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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影视与消费强IP的共舞空间，上海还能做什么
当“拍上海”的相册日渐增厚，影视产业链的“接入口”与日俱增

昨天，一则通知在影视圈热转：上

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向全市各影视

拍摄基地及取景地征集微视频。 通知

提到此举目的， 是为了形成产业聚集

效益， 让更多的热播内容带火一件商

品、一间茶馆、一幢楼、一条街、一片景

点、一座城市。 一言蔽之，上海有意识

要从影视作品的小切口撬动更大的消

费市场。

为什么影视产业能充当这根 “杠

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

特聘教授楼嘉军把影视作品比作一个

个消费 “接入口”，“所谓 ‘一业旺百业

兴’，影视产业是以文化为核心、相关联

产业共同支撑的复合型产业，可通过接

驳不同的产业实现综合效益的倍增”。

为什么上海能做这样的 “加法”？

数据显示，成立近六年来，上海市影视

摄制服务机构共协调了 674 个影视剧

组在沪取景。 即便 2020年在行业受疫

情冲击的背景下，亦有 21部电视剧、五

部电影确认或已在沪拍摄。“拍上海”的

相册日渐增厚，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影视

产业链的“接入口”与日俱增。上海社会

主义学院研究员张兆安由此判断：“上

海的产业资源禀赋优越、 要素市场齐

全， 在文商旅联动、 产业链延伸等方

面，具备要素与机制的双重沃土。 ”

