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飞驰人生》《唐人街探案》在

银幕收获市场后，转战网络剧；电视剧

《花千骨》《悬崖》《步步惊心》《一闪一闪

亮星星》火爆荧屏之后拍成了电影；《三

大队》这个 IP 几乎在同期由不同团队操

刀开发，在影院、网络同时开画；微短剧

《风月变》、网络电影《勇士连》等登陆电

视 台 ，为 网 络 视 听 产 品 开 辟 市 场 新 赛

道；《三体》《盗墓笔记》《鬼吹灯》等横跨

网络剧、电影、电视剧、动画等；电影《孤

注一掷》的衍生短剧《变相游戏》、电影

《刺杀小说家》的衍生剧《刺杀小说家之

少女反击战》有望在今年播出；电视剧

《与凤行》等热播后上新了相关综艺节

目，为粉丝提供“售后服务”；电影《热辣

滚烫》《满江红》等上映前，就在平台推

出 了 相 关 纪 实 短 片 …… 当 前 ，打 破 电

影、电视剧、网络剧、微短剧、纪录片、综

艺等不同媒介的界限，以 IP 为中心的跨

媒介联动，多维度挖掘 IP 价值，共建 IP
“大宇宙”，正成为当下影视产业的发展

趋势。

多元开发扩版图
在如今的影视界，IP 联动已成为一

种常态，有效激发了观众的兴趣，带动

了票房、收视率的提升。 IP，即知识产

权，包括各种具有独创性和创新力的产

品或服务。在影视领域，IP 不仅包括原

创文艺作品如小说、漫画和游戏，还包

括已有影响力且拥有粉丝基础的影视

作品。通过对这些 IP 进行改编和拓界，

制片方可以充分利用原作的内在价值

和粉丝效应，吸引更多观众。

一方面，IP 联动的手段各异，但其

本质都是在延续前作热度，拓展内容，

放大 IP 的长尾效应。比如 2024 跨年档

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映前 24 天预售

票房就已经破亿，大多来自于剧版的忠

实观众，通过剧版为电影引流，最终拿

下超 7 亿元票房。又如高口碑动画电影

《雄狮少年》在抖音上线了衍生短剧《超

越吧！阿娟》，总播放量破亿。电影《飞

驰人生 2》在春节档斩获 33.96 亿元票房

后，其衍生剧《飞驰人生热爱篇》在优酷

播出，有效承接了影版 IP热度。

在影视 IP 爆红之后，对其进行跨媒

介再开发的风险相对较低，由于前作的

热度加持，开发新作较为省时省力，也

更容易出现爆款，从项目成本的角度来

考虑更具性价比。

另 一 方 面 ，对 同 一 IP 进 行 同 期 开

发，影剧之间紧密捆绑，互相共享热度，

能 够 在 短 期 内 最 大 限 度 释 放 IP 价 值 。

以《三大队》为例，影版和剧版几乎同期

推出，两个内容团队宣发叠加，拉高了

市场和观众的关注度。强大的演员阵

容和跌宕起伏的精彩剧情，更是让观众

在社交平台上展开刷屏式讨论，“秦昊

和张译谁演得更好？”“两版剧情究竟有

哪些区别？”……进一步推动 IP 热度飙

升。

影视 IP 联动的亮眼成绩，也让业界

看到了跨界合作与创新融合的广阔空

间。去年 3 月，6 部优秀网络电影《勇士

连》《浴 血 无 名 川》《特 级 英 雄 黄 继 光》

