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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抛弃了，实际上》

［英国］尼克·斯伯丁

当奥利在公众场合被“那个人”抛弃
时，他看似完美的世界崩塌了。 大多数人
会在艰难时刻寻求亲人的支持，但天生做
记者的奥利则询问他的网站粉丝：他们是
如何摆脱失败关系的？

当奥利听从一些更极端的建议时，

混乱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 在他的粉丝
们热闹一阵后， 奥利很快发现自己成了
焦点，不管他喜不喜欢。

在听从一些折衷的支持者们的指导
后，奥利能修补他破碎的心，学会重新寻
找幸福吗？

(湖联出版社 2019 年 7 月)

动漫+文创：揭秘日本文化 IP产业链
产值超 2 万亿日元，影响“冲出亚洲走向欧美”，产品渗透到日常生活

作为世界知名的 “动漫王国”，日

本在全球动漫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影

响力。据日本动画协会去年 12 月 9 日

公布的 《动漫产业报告 2019?的统计

显示，2018 年度日本动漫产业 （含周

边产品）的产值已超 2 万亿日元，其中

几乎近半数来自海外市场， 这一数据

也说明了日本动漫在全球的影响力。

此外， 受日本国内市场环境的影

响， 由动漫衍生出的文创商品产值近

年来虽呈下降趋势，但在 2018 年仍维

持在 5000 亿日元的水平。这一数值虽

较 2014 年最高峰的 6552 亿日元有所

下降， 但也占据了日本本土动漫市场

的半壁江山。 基于动漫的文创产品的

生命力可见一斑。

强大动漫 IP 为文
创发展奠定基础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日本动漫

产业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体系，让

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动漫制作和输

出国。 日本动漫产业的开端可追溯至

1920 年代，日本电影人把西方最新的

动画片制作技术带到日本， 并试着制

作动画片。

不过， 日本首部大受欢迎的动画

片直到 1963 年才出现。日本漫画大师

手冢治虫创作的作品《铁臂阿童木?被

改编成动画片在富士电视台播放。 到

1970 年代，日本动漫产业放弃原本紧

跟西方风格的路线， 自行创作独有的

动画片。当时著名的作品包括《鲁邦三

世?和《魔神 Z?，而长寿漫画则有 《哆

啦 A 梦?《蜡笔小新?等。 在这一时期，

后来著名的动漫电影人如宫崎骏、押

井守等人也开始崭露头角。

1980 年代，日本动画片开始成为

主流电视节目之一， 并经历了日本动

漫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 大友克洋的

作品《阿基拉?更是在 1988 年被冠以

最昂贵动画片的称号。

从 1990 年代开始，日本动漫在国

际市场上愈来愈受欢迎。《兽兵卫忍风

帖?和《攻壳机动队?在 1995 年开始成

为国际有名的动画电影。 日本电视动

画如《新世纪福音战士?等亦吸引世界

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动漫迷的关注。

2002 年，宫崎骏凭《神隐少女?在柏林

电影节中获得金熊奖，在第 75 届奥斯

卡金像奖中获“最佳动画长片”奖。

随着动漫的流行， 各种动漫人物

形象在深入人心的同时， 也开始渗透

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 尤其是在文

创产业。 强大的动漫产业为文创产业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漫画是动画和游戏创意的重

