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荐

IP开发为演艺和文创
开拓无限增值空间

文化贸易不只是卖出一台剧目，IP开

发也不只有简单的文创产品。创意驱动

下，文化IP不仅可以与旅游融合，未来还

可以与金融、轻工业、制造业等产业跨界

合作，进而探索文化产业“弯道超车”的更

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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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菁菁 冯 源

改编自日本最古老故事《竹取

物语》的动画电影《辉夜姬物语》，实

际取材于《后汉书》中记载的“斑竹姑

娘”；改编自《格林童话》的《灰姑娘》，

最初的灵感来源于唐代笔记小说

《酉阳杂俎》……在中国数千年流传

下来的民间故事中，有非常多的故

事原型，通过创作加工，成为西方动

漫中的经典形象。

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上，“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八仙过

海”“百鸟朝凤”……这些中国民间

故事中的人物跃然动画荧屏，将在

未来成为走进国际视野的新一批中

国动漫“经典形象”。

这是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启动“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

漫创作工程”后，第一批亮相的具有

中国精神、讲述中国故事、具有中国

风格的动漫作品。其中，《精卫填

海》人物和动物造型取自《山海经》，

画面磅礴大气；《百鸟朝凤》采用中国

水墨画风格，造型清新可爱；《愚公移

山》创作风格灵感来自于《千里江山

图》，音乐则融入了豫剧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平衡好国

际性与民族性的关系，用国际通用

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成

为这些动漫作品在创作过程中试图

破解的核心议题。

“抗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

特质，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追

日、精卫填海，讲的都是与大自然抗

争的故事。

这种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

质是否能在国际舞台上被理解和

接受，上海炫动传播有限公司动漫

影视事业部总监何宇在谈到创作

《愚公移山》时表示，该片的创意总

监马克在采风中就产生了“水土不

服”。“他一直纠结，面对大山，人们

为什么不能绕道、为什么不能搬家，

直到来到体现当代愚公精神的红旗

渠，他就明白了不能用西方的神话

体系讲述中国的神话。在中国的神

话中，我们面对天灾的时候，会选择

抗争。”

创作者们普遍认为，在作品中

寻求更为普世的国际化表达至关重

要。何宇说，所谓用国际语言讲中

国故事，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机械

地借鉴。“我们的体会是，在不同文

化的碰撞中产生的火花是最有价值

的，找到共情点或者创作的初心点，

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大禹治水》的编剧南柯认为，

中华经典民间故事中拥有大量可以

引发国际共情和共鸣的元素，在动

画制作中要善于提炼出来，如《大禹

治水》中关于梦想、爱、英雄等三个

方面的元素就是可以提炼出来的共

同元素。“有了这些共同元素，更容

易实现国际传播。”

