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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婚老伴是豪门》爆火后，小枝发现某社交平
台上有编辑收“对标稿”，也就是在同题基础上有所
迭代的作品，她试着投了稿。对方看完后，对大纲
和付费前剧本表示认可，但无奈交稿速度慢了一
拍，平台已经收满。“据我了解，最好能在征稿帖发
出的一周内投过去。”

追剧大半年，Cindy奶奶算了一下，自己估计看
了几百部竖屏短剧，最沉迷的时候，曾熬夜看到凌晨
1时。她注意到，市面上的竖屏短剧如今都有备案
号。不过，随着短剧越拍越多，内容也变得同质化，
找一部质量高的短剧似乎变得更困难了，“同样的剧
情，换了个演员，再换了点内容，又另外拍了一部，一
样的内容反反复复，我看个开头就不想看了”。

“短剧的类型迭代特别快，去年流行男频战神、
闪婚、萌宝，现在流行银发，市面上同期会出现很多
类似题材。”一位短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前不久，“老年人为短剧充值刷光银行卡”等新
闻引发热议，引发大众对短剧付费模式的担忧。记
者发现，不少短剧付费套路多、定价随意，会设置多
种付费选项，比如某短剧平台上，要解锁一部短剧
的付费部分，有“6.9元看后7集”“19.9元看后45
集”“29.9元全天会员全场免费看”“58元7天会员
免费看”等6种选项，消费者很容易掉入单集、全
剧、平台等概念的混淆中。

陈女士的母亲每个月大概会花几百元在付费
短剧上，在她看来，“适度消费无伤大雅”。不过，相
比电视剧，短剧总体收费高出不少，如何判定短剧
收费是否合理？“短剧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
者自主制定，但并不意味着短剧经营者可以随意定
价，定价仍应公平合理，且应当明码标价，明确剧集
数、时长、费用等，使用户可在知情的情况下自主选
择，这样的收费才是合理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
所上海分所合伙人、上海市律师协会文化传媒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郝红颖表示，“如果经营者存在侵害
知情权、选择权等权利、不合理收费，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退
费。”

老年追剧群体中，不乏清醒、理智的观众。在
看短剧这件事上，Cindy奶奶从来没有付过费，“我
也发现有些App可以包月看，一个月19元，也不
贵”。季昌仪同样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我不会
沉迷于短剧，也不会为短剧充值，何况电视上就有
免费短剧可以看。对我们老人来说，在瞬息万变的
时代，对任何新生事物都不能冲动，冲动了就是魔
鬼。”

“选择正规的观看平台”也是法律工作者对于
短剧观众避免落入付费陷阱的首要提醒。郝红颖
介绍，除了看清平台外，在充值前务必了解清楚收
费规则，若遇到模糊不清的收费条款，应及时向经
营者咨询；同时要保存好相关的交易记录、支付凭
证以及与平台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后续维护自
身权益。 （解放日报）

打发时间、提供情绪价值

微短剧的风吹到“银发圈”
“小朋友有迪士尼，年轻人有漫

威和好莱坞，老年人有什么呢？”在讲
述创作动机时，爆款短剧《闪婚老伴
是豪门》团队用了“造梦”这个词。在
他们看来，让中老年人成为绝对主角
的短剧是国产剧的补充，所呈现的内
容是老年人长期“被遮蔽的痛点”。

快速兴起的短剧，正在获取老年
人的注意力。抖音平台短剧付费用
户画像显示，50岁以上的用户占比
达19%，中老年群体成为短剧消费
的重要群体。短剧市场迎来中老年
题材的井喷，以老年人婚姻、家庭、事
业奋斗等为主题的短剧，正成为新的
“流量密码”。

69集中老年短剧《闪婚老
伴是豪门》今年8月29日上线，
截至9月1日，仅听花岛旗下团
圆剧场抖音专辑播放量（即正片
播放量）就超过2亿，抖音平台
综合话题量超过10亿，带火了

“中老年甜宠剧”“中老年霸总
剧”赛道。一时间，《五十岁保姆
嫁豪门》《团宠老妈惹不起》等相
关题材作品涌现，迅速收割流
量。据“剧查查”短剧热力榜显
示，10月28日热力榜排名前十
的短剧里，至少有《隔辈亲之千
亿萌孙来报恩》《负母心》《养儿
不防老我被迫重生》《桃李满天
下》四部是中老年题材短剧。

打发时间、提供情绪价值是
很多老年人迷上短剧的原因。
在宝山的一户家庭里，记者见到

“50 后”Cindy 奶奶和“80 后”
Cindy妈妈，婆媳俩都是如今市
面上流行的竖屏短剧粉丝。在
Cindy奶奶看来，对于老年群体
来说，看短剧最重要的原因是能
作为空闲时的消遣。

