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牛梦笛 沈 唯

由网络文学 IP改编而成的影

视作品几乎占据了热播剧的半壁江

山，还成为中国向海外输出影视作

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

下，如何在社会价值和艺术品质两

个关键方面实现进一步提升，成为

未来网络文学 IP 改编的关键问

题。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北京

电影学院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中

国影协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的

“网络文学 IP影视剧改编论坛”近

日亮相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与会专家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

研讨。

类型边界应不断拓宽

从《亲爱的，热爱的》到《大江大

河》再到《橙红年代》《欢乐颂》，近年

来，在电视荧屏和网络视听平台诞

生的多部爆款现实题材好剧，无不

是网络小说改编而成。可以说，网

络文学IP已成为现实故事的“天然

富矿”，为电视剧、网剧的生产创作

提供了丰富内容。

当然，网络文学和影视创作都

不应局限在对现实生活的描摹。表

现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也是题中应

有之义。一直以来，文艺市场科幻

作品匮乏。在电影《流浪地球》走红

之后，观众对科幻作品的热情高

涨。为了满足这种诉求，一些创作

者尝试在都市剧中加入异能、幻想

等科幻元素。对这种模式，北京电

影学院文学系教师孙婉仪评价道：

“创作不能就科幻写科幻，很多时候

编剧刻意营造视觉悬念，生硬地融

入一些科幻元素，反而容易陷入形

式主义的旋涡，使作品徒有充满现

代感的躯壳。无论是科幻题材还是

现实题材，真正引人入胜的内核仍

应该是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人物和

故事。”

观众和影视创作领域对科幻题

材的热情，也激发了网文作家对未

来世界的想象与探索。一批讲述未

来故事的作品已在网络文学领域拥

有众多拥趸，具备了影视改编的基

本条件。在网络小说、影视评论专

栏作家周蓉看来，随着创作边界的

不断拓宽，网络文学领域已实现了

从现实到未来的跨越。但要落实从

文本到影视的转换，则需要将更多

先进技术应用于影视生产当中。此

类型作品的影视化开发呼唤着中国

影视重工业的发展。

应从个性化转向大众化

网络文学往往具有鲜明的个人

书写特点，作品更多的是表达作者

的个性诉求和所思所想，涉及现实

社会的内容相对少一些。而影视剧

作为大众化程度更高的文艺作品，

承载着反映现实问题、引发深度思

考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编剧在影

视化改编中发挥能动性，去挖掘原

著中潜藏的社会价值，将其展现出

来。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影协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会

