

金光灿灿的传统审美，源于意大利著名画家乔

治·莫兰迪笔下的颜色美学，以不同比例的灰

白色调调和各种颜色给人舒适、雅致的静态

美，强调整体画面的和谐，根据色彩变幻规则

添加互补色莫兰迪色调和低饱和度的马卡龙配

色刻画出一个极具青春活力的贵族千金形象。

（二）创作定位：情感的小切口与喜剧技

巧的融合

中国电视剧的题材选择多偏于严肃和宏大主

题，如《楚汉传奇》《大明王朝》，叙事情节都

围绕着时代色彩和家国情怀展开，儿女情长不过

是江山社稷的佐料。近年来传播平台多样化，网

剧的兴盛才逐渐改变了局面，播放平台开始推出

恋恋剧场等特色分类。而韩国电视剧题材众多，

以家庭剧和青春偶像剧为主要类型，引入中国后

收视率居高不下。轻松的题材能够缓解生活在快

节奏现代社会人们的多重压力，又能够通过“心

绪转换效用”以想象中梦幻般的爱情和光鲜亮丽

的青春偶像聚集大规模的年轻观众。弗洛伊德认

为“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的动力是

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

［1］曲春景、童云霞：《影视动画作品中色彩语言的

表意功能》，《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王英梅：《影视动画中风景的配色技巧》，《电

影文学》2011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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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孤独又灿烂的神：鬼

