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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改编：“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惰性心态不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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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P思维的作用下，有些创
作者难免产生“拉大旗作虎皮”

“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惰性心态和
投机念头，试图完全依赖先前成
功作品的光环来达到聚人气、出
爆款的目的，导致不少根据IP改
编的作品有流量无质量，严重偏离
观众的心理预期。因此，用粗制滥
造的作品来透支 IP凝聚起来的

“群众基础”得不偿失。近年来，在
文艺创作中，“搭IP顺风车”的创
作思维盛行，但IP并非文艺作品
的“护身符”。我们不妨借此来审视
与反思一下当前的IP创作模式。

以正确的“扬弃观”
进行“有灵魂的改编”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扬弃”
指的是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旧事物
内部积极、合理的因素，另一方面
抛弃和否定旧事物内部消极的、
丧失必然性的因素，是发扬与抛
弃的统一。在IP改编过程中，正确
合理的扬弃观是确保创作成功的
基础和前提。以影视创作为例，原
作的精神主题、故事脉络、人物特
质等本质的内核元素应被保留并
弘扬，而那些不适宜用影像表现、
不符合视听传播规律的部分则应
被删减或舍弃。阿耐小说《大江东
去》衍生出的电视剧《大江大河》

《大江大河2》，便在精神和故事层
面都从原作中巧妙萃取出了思想
主脉与艺术精华，并把改革艰难性
的现实逻辑合理转化成了戏剧创
造逻辑，既成就了剧作自身的品牌
效应，也让观众在剧中人物的艰辛
和梦想中读懂了“国之大者”。

然而，有些 IP改编却由于此
方面的处理失当而受到不同程度
的非议。改编自作家亦舒20世纪
80年代描写香港社会的同名小说
的电视剧《流金岁月》，只是简单
移植了原著中的地域和时代背
景，导致社会情境与文化内涵相
互抵牾、年代氛围错乱不清，削弱
了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参与感和介
入性。同样，改编自同名原著的新
版电视剧《鹿鼎记》也未把原著的
精神肌理恰适地植入其中。老版
《鹿鼎记》既是一出引人发笑的喜
剧，也是一部“掩卷悲从中来”的
正剧，寄寓了对当时社会体制和
国民性的深刻批判，而新版《鹿鼎
记》却沦为一场夸张的闹剧，观众
无法在浮夸的观感中体悟到历史
的纵深幽微、封建王朝的腐朽没
落以及在浮世绘中拼命挣扎的个
体命运。此外，新版《鹿鼎记》还将
原著中的人生况味置换为苦情剧
的怨和惨，几位主要人物的性格
气质也在剧中被颠覆和模糊，与
观众的心理预期严重错位。

IP不是影视创作生产的“护
身符”与“万能药”，成功的关键在
于创作者是否能够认准并抓住原
作的“黄金内核”，是否能够把握
好凸显什么、隐匿什么，是否能够
将正确的扬弃观充分到位地贯彻
到作品的创造与打磨之中。只有
在这些方面清醒理性、有所作为，
才可能用“有灵魂的改编”征服
观众。

用不同语言的“深层
对话”打通转化路径

由于开发源头可能是小说、
动漫、游戏乃至歌曲，剧集的IP改
编通常面临着不同载体和语言的
有机转化问题。因此，改编者需要
谙熟不同艺术品类的话语属性与
创作逻辑，通过精巧地道的影像
语言表达，把原作的主题内蕴、风
格调性不打折扣地渗入作品，原
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改编自陈彦同名小说的电视
剧《装台》，便在此方面给创作者
带来启示：一方面，剧作沿袭了小
说的平民气质，让观众被那种扑
面而来的醇厚市井风味深深吸
引；另一方面，镜头下的陕西美
食、地域风物、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物口中的方言俚语等，都充分
遵循了影像叙事规律，从而带来

视听冲击力和感染力。
表演作为影像作品塑造人物

的一种特殊方式成为双刃剑，表
演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IP
改编作品的品质高下。近年来，大
量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古装剧存在
表演通病，很多“有流量无质量”
的偶像型演员虽然能瞬间带火一
部剧，却难以通过人物传达出更
加准确、更加深刻的作品内涵，从
而把本应体现影像审美优势的元
素变为拉低剧集品质的短板。