《排爆手》《狙击英雄》《幸存者 1937》在

北京卫视晚间黄金时段陆续播出，获得

广泛关注。网络电影与卫视的结合，较

好满足了卫视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也契

合了网络电影打破观众圈层壁垒的产

业发展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是，2023 年

底，微短剧《风月变》登陆湖南卫视晚间

时段，成为全国首部亮相上星卫视的微

短剧。湖南卫视也上线了“大芒剧场”，

精选优质微短剧播出。上星路径的打

通，为精品内容提供了全新的主流传播

渠道，实现了微短剧的台网双平台强强

联动。

此外，业界还将视线转向演唱会、

音乐剧、舞台剧等衍生形式。热门影视

作品如《人世间》《破冰》《理想之城》《满

江红》《隐秘的角落》《爱情神话》等纷纷

改编为舞台作品，以音乐剧、话剧、舞剧

等形态引起广泛关注，有的甚至一票难

求；热播剧《莲花楼》《长相思》均在收官

后举办专场演唱会；电影《雄狮少年》也

推出了同名音乐剧……

机遇与挑战并存
无疑，影视 IP 联动，多维度挖掘 IP

价值，已成为行业内的“常规操作”,此举

或能提升 IP 知名度、扩大影响力，但也

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风险，“同 IP 不同

命”的情况时有发生。

影视作品爆红后积累了雄厚的观

众基础，借助 IP 热度顺势开发其他品类

作品，在内容上一般是拓展时间线和故

事线，完成新的叙事。如网络剧《唐人

街探案》《飞驰人生热爱篇》等，都是在

原 IP 的世界观、故事体系与人物关系的

基 础 上 ，续 写 新 故 事 ，不 断 开 掘“IP 宇

宙 ”。 网 络 剧《唐 人 街 探 案》在 故 事 节

奏、镜头语言、造型美术等方面延续影

版风格，以单元剧的形式讲述新侦探林

默破解奇案的故事，开启了有别于电影

的故事线。网剧《飞驰人生热爱篇》续写

了影版《飞驰人生》的故事，虽然沿用了

电影中的主线人物和人物关系，但剧中

不同年龄、不同个性，却又十分熟悉的两

位主角灵魂交换这样的设定，制造了不

少新的戏剧冲突，让观众耳目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影视 IP 在享受粉丝

效应带来的市场红利同时，也面临着观

众更加苛刻的要求，所以，IP 改编、二次

创 作 ，更 要 精 益 求 精 。 以“ 剧 改 影 ”为

例，电视剧和电影在叙事方式和容量上

有很大差别，因时长所限，电影在塑造

人物形象时多采用典型化手法，而电视

剧可以将故事娓娓道来。把电视剧改

编成电影，如果没有遵循不同媒介的艺

术规律，衍生电影就不会获得属于自身

的“二次生命”。相比剧版《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花千骨》等，其同名影版作品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最终导

