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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大片引爆观影热潮
2019年国庆档创造了中国电影新纪

录：截至10月7日，国庆档电影票房累计

突破48亿元大关。在票房取得新高的同

时，《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

等主旋律大片收获好评如潮，激发了观众

的爱国热情，奏响了爱国主义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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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和林

2019年对于中国电影而言，无疑是十

分重要的一年，开年《流浪地球》几乎没有

征兆的大爆一举杀入内地票房总排行榜前

三之后，十年布局漫威出品的《复仇者联盟

4》也意料之中地以超过42亿元人民币的

成绩紧随其后。如果说《流浪地球》和《复

仇者联盟4》分别是由于国产科幻的崛起、

春节档的东风和十年布局、数十部影片的

铺垫取得如今的成绩，那么2019年暑期档

横空出世来到票房榜第二的《哪吒》，在上

映前谁也没能预料到其如今的佳绩。

据报道，目前为止，《哪吒》的总票房已

经超过49亿元人民币，影片的火爆也带动

了电影周边的销售，根据计算，《哪吒》公开

衍生品的销售额超1800万元，这一成绩也

刷新了中国电影衍生品总额新纪录。

然而，与国外相比，《哪吒》在电影衍生

品市场的表现还尚稚嫩，参考美国和日本

两个拥有完整衍生品产业链的国家，美国

有75%的影视收入来自于衍生品市场，而

在日本的动漫市场，更是接近90%的动漫

收入都来自于衍生品。在中国，衍生品市

场的收入占比则仅为15%左右，其中有一

部分还是来自于爆米花、饮料等消费品。

从市场体量来说，截至2019年10月3

日，全国累计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500 亿

元人民币，我国的电影产业显然已经具备

了开发衍生品市场的先决条件，但现实是

我国的衍生品市场依然处于十分懵懂的状

况，对于像《大圣归来》《捉妖记》《哪吒》等

开发较为成功的衍生品，几乎都是采用众

筹预购的方式，通常产品的设计、制作到最

后的发售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到那时电影

的热度基本已经褪去。

诚然，国外的电影市场已经具有了比

较成熟的衍生品产业链，但是由于国情与

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照搬国外成功经验的

做法很可能会带来“水土不服”的现象，如

何开发属于中国的电影衍生品市场，还需

要进行深度思考。目前国内衍生品市场发

展缓慢，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观念问题，即出品方并不注重

衍生品的开发，对国内大部分电影团队而

言，都不能保证自己在上映之后的票房是

否能够及格，通过衍生品辅助来带动电影

热度以达到赚取票房的目的是比较常见的

做法，而并没有对电影本身的IP价值和后

续开发有更多的思考。

其次是设计问题，由于票房压力的存

在，几乎没有出品方愿意在电影取得一定

成绩之前就开始筹备电影周边的设计，这

也导致了最终决定出品电影衍生品时，给

予设计师以及生产方的时间不足，并没有

办法保质保量地进行衍生品生产，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影响了电影衍生品的贩卖与口碑。

