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离《灌篮高手》还有多远？

动漫产业屡屡创造消费奇观，“动漫 IP”正在成为
撬动经济文化发展的大买卖，业内人士提出———

位于日本镰仓的高校前站是风靡世界

的旅游 “打卡地”， 每天有大量游客聚集到

这个铁路车站， 与铁道口进行留影。 这个

看似平平无奇的车站， 之所以成为网红景

点 ， 只因 20 多年前 ， 日本动画 《灌篮高

手》 中的一个经典镜头。

如今， 中国动漫的影响力同样从虚拟

世界， 拓展到了现实世界。

以动画片 《魔道祖师》 为主题的餐饮

快闪店， 年内曾在上海大悦城营业 23 天，

每天都有来自中国各地的粉丝拖着行李箱

前来排队， 扮成动漫人物的店员也成了粉

丝过万的网红。 同样的热闹也在杭州一家

麦当劳上演。 因为动画片 《全职高手》 放

出了一段主人公在麦当劳就餐的视频， 杭

州这家出现在动画片里的麦当劳， 瞬间成

为动漫粉丝排队留影的地标。

“从日本的 《灌篮高手 》 到国内的

《魔道祖师》 《全职高手》， 动漫 IP 在撬动

区域消费 、 旅游方面潜力无穷 。” 一位动

漫、 轻小说运营网站的工作人员发出这样

的感叹。 鉴于这种巨大的经济潜力与文化

推广力， “动漫大 IP” 近期成为很多内容

方平台方主攻的领域。 但在不少一线从业

者看来， 中国的动漫 IP 开发尚处于刚起步

的阶段， 如何哺育培养动漫大 IP， 才是目

前最关键的问题。

有精神文化含量的动
漫， 才是实现跨文化传播的
“大IP?