基于这些认知， 上海此番借微视

频来采撷更多取景地的故事， 深意在

于———放大影视与消费两大强 IP 的

共舞空间，尤其注重打通创意经济、体

验经济、 虚拟经济等新兴领域和影视

产业间的融合。

由“懂的人 ”开启更
丰饶的“影视+?费”地图

静安别墅， 上海旧式里弄的一张

名片。弄堂向?，可投身繁华的南京西路

商圈，往南则会与海派丰盛里撞个满怀。

而在店主傅小姐看来， 静安别墅如今还

有另一张“招牌”———电影名场面。

四年前， 小傅相中里弄对面威海路

的沿街商铺，自己创业做买手，为都市丽

人寻觅通勤服。 顾客有了积累，2019 年，

她盘下静安别墅内一小间店作为分号，

“原想留一片闹中取静的天地跟闺蜜喝

喝茶，没想到许多喜欢‘冬冬’的小姐姐

来打卡，路过时成了店里的新朋友”。 她

口中的“冬冬”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里

的小男孩，去年国庆档，大银幕上中国女

排夺冠，少年冬冬一哭成名。后来静安别

墅里的小店主们发现，常有客远道而来，

专为倚着红色砖墙合影一张，“那里，是

冬冬手扶电视机天线的地方吧”。被电影

的取景框打开了“可消费”场景，小傅于

是萌发畅想，若能把商圈、电影场景、丰

盛里改造后的跨界潮牌和音乐 Live

House 融入静安别墅的 “背景故事”，人

气一定更旺。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正在做

的，或能满足小店主的期待。上海市广播

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驻会副会长于志庆

透露，此次取景地微视频的征集重点即在

乎“让‘懂的人’讲故事，尤其讲周边人文

环境的故事”。 这不仅是为影视作品提供

更为契合的物理空间，更让受众愿意为了

空间蕴藏的历史、意义、意象而买单。

可以想见， 入选的微视频上传至专

门抖音账号后，一本“不下线”的《上海影

视拍摄指南》即将成为上海提升影视企业

营商环境的又一次系统升级。 如此一来，

镜头下的上海不再是单纯背景板，而是能

参与叙事，能连同那些让人心头一颤的剧

情常驻人心，也才能够触发人们想实地走

一遭、体验一回、消费一把的冲动。

张兆安持相似观点：“上海是有着深

厚历史文脉的国际化都市， 也是拥有红

色血脉的光荣之城， 这些城市强基因都

能与影视内容对接，关键需要融合，而非

强植入。 ”此前，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成功示范了爆款演出对红色景点的激

荡效应 ；电视剧 《最美的乡村 》缔造了

脱贫攻坚题材为乡村旅游 、 非遗产品

“当向导”的佳话。 “拍上海”的作品为这

座红色之城、人文之城引流，亦需要一批

懂上海、 爱上海的人将城市深处的魅力和

盘托出。

让 “不设限的产业 ”共
同实现综合效益的倍增

这些年，《我的前半生》 里贺涵偏爱的

“深夜食堂”火了；唐晶的家、王漫妮向往的

栖身之所、 房似锦的上班途经地都指向了

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楼，许多人以此为原点，

远望陆家嘴、步入外滩源，呼吸上海的时尚

与经典；而《谁说我结不了婚》与《幸福，触

手可及》同时带热的卡丁车场，已在年轻人

的国庆假期行程单上拥有一席之地。

景点留念、美食同款、时尚潮玩……看

起来，上海取景为文商旅提供的“可消

费”场景渗透到了城市生活的每一处。

不过， 楼嘉军提出更开阔的思路———

“影视+”之外 ，不妨放大 “+影视 ”，即

让消费市场主动对接热门影视； 附加

的除了传统消费市场外， 更应注重与

体验经济、 创意经济、 虚拟经济以及

5G 等高新技术赋能的产业相融合。

学者注意到 ，除了经典 IP，许多

原创影视作品的市场效应很难预设。

“+影视 ”则不同 ，那是消费市场的顺

势而为。 “各种产业都可以主动拥抱、

对接影视作品伸出的‘接入口’。 ”他以

《卡萨布兰卡》为例，那间后来成为游人

刷情怀的爱情胜地，其实是电影爱好者

在重看无数次影片后，把“我刚好走进

你的那间”咖啡馆实地复制了出来。“那

是体验经济在几十年前的样貌。 而今，

手握大把热门 IP 的上海影视产业，以

及拥有更多高科技、新经济的上海消费

市场，其实需要一场多维度的奔赴。 让

不设限的产业在更深层次互动中打开

想象空间，实现综合效益的倍增。 ”

可以试想这样的场景： 某都市剧

晋升新爆款后， 剧中人驾车赴约的爱

情名场面被车企幻化成 VR 场景体

验； 剧中借新一代航拍仪表白的一幕

被 5G 运营商带入到万物互联的魔法

空间……消费体验似乎无有尽头。

“对消费市场的畅想其实也在倒

逼影视内容的生产者。”上海大学温哥

华电影学院院长蒋为民提醒， 所有影

视作品为消费引流的前提， 是受众心

甘情愿为 “IP 体验 ”买单 ，“正本清源

地看，需要作品本身过硬”。 她说：“现

在的‘007’系列电影常会向世人展示

最新款跑车，电影为汽车引流，前提是

先有一个‘007’强 IP。 《罗马假日》几

十年来都是全球消费者的旅游宝典，

因为它首先有了让人念念不忘的共

鸣。 ”好的作品在先，内容本身散发的

市场影响力才能绵绵不绝。

坚守还是求变？文坛成名大家如何与“创新焦虑”共处
著名作家刘心武、莫言、?安忆、贾平凹、迟子建的新作集中出版，引发广泛关注

最近 ， 文坛成名大家新作集中面

世———莫言交出了诺奖后的首部小说集

《晚熟的人》，并玩起了抖音直播；王安忆

最新长篇《一把刀，千个字》首发新鲜出

炉的今年第五期《收获》杂志；刘心武的

最新长篇《游轮碎片》赶了回时髦，运用

“碎片式”叙事方式，勾连出八个家庭、四

代人的故事； 贾平凹一口气产下 “双黄

蛋”《暂坐》《酱豆》；迟子建则以最新长篇

小说《烟火漫卷》，为生活了 30 年的哈尔

滨立传……

纯熟的叙述之外， 这些成名较早的

作家会否背负“创新焦虑”？ 面对市场与

评论界的高期待， 他们倾向于沿着既定

的文学脉络滑行， 还是力求带来陌生惊

喜的阅读体验？ 交织着“守”与“变”这两

股“惯性”，他们交上的作品答卷，对理解

当代纯文学版图动态或能带来启示。

试图打破魔咒，寻觅一个
“新的自己”