怪》中生活悲惨的少女池恩倬遇到了珍视自己的

鬼怪金侁、《来自星星的你》守护千颂伊的都敏

俊，都符合年轻群体所向往的理想爱情。中国电

视剧将爱情糅合在时代变迁和社会推进背景中，

然而作为偶像剧主要观众群的青年学生，他们注

重个人价值与自由，在历史洪流中的情感不具有

纯粹偶像剧相对于时间、空间的超越性，显得太

过沉重。

韩剧在描摹梦幻般的情感的同时，并没有将

其放置在真空中勾勒得过分完美，韩剧的核心是

“情”，友情、亲情、爱情通过贴近日常生活中

的家庭琐事，支撑起了细腻而起伏的故事。

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为：“喜

剧出现在生活的每一阶段，因为只要有生活就会

有矛盾，有矛盾就必然有喜剧”。韩剧除了重

视情感小切口，早在2001《我的野蛮女友》就从

好莱坞继承和发展喜剧技巧，与感人的情感相结

合，规避了过于煽情的窠臼，笑中有泪，泪中有

笑，情感和戏剧的反差带来了加倍的戏剧快感。

“轻喜剧”的形式模糊了生活的沉重感，可以通

过制造情境、设置悬念、反复渲染来实现，或者

演员自身细微的表情和出乎意料的言语都可以创

造出喜剧效果，其喜剧技巧包括语言技巧、行动

技巧、服装、道具技巧、受众技巧等。［1］《鬼

怪》中高大帅气的主角身着西装，逆光拍摄显示

两人极其有风度的步伐，然而镜头一转，两人手

里提着大葱还被骑摩托车的人驱赶。《太阳的后

裔》中女主角吐槽良久后被告知病房中有监控和

监听以及男主角欲言又止的表情，都是对喜剧技

巧的熟稔应用。

（三）角色塑造：人设真实饱满 , 符合社会

情绪

“她”时代影视艺术成为一种社会大众文化

景观［2］，未来学家约翰·奈比斯认为21世纪将

会是“她”的世纪。女性群体在日常消费与娱

乐，尤其是影视市场方面占据主动权，资本逐利

原则推动影视作品以女性群体的情感体验和心理

诉求为主。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人生而

自由却存于枷锁之中，“她”时代的女性在有形

和无形的枷锁中进行属于自己的解构和建构，

“女性向”IP日渐崛起。韩国电视剧在角色塑造

方面，没有采取传统的“卡片式人设”，不再是

单薄的、千篇一律的天真不谙世事的女主角搭配

白马王子式的男主角。近年来剧中所塑造的女性

形象大气且明艳，有自己的追求和热爱的工作，

不是等待拯救的灰姑娘。如《太阳的后裔》女主

角是战地医生，有自己的信仰；《黑暗荣耀》的

女主角文东恩运筹帷幄，不肯原谅的坚决和蛰伏

向上的隐忍使得复仇过程充满张力，守护了属于

底层的公平正义。

在韩剧中，反派人设成为主角的频次也越来

越高，出乎意料地获取了大批观众支持，其最大

的不同在于没有遵循以往毫无逻辑可言的负面角

色塑造。在影视剧的传统生产规范中，反派角色

向来是充满刻板印象的人物，和主角的斗争是最

大的看点，基本作用也是为了衬托主角，《W两

个世界》里配角完全丧失主观能动性。近年来韩

剧中塑造的反派人物性格饱满，传达出的核心思

想是反派角色只是立场不同并非无由来的恶毒，

对他们为什么变“坏”勾勒得更为细致。他们的

内心活动和所做的选择更多地和社会环境相联

系。《顶楼》《安娜》《夏娃》……这些韩剧都

形塑了人物形象饱满，个性极其鲜明的反派角

色，弥补了以往剧中反面角色“为了坏而坏”的

［1］关蓉：《〈一夜惊喜〉之喜剧技巧的运用》，

《艺海》2017年第6期。

［2］刘乃歌：《面朝“她”时代：影视艺术中的“女

性向”现象与文化透析》，《现代传播》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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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缺陷。

首先，反派人物成为主角为韩剧的繁荣提

供了独特的路径，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反派人物作为主角的复仇剧、悬疑剧、大女主

剧居多，符合“爽文化”的精神内涵，在产生

压抑情绪或遭受欺凌后采取直接言语或行动予

以反驳的做法，与传统观念中的“忍让”截然

不同，蕴含着年轻人渴望反击的生活态度，是

青年群体在社会压力之下的一种发泄方式。

《黑暗荣耀》中文东恩遭受校园暴力后的复仇

情节，让观众的强烈情绪有了宣泄的出口，反

派角色不会过多受到社会和道德规范，映射人

们内心想要得到更自由的状态。其次，反派人

物的故事呈现了社会情绪中较为压抑的一面，

代表着普通人可能被“边缘”的一生，摄影机

的呈现给了在困境中挣扎的普通人可以被看见

的奇迹。最后，荣格的“人格面具”观点认

为，人格意识模式中存在暗影现象，这是精神

中最隐蔽、最神秘的部分，人们的不道德感、

攻击性、冲动性由此形成，影视剧中的反派人

物承担体现这一人性面向的功能。

（四）情节设置：独特元素组合增强表

现力

人物塑造能否成功，情节是必不可少的关

键性因素。不仅要突出主角，也要实现对剧情

的充分关注，具有巧思的故事情节可增强人物

的可视性。主角的人格魅力通过具体事件和故

事情节的发展体现出来。《来自星星的你》就

是一部非典型的情感剧，传统爱情剧社会化内

容相对清晰，而该剧融合穿插了多种元素，对

时间的处理方法别具一格，古代和现代、现在

和未来的时间穿插十分新颖。电视剧作为一种

影像叙事的艺术形式，在一定的时空框架内运

行，时间的整体性观念和时标顺序结构根深蒂

固，［1］“星”剧中时间静止、倒退和前进的设

定以新颖的形式吸引观众。超能力、外星人等

超现实主义的悬念设置具有未来性，相较于偏

向回忆过去的东方文化，更像倾向于畅想未来

的西方影视文化，多元主题的闪耀穿梭让观众

兴趣大增。

（五）呈现方式：精致妆造引发二次创作

热潮

韩国政府倾注大量资金扶持电视剧的发

展，韩剧制作成本水涨船高，制作方可以追求

完美的灯光、音响、音乐等效果，打造完美

的影像。从《继承者们》奢侈华美的场景到

《安娜》赏心悦目的画面，韩剧以精致和唯

美出圈。2005年MBC出品的《我的名字叫金三

顺》，镜头构图颇具特色，跟拍和长镜头的频

繁使用，体现主人公的核心身份又兼顾了空间

感。韩国美妆业的成熟也在韩剧中有所体现，

韩剧中演员的妆容都是根据演员的个人特色和

角色诠释进行独特设计，《太阳的后裔》中宋

慧乔妆效清透自然，以裸妆为主，搭配细腻的

灯光摄影，符合唯美浪漫的爱情描写。《黑暗

荣耀》中宋慧乔的妆容以暗色调为主，所饰演

的文东恩作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重归复仇，海

报背景为统一的黑色色调和藤蔓缠绕图案，从

一开始就奠定了阴郁的风格。历史剧的色彩和

化妆手法则更为大胆，从妆容到衣着华丽且明

艳。2003年创造亚洲收视神话的《大长今》，

即使在现在也吸引不少人进行服饰和妆容的模

仿。历史剧的华丽色彩和现代剧的摩登时尚不

仅吸引众多观众，还引领了穿搭时尚潮流，男

女演员的精美服饰数不胜数，让人眼花缭乱。

［1］金勇、许敬晗：《韩国影视剧传播方式变革探

析——以热播剧〈来自星星的你〉为例》，《现代传播》

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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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精湛的演技搭配精美妆容给人的视