长、秘书长孟中认为，“能否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决定网络文

学改编作品是否具有生命力的主要

标准”。当前，现实题材影视作品深

受观众的喜爱，网络文学在影视化

改编的过程中也需要被赋予更多的

现实意义。编剧需要充分调动自己

在过去工作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发

挥自己善于把握生活细节、注重挖

掘社会价值的优势，才能从故事和

内涵两个层面打造出一部真正的精

品之作，这既是行业市场的需求，也

是广大观众的期待。

中国戏曲学院影视导演专业

主任、著名导演杨超认为，编剧对

待网络文学的态度其实是决定改

编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编剧如

果对IP不够尊重，把其当作是吸引

流量的偏方或是平台提供的原始

素材，在改编时就很可能丢掉该网

文受到受众喜爱最核心的内容。

想做好改编工作，就要看编剧是不

是真的能找到网文的脉络和属性，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发挥他作为影

视从业者的精神准备和知识储备，

进行二度创作”。

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办公室

主任谷一盈表示，未来的合作一定

是甲乙双方达到充分的信任，传统

编剧不能对网络作品带有偏见，熟

悉网络环境的责编也要对编剧充

分信任。

让精品得以破圈传播

网络文学和视听平台成立之

初，呈现出野蛮生长的状态。网络

文学在影视化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粗

制滥造的现象。有的作品虽然依靠

原有的故事框架和 IP强大的粉丝

基础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占据了一

定的市场，却因原著大量值得优化

的核心内容被“水土不服”的改编所

淹没，而遭到原著读者的质疑甚至

抵制。

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

听节目管理司不仅加大了对网络视

听内容的把关力度，邀请各个领域

的专家学者参与网络视听平台主流

内容的规划、审核环节，还于2020年

2月建立了“重大题材网络影视剧项

目库”，并公布了首批入选项目。在

国家相关政策引导与精品内容生产

扶持下，网络视听行业一改原来野

蛮生长的状态，开始逐步进入有序

发展的阶段。

2019年，火爆全网的《长安十二

时辰》以匠心制作，为观众呈现出一

个恢宏的大唐盛世景象，让观众在

剧中了解中华文化、感受中国精

神。除了在国内平台广受好评，该

剧还实现了文化出海，在海外视频

网站以付费形式上线，将国剧的海

外传播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长安十

二时辰》的成功不仅是一个“品质IP

影视化改编跟平台互相成就”的标

杆案例，更是一个影视改编从故事

层面向文化层面跃迁的典型例子。

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的当代题材电

视剧《大江大河》成功保留了原著中

鲜明质朴的年代感，讲述了变革浪

潮中先行者们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

沉故事，真实而从容地展现当代中

国的时代风貌，彰显中国人独特的

时代情怀，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的时

代价值。此外，近年来大受欢迎的

女性题材影视作品也有不少来源于

网络文学。这些作品不仅围绕着爱

情、婚姻、情感等传统女性话题展开

讨论，更彰显了现实生活中更加立

体化的女性形象，挖掘出了当下

“她”文化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内涵。

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影视作

品，其根本是要以精彩故事映射现

实生活，以文艺形式承载时代精

神。影视从业者要正视网络文学IP

改编的热潮，立足讲好中国故事，传

递时代价值，促进高质量影视作品

诞生，不仅要让原著读者满意和肯

定，更要打破受众圈层的限制，用能

够引发广泛心理共鸣的内容吸引更

多观众，形成健康的、良性的网络文

学影视化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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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短视频博主
怎样用镜头讲好“中国故事”

由中国外文局主办的“第三只眼看中

国”国际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山东烟

台举行。共征集到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各类短视频作品40万余部。外国短视

频制作者正在以更深度探访、更细腻视角及

更有力的表达，讲述他们所见所感，客观真

实介绍中国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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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寿炎