要来源之一，也是动漫游产业的核心。

比如，日本漫画被改编成动画电视、动

画电影以及各个平台上的游戏。 与此

同时， 漫画的影响由于作品被改编而

扩大，漫画家的思维方式、漫画的表现

艺术和其被解读的方式等， 亦对日本

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动漫文创属于动漫周边， 也是一

个比较广义的概念，是指以动漫、游戏

为载体， 对其周边的潜在资源进行挖

掘而生产出来的产品。 动漫文创既包

括玩具、食品、饰品等实物，也包括音

乐、图像、书籍等文化产品。 这些不同

形式的动漫文创产品，围绕某个 IP 构

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为商家带来

了丰厚的利润。 记者的一位熟悉中国

三国史的日本朋友称， 他当年就是受

日本《三国志?动漫的影响，后来玩遍

了厂家推出的几乎所有三国游戏，所

以他对中国三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都

了如指掌。

手 办 市 场 方 兴 未
艾，智能化是发展方向

随着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 其衍

生的文创产品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

个环节，尤其是玩具市场。动漫产业所

创造的丰富资源， 为玩具产业带来了

大量的创意灵感和市场商机， 这使得

两者形成了密切合作的产业联合体。

2018 年 ， 日本的玩具市场额高达

8398 亿日元，其中以手办 、模型等为代

表的兴趣类玩具就占到了 1400 亿日元

的份额，也是玩具市场中占比最大的一部

分。 手办市场在日本连年走强，背后的主

要原因是动漫成为消费者与手办之间的

情感纽带。 日本的“70 后”“80 后”和“90

后”们从小就十分喜爱动漫，成年后对相

关手办也保持着很高热情，是手办市场的

主要支持者。而他们的这一爱好还将影响

下一代，支撑着手办市场稳步成长。

“高达”系列创作者富野由悠季就曾

表示：“现在制作高达动画片就是为了卖

手办。 ”手办作为动漫周边的产品之一，

多数不是版权方生产， 而是由版权方授

权给生产商，从中获取专利费。 不过，日

本一些玩具厂商除了购买版权外， 还会

主动参与到动漫制作中， 甚至开发自家

产品。 日本老字号玩具厂商寿屋就进行

了这样的尝试，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2002 年，寿屋拿下《星球大战?手办

的生产许可，从此进入国际市场。寿屋借

此扩大与美国出版商的合作， 并通过该

公司独特细致技术， 以及动漫产品的人

气， 逐渐成为世界知名玩具厂商。 2015

年， 该公司开始生产自创品牌 “机甲少

女”的组装手办，成为日本手办市场的热

销产品。 借着手办的热度，寿屋在 2017

年推出了 “机甲少女” 电视动画片，在

2019 年推出剧场版。 寿屋也成为日本首

个跻身动漫市场的玩具厂商。

对于手办市场的未来发展， 该公司

副社长清水浩代女士表示， 近年来手办

市场已经从此前的模型朝着可组装的方

向发展。 而手办市场得以发展的另一个

原因是，原来高价格、高质量的手办，正向

低价格、物有所值的方向转变，让消费者

可以用较低价格就能买到喜欢的手办。

影响手办市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

消费倾向的变化。以前，美系手办和日系

手办可谓泾渭分明， 市场销售具有很强

的区域性。近年来，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动漫传播范围扩大，手办市场的东西

文化融合也开始显现。例如，《火影忍者?

在欧美人气暴涨，《海贼王? 则非常受亚

洲消费者的追捧。清水浩代认为，在扩大

手办市场问题上， 一是要给消费者多创

造可观看、可接触的机会，虽然现在是网

购时代， 但如果能够直接观看和接触到

手办实物， 往往更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

欲望； 二是要区别于以往针对不同性别

顾客的开发理念， 需要研发具有人见人

爱魅力的产品； 三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手办也应朝着智能化方向努力。

“工匠精神”打造地方
特色卡通纪念品

强大的动漫产业同时也为文创产品

设计提供了人才支撑。在日本，不论是大

卖场或是狭窄街道， 各种样式的文创产

品无处不在， 只要你身处其中就很难空

手而归。 特别是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文

创产品，更是成为当地的一张活名片。

旅游业方面， 具有各地特色的文创

产品充斥着日本景区大大小小的商店，

各个景区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自

然风貌，设计出风格迥异的文创产品。因

此， 游客们在日本不同的景区很难见到

相同的文创产品， 即使是同款也会标上

“区域限定”的标志，成为只有在这里才

能买到的商品。

这些文创产品包括食品、 文具、玩

具、纪念品等，食品类大多根据本地特有

食材制作， 在包装方面有着明显的文化

特征与地区标识，地方特性极易识别；玩

具类与纪念品类大多以当地特色建筑或

景观为样本设计成卡通形象，很是亲民。

日本景区的文创产品在讲求“量”的

同时更追求“质”，日本的“工匠精神”让

这些产品做工精细、保证品质。

在生活中， 日本不同地方人文风

情各异。为了突出本地特色，有些地方

甚至连下水道井盖都设计出了新高

度， 在介绍当地特点的同时又美化了

环境。 就连日本各地的警察都有自己

独特的卡通形象。各地寺庙、神社等宗

教场所的文创产品更是各具特色，比

如包装精致的护身符等， 除了带有宗

教祈福的特点外，还是很好的装饰品。

也有许多神社将守护神加以卡通化，

例如京都伏见稻荷便设计出多款狐狸

形象的文创产品。

此外， 日本还根据地区特色设计

吉祥物，事实证明，一个呆萌可爱的卡

通形象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效益。 在许

多地方吉祥物当中， 最著名的可能就

是近年来人气爆棚的熊本县 “幸福部

长”熊本熊了。熊本熊最初设计目的是

以吉祥物的身份， 为熊本县带来更多

的观光及其它附加收入。没想到，熊本

熊依靠自身呆萌的形象和独特的授权

运营方式， 在日本国内及国外获得了

超乎想象的欢迎， 成为在世界上拥有

极高人气的吉祥物， 也让熊本县在全

世界获得了知名度。

（本报东京 1 月 19 日专电）

一周书单

“酷日本”助推文创产品“走出去”