觉冲击也在线下延续，韩剧播出后，引发包括

仿妆、重现剧中情节等不同形式的大规模的二

次创作。在抖音搜索《黑暗荣耀》主角“妍珍

仿妆”最高一条视频点赞量达60万，且热度不

断攀升，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角色的词条。并出

现大量博主用妍珍仿妆构思的独立剧本，将剧

中人物放置在现实生活中，想象其人物性格及

行为反应，剧情类、仿妆类、人物解说类等二

次创作使《黑暗荣耀》播出结束后热度仍然居

高不下。

三、营销发行：兼顾市场情绪打造明星

效应

现代社会的明星是指称有名望且因各种因

素受到广泛关注的人。大众传播时代来临，明

星效应对人们的情感和行为产生了广泛影响。

明星是粉丝情感投射的对象，粉丝通过明星获

得情感慰藉与补偿。明星崇拜通过社会认同和

行为模仿体现出来，粉丝的参与性和区隔性最

终都指向消费行为，包括符号消费与情感消

费。费斯克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

典》中将“明星”界定为：由于在银幕或其他

公开性媒介上的表演而出名［1］。明星兴起衍生

出明星崇拜，在现代媒介狂欢、娱乐至死的背

景下，明星崇拜渗透进人们的情感和行为选择

中，娱乐公司通过造星，培养idol引导人们追随

和消费（蔡骐，2010）。

韩国电视剧市场化特征明显，营销产业链

条比较完善，从演员的包装到韩剧本身的宣传

发行、后产品的开发都注重与市场的紧密结

合。韩国经纪公司注重艺人的整体包装，在

“造星”方面别具一格，打造全方位的明星以

及具有商业价值的青春偶像，从长相、妆造、

服饰到举手投足都极具个人魅力，并且规避了

千篇一律的造星路径，从《浪漫满屋》极具荷

尔蒙的RAIN到《蓝色大海的传说》长相精致的

李敏镐、《鬼怪》中成熟稳重的孔刘。不同类

型的明星也象征不同意义的符号，RAIN代表清

冷的硬汉形象，李敏镐象征满足粉丝想象精致

帅气的完美情感对象。明星具备受众群体期待

或者已经具有的特征或品质，是我们向往的理

想形象，属于粉丝的符号消费体现，粉丝之间

的较量不仅是不同爱好群体之间的较量，也是

不同符号意义之间的较量。

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将社会看作由

各个部门相互联结而形成的巨大网络，每个部

门都承担协调并维持整个体系的工作。从功能

主义角度看，明星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也参与

协调并维持整个体系的工作，承担一些功能。

粉丝从明星身上找到情感寄托，或用美化旧日

时光的虚拟性回想，或者用情感的嫁接淡化或

释放自身内在焦虑。通过追星，找到自己的定

位和相似的群体，以及志同道合的伙伴。德国

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认为“现代文化产业中

灵性的表现和风格的追求不再是决定性因素，

创造市场对商品的需求，根据交换原则实现最

终的目标”。当喜欢的明星出现在电视剧或者

电影中，呼朋唤友提供收视率或者买票支持，

自觉聚集起来进行宣发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

社会现象。

明星效应带来的商业价值催生一种经济现

象，明星的人气随着电视剧的播出水涨船高，受

到关注的明星又为电视剧的收视率提供保障，粉

丝被点燃的热情催生了一场颇为绚烂的财富传

奇，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应。韩国电视剧“边拍边

播”，略去发行环节，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具

［1］蔡骐：《大众传播中的明星崇拜和粉丝效应》，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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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大的灵活度，根据观众对角色的情感动向甚

至可以调整番位，被满足需求的观众自然热情高

涨，并且在对角色表达态度的过程中再一次为电

视剧积攒人气。

四、总结

韩剧成功的路径为中国电视剧的发展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首先，投资者要从市场动态中

窥探出电视剧制作行业风向，有非常冷静与

理智的认识，开拍前进行市场收视率、观众

偏好、目标收视群的调查评估，科学决策和规

范操作能够降低投资风险，在实现营销目标的

同时引导剧本市场实现健康稳定的良性发展。

其次，电视剧的精品化是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

重要因素，注重题材选择、剧本编写、拍摄质

量，打造电视剧精品。再次，系列化电视的趋

势逐渐成熟，拍摄电视剧续集，延续有影响力

影视的关注度，保证较高的收视率，又能更容

易收回成本。在制作营销外注重后产品开发，

追求品牌效益的最大化。最后，制作优良的韩

剧有很多可取之处，内地电视机构通过合作方

式，既可以提高内地电视剧制作水平，又可以

开拓海外市场。

韩国电视剧的繁荣不是虚有其表，除了国家

的政策环境，在制作营销方面的精致化和科学化

都值得国内电视剧学习和借鉴，中国电视剧的市

场潜力巨大，需要我们用更加明确的经营意识和

市场化手段去开拓。

［周珊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