市场调研数据显示，我国
50岁以上中老年网民规模达
3.25亿，月人均上网时长高达
127.2小时，相当于每天有超过
4小时在网上“冲浪”。在Cindy
妈妈看来，无论是“银发霸总”还
是其他题材短剧，只要不涉及诈
骗或诱导消费就没问题。

市民陈女士已退休的母亲
是付费短剧用户。“我妈妈是高
知女性，现在也喜欢看各种类型
的短剧。”在她看来，短剧是老年
人排遣寂寞的重要方式之一，

“尤其是以老年群体为主角的银
发题材短剧，是给老年人‘造
梦’”。她笑言：“最大的问题是
妈妈开始为了追剧熬夜。”

72岁市民季昌仪的子女在
国外读书、工作，一连十几年没
能回家。担心与年轻人想法脱
节，难以和子女交流，他用追剧
的方式了解年轻人的生活节奏
和想法，会特别留意剧中年轻人
怎么处理现实矛盾和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以及年长一辈又是如

何与年轻人沟通的。他觉得，好
的短剧就像浓缩的心灵鸡汤，将
年轻人的心理状态描述得淋漓
尽致，他从中能获得不少启发。

对于老年人的需求和痛点，
《闪婚老伴是豪门》出品方、短剧
厂牌听花岛抓得很准。该剧剧
本监制花卷介绍，在进入老年短
剧市场之前，运营团队做了用户
调研，一对一地访谈身边的老年
人，了解他们的痛点，得出结论，
老年人的一级痛点是子女，二级
痛点才是爱与被爱，“老年人连
做梦都想的是给子女解决问
题。我想为他们把这个梦拍
好”。

因此，《闪婚老伴是豪门》的
剧情高潮发生在赘婿儿子幡然
悔悟跪求母亲原谅上，而不是与
老伴的甜蜜爱情，精准抓住了老
年人的情绪共鸣点。“这部剧投
流付费的用户跟当时的用户定
位完全一致，40岁—60岁，男性
占60%，我们的理想状态就是
这样。”花卷说。

短剧的爆火影响到行业方
方面面。素人主播小枝原本以
录有声书养活自己，近两年接了
不少短剧配音的商单，“比录有
声书报酬高不少，试音竞争也
大”。她参与的短剧里有不少中
老年短剧，比如讲述中老年霸总
和急诊科女医生“闪婚”的短剧
《恋恋黄昏》，“配短剧通常要情
绪更饱满，尤其是反派，说话要
更夸张，节奏也更快，有的剧的
剪辑不会给太多气口，一句话赶
着一句话来”。不过并不要求配
音演员使用老年人声线，还是以
好听、贴脸为主。

做中老年短剧，源于对短剧
市场变化的敏锐观察。春节期
间，听花岛团队拍了《裴总每天
都想父凭子贵》《厉总你找错夫
人了》等都市偶像题材短剧，主
要付费群体是30岁左右的年轻
人。春节后，团队发现主要付费
人群变成40岁—60岁的中老

年男性，“我认识到这个群体是
有需求的，于是就想做一部中老
年闪婚的题材。”花卷坦言，“在
常规概念里，老年市场是一个夕
阳市场，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
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97亿，占
比21.07%。我意识到，夕阳产
业就是朝阳产业。”

另一个“价值驱动”来自一
位影视同行的点醒：以前电视台
播出了很多非常火的中老年剧，
比如《闯关东》《俺娘田小草》等，
现在类似的剧比较少。这让她
意识到，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一直
存在，但被忽视了。

不少女演员抱怨，过了35
岁就很少有戏演，或者只能给年
轻演员演妈妈。《闪婚老伴是豪
门》中，女主角石小秀的扮演者
名叫邬倩，曾经参演《欢乐颂2》
《漂亮的李慧珍》等多部影视剧，
但一直无人关注。凭借石小秀

火了之后，她的抖音账号5天涨
了10万粉，她感叹，“演了十年
的电影和电视剧，第一次被看
见”。

录了那么多短剧，小枝印象
最深的是短剧在逐渐精品化，

“以前不少剧只追求博眼球，台
词雷人，有些话都不通顺，而且
套路很明显。不过今年的剧内
容上已经不那么千篇一律，有不
同的创新，台词也精进了。”

花卷认为，影视质感是《闪
婚老伴是豪门》能破圈的核心原
因，也是它能够跨越年龄层，吸
引二三十岁年轻人追剧的原
因。“之前的中老年短剧拍摄有
点粗糙，年轻人刷到会划走，但
这部剧的服化道、选角、灯光、场
景等，都在年轻人可接受的审美
范畴内。我们对标的是国产剧，
以经典国产剧的影视质感做老
年短剧。年轻人看到会停留，觉
得挺有意思，于是形成传播。”

老年人
为何爱看短剧

“夕阳产业”
就是朝阳产业

规范
微短剧市场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