日本文创产品之所以能够渗透到

日本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日本政

府主导产业发展方向与国民文化自觉

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经历了“政府主

导、全民参与”的长期探索和创新发展

的过程。

为了加强对文创产业的保护与支

持，日本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从

根本上保障行业的长远稳定发展。 日

本文创产业立法主要涉及 3 个领域，

分别为 “文化内容的监管与控制”“著

作权”和“文化振兴”。 日本民族的文

化自律意识为文创产业的发展奠定

根基。 行业自律要求生产者在开发衍

生产品的过程中，追求原创、精致的文

创产品， 这些都促进了行业的良性循环

发展。

重视文化产品的二次开发， 是日本

文创产业成功发展的又一秘笈。 在遵规

守矩中严谨传承， 创立文化产品的衍生

市场， 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 形成由漫

画 、动画 、游戏等衍生的人物 、文具 、玩

具、游戏、服装等构成的产业链。 日本文

创产业各个环节，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到

营销，都有统一的规划与管理。

为了推动文创产业“走出去”，日本

政府推出了“酷日本”战略，统筹融合文

化和旅游以及生产制造等行业， 推动日

本文化向海外输出。 该战略以对外传播

日本文化为导向，强调文创、动漫、旅游

等融合发展，通过强化政策供给、完善公

共服务等途径，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产品和服务。

在“酷日本”战略框架下，日本政府

围绕提升文化软实力陆续推出配套政

策。 主要内容有：输出“和（大和）”文化，

扩大海外受众范围。 资助动漫、音乐、游

戏等文娱数字产品海外推广和配套的外

语翻译、字幕和配音等；推动动漫与工业

品的联合营销和海外形象植入； 邀请海

外网红实地访游，借助报刊、电视和新社

交媒体平台以外国人的视角向海外宣

传、介绍日本各类文化资源等。

支持文化旅游企业海外布局，发展海

外受众群体。 推动品牌化战略，为中小企

业与熟悉海外市场的管理及产品设计人

才之间建立沟通渠道， 形成产品研发互

动，并予以资助；协助开展海外市场需求

分析，借助当地媒体进行联合市场营销。

设立“酷日本”基金，资助符合战

略导向的中小企业开拓海外业务。 协

同民间资本投资文创类企业， 以巴黎

为基地长期向欧洲展示日本文化产

品 ，构建营销-生产-反馈机制 ；借助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及其庞大的海外分

支网络，支援企业赴海外发展；以宣介

新商品、新服务、新技术、新价值的中小

企业综合展为平台，推介文化产品等。

发展入境旅游， 引入海外受众群

体。 在访日旅游宣介中，引入动漫、游

戏、影视等流行文化元素。在旅游资源

开发中， 以动漫等流行文化为主题整

合文化节庆、历史街景、特色商品等要

素， 向海外发行景区实地体验主题的

影视节目作品等。

（本报东京 1 月 19 日专电）

秋雨中的克拉科夫
凌晨五点， 拖着疲惫的身躯便上路

了 。 此行有两个心愿 ， 一是期待探寻
《辛德勒的名单》 里辛德勒工厂的真实
面貌， 感悟犹太谚语 “救人一命等于救
全人类” 的精神力量； 二是希望到访奥
斯维辛， 小心翼翼去触碰战争抑或是极
端民族主义带给犹太人的历史性创伤。

淅淅沥沥的阴雨让克拉科夫这座从
中世纪走来的城市更有历史感， 更使人
们伤怀于这座在近现代历史中几经悲惨
境遇的古城。 怀着几分激动， 在友人的
带领下来到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广场之一的
中央集市广场， 波兰历史上伟大的诗人、

革命家密兹凯维奇的雕像屹立在此。

密兹凯维奇雕像的斜对面是一座建
造于 14 世纪的哥特式砖砌建筑———圣
母圣殿， 据传该教堂的钟楼顶部每隔一
小时就会响起带有哀怨曲调的号角， 以

纪念 13 世纪波兰的著名号手。 他在蒙
古人袭击时发出警报 ， 被弓箭射中喉
咙。 不觉联想到二战期间， 克拉科夫发
生惨绝人寰的一切不幸地赋予这座教堂
“鸣钟” 以现代意义， 警醒生活在这里
和来到这里的人不能忘记克拉科夫之痛
和波兰之殇。

在圣母圣殿塔楼入口的墙壁上， 有
一尊雕像颇为引人注目。 他是波兰历史
上最强大的时期———波兰-立陶宛联邦
时期的国王约翰三世·索别斯基 ， 在
1683 年将维也纳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
围攻中解救出来。 这一胜利标志着奥斯
曼人不再具有威胁欧洲的能力。