IP改编的关键在于转化，而
转化的要义在于寻找到两种乃至
多种表达话语体系的通联密码与
对话路径。这种通联和对话一定
是深层而非浅表的，应当触达普
遍性的价值观与人性，秉持高包
容度的大艺术观，尊重审美的本
质性规律。从同名舞台小品衍生
出的电影《你好，李焕英》，便是在
沿用原作核心创意的基础上，将
主题意蕴进行了更具深度和广度
的挖掘，在小品和电影之间建立
起深层艺术联系，最终成为在审
美价值和社会影响方面衍生之作
超越原作的典型案例。

把“讲好故事”作为
平衡口碑与市场的法宝

不论原创还是根据IP进行改

编，讲好故事都是打造文艺精品
的不二法门。尤其在IP思维的作
用下，有些创作者难免产生“拉大
旗作虎皮”“背靠大树好乘凉”的
惰性心态和投机念头，试图完全
依赖先前成功作品的光环效应来
达到聚人气、出爆款的目的，而在
讲故事方面消极懈怠。这种对影
视作品最根本的艺术属性的漠
视，必然导致观众不买账。

“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
精品”，是影视创作生产的铁律。
故事性是影视艺术的第一特征。
倘若故事讲不好，即便有珠玉在
前，仍然无济于事。因此，影视作
品必须在尊重“讲故事”规律的前
提下进行改编与创造，也必须在
此基础上把握好继承与舍弃、创
意与实操、内容与形式、引领与满
足、历史与当下、共性与个性等诸
多对立统一的关系，若打破这一
事关根本的“规矩”则很难实现口
碑与收视的平衡共生。IP思维在
当下影视创作生产中依旧大有市
场，但要想用好IP思维，最终还是
要落实到如何讲好故事上。对于
创作者而言，最应警惕的就是“重
IP轻故事”的舍本逐末之举。如果
以一个粗制滥造的故事为代价来
透支IP所凝聚起的“群众基础”，
无疑得不偿失。

（《光明日报》闫伟）

近日，微博热搜上一个小女
孩在菜市场跳芭蕾舞的话题引
起人们关注。人们好奇地打开这
则微博，发现信息来自最近播出
的一部网络纪录片《小小少年》。
该片第一集讲述了一个云南乡
村小女孩根据视频自学舞蹈、勇
敢追梦的动人故事。

在数字时代，通过微博热搜
了解当下最热门的文艺作品已
经不是新鲜事。热搜，顾名思义，
是通过计算用户搜索信息的行
为进行的热度排行。该排行以话
题为载体，通过阅读次数、讨论
次数和原创人数三个指标进行
加权计算，再经过搜索热度、话
题因子、互动因子的三重考量，
自动生成话题热度星级和实时
热度排行。相关报告显示，新浪
微博用户群体中 90 后、00 后二
者总占比接近80%，他们对热点
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影视剧、综艺
等领域。在 2020 年微博热搜盘
点中，电视剧《三十而已》、电影

《送你一朵小红花》、综艺《乐队
的夏天》《乘风破浪的姐姐》等文
艺作品榜上有名。影视剧和综艺
等文艺作品因内容的丰富性与

话题的热度，深受“热搜”青睐。
从策划到播映，从演员选择到剧
情走向，通过时机恰当的议题设
置，热搜成为文艺作品前期宣传
推广的重要手段。当作品播映
时，根据重点内容不断提炼热门
话题，能够继续与观众产生情感
联系，增加用户黏性。

数字时代改变了信息传播
的单向度，受众不仅是信息接受
者，同时也是发布者、传播者。当
一部文艺作品中的话题成功登
上“热搜榜”，再被网友以强大的
参与能力助推，讨论不断聚合、
放大，其传播效果往往会呈现出
几何级数的增长，让文艺作品受
到极大关注。特别是在社交属性
很强的微博平台，很多热搜中的
话题都是通过网友的关注讨论
和优势意见扩散产生的。加之网
络世界中，文字、表情包、图片、
视频等丰富的表达形式，让互动
内容生动有趣，网友们参与其
中，乐此不疲。不仅如此，一些优
质的小众文艺作品也可以通过
网友“自来水”推荐宣传，登上