在最新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

中，王安忆从清代袁枚的诗句“月映竹成

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进入，以一位

淮扬名厨独特的成长为叙述线索， 他生

于冰雪的东?， 记忆却从因避难而被携

来上海寄居的亭子间开始。 启蒙于祖辈

扬州乡厨的鲜活广博， 蜕变于上海淮扬

系大师的口授身传， 后来在纽约法拉盛

成为私人定制宴席的大厨……就如他精

神世界的启蒙源自 《红楼梦》《黄历》《易

经》一样，不同地域间舌尖上的美味，变

与不变之间， 其实开阔出另一番融汇天

地与自然体悟的精妙世界， 而时代更迭

反复冲刷下的个人命运与抉择， 也呈现

了民间记忆的多重视角。

“一次地中海的邮轮之行，八个家庭

的红尘翻覆，447个片段的精致跳荡，四

代人的昔日今生。”78?作家刘心武在新

作《邮轮碎片》中，以“碎片化”叙事方式

颠覆着读者对小说的认知与阅读。 事实

上， 几十年来刘心武在文本叙事的 “冒

险”从未止步。1984年他写的《钟鼓楼》结

构更接近“橘瓣式”，各个家庭或人物的

情节自成一个“橘子瓣”，合拢起来，则构

成钟鼓楼下小市民生活的 “整橘子 ”；

2013年的《飘窗》类似“扇面式”，以一个

人物出场便扬言要犯罪的悬念引领，仿

佛一把折扇的扇轴， 由此逐步打开小说

的扇面，展示出林林总总世俗景观。到了

《邮轮碎片 》，采用更为 “先锋 ”的结构 ，

400多个“碎片”勾连出八个家庭的故事。

“之所以选用‘碎片式’结构，或多或

少受年轻一代的影响， 不少人习惯碎片

化手机阅读，在新的阅读趣味面前，我选

择融入而非拒绝。”刘心武坦言，《邮轮碎

片》尝试把丰富的信息分割为片断，诱导

读者将小说碎片自行“拼装”，再整合为

世道人心的图像。作家梁晓声评价，刘心

武用“百衲衣”的方式，将诸多碎片缝制

出一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

迁史，让人感觉很“另类”，同时又很传统。

孜孜求变的，还有试图打破“诺奖魔

咒”的莫言。 他做起短视频博主，给新书

“带货”，还联手出版方发起“寻找晚熟的

人”话题，上线当天视频点赞数超35万，

《晚熟的人》首日销量破1.5万册，还冲上

当日热榜。 在直播中回答年轻网友问题

时 ，莫言坦言 ，要超过自己 ，并不容易 ，

“现在写作的状态是举步维艰，比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困难更多了，随着自己的积

累越来越多， 就不想重复别人用过的办

法，也不愿重复自己已经写过的东西，可

要完全做到不重复也很难。 ”在他看来，

“晚熟”更像是一种期许，“一个作家或艺

术家，过早成熟了、定型了，创作之路也就

走到了终点。 但我希望不断超越旧我，求

新求变，而不是过早故步自封。 ”在新书里莫

言索性把自己也写进了故事：一个叫“莫言”

的人，荣归故里后，看到的荒诞和现实。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晚熟” 说不定会

成为一个流行词，“这里面有智慧， 也代表

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

明明是前浪， 在沙滩上打个滚站起来又变

成后浪，这就是晚熟的精神。 ”好友毕飞宇

的读后感 ， 或许能道出不少读者的心

声———《晚熟的人》里“既看得到标准的莫

言，浓烈油画般的；也读到简单线条版的莫

言。 在老莫言之外，又跑出一个新莫言。 ”