登上 80 米高的圣母圣殿的塔楼顶
端， 俯瞰克拉科夫的心情格外平和， 克

市集市广场、 纺织会堂、 鳞次栉比的老
城住宅在阴冷的秋天里格外安详。

在一家当地人气较高的波兰餐馆午
餐后， 匆匆赶往瓦维尔教堂和瓦维尔城
堡 。 600 多年来 ， 波兰历代君主在这
里举行加冕仪式， 灵柩也都长眠于此。

它是天主教克拉科夫总教区的主教座
堂， 也是波兰的国家圣殿。 在 2010 年
斯摩棱斯克事件中罹难的波兰前总统卡
钦斯基的灵柩也被安置于此。

下午冒着大雨打车赶到 “心心念
念” 的辛德勒工厂。 工厂的外貌早已有
别于 80 年前， 但墙上醒目的碑刻和黑
白色调的犹太人照片瞬间将时间轴拉回
到 1939 年至 1944 年。 前一秒还沉浸
于对历史遗迹的惊叹， 历史的反差转瞬

将我拉回了现实， 心情顿时低落下来。

马不停蹄地找到当年的犹太人聚居
区 ， 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 恰逢市政修
路， 隔着铁栅栏注视前方的犹太区域，

脑中浮现的是纳粹德国当年在这片土地
上设立了无数铁栅栏， 在物理上、 心理
上强行将犹太人隔离了出去。

或许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克拉
科夫市区 60 公里以外的郊区， 体感温
度明显低于市区， 走入一号集中营区，

更加瘆懔。 布满电网的高墙和铁栅栏使
人无比压抑， 时不时有几只鸽子飞来往
去， 形成强烈反差， 使人不禁浮想， 曾
经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度过生命
中的最后时光。

一号集中营区的部分营房里展示了

纳粹德国在这里犯下滔天罪孽的证据，

包括堆积如山的鞋子、 眼镜、 行李箱、

灶具和衣物。 其中有一套一家三口的衣
物格外 “引人注目”， 从孩童的衣物来
看 ， 大概只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 此
外， 每个行李箱上也都写满了主人的名
字， 但他们却再也无法拿回去了。

快离开的时候， 在出口附近偶然发
现让人毛骨悚然的 “焚尸房”， 这正是
纳粹企图毁灭罪痕的铁证。 入口处立着
一块牌子 ， 冷峻地提示每一位游客 ：

“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被杀害了， 请进
入这个房间的所有参访者保持肃穆。”

来到二号集中营区的时候， 突然下
起了冰雹 。 第一次见到如此大颗的冰
雹， 以至于挡住了前行的路， 索性退回
游客中心躲避。 冰雨中的寒气让我打了
好几个哆嗦。 在回来的路上， 一幕幕场
景如电影画面般在脑中不断浮现， 第二
天晚上便做了一场梦。 梦到自己成为一
个被押往集中营的军人， 在无处可逃的
绝境中陷入万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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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克洛克可能的决断》

［新西兰］简·莱利

他的生活井然有序， 但还有空间容
得下像爱情这样不可预知的事情吗？

奥 利 弗·克 洛 克 如 他 的 名 字
（Clock， 时钟） 一样， 把一切都安排
得井井有条 ： 经营家庭葬礼的稳定工
作； 装有食物的冰箱； 装满彩色编码袜
子的抽屉。 在玛丽花店， 他发现了生命
中的挚爱。

一场悲剧夺走了玛丽的生命， 留下
了她的私人日记。他发现得太晚了，原来
玛丽暗中爱着他。面对空虚的生活、陷入
困境的业务、 即将来临的 40 岁生日和
一本他从未实现决心的笔记本， 克洛克
决心向爱情敞开怀抱。

一直埋藏感情的克洛克， 能学会拥
抱自己的可爱一面， 找到让他感觉完整
的女人吗？

(湖联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在蓝色的田野里》

［澳大利亚］ 杰玛·利维亚路

1922 年， 英国人鲁迪的哥哥埃德
加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法国失踪 4 年了。

鲁迪和他的母亲沉浸在悲痛之中， 努力
向前迈进。 神秘莫测的玛丽特意外地来
到这个家族庄园， 并自称是埃德加孩子
的母亲，鲁迪把她留了下来。

鲁迪被玛丽特迷住了，但他们都被失
去埃德加的悲伤束缚着。玛丽特还带来了
更多的问题， 而不是埃德加之死的答案。

怀疑可能会令鲁迪的家庭支离破碎。

鲁迪开始寻找真相， 他离开英国来
到法国，甚至更远的地方。真相会让他自
由地寻找和平，还是永远遮蔽他的未来？

(湖联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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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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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高达”模型在

日本玩具展上展出。

新华社发

 ②③动漫周边产

品。 （资料照片）

④外国参观者在

东京动漫展上与 “铁

臂阿童木” 合影。

新华社发
⑤东京秋叶原的

动漫一条街。

（资料照片）制图：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