爱奇艺副总裁杨晓轩说，创作

者应回归到自己文化的母体本身，

找到有人类共同精神的世界的故

事原型，用世界性的语言、用共情

的方式讲给观众，会有越来越多的

中国动漫经典形象走向世界并绽放

光彩。

据了解，为更好地推动中国民间

故事走出去，此次亮相的多部动漫作

品已制作国际版本，《大禹治水》也率

先与美国尼克儿童频道签约，年内

与海外观众见面。

□ 陈俊宇

今年4月，北京国际电影节（以

下简称北影节）办到了第9届，互联网

与电影业两个主题首次“美丽相遇”。

围绕“互联网电影主题”的论

坛，云集了华谊兄弟CEO王中磊、

爱奇艺创始人兼CEO龚宇、阿里影

业高级副总裁兼淘票票总裁李捷等

业界领军人物。令人感慨的是，不

过就是3年前的北影节，同框亮相的

几乎都是传统影视公司代表。

看似不经意的变化，不是巧合，

是个信号。

以2011年成立的乐视影业算

起，互联网影视公司迈入第8个年

头。这些年电影市场与形势，复杂

且多变。当下，传统电影在寻求生

存，互联网讨论的却是创造力，以及

如何让传统影视活下去。

诚如龚宇所言，共同做大蛋糕，

“争取形成多赢的商业模式”。

入局与出局

互联网与电影的话题要从5年

前说起。彼时，互联网纷纷入局影

视行业。

早在2014年，中国第一代民营

电影公司老板、博纳影业CEO于冬

就曾预言：电影公司都将给BAT（百

度、阿里巴巴、腾讯）打工。

互联网影视公司的起点是2011

年成立的乐视影业。其2013年联

合发行的《小时代》，让行业认识到

文学大IP的影响力。2014年，阿里

巴巴收购文化中国并更名为阿里影

业，上线在线票务平台淘票票。同

年，从微信电影票走出的微影时代

成立，随后于 2015 年成立腾讯影

业。至此，两大互联网巨头正式开

始对电影领域的探索。而后，小米

影业、豆瓣影业、58同城影业等纷纷

入场，加入进军电影产业的大部队。

在2015年到2017年3年间，阿

里影业及旗下淘票票参与出品或发

行了《战狼2》《羞羞的铁拳》《前任3》

《芳华》这样的高票房影片，腾讯影

业有《魔兽》《爵迹》等话题之作，乐

视影业则以大IP、广撒网策略参与

《小时代》系列和《盗墓笔记》等，小

米影业则因参与《唐人街探案2》有

了成功项目。

即便如此，互联网影视公司也

逃不过优胜劣汰。腾讯影业、阿里

影业、爱奇艺影业等慢慢在影视行

业站稳脚跟，猫眼、淘票票成为网络

票务和互联网发行的中坚力量，在

上游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

入局者消失在大众视野。

互联网与影视的结合到底如

何？“在网络视频发展的15年历史

中，互联网视频行业只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电影院的电影平移到

互联网上观看，第二件事是电影院

卖的票90%是从互联网上买，第三

件事是创新探索网络大电影的商

业模式。”龚宇认为这样的结合“太

微小”。

“互联网平台介入传统电影行

业里，完全是学习的过程。”爱奇艺

高级副总裁、爱奇艺影业总裁亚宁

所言颇有普遍性，前两年都是跟投

电影作品，到第三年才开始尝试主

控，积累了经验与教训，“我们做电

影更多的是，一方面结合好互联网

的优势，一方面让生产的电影在互

联网和院线都获得回报，让制片单

位和院线获得更多收益。”

变革的背后

王中磊带着手稿上台演讲，另

类显眼，但话题离不开互联网。

“BAT除了参与所有的电影生

产环节之外，还用互联网的思维，迅

速将内容和用户进行链接。”王中磊

代表的华谊兄弟，已经被注入来自

多家互联网公司的资本。

与传统影视公司相比，互联网

影视公司有着截然不同之处，它是

从现有的互联网生态体系中切入影

视业务的。

“首先是消费习惯的变革，互联

网改变了传统电影的购票方式，提

升了便利性，消费群体形成相应习

惯。”王中磊认为，这特别符合年轻

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显性的，吸引

了更多的观影人群，从而刺激着中

国电影市场的发展。

“其次就是宣发模式的变革，基

于信息扩散的快速性和爆炸性，包

括电影营销的形式，从线上到线下

有了更多玩法，并且大数据提高了

寻找目标观众的准确性和达到率。”

王中磊举例道，《芳华》上映时，是互

联网帮助找到40岁以上的观众，“他

们不见得都是互联网用户，但互联

网可以捕捉到他们的观众影像。”

在曾经的上百家互联网购票平

台中，猫眼和淘票票成为胜出者。“电

影是一个手工艺品，内容创作本身是

不会改变的，新技术改变的是宣发和

用户触达能力。”李捷毫不讳言，淘票

票与华谊就有着深度合作，会去分析

排片上座率、舆情、热度等之间的关

系，“这是对电影的改变与改善。”

变革背后，意味着互联网影视

公司走着一条全然不同传统电影公

司的商业道路：搭建互联网基础设

施、为合作伙伴做互联网宣发。

“爱奇艺从诞生至今，一直在商

业模式上探索。”爱奇艺会员及海外

业务群总裁杨向华说，未来几年，电

影在中国的互联网播放市场及其他

市场加起来，也能达到院线票房的

1.8倍，“互联网能带给电影行业的改

变还有很多。”

“中国没有好莱坞六大电影公

司，但中国有阿里和腾讯。”李捷认

为，互联网和传统电影公司其实是

同一类，只是路径不同。好莱坞有

传统的六大电影公司。在中国，即

便是头部的电影公司也很小，但阿

里和腾讯足够大。因此，未来中国

电影发展的路上，互联网巨头要承

担的责任注定不一样，“这是和好莱

坞全然不同的情况。”

融合与冲撞

今年 3 月，奥斯卡最佳影片

《绿皮书》的重要出品方之一即是阿

里影业。腾讯影业的名字也和漫

威、华纳、派拉蒙等好莱坞大厂频频

绑定，出现在《神奇女侠》《毒液》等

大片的出品方名单上。

这是国内传统电影公司并未做

到的。

过去20年，华谊兄弟、博纳、万

达、光线、中影这五大电影公司以资

本、发行渠道等优势绑定优秀导演，

垄断着中国近八成票房，也为中国

电影产业化进程劈波斩浪，逐步成

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于东发出“预言”的5年来，中

国老牌电影公司尽管从未真正给

BAT打过工，但互联网正在争夺电

影带来的光环，并一步一步在商业

上占据优势。

“电影和互联网的关系就是鱼

和水的关系，互联网为内容插上翅

膀，飞入千万家。”身处传统影视，华

谊兄弟影业总经理叶宁说。

“优秀的内容创作者和内容制

作者”是包括电影在内的娱乐产业

共同需要的核心元素。相比互联网

带来的平台和渠道，乃至资本，叶宁

更愿意去强调“内容为王”。

但是，杨向华所说的“改变还有

很多”，其中就包括最直接的威胁：

带走电影公司的筹码——中国具有

创作力的电影导演。

互联网有着鲜明的资本标签，

意图重新定义行业规则的野心从未

改变。从财力、物力以及人力等多

方面，互联网正在重新培育影视创

作者的环境。

而此时，传统影视公司业绩并

不理想，在寻找各种“活下去”的途

径，话语权式微。与互联网的合作

成大势所趋。

“互联网与电影在不断融合过

程中，更多的是一种冲撞和竞争。”