动画片怎么就从虚拟世界火到了真实

世界， 还屡屡创造各类消费奇观？ 一位业内

人士将其归因为“Z 世代的崛起”。 1990 年代

中叶至 2000 年后出生的人， 被称为 “Z 世

代”。 与过往几代人相比，这一代人物质生活

相对富足， 正在成为全球最具购买力的群

体 。 他们也正是动漫文化的主流消费群

体———据工信部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动

漫核心用户中，90 后与 00 后超过 97%。

如果用更加生动的方式描绘 “Z 世

代”， 那就是，就着弹幕看电影、会穿着动漫

角色同款服逛街、玩转各类源于动漫的专业

名词的一代人。 对于他们来说，动漫式的表

达已经跳出了纯粹的个人娱乐，融入了日常

审美中。 这个人群将经典动漫 IP 推到了消

费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各大品牌争抢的“香

饽饽”。同时，互联网的高度发达让这代人的

眼界更为国际化，经典动漫也成为了实现跨

文化传播的重要文艺样态。

然而 ， 在动漫作品层出不穷的当下 ，

一部作品的走红， 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形成

品牌。 阅文集团版权开发部总经理王芸发

出提醒 ： “动漫作品要实现跨文化传播 ，

获得更大的品牌价值 ， ‘好看 ’ 还不够 ，

更需高浓度的精神文化含量”。 拿 《灌篮高

手》 为例， 这部动漫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火

了 20 多年， 叩响了全球漫迷心门的， 正是

剧中人物为实现目标， 不认输的热血拼搏

精神。 “形成大 IP 的动漫作品， 输出的不

仅仅是内容， 更是文化价值。” 王芸说。

一位从事国际 IP 授权业务的人士补充

道， 目前面向低幼人群作品为主流的中国

动漫， 在国际影响力上相对薄弱， 与日本、

美国的经典动漫相比， 有较大差距。

动漫产业的市场空间依
旧巨大，IP价值需要开掘更需
要养护

有行业调查数据显示， 去年， 美国 IP

授权商品的零售额达到了 1469 亿美元， 日

本为 133 亿美元 ， 中国为 89 亿美元 。 可

见， 近年发展势头迅猛的中国动漫 IP 仍有

很大提升空间。

业内对如何进一步挖掘、 兑现动漫 IP

的市场价值动足了脑筋： 生产衍生品、 开

快闪主题餐厅、 让虚拟动漫人物代言等手

段纷纷上阵 。 面对空前热闹的动漫市场 ，

“养护” 却替代 “开掘” 成为不少论坛嘉宾

口中的高频词。

“衍生产品也会影响动漫品牌的美誉

度， 要不透支品牌价值， 衍生产品的创意

与品质缺一不可 ”， 天络行品牌创始人 、

CEO 张丽华说。 为了运营好旗下的一个动

漫 IP， 天络行针对一款衍生产品的开发 ，

就聘请了不下 30 位设计师 。 对此 ， 资深

动画游戏制作人董剑萍也深有感触。 “如

今动漫 IP 发展前景初现 ， 不少本来专注

内容生产的公司， 硬要在短时间内把自己

整合为全产业链公司， 好把控住产品开发

链上的每一个环节。 这样一来， 在很多环

节上未必专业 ”。 分工合作 ， 让专业的人

干专业的事 ， 才能促进动漫 IP 开发的良

性发展。

对于这个现象， 日本的制作委员会制

度似乎颇有借鉴意义。 在动漫 IP 开发历史

更长， 经验更为丰富的日本， 动漫作品开

发过程中 ， 动画制片人会牵头将电视台 、

DVD/BD 销售公司、 广告代理商、 衍生品、

玩具厂商、 动漫原作出版社等方面集中起

来， 形成一个制作委员会。 大家共同出资、

一起探讨如何进行动漫 IP 的开发。 这样一

来， 即能分散投资风险， 又能使各个环节

在早期就介入到产品的开发中去。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记者 姜方

快 评

“啃”下目标语言市场，
鼓励国外人士译中文书

六种图书入选 2018“上海
翻译出版促进计划?

本报讯 （记者许旸 ）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日前发布 2018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 ” 入选书目 。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

（1933-1945）： 史实、 理论与模式》 英文版、 《瓶花谱·瓶史》

英文版、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总目提要》 英文版、 《话

题的结构与功能》 日文版、 《巧虎的开心创意小屋 （中国故事

系列 5 种）》 日文版和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袖珍绘本版）》 越

南文版等六种外文版图书获得翻译资助。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 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于 2015

年创设的翻译出版资助项目， 重点支持外籍或者长期在国外学

习、 工作的译者译介中国作品， 以发现协助有能力、 有热情的

国外人士翻译优秀中文作品为突破口， 提高翻译出版的质量，

推动出版 “走出去”， 促进优秀中文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翻译、

出版、 传播和推介。

这一计划既涵盖已出版外文版本、 进入国外主流渠道的中

文出版物， 也支持尚未出版外文版本、 但已签订版权输出合同

的优秀出版物。 为保证翻译质量， 拿下目标语言市场， 项目优

先从外籍人士或长期居住国外的人士中遴选译者。 据介绍， 资

助以外语为母语的译者翻译本国作品并进入目标语言市场， 这

是一种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 有利于增加外国读者对本国

作家、 作品的了解， 增进对本国文化的认同， 扩大本国文化的

影响。 国外人士翻译介绍中文作品的一大优势， 就在于借助他

们的 “摆渡”， 让译本更贴合当地读者阅读习惯的语言风格，

从而提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

在评审资助项目时， 除了要求优质的翻译水平， “上海翻

译出版促进计划” 对制作、 发行外文版图书的外方出版社也有

较高要求， 比如能否把译作推送进主流渠道等。

据悉，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 四年来共收到申报项目

涉及英、 韩、 法、 日、 意、 德、 越南、 塞尔维亚、 俄、 波兰、

西班牙文 11 种语言 81 种图书。 2018 年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

计划” 入选的六种图书中， 四种图书外文版已在海外市场出版

发行， 另两种的外文版将于明后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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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景日暖似春华
———评郎朗与维也纳爱乐