致叙事节奏仓促混乱，加速行进的剧情

让观众无法产生共鸣。

同样，剧版和影版《想见你》着重表

现 的 都 是 男 女 主 人 公 对 爱 情 的 执 着 。

电视剧可以用大量情节铺陈二人相爱

的经历、心动的过程，但在电影里，观众

只能看到各类快速的剪切和转场。诚

然，原剧粉丝仍能够感受到影片中男女

主人公的“发糖”环节，但对原作并不熟

悉的院线观众，就会感到突兀与生硬。

与之类似，得益于此前剧版的高热

度而未映先火的电影版《一闪一闪亮星

星》遭网友诟病，因情节设置不合理等，

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就暴跌了 83%；综艺

《开始推理吧！》与衍生剧《长生怪谈簿》

关联不紧密，改编生硬，豆瓣评分未能

及格……不少制作方因过于迷信爆款

IP 对观众的吸引力而忽略了内容逻辑

和故事内核的重要性。

实际上，影视 IP 的衍生开发就像一

把双刃剑，“做好了能反哺原 IP，做坏了

会遭反噬”，与原作精神偏离、故事核心

偏移及角色成长偏离，都可能导致作品

口碑崩坏。所以，跨界改编不能完全依

赖 IP 的“原生光环”，要形成独立的叙事

逻辑和叙事结构，坚守审美品质。

守正创新助力优质 IP成长
作品评价遭遇滑铁卢，可能与制作

方急于求成、一味地“蹭热度”，忽视不

同媒介的艺术创作规律有关。联动跨

界，共建影视 IP 的“大宇宙”，要大胆跨

界，更要根据不同视听媒介特性，尊重

艺术规律，认真创作每部作品，让它成

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首先，“影剧 IP联动不是对一个既定

的原文本进行临摹翻演，而是对一个待

开发的源文本进行资源勘探及打磨锻

造”。有学者认为，影剧 IP联动要确保不

同版本在风格、气质与审美上的统一。

如微短剧《超越吧！阿娟》是动画

电影《雄狮少年》的真人版“续写”。该

剧的故事发生在电影版的舞狮大赛之

后，延续了原作人物对梦想的坚守和积

极面对生活的态度：阿娟希望通过自身

努力在大城市打拼出一片天地。同时，

该剧致敬了电影中的经典镜头，并使用

了电影原声配乐。两个不同类型作品

在创作中保持了一致的美学风格，均获

得观众青睐。微短剧《超越吧！阿娟》

的 上 线 ，是“ 雄 狮 少 年 ”IP 的 又 一 次 成

长。该剧还成为 2024 新春档精品微短

剧推介会重点推介的 16部微短剧之一。

此外，在不同版本的影视作品中要

确保人物形象的统一性，相同人物的形

象、性格和行为逻辑应保持一致，以维

持观众对角色的认同和共鸣，而考虑到

影剧综等不同载体的传播特性和目标

受众都有所不同，创作这些剧本时应注

意调整叙事节奏，以适应不同媒介。

今年涌现的几个“借力打力”的联

动营销策略，或许值得我们借鉴。如湖

南卫视《楚乔传》和《与凤行》的梦幻联

动。2017 年，电视剧《楚乔传》中，宇文

玥为救星儿而身中毒箭，坠入冰河，悲

剧的结局让观众意难平。电视剧《与凤

行》中，两位主演再度携手，弥补当年遗

憾 。 而 这 次 ，“ 宇 文 玥 终 于 被 捞 上 岸

了”，深情的爱情故事继续上演，再次成

功抓住观众的心。除了联动剧情，这两

部 剧 在 播 出 时 间 上 也 开 启 联 动 模 式 。

湖南卫视在 3 月 11 日次黄金档播出《楚

乔传》，以每天 2 集的速度逐步预热，3 月

18 日《与 凤 行》于 晚 间 黄 金 档 正 式 播

出。最终，《与凤行》保持了高人气，并

迎来了火爆收官。

综上，影视 IP 跨媒介联动是影视 IP
实现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之一，也是作品

借助 IP 资源实现破圈的有效策略。在

此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原影视 IP 的内

容优势，创作出更多具有持久生命力的

优质作品，还需行业多方合力，持续深

耕和创新探索。

压题图为微短剧《超越吧！阿娟》、

电影《三大队》、电影《飞驰人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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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部主办 主编 万芸芸 责任编辑 谢龙龙 美编 杨 数10 文艺评论

纯享版视频享的是什么？
□ 刘 璇

影视影视 IIPP跨界联动跨界联动
不可一不可一““蹭蹭””而就而就

□□ 郭郭 钦钦

文艺观察文艺观察

舞剧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艺形式，一方面舞台上不能用

语言进行表达，所以舞剧的叙事不能过于复杂，只能依靠无声

的肢体语言；另一方面在于舞剧的呈现还有赖于灯光和舞美

的协调配合。因此，人（肢体语言）、事（舞剧叙事）、物（灯光和

舞美）构成了舞剧形式要素的主要内容。

近年，以《铁人》（辽宁）、《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海）、《醒

狮》（广东）、《杜甫》（重庆）为代表的舞剧在内容要素上进行了

地域化的深入探索和尝试，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成就和社会反

响。总的来说，地域历史文化中具有标识性的文化符号经过

舞剧思维的再度凝练，呈现在舞台上更具视觉辨识度和传播

价值，因此，在文化强省建设、文旅融合、非遗传承等大背景下

的舞剧创作是大有可为的。

瓷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郭沫若 1956年考察景德镇

时曾写下：“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景德镇2000
年的冶陶史铸就了“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的佳话。