太极拳申遗成功；盲盒出口超过120个

国家，出口额同比增长400%——两则“风马

牛不相及”的新闻，其实有着共同指向，那就

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中国文化，以及一个丰

富多元的“立体中国”。

中国以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著称于世，“丝

绸之路”联通中欧，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风靡

欧洲。时至今日，在凡尔赛宫等欧洲的宫殿、

城堡里，还可以看到大量“中国元素”，一窥当年

“中国风”热度。然而，很多欧洲民众对中国文

化的了解，也就停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

上。谈及中国文化，京剧、功夫、丝绸、瓷器、茶、

龙、太极、红灯笼，就是他们提及最多的词汇。

中国文化当然不只有传统文化，中国

形象也不应该化约为传统文化里的那个“风

雅中华”。丰富多元、立体多面的中国文化

和中国形象，应该被更多海外民众看见、熟

知。当下的中国人正在热火朝天地生活着、

创造着。他们的故事跌宕起伏，他们的喜怒

哀乐生动活泼，他们的文化创造、艺术实践，

既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为根基，又融合了

当下生活的火热与鲜活。这些都更容易与

各国人民心灵相通，引起共鸣。

事实上，当下中国的文化创造，仅仅借

助市场的力量就已经扬帆出海。20 多年

来，中国网络文学强势崛起，就是一个十分

鲜活的文化现象。近几年，中国网络文学已

经大量输出东南亚、欧美等地区，赢得大批

海外读者的青睐。现在，“中国盲盒”又以惊

人的增长速度出口海外，引发消费热潮。

太极拳成功申遗、网文和盲盒成功出

海，都可以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既要

重视传统文化的珍贵价值，也要意识到当下

生活方式和文化创造的独特魅力。在对外

文化交流和海外文化推广中，应该摒弃“阳春

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条条框框，既要推介优

美、优雅的“殿堂级”传统文化，也要勇于展示

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人生故事、

文化实践和艺术创造的成果告诉世界。

日韩等国与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相

似，他们的一些经验就值得我们借鉴。日本

不遗余力地向外推广动漫文化，最终大获成

功。目前，日本动漫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文化门类，动漫形象也成为最能代表日

本的文化形象之一。韩国走得更远。一场

政府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主角很可能

是一群“潮流”明星，表演一场劲歌热舞。然

而，正是对貌似“难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文化

的重视扶持，最终掀起了席卷亚洲、影响世

界的“韩流”。韩国文化也随着韩国的流行

明星和影视作品走进亿万观众的心灵。

与此对照，中国的网文、动漫、盲盒、流

行文化，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生活方式都还在

承受着不小的舆论压力。让它们在对外文

化交流中担起“文化名片”的重任，还需多

方共同努力。毫无疑问，传统文化在对外文

化交流中具有很多优势。独特性赋予传统

文化很高的识别度，太极拳、京剧脸谱一出

现，老外一眼就明白“中国来了”。千百年历

史和时间的沉淀，无数人呕心沥血的探索和

创造，无数心灵殚精竭虑的锤炼和升华，都

使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最精粹的部

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美、典雅、灵动、神

秘，也使其迥然相异于域外文化，让许多国

外民众深深着迷。然而，在充分展示优秀传

统文化的同时，如何更加自信地面对当下的

生活方式和文化创造，更加全面充分地展示

丰富多元、立体多面的中国文化，确实是一

个应该重视、应该思考的问题。

□ 翟 翔 赵洪南

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正月

十六，时值上元节次夕。都城开封

张灯结彩，烟火升腾，皇宫正门宣德

门前更是光彩争华。

忽然，一群仙鹤翱翔空中，鸣声

悦耳，盘旋良久，向西北飞去。人群

仰首瞻望，惊叹称奇。

此时，宋徽宗恰至而立之年，

元宵仙鹤来仪，他觉得好似上天对

他“统治有方”的嘉许，就亲自提笔

描绘这番景象，留下传世之作《瑞

鹤图》。

跨越900多个春秋，2020年12月，

《瑞鹤图》出现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

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

文物展”。

“《瑞鹤图》在唐宋八大家最小

的苏辙离世当年绘成，此次展出意

在铺垫当时宋文化的底色。”副馆长

董宝厚介绍，宋徽宗一生绘画作品

众多，流传至今全球可能仅有包括

《瑞鹤图》在内的3件作品为其亲笔

所作。

人们流连于精美画作，更神

往于背后故事。《瑞鹤图》诞生时，

宋徽宗治下的北宋并不宁静。

1101 年~1105 年，河南地区连经

蝗灾；1108年~1110年，湖北地区

遭受干旱，弃子者“不可胜数”；

1105 年，奸臣蔡京的爪牙开始通

过苏州应奉局搜求奇花异石，用

船运入开封，号称“花石纲”，江南

怨声载道。

1102年起，宋徽宗数次下令在

皇宫及全国立元祐党籍碑，将反对

新法的苏轼、苏辙等列为“奸党”毁

禁他们的著作。

假币泛滥、通货膨胀亦不断加

剧。宋徽宗在1111年的诏书中承

认“钱益轻，物益重，公私受害，不可

胜言”，称百姓因此“流移失业，不得

以相生养”。

1112年，仙鹤来仪，令日夜期

盼祥瑞以保皇位稳固的宋徽宗喜

不自胜。画面底部，他在象征至

高皇权的宣德门主楼以及两侧朵

楼屋顶描绘祥云萦绕，隐约透着

红色。画面中上方，朗朗蓝天里

的仙鹤飘逸灵秀，分布基本左右

对称。

“宣德门正上方群鹤环绕的中

央位置，四只鹤的飞行朝向组成一

个璇玑的形状，这是道的象征。”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研究员谈晟广认

为，崇奉道教的宋徽宗以此构思表

明自己“受天明命”。

事与愿违。1127年，靖康之变，

宋徽宗被金兵俘虏北上。北宋灭

亡，《瑞鹤图》不知所踪。在元、明时

期短暂出现后，它于清乾隆年间纳

入皇家收藏。清朝灭亡后，《瑞鹤

图》被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宫，辗转

收藏在长春伪满洲国皇宫。抗战胜

利前夕，溥仪仓皇出逃仍不忘带走

这件国宝。

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沈阳

为苏联红军俘获，《瑞鹤图》被我军

收缴，成为辽宁省博物馆今日镇馆

之宝之一。

《瑞鹤图》完成的1112年，苏辙

逝去；也就在这一年，宋徽宗将蔡京

召回开封，再次任为宰相。复旦大

学中文系主任朱刚说，苏辙晚年遭

受打压，深居简出，极少见客，朝廷

虽对其逝去“良深震悼”，但三苏文

集仍被禁止流传。

今天，我们有幸于900余年后

的这场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

近距离感受苏辙等先贤带给中华文

脉的滋养。

1135 年，宋徽宗卒于位于今

日黑龙江哈尔滨的五国城囚所。

而今，他笔下的这群仙鹤光彩依

旧。不知宋徽宗的最后时光，可

曾想到1112年遇见它们的那个元

宵次夕，又可曾悔恨自己奸贤不

分呢？

明朝初年，《瑞鹤图》此时为蜀

王朱椿珍藏。僧人来复奉命在画上

所题的最后几句话似已回答此问：

“一朝中原成永诀，五国城高卧风

雪。此时老鹤如可呼，便欲骑之上

天阙。”

改编IP作品如何避免“水土不服”

太极申遗和盲盒出海背后
是一个立体中国

杭州十竹斋杭州十竹斋““木版水印木版水印””
非遗新馆亮相非遗新馆亮相

12月22日，杭州十竹斋“木版水

印”非遗新馆亮相，这是木版水印艺

术馆依托“百家馆”项目首次入驻连

锁酒店的大堂。“百家馆”项目是文

化部门、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与

连锁酒店共同合作推出的，通过将

酒店大堂改造成不同风格的非遗文

化展示平台，打造“24小时不打烊”

的特色艺术馆，把优秀的非遗文化

和技艺展示给更多的游客和市民

百姓，传播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

文化。2014年，十竹斋木版水印技

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图为游客

参观位于杭州高银街的“木版水

印”非遗新馆。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宋徽宗的《瑞鹤图》是否带来了祥瑞

立足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时代价值，促进高质量影视作品诞生，打破受众圈层的限制，

吸引更多观众，形成健康、良性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