“热搜”，走进大众视野，成为
“爆款”。例如前文提到的作品

《小小少年》，其题材内容都比较
“冷门”。但通过热搜中的“菜市
场”“芭蕾”“9岁女孩”等几个富
有反差的词语，迅速引起人们注
意。而热搜话题中文字、图片、视
频的细致描述，让网友接触到这
样一部充满温情和趣味的纪录
片，进而认识了设计制造机器人
的中学生、痴迷于昆虫世界的小
男孩、选择转行职业电竞选手的
乒乓球冠军……这些因热爱而
坚定的小小少年们深深打动了
万千网友，勾起他们记忆中最美
好的童年。网友们自发创建“你
的职业是你的兴趣吗”“选择梦
想还是听从父母安排”等更具深
度的热搜话题，引发更多关注和
讨论。

以“热搜”为门径让更多观
众关注作品本无可厚非，但有些
文艺作品越来越陷入“热搜化”
的套路当中。有的话题设置强行
贴靠社会热点，内容和作品关系
不大；有的话题仅仅是没有营养
的花边和夺人眼球的噱头，有低
俗媚俗的倾向；有的作品通过

“购买”手段占据热搜榜单，浪费
公共资源和人们有限的注意力。

另外，一些文艺作品在创作时就
精准“计算”出什么样的剧情能
火，怎样的角色设定能引发热
议，却并没有建立在合理的故事
逻辑和人物情境之上，作品令人
失望。热门话题仅仅是作品的素
材线索和切入点。一部好的文艺
作品在敏锐捕捉社会关切的同
时，更要依循创作规律，完成主
题表达，以细腻的艺术手法、鲜
活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
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质
感，这才是文艺作品回应社会关
切的应有之义。

飙升的“热度”固然能带来
人们的关注和一时的光环，但空
有其表、缺乏内蕴的作品来得快
去得也快。唯有笃定恒心、倾注
心血，才能创作出有热度、更有
美誉度的精品佳作，长久地留在
人们的记忆中。

“来碗泡粉，加肉丝的，不要
太辣……”“好嘞——”清晨，在闽
北小城光泽，路边的小吃店中不时
传出这样的对话，那么自然、亲切。
泡粉就是将煮好的粉干泡进汤里。
许多小城人的一天正是由一碗泡粉
开启的。

泡粉店的生意异常辛苦，每天
后半夜就要起来准备清晨开门用的
粉干。先烧好大锅开水，然后将当地
产的大捆粉干下到锅里，当地出产
的优质稻谷制成的粉干自然好吃。
待水烧开，再用大木铲不停地上下
翻搅，将粉干煮到软硬适中的程度，
用大大的竹爪篱捞起，再按二两左
右的分量，盘卷成团，一一放在竹筛
上备用。

好粉要好汤。一碗美味泡粉的
关键在汤。汤有红烧瘦肉汤、牛肉
汤、牛杂汤、大小肠汤等种类，要分
别烧好一大锅备用。至于清炖排骨
汤、猪肚汤、猪肝汤、鸡汤、鸭汤等品
类，则用炖罐摆放在大锅里。这些汤
的佐料不同，制作的方法也不同，香
辣麻咸，风味各异。备好了汤后，客
人来时只要取一团盘好的粉干，焯
煮片刻，即可捞起入碗，然后根据客
人的口味选择不同的汤料来配，再
撒上备好的酸菜、榨菜等小料，不过
几分钟，一碗热腾腾的泡粉就端到
了客人面前。

食客一筷子下去，捞起粉干，长
而不断，入口润滑，肉汤香浓可口，
令人食欲大开。

其实泡粉是光泽民间的一种传
统小吃。过去，以大米为主食的当地
人，家家都会备些粉干。来了客人，
泡上一碗粉干，放上肉丝或蛋等，就
是一道待客的佳肴。若碰到家里有
事，来帮忙的人多，用这泡粉当点
心，每人一大碗，便捷、好吃又饱肚。