乐团2018上海音乐会

孙懿凡

现场聆听一场维也纳爱乐音乐会， 被一股伴随着欢愉

与希望、 如天鹅绒般丝滑的温暖音色缓缓包裹， 对乐迷来

说无疑让这个冬日格外美好。 维也纳爱乐的特殊性在于它

既是德奥古典交响乐的见证者同时也是经典的缔造者， 我

们听到的不仅是当下的声音， 同时也能听到足足 176 年之

久历史积淀的声音 。 细数维也纳爱乐访华的次数 ， 自

1973 年以来， 算上这次也仅仅只有 8 次， 来到申城的机

会还要减去 3 次， 再配合上乐团独特的客座指挥机制， 某

种意义上来说， 每一次的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会几乎都是

“绝笔之作”。

12 月 1 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由莫斯特和郎朗携

手， 维也纳爱乐再次造就了不可复制的体验。 前者是当代

最杰出的指挥之一，曾两次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选曲

大胆、新意为世界乐迷所熟知。 后者是堪称世界乐坛“中国

符号”的郎朗，因伤暂别乐坛后，他的每一次公开场合的出

现都牵动着粉丝们的心。 尽管在重回巅峰之路上相较于以

往，在选曲上会更为谨慎，优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但对于

熟悉郎朗炫技演奏的听众来说，却成为另一种角度的聆听。

于是， 外表温文尔雅， 内心坚持自我的莫斯特， 遇上

同样展现反转魅力的郎朗， 一同携手维也纳爱乐为我们带

来纯正德奥经典之作。

开场的歌剧 《魔笛》 序曲体现了乐团对管弦乐语言及

戏剧张力的把控， 莫斯特手上的那根指挥棒仿佛只是跟随

他的呼吸而轻轻颤动， 却调动出乐队音与音之间余韵相接

的灵动， 惊叹之余不禁佩服这份平和之上的贵族气质。

莫扎特唯一一首采用 c 小调写作的作品便是 《第二十

四钢琴协奏曲》，无可名状的 c 小调悲情依托于纯净又饱含

深意的音符之上，郎朗一改以往动力性十足的表演样态，以

克制、几乎没有任何肢体语言的形象示人，碰到需抒情延展

的钢琴独奏段落， 更是大胆采用比原曲稍显更慢的速度展

现对声音层次的细致追求， 那些意犹未尽的留白展现了郎

朗超脱于技巧之上的对作品细腻的感悟。 这份近似于 “疯

狂”的细致处理，除却郎朗本人对艺术性的要求，我想多多

少少也有来自乐团和指挥的“压力”。 说起郎朗与维也纳爱

乐的缘分可谓是相当深厚，足足 13 年时间，共计 41 场音乐

会，乐团的那份独特艺术气韵，早已成为郎朗艺术呼吸的一

部分，每每合作便已是习惯成自然的吐露。而莫斯特的加盟

无疑是锦上添花，这位被郎朗尊称为伯乐的指挥家，便是第

一个鼓励他要多弹莫扎特的人。就当晚的演绎而言，当年这

句看似随意的指点，如今已被付诸于行动，感谢莫斯特，让

我们看到中国钢琴家演奏德奥经典作品更多的可能性。 当

晚郎朗在意的是指尖下拨开雾霾后明亮且坚韧的莫扎特，

而现场观众热烈鼓掌、 高声欢呼的是那个受伤痊愈后愈发

沉稳内敛、给予惊喜远超于期待之上的郎朗。

下半场重磅之作即是勃拉姆斯 《第二交响曲》， 这部

自首演便是由维也纳爱乐演绎的作品， 那份无可比拟的亲

切感与自信感可以说是其他乐团不能复刻的史实。 作品自

问世以来便在作曲家和听众接受之间产生分歧， 这便使得

每一次的临响都显得尤为重要。 究竟是明媚的 “田园” 交

响曲？ 还是需在袖上戴黑纱般凝重？ 作品本身意象的多义

性和模糊性反而给了指挥和乐团更大的发挥空间。 莫斯特

保留了醇厚饱满的 “维也纳音色”， 在肆意洒脱与精准平

衡中自在切换， 也许听来会觉转换稍显不太顺畅， 莫斯特

也不断改变自己的身体面向的方向， 但都掩盖不了音色厚

积薄发后瞬间绽放的灿烂。 当晚的 《勃二》 绝不沉重， 但

也并非无杂质的明媚， 而是像温暖的螺旋， 看似和煦如

初， 实则早已历经四季变换。

温暖醇厚的音色， 奥地利的平和华丽， 与生俱来的贵

族气质， 构成了当今的维也纳爱乐， 相较于其他顶尖乐团

力图构建风格的世界标准， 维也纳爱乐只是近乎执拗地坚

持着自己的声音， 时间在它身上似乎变慢了， 慢的让致力

于挖掘当代音乐， 传播多元音乐文化的莫斯特与郎朗默契

地停下他们的脚步， 甘愿沉浸于乐团深厚的传统底蕴中，

带来一场忘却时间的聆听盛宴。 最后的安可， 熟悉的新年

音乐会旋律响起， 沉浸其中恍惚间似乎看到周身景象变

幻， 大家正置身于维也纳金色大厅， 和着圆舞曲的旋律，

与邻座的人相视一笑……

纵使冬寒料峭， 维也纳爱乐的声音响起， 便觉冬景日

暖似春华， 我无法想象没有维也纳爱乐的古典音乐时代，

你们呢？ （作者系青年乐评人）

文化

为《三个和尚》《舒克和贝塔》配乐，
一点儿也不“小儿科”

———访为百余部美术片、影视剧配乐的作曲家金复载

“经典中国影视音乐集萃”音乐会日前在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 上海爱乐乐团在

艺术总监张艺的执棒下， 奏响了著名音乐家

金复载的多部美术片和影视剧配乐作品，包

括 《最后的贵族》《红河谷》《三个和尚》《雪孩

子》《舒克和贝塔》。

今年 76 岁的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金复载，

曾为百余部美术片、科教片、故事片及电视剧

作曲。 虽然他的配乐作品中，电影《清凉寺的

钟声 》《风雨故园 》《红河谷 》 分获 1992 年 、

1997 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但金

复载对美术片的配乐情有独钟, 他配乐的动

画电影《山水情》获首届全国影视动画音乐奖

等荣誉；由他参与创作的美术片《三个和尚》

《哪吒闹海》《金猴降妖》等具有广泛影响。

金复载近日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 回顾

了他对 《三个和尚》 等美术片作曲的创作历

程， 并对眼下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科班出身的作曲家不缺技巧，

缺的是在生活中找材料的经历

以往的音乐会中， 很少专门上演中国国

产美术片的配乐。为了这场“经典中国影视音

乐集萃”音乐会，金复载特意对《雪孩子》《舒

克和贝塔》 这两首歌曲进行了重新编配。 此

外，他将《三个和尚》改编成了由板胡主奏的

管弦乐作品。 “美术片本身样式丰富，除了动

画，还有水墨、剪纸、折纸、木偶等不同样式。”