虚虚实实间， 期待更酣畅
淋漓的文学表达

“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度，还是在情感

浓度上，我与哈尔滨已难解难分，很想对它

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 ”继《群山

之巅》后时隔五年，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

漫卷》 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 于作家而

言，更是多年阅历积淀的集中释放。

在人间烟火的笼罩下， 一座自然与现

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一群形形

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 于 “烟火漫

卷”中焕发着勃勃生机。穿行在《烟火漫卷》

中的凡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刘建国驾驶的爱心救护车， 仿佛人性

的犁铧，犀利剖开现实种种负累，钩沉

历史深藏的风云。不管是生于斯，还是

来自异乡，他们在来来往往中有哭有笑，

为长夜中爱痛交织的彼此，送去微光。

不光是迟子建，“高产长跑选手”

贾平凹也对过往的人生历练展开全面

盘点。 《暂坐》与《酱豆》是他创作的第

17 部与 18 部长篇小说， 不少读者惊

讶于贾平凹强烈的倾诉欲， 但在作家

看来，这却再自然不过———“我是太热

爱写作了，如鬼附体，如渴饮鸩。 一方

面为写作受苦受挫受毁， 一方面又以

排泄苦楚、惊恐、委屈而写作着，如此

循环，沉之浮之。”《暂坐》是贾平凹第二

部城市小说，也是他首部都市女性视角

小说。《酱豆》则是贾平凹写给自己的小

说，全书从《废都》修订再版开始，回顾

了这部争议之书的跌宕命运，交织着作

者的心路历程、 小说出版后的境遇等。

小说中，“贾平凹”成为叙述者，既是小

说中一个角色，也是现实中的他自己，

虚虚实实， 模糊了现实与虚构间的界

线。借回顾《废都》创作过程，贾平凹重

塑了那个他创作《废都》的年代，也抛

出对时代的探究、对人性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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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晚熟

的人 》打

破 “诺奖

魔咒”。

荩《酱

豆》是贾平

凹写给自

己的小说。

荨迟子

建用 《烟

火漫卷 》

为生活了

30年的哈

尔滨立传。

（均出
版方供图）

■今天的“上海取景”在影视基地、浦江岸线、梧桐林荫道之外又多
了许多选项。 过去几年，智慧湾、创智天地、徐汇滨江、HQ天会（原凌空
SOHO）、半岛1919、老场坊1933、上海国际时尚中心、静安·新业坊等
新空间，被数十部影视作品青睐，成为观众“再发现”上海的渠道之一

制图： 李洁

荩长宁区标志性建筑 HQ 天会。 本报记者 袁 婧摄

茛坐落在汶水路 210 号的静安·新业坊。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知史”中汲取力量，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上接第一版） 预备年级的学生代表来到位于

杨浦区的上海国歌展示馆。 在这里， 同学们

第一次以如此亲近又震撼的方式了解国歌背

后的故事。 当雄壮的 《义勇军进行曲》 乐曲

响起 ， 大家自动站齐 ， 齐声高唱 。 在这里 ，

同学们接受了深刻的思想洗礼： 要发扬国歌

蕴含精神， 努力学习、 共同奋斗， 担负起实

现中国梦的重要责任与伟大使命。

在洋泾社区， 六师二附小以 “洋泾文化”