放眼全国，以陶瓷文化为题材的舞剧大多诞生在江西，这

与江西深厚的瓷文化密切相关。2003年推出的大型民族舞

剧《瓷魂》艺术思想深刻、格调昂扬、制作精良，斩获了众多奖

项。进入新时期以来，江西的文艺工作者在这个题材上不断

掘进。今年5月江西艺术职业学院推出舞剧《青花》。该剧一

大亮点是舞段的舞蹈性，作为地域舞蹈元素的动作符号具有

较强的识别度。今年 8月舞剧《唯我青白》在北京成功首演。

该剧将瓷器的器型、色彩、光泽融进光影与色彩交织中，谱出

浪漫的美学氛围。这三部舞剧均是以我省的瓷历史文化为蓝

本进行创作的，也都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形成了

一股“瓷文化的舞剧书写”现象。

舞剧为什么可以承担江西瓷文化书写的重任呢？

第一，舞剧满足了观众对瓷文化的视觉审美与文化想像，

引起了观众对中华瓷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共鸣。文化是一种复

合体，艺术是文化的切片。如何通过舞蹈艺术这种形式表现

陶瓷文化，就要看如何从这种复合体中选取适合的切片，进而

再对这个切片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舞剧《瓷魂》《青

花》歌颂了中国传统手工业者在制瓷流程中“虽繁复却不敢省

工序”的“工匠精神”和对制瓷技艺、瓷魂精神的不懈追求。舞

剧《唯我青白》则在视觉传达上下足功夫，以色彩的繁复衬素

简，这正是宋代美学“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极致追求。这些

要素能引起观众的文化本体意识，激发观众对中华文明的积

极应和和认同。

第二，舞剧叙事中的江西元素亲切而又有文化说服力。

舞剧艺术最重要的一个构成要素就是叙事。剧的艺术往往需

要一个故事结构。在这个结构里，人、事、情推动着故事的起

承转合。舞剧又要求这个结构具备戏剧矛盾的同时相对精

简。对于江西瓷文化的舞剧来说，与瓷器相关的人物、事件、

神话、传说……这些都能构成地域文化的“这一个”特征。《瓷

魂》的“碎瓷、问瓷、寻瓷、塑瓷、祭瓷”，《青花》的“青花之地、青

花之缘、青花经历、青花极致、风景这边独好”，《唯我青白》的

“青、碗、盏、盘、瓶、罐、炉、枕、白”都是以人为中心结构故事，

以制瓷业为线索展开叙事，以“情”来温润舞剧主题。因此，江

西的人、江西的土、江西的窑编织出江西的瓷、江西的眷恋、江

西的工匠精神。

第三，肢体舞蹈对瓷器特性的艺术化描摹。景德镇瓷器

种类丰富、器型优美，色彩鲜亮，瓷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

纸、声如磐”。舞剧对瓷器特质的舞蹈化表现是一种艺术创

造。《瓷魂》第四幕“塑瓷”中的“瓷娘群舞”刻画了瓷娘描绘花

纹，表现她们的蕙质兰心与靓丽灵巧，富于跳跃感的音乐与舞

蹈交织出瓷娘们的智慧与瓷花的美丽，二者相映成趣。《青花》

中用或写实或写意、或具象或抽象的手法，既刻画制坯、描花，

又表现胎质的细腻白滑、器型的丝滑优美、釉色的玲珑通透。

《唯我青白》中“瓷影”舞段借柔婉清淡的舞姿和“清”“白”二

色，刻画出青白瓷“光致貌美，素肌玉骨”的审美追求。“流沙”

舞段表现素坯润白的基色，借“流沙”这一意象化的物象与演

员们的舞蹈动作，表现时间对素坯的锤炼和塑造。

第四，江西地域舞蹈语汇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瓷

魂》第五幕“祭祀开窑”舞段为窑工双手持木棒群舞，舞蹈主体

动作是双腿弓箭步的屈蹲。这个动作来自江西的傩舞，正暗

合了祭祀的场景。舞剧《青花》中大量使用赣南采茶舞蹈“三

绝”，即“矮子步”“单袖筒”“扇子花”，并进行了当代转化和舞

台舞蹈语言的重构，这种极具地域识别度的舞蹈语言有着极

为独特的地域风格和美学风格。《唯我青白》中虽未直接使用

江西舞蹈语汇，但其对瓷器审美的肢体化呈现开发出大量识

别度高、具有类型意义的动作素材，是有其创造意义的，为后

续类似题材舞蹈（舞剧）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范本。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瓷都文脉薪火相传。舞剧在推动江

西瓷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舞剧已经成为书写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