如今的小城人，生活节奏逐渐
加快，早上没时间做饭，泡粉自然成
为早餐首选项。光泽沿街遍布泡粉
店，每天早上都坐满了食客。

美味的泡粉，不仅点缀着本地
人的寻常日子，也是离家在外的光
泽人最留恋的家乡味道。我的女儿
大学毕业后在外地生活十多年，每
次回家，顿顿早餐都要吃泡粉。她
说：“怎么也吃不厌，这家乡的泡粉
啊！”她在外地生活，也曾多次尝试
自己煮泡粉吃，但味道远没有家乡
的地道。

“来碗泡粉……”“好嘞——”走
在清晨的街头，耳边时不时响起食
客与泡粉店主之间热络的招呼声。
一碗泡粉，留给人们不仅仅是舌尖
上的美味，更有浓得化不开的乡情。

数字时代的文化生活
要热度更要美誉度

任飞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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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起舞”艺术周将启

新华社北京4月 18日电（周
玮 袁晟）中国歌剧舞剧院携手北
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等启动“为
人民起舞”艺术周，从2021年7月
到2022年4月，舞剧《李白》《昭君
出塞》《孔子》将在北京、上海、郑
州、青岛、济南、天津、沈阳等20个
城市巡演。

据介绍，“为人民起舞”以舞剧
演出为核心，由“舞之魂”“舞之道”

“舞之梦”“舞之爱”四大板块构成，
就地开展丰富多样的线上线下文
化系列活动。

“舞之魂”由舞剧《李白》《孔
子》《昭君出塞》组成，精选中国歌
剧舞剧院优秀传统文化主题舞剧，
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新时
代美好生活。其中，《孔子》《李白》
将带乐队进行全国巡演，采用交响
乐团现场演奏，让观众在家门口体
味现场艺术演出带来的震撼。

艺术周期间还将开展“舞之
爱”公益互动互助活动，主办方将
组织艺术家进山区、进社区，通过
表演及指导等不同形式贡献文艺
力量；“舞之道”理论研讨交流活动
将围绕当地人文、历史特色，在各
地开展舞蹈艺术与城市生活主题
的文化对话论坛；“舞之梦”艺术成
长计划将以快闪、艺术课堂、小舞
迷幕后独家探班等活动，为孩子们
种下艺术梦想。

听障青少年走进紫禁城
感受文化遗产地之美

新华社北京4月 18日电（记
者 施雨岑）4月 18日是国际古迹
遗址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
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故宫博物院、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 18
日联合举办了 2021 年度国际古
迹遗址日活动——“我在故宫画
彩画——听障青少年走进文化遗
产地”活动。15名听力障碍青少年
在故宫博物院专家的带领下，学习
古建筑彩画知识，亲手绘制彩画图
样，感受文化遗产地特有的魅力。

在活动现场，孩子们学习了文
物保护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绘制出了宝珠吉祥草、灵芝纹
等各式各样的彩画样式，并制作成
钥匙链留作纪念。

“我国始终致力于让每个公民
获得平等的文化权利，人人都能够
接触、参与和解读文化遗产。这些
权利不会因为人的年龄、性别、收
入、职业而有所差异。”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宋新潮说。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希望，
这次故宫之旅能让孩子们感受到
彩画之美，发现文化遗产之美，进
而创造美好生活。他鼓励孩子们接
触、学习和传承祖国的优秀传统文
化，茁壮健康成长，通过多彩的遗
产，迎接多彩的未来。

2021全国家庭亲子阅读
主题活动在京举办

新华社北京4月 18日电 第
26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书
香飘万家——颂百年风华 传红色
基因”2021全国家庭亲子阅读主
题活动18日在北京丰台宛平城举
行。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向家庭代
表赠送红色书籍，为亲子阅读巾帼
志愿服务小分队代表授旗，并和少
年儿童及家长一起走进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学习。

活动现场面向家庭推荐了百
余部红色经典书籍，导读《红岩》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等红色书目，
诵读《红船，从南湖起航》等红色经
典。活动同时联动上海、浙江嘉兴、
江西井冈山、贵州遵义、陕西延安、
河北西柏坡等地同步开展，动员广
大家庭学党史、感党恩，让红色基
因和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据悉，主题活动将推荐百部优
秀书目、讲好百名人民英雄故事、推
出百个短视频、推广百篇活动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