曾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多年的金复载

表示，他的职责就是，赋予不同题材和风格的

美术片合适的音乐。

“为孩子写美术片的音乐必须要通俗，不

能像给大人写的旋律那般过于起伏跌宕。 这

当中有大学问，一点儿也不‘小儿科’。 ”据金

复载回忆，他刚到美影厂工作时，写的第一部

电影音乐过于复杂，导致小朋友不会演唱。而

在写第二部作品《小号手》时，他尝试让自己

笔下的音乐节奏简单明快、音区不那么广。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动画片时长在 10-40 分

钟，相比为动辄 120 分钟的故事片配乐，金复

载可以在一年时间里， 为多部风格迥异的动

画片配乐， 这对他的锻炼是巨大的。 回忆起

《三个和尚》的创作历程，金复载表示这部作

品是先有作曲再有动画的。“导演给我定下大

致的风格框架， 告诉我这部美术片的音乐需

要中国风、幽默、明快、形象的风格。 ”

金复载指出， 无论是给美术片还是故事

片配乐，关键要寻找到适合电影气质的材料。

“作为科班出身的作曲家， 往往不缺技巧，缺

的是生活中的材料。”比如要写西藏就得去趟

西藏，体会那里的生活环境，见识辽阔的天地

和山野。有了这样的经历，作曲家脑海中不一

定会立马形成音乐，但会打开他们的想象力，

这有助于之后的音乐创作。 而要写 《三个和

尚》，就得到庙里去看和尚怎么念经，捕捉到

不同环境中的音乐素材。

眼下中国原创音乐剧不缺演
员，缺的是有文化和能力的制作人

2002 年起，金复载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音

乐剧系（现改名为音乐戏剧系）主任。那一年，

他同吴贻弓、董为杰等人共同创作、制作了音

乐剧《日出》。 这是金复载第一部原创音乐剧

作曲作品， 云集了多个艺术门类的名角如廖

昌永、陈佩斯，还有昆曲名角梁谷音、青年二

胡演奏家段皑皑等。回首往事，当年“拼盘”的

阵容， 反映出职业音乐剧演员的匮乏， 而如

今，上海已成为中国音乐剧演员聚集的高地。

在对电影和音乐剧作曲均有涉猎的金复

载看来，电影可以从本质上离开音乐，但音乐

剧不能缺少音乐。 音乐剧主要通过具有戏剧

性的音乐进行叙事。对于原创音乐剧而言，剧

本和作曲是最重要的两个部分。“现在有不少

原创音乐剧就像流行歌曲大汇编， 还是不怎

么懂如何用音乐讲好一个故事。”而上海音乐

学院音乐戏剧系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正是希

望把目光放在更大的背景下。 无论是戏曲还

是歌剧，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都是在用音乐

表达戏剧，属于广义的音乐剧范畴。金复载参

与创作的一些作品，如张军的当代昆曲《我，

哈姆雷特》，室内乐版京剧《霸王别姬》，上海

歌剧院歌剧《天地神农》等，就是不想把思维

局限在某一个剧种里， 而是能对各类型的音

乐融会贯通。

在金复载看来，现在最缺的不是演员，而

是懂艺术、会经营的音乐剧制作人。目前有不

少国产原创音乐剧秉持了 “线型操作”， 一

个剧组找来在各自领域里都比较优秀的作曲

家、 编剧、 导演、 演员等， 可是作品却不尽

如人意。 这时候， 具有良好文化品位、 组织

能力的制作人的重要性得以显现。

日本镰仓的高校前站， 每天都有游客前来与铁道口

留影。 这个看似平凡的车站之所以成为网红景点， 只因

动画片 《灌篮高手》 中的一个经典镜头。

左图： 前来车站 “打卡” 留影的游客。 （视觉中国）

上图：日本动画片《灌篮高手》剧照。 （资料图片）

左图： 由金

复载参与配乐创

作的美术片 《三

个和尚》 剧照。

（均资料图片）

金复载配

乐的动画电影

《山水情》获首届

全国影视动画音

乐奖等荣誉。

上图 ： 《山

水情》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