再次是授权问题，相比起普通商品，电

影衍生品是基于电影IP而生，在整个设计、

开发、生产、销售环节都有着更为复杂的过

程，授权行为也涉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约

束以及各家影视企业的利益，如何平衡其中

的关系也是一门艺术，另外，对于电影IP这

类知识产权的保护，防止盗版周边横行也亟

待需要监管机构在立法、执法上予以标准。

针对衍生品市场本身，法律层面的完

善和保护是基础，专业人才的培育是保证，

只有二者并存，才能助力中国电影衍生品

市场能够健康持久地发展。

□ 卜松竹

最近一段时间，常去广州陈家

祠的人们会注意到，进大门左边拐

弯的房间，变成了一个文创商店。

迎门，一系列以陈家祠建筑和建筑

构件为设计元素的拼插式积木，一

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旁边是

各种各样的冰箱贴、笔记本、文件

夹、小挂饰、雨伞……后面的木柜

上，陈列着精工细作的广彩、骨雕、

木雕等工艺品。不断有游客进来，

拿起这个，放下那个，挑选自己喜欢

的东西。

自 2018 年 9月该商店开店以

来，一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200万

元。如果加上馆内其他几个文创

店，文创方面总销售额约达600万

元。作为博物馆文创方面的“新

人”，这家以“传统”和“非遗”为特点

的博物馆是如何做到的呢？

有机组合与定位差异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以下简称

工艺馆）是岭南地区收藏民间工艺

作品最丰富的机构之一，馆址位于

广州城西全国闻名的文物景点陈家

祠。作为最能代表珠三角地区传统

祠堂文化的古建筑群之一，陈家祠

的建筑极富特色，砖雕、灰塑、陶塑、

铜铁铸、木雕、石雕……巧妙浑融成

天衣无缝的整体，令人惊叹，被誉为

岭南建筑文化宝库。

工艺馆文创专员袁菊芳表示，

目前馆里的文创产品开发，主要集

中以陈家祠的建筑为主要元素。现

在开发出的文创产品有一两百种，

涵盖很多品类，还有很多正处于设

计、打版等阶段，陆续会有更多的产

品投放出来。至于馆内极为丰富的

可移动藏品资源，目前还没有开发，

将是下一步的目标。

袁菊芳透露，据统计数据显示，

已经开发的这些基于传统民间工艺

的文创产品，销量排名靠前的几种

是明信片、胶带、纪念章、文件夹、钥

匙扣和玩具积木。自2018年9月文

创商店开业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单

是文创商店的销售额就达到206万

元。如果加上展演厅的文创销量、

首进大厅自助机的文创销量，文创

方面总销售额接近600万元。陈家

祠正门大堂左侧，摆着四台文创产

品自动售卖机。纪念章、冰箱贴等

小物件在灯光照射下缓缓转动。袁

菊芳说，迄今为止，四台机器的总销

售额已经达到49万多元。

馆内的几个不同文创产品空间

也有定位的差异。文创商店是以

“走量”的小商品为主。展演厅则是

把馆藏文物、工艺师作坊和售卖点

结合一体，目前有包括玉雕、潮彩、

潮绣等在内的8种代表性广东民间

工艺品种的艺人在现场操作，他们

的作品也同时在现场售卖。

陈家祠的茶艺室 9月 11日开

张，兼具售卖茶叶、茶具，以及品茶

的功能，来这里看茶、茶具，以及喝

茶的人都不少。这里还安排了一个

大屏幕，播放介绍陈家祠的片子。

作为一处氛围轻松的休闲空间，自

是让人流连忘返。

文创产品看重特色

谈及工艺馆文创产品开发的总

体思路，袁菊芳表示：“欢迎有优质

创意设计项目的文创公司跟我们合

作。我们授权许可他们进行开发制

作，但产品从设计、打版到成品，我

们馆方都要审核把关，正式的文创

产品需要在我们指定的文创销售中

心进行售卖，所以需要跟我们馆方

指定的销售经营方——广州市工艺

美术总公司签订销售合作协议，最

后才是文创产品的上架销售。”这就

是馆方确定的“1+1+N”模式。两个

“1”，分别指馆方和广州市工艺美术

总公司，N指第三方。

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博物馆馆

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

操作指引(试行)》通知当中，涉及了

有关授权、许可的模式，“我馆目前

的文创开发采用的是普通许可和直

接授权”，袁菊芳表示，“但是我们馆

并不向被授权方收取许可费，而是

通过与被授权方、经营方进行分账

的形式收取许可费。”

所谓普通许可，就是指博物馆

许可被授权方使用授权标的，同时

保留许可第三方使用授权标的权

利。即博物馆既可以自行使用，也

可以授权多个被授权方使用。直接

授权是指博物馆将馆藏资源著作

权、商标权和品牌可用于商业使用

的权利直接授予给被授权方，被授

权方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在限定的

时间和区域范围内将获得的权利应

用于经营活动。

当问到工艺馆以民间工艺特别

是广东传统民间工艺收藏为特色，这

一特色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中是否有竞

争力时，袁菊芳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融合，是

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同时也是

很有趣的事。对此，袁菊芳表示，跟

设计师们沟通时，设计师们说关键

在于找到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审美

的结合点。实际上，当下年轻人也

喜欢有质感、有文化的产品。不过

手工艺产品造价高、造时长，要把它

做成流通商品，确实不容易。

用文创传播传统文化

2015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博

物馆条例》提出，国家鼓励博物馆挖

掘藏品内涵，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

业相结合，开发衍生产品，增强博物

馆发展能力。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鼓

励各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袁菊芳

说，从那时开始，馆方就开始关注文

创方面开发，经过几年对博物馆文

创的酝酿和考察，结合馆里实际，

2018 年决定启动文创开发工作。

2018年7月至今，他们分别与广州

市工艺美术总公司、广州市荔湾区

听壶阁工艺品店、广东音乐曲艺团

有限公司、北京森泰恒智科技有限

公司等几家公司签订了文创授权开

发合同。

据馆方统计，陈家祠的游客中，

有四五成的游客年龄介于31岁~59

岁之间，有四成左右的游客年龄介

于18岁~30岁之间。可以说，消费

者群体基本上是介于18岁~59岁之

间的中青年人群。袁菊芳表示，博

物馆的重要功能在于教育和传播，

开发文创产品本身也是传播“非遗”

等优秀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此

外，分账所得馆方并无留存，而是根

据相关规定全额上缴。

袁菊芳说，工艺馆下一步的计

划是先完善现有的文创开发工作。

“和我们现有的合作方共同商讨接下

来文创开发的思路和方向，同时馆方

欢迎更多的文创公司来进行合作。”