在王中磊理解中，“互联网企业一直

在求新，不断试错，甚至有一些野蛮

侵略，这些特点带来的好处，就是让

沉闷的传统电影激出火花，并迅速

激烈起来。”

在电影世界里，无论互联网新

贵还是传统豪门，都明白一个简单

的道理——能够点燃人们内心“火

花”的，才是伟大的艺术作品。

□ 葛 廷

“2018 年我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完成了 40 多年来的梦想。69 岁登顶珠

峰，吃的是能量胶、能量棒，脑海中浮现的

却是母亲的米粉肉。”近日，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美食文化探

索节目《中国味道》中，依靠假肢登上珠峰

的中国第一人夏伯渝，回忆自己“数次挑

战珠峰”的经历。古稀之年热血难凉，登

顶之时温情思母，令现场嘉宾和观众无不

动容。

在每一个人的成长岁月中，总有一个

物件，在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提醒着你，在你

蹉跎困顿的时候抚慰着你，在你懈怠松弛

的时候鞭策着你。美食，或者说儿时的味

道，便是《中国味道》为公众展示的人生关

键物件。一碗米粉肉，是夏伯渝漫长人生

里灵魂的慰藉，更是追梦关键时期的“心灵

能量棒”；一盘家常炒腰花，是我国著名青

年舞蹈家黄豆豆成长成才的记忆，是每次

演出新节目前父爱的温情；一钵腌笃鲜，是

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珮瑜得到的来自外婆的

支持鼓励，融溢着她对外婆的深深思念……

没有渲染食物色香味让人垂涎三尺的手

法，更多聚焦于味道背后家庭的温暖、乡愁

的畅叙、文化的情结，《中国味道》的入境、

入情、入心，正是吸引观众的地方。

有人说，好的诗歌关键在于兴发感动

的力量，不在于华丽的辞藻。美食类节目

的制作也一样，要情动于中而形于画，而不

只是追求精美的画面。在中国人的碗里，

从来盛的不只是美食，也承载着百姓情感、

历史记忆，更突显着城市气质、文化底蕴。

近年来，美食类节目的呈现更加多元，从聚

焦美味到凝聚情怀，从探寻历史到弘扬文

化，从氤氲乡愁到浸润家风，沿着中国味、

中国情、中国道，触摸我们心中最柔软的故

土情结，回应来自民族文化深处的精神召

唤，渐次打开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也

许，带着对文化的热爱、时代的真情，才能

捕捉生活之美，才能创作更多打动人心的

好节目、好作品。

时代不同，世界各国的文化呈现出互

渗性，观众审美也在发生变化，这就要求电

视节目的制作必须具有全球化视野，但不

变的却是“中国气派”。创作者如果不熟悉

群众语言、不熟悉地域特色浓厚的文化，也

不熟悉我们走过的历史，“中国气派”从何

而来呢？电视工作者需要到群众中去挖掘

人们的精气神，到基层去探寻烟火气，到历

史中去汲取传统智慧，广泛地吸收学习并

最终融汇成自己的创作。否则，创作人才

再多，技术再进步，也会像扣眼儿找不到扣

子，创作的节目打动不了人心，赢得不了掌

声。当盲目追求娱乐化的大潮逐渐退去，

当“唯收视流量”的阵风渐渐消散，电视节

目将越来越依靠原创力来摆脱同质化的窠

臼，来赢得竞争的主动权。提高原创水平，

远离跟风抄袭，实现从内容到形式、从观念

到手段、从意境到技法的多层面突破，我国

荧屏必将出现更丰富多样的精品节目，真

正做到有意思、更有意义。

在美食中打开
文化的景深

电影遇上互联网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两者不断融合过程中，更多的是一种冲撞和竞争

民间故事集体亮相助力动漫“走出去”
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八仙过海”“百鸟朝凤”等民间故事

中的人物跃然动画荧屏，将在未来成为走进国际视野的新一批中国动漫“经典形象”

““儿童版儿童版””京剧在老舍茶京剧在老舍茶馆上演馆上演
5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在北京老舍茶馆举办京剧专场演出，99名小学生登台亮相。灯市口

小学2013年成立京剧社，目前已在各校区、各年级全面普及京剧课程。图为小学生在北京老舍茶馆表演京

剧《珠帘寨》选段。 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