的流行形式之一。我们需要在把握好舞剧的艺

术特征基础上抓住规律，善于将地域文化融进

“剧”的铺展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江西故

事，舞剧艺术大有可为。

江西瓷文化的
舞剧书写

□ 董 超

舞剧《唯我青白》定妆照。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

泉源 。”面对当下嘈杂的媒介语境 ，各大视听平台纷

纷开始深耕内容创作，回归艺术作品内容本身，芒果

TV、哔哩哔哩等平台均推出了不同类型的纯享版视

频 ，赢 得 了 广 大 用 户 的 青 睐 。 纯 享 版 视 频 指 的 是 那

些没有广告、没有额外内容干扰的“纯”视频，让观众

可以专“享”优质的视频内容。纯享版视频涵盖了综

艺、纪录片、文艺晚会等多种节目形态 ，如若就视频

内 容 对 其 进 行 分 类 ，有 专 注 于 音 乐 表 演 的 音 乐 类 视

频、以小品展演等为主要内容的喜剧类视频、展示旅

行体验或探险活动的旅行类视频等。

实 际 上 ，纯 享 版 视 频 的 出 现 恰 恰 彰 显 了 平 台 方

对 优 质 内 容 创 作 的 关 注 。 于 媒 体 而 言 ，内 容 才 是 第

一位的，视听平台既聚焦作品内容的广度，又注重深

挖内容的深度，简要、高质的纯享版视频能为平台留

住更多用户。诸如央视网的《民歌中国》等音乐类节

目，均推出了歌手演唱曲目的纯享版，通过几首歌的

时间，收集起用户的碎片化时间，也展现了作品的情

韵与艺术内涵。此外，优质内容本身即是最好的“广

告牌”，观众常常因为一首歌曲或几句访谈“种草”整

个节目 ，平台通过纯享版视频引发观众关注、认可 ，

进而吸引观众观看全部节目内容，达到宣发效果。

另 一 方 面 ，观 众 非 常 注 重 作 品 带 来 的 体 验 感 。

而在消费文化、粉丝经济的背景下，作品话题不断外

延 ，有 的 如 竞 技 队 伍 间 的 口 水 战 、表 演 者 的 花 边 新

闻 、主 持 人 的 雷 人 语 录 等 热 度 甚 至 超 过 了 作 品 本

身。因而，那些回归作品本身，只纯粹记录和表现艺

术美的纯享版视频，更易吸引普通观众。如芒果 TV

的《我是歌手》便将各位歌手的现场演唱分开剪辑成

纯享版视频 ，短小的视频中 ，没有广告 ，也没有台前

幕后的组队、选曲、练习过程 ，视频仅仅聚焦于歌手

在舞台上的演唱环节。观众只需打开某位歌手的演

唱 纯 享 版 ，便 可 在 线 上 完 整 地 欣 赏 到 一 首 首 优 质 歌

曲。

纯 享 版 视 频 与 观 众 之 间 并 非 单 线 传 输 关 系 ，而

是一种“双向奔赴 ”。纯享版短视频以其时长短、内

容 精 的 优 势 ，使 得 观 众 仅 需 点 开 几 分 钟 或 十 几 分 钟

的视频，便可以重返艺术作品的“高光时刻”，寻得孜

孜以求的“知识干货”。在哔哩哔哩，迄今为止，“周

杰 伦 精 选 歌 曲 100 首 ”纯 享 版 获 得 了 2891 万 的 播 放

量、24.9 万的点赞以及 2 万余条弹幕的讨论，账号“河

南共青团”发布的“歌舞剧《唐宫夜宴》”纯享版，虽然

视频时长不足 6 分钟，但仍斩获近千万播放量，引发

3 万余条弹幕热烈讨论。正因其内容与传播方面的

优势，大数据检索赋予了纯享版视频更多“客流量”，

使 其 成 为 观 众 互 动 的 密 集 点 ，实 现 了 作 品 的 二 次 传

播 ，甚至是多次传播 ，从而 ，观众助推纯享版视频火

爆“出圈”。

除了各大视听平台外，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

麦 克 风 ，用 户 个 人 亦 可 成 为 纯 享 版 视 频 的 创 作 者 与

发布者。平台应当如何加强相关版权保护？创作者

应 当 如 何 尊 重 他 人 作 品 版 权 、提 高 自 我 作 品 的 版 权

意识？这些仍然是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纯 享 版 视 频 获 得 观 众 喜 爱 的 背 后 ，所 隐 含 的 问

题 便 是 优 质 视 听 作 品 内 容 创 作 的 疲 敝 ，同 系 列 节 目

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创作者灵感枯竭毫无新意，以致

观 众 对 诸 如 此 类 的 视 听 作 品 失 去 兴 趣 ，只 愿 观 赏 其

中 的 精 华 部 分 —— 纯 享 版 视 频 。 此 外 ，纯 享 版 视 频

是对脚本人设、广告植入等问题的刻意回避。所以，

值 得 警 醒 的 是 ，过 度 的 商 业 利 益 考 量 会 违 背 视 听

作品创作的初衷，与观众渐行渐远。

当前，如何平衡文艺作品艺术性与商业性，做

到流量与质量相统一，仍然是艺术创作者需要不

懈探索的课题。观众对于好作品的追求从未停

歇 ，文 艺 工 作 者 对 艺 术 之 使 命 的 理 解 也 不

应 有 偏 差 ，尤 其 是 以 影 视 艺 术 为 代 表 的 集

体创作，当回归艺术创作的“纯”之本心，以

创作优质内容、提升观众体验为追求，实现

想民之所“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