对于是否通过电商售卖文创产品，馆

方觉得条件还暂不成熟，所以暂时不

会涉足。

袁菊芳表示，文创产品目前的

销售数字与他们的预期仍有差距。

陈家祠2018年的游客量是118万人

次，今年预计会达到约140万人次，

这样算下来，平均一个人的消费额

不过几元钱，“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 董建国

国庆期间，在福建屏南县熙岭乡

龙潭村，晌午的暖阳里，安详的老人

们拄着拐杖，乐呵呵走过。青石板

路，小桥流水，熙攘的游客们忙着拍

照嬉戏。村尾的古老廊桥，则屏着呼

吸，守望着河床里的潺潺流水……

“品一品当地香醇的黄酒，听一

曲温软的四平戏，这里满是乡愁的

味道。”来自江西的曾伟两年前便成

为龙潭村的“新村民”。两年来，他

亲眼见证着一个破败的老旧村落的

“文艺复兴”。

龙潭村是一个隐身于闽东青山

绿水间的福建省级传统古村落，文

化底蕴深厚。但由于人均耕地少，

村民只能外出务工，原本1400多人

的村庄一度只有200多人留守，一

座座老宅曾因年久失修，只余残垣

断壁。

“我们村原来有120多栋明清

建筑。由于建造年代久远，并不适

于人们居住，继续保存又需要重金

修缮，拆除重建又于心不忍，取舍之

间，只能看着古民居被岁月慢慢侵

蚀。”村支书陈孝镇感慨地说。

2017年5月，在当地政府支持

下，龙潭村开始“拯救老屋”、复兴古

村。“针对古宅多为土木结构的特点，

我们聘请老工匠艺人，采取传统工

艺进行修复。”驻村第一书记夏兴勇

介绍说，他们还创新推出“认租15

年”运作机制，以吸引社会资金修缮

古民居。

“谁租房谁修缮，与租客签订15

年合同，15年内每年每平方米只收3

元钱租金。”夏兴勇说，目前，龙潭村

有32栋古民居采取这种做法，吸引

了国内外100多人前来承租修缮古

民居，长期定居。

一座座荒废的老宅被认领修缮

后，既保存了村庄原有风貌，又发展

起了新兴业态。穿行阡陌，辗转街

巷，龙潭村的老房子迎来了越来越

多的外来“移民”，或开书屋，或建民

宿，成了屋子的新主人。

曾伟2017年第一眼见到龙潭

村，就爱上了这个地方。于是他在

村里租下一幢100多年历史的老房

子，花了几十万元改造成书屋，名为

“随喜”。如今他继续从事之前的网

络图书经营，顺便将龙潭的特产介

绍给外地的朋友。他的妻子则在村

里的小学支教。

来自北京的何素珍放弃都市生

活，来到龙潭村定居，将已经废弃多

年的老院落改造成有品位的文创空

间——“悠然之家”。在村里，何素珍

和村民一起从零基础开始学习油

画，边画画边经营文创空间。“这里

的民风淳朴，人情味浓，相处融合十

分自然，不感觉有丝毫隔阂。”

为了“活化”文化遗产，龙潭村

在传统村落保护开发同时，也注重

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龙潭村保留

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平戏，

这个剧种一直代代口传，导致众多

剧本遗失，日益衰落。为此，龙潭建

起四平戏博物馆，戏班子重新开班；

屏南红曲制作与黄酒酿造技艺作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制作技艺全

靠师徒传承或族内世代相传，如今也

在村里建起博物馆，传承酒文化。

人来了，村活了，业兴了。许多

在外的村民和大学生开始返乡创

业，他们或出租闲置院落，或成为文

创项目员工，或自营餐饮、民宿、传

统手工艺等项目。

“周末常常一房难求，现在节假

日更是游客爆满，村广场都停满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大巴。”50多岁

的陈孝高把家里的百年老屋改造成

民宿，生意红火，看着旧房子变成

“聚宝盆”，陈孝高喜上眉梢。

“青山依旧，黛瓦如故，龙潭村

这个独具韵味的古村落正焕发着新

魅力。”夏兴勇说。

“1+1+N”模式挖出文创巨大潜力
作为博物馆文创“新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通过与广州市工艺美术总公司以及第三方合作，

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融合，开发文创产品实现销售收入约600万元

一 个 传 统 村 落 的“ 文 艺 复 兴 ”
2017年5月，福建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开始“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政府推出“认租15年”

运作机制，吸引社会资金修缮古民居，认领人或开书屋，或建民宿，或搞文创

衍生品
文创之路怎么走

把甲骨文把甲骨文
““玩玩””出出““表情表情””来来

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成为时下流

行的表情包。设计师陈楠将古老与新

潮融合一体，设计出系列甲骨文表情

包，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光彩。陈楠

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古文

字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从1999

年起，陈楠开始对甲骨文艺术设计的

研究与创作。近20年间，他设计发表

了大量关于甲骨文的设计作品。目

前，陈楠采用当下流行的网络语言和

热词，创作发布的甲骨文表情包已经

有6套。他关于汉字设计的专著在海

外出版发行，甲骨文等汉字艺术设计

作品也在法国、匈牙利、美国等地展

出。图为陈楠在位于清华大学的工作

室内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设计方案。

新华社记者 李 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