为主线， 开展红领巾暑期寻访活动， 通过走

一走、 看一看、 想一想、 拍一拍、 写一写等，

让少先队员了解洋泾历史 ， 感受洋泾文化 ，

树立洋泾少年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顺着洋泾

河， 队员们来到洋泾港原址， 感受昔日车船

繁忙的航运景象； 在民生艺术码头， 浦东滨

江新地标透着满满的艺术时尚气息……两个

半小时的寻访体验， 增进了学生们爱党、 爱

国、 爱浦东的情感。

以开发开放前辈们为榜
样，勇担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 今年

是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 ， 不少学校的 “四

史” 学习教育都把这段催人奋进的开发历程

植入其中， 号召青年学生以前辈们的奋斗精

神为榜样， 努力学习、 勇担使命， 将来为建

设浦东、 建设上海、 建设祖国作贡献。

在浦师附小，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带领学

生们走进国网浦东供电公司 ， 参观 、 学习

“百年浦电、 光耀浦东” 专题展示。 浦东供电

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 取得了令人振奋的

累累硕果： 从最开始仅能点亮街道和居民家

庭， 到如今能坐看黄浦江东岸璀璨灯火， 陆

家嘴摩天高楼灯火通明、 张江科学城熠熠生

辉……一代代浦电人根植于这块热土， 挥洒

智慧和汗水 ， 以创造和奉献践行初心使命 ，

以智慧和汗水书写百年电力传奇， 用成就推

进浦东的发展建设。

这是一堂生动的 “四史 ” 学习教育课 ，

每位队员都认真倾听， 用心感受。 百年浦电

的发展历程振奋人心， 也给少先队员们带来

了宝贵的收获与启发。 四年级学生王凯昕留

下了这样的感悟： “童世亨、 童受民和黄炎

培先生， 带着对光明的无限向往， 不畏艰难，

创立了浦电公司， 为当时的浦东人民带来光

明 。 作为一名生在浦东 、 长在浦东的少年 ，

我亲身经历着浦东、 上海乃至全国的高速发

展， 更时刻感受着肩上的责任。”

二年级学生郁梓麟写道： “通过参观学

习， 我明白了 ‘创业难、 守业更难’ 的道理。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 我们要珍惜如今的美好

生活， 不忘历史， 刻苦学习， 努力成为有担

当的新时代少年。”

航头学校与航头镇团委携手开展 “学

‘四史’， 明责任， 创未来， 同心向党， 奋斗

有我” 系列活动。 在一场主题团日专题课上，

一件件充满年代感的老物件、 一张张斑驳泛

黄的老照片 ， 无不诉说着浦东的今昔变迁 。

趣味互动、 问答环节、 彩笔绘未来……队员

们通过活动， 切身感受到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

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航头学校党支部

书记朱春蓉勉励少先队员们： “要深入学习

‘四史’， 以史为鉴， 爱党爱国， 继承浦东开

发开放先行者的斗志， 担负起建设祖国、 建

设家乡的重任。”

航头学校七年级学生唐泽航说： “我们

青少年一代 ， 要自觉担负起建设国家的使

命 ， 要传承浦东勇当标杆 、 敢为闯将的精

神， 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上海：丰收节展示乡村振兴累累硕果
（上接第一版）

近日， 位于沪浙交界的山塘老街举行了开街仪

式， 南?山塘老街以全新面貌展示在众人面前， 通

过打造复古风格改建店铺， 再现老街鼎盛时期的繁

荣景象。 目前， 山塘老街已开设米行、 酱园、 杂铺

茶馆、 酒肆等， 市民游客除能在此品饮、 休息外，

还能通过陈列的老物件领略 “百年供销风情”。

沪郊打造美丽家园 、 绿色田
园、幸福乐园

对于上海来说， “中国农民丰收节” 不仅要庆

祝农业生产的丰收， 更要展示乡村振兴建设结出的

丰硕成果。 近年来， 沪郊农村打破农民增收瓶颈、

城市固化空间、 乡村治理条条框框和农村产业壁

垒， 努力打造美丽家园、 绿色田园、 幸福乐园。

例如，奉贤区以“三园一总部”、农艺公园田园综

合体为抓手，构造沿黄浦江南岸、金汇港、杭州湾?

岸“大地生态商务带”。 实施“倍增计划”和“双富工

程”， 三年内农民资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翻番，既

富“脑袋”又富“口袋”。开展“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创

建，实施“美丽乡村·美丽约定”，给村民发放现金奖

励 6 亿多元。 提升“百村”系列品牌（百村实业、百村

科技、百村富民）的“造血”功能，为 100 个经济薄弱

村累计分红 4.3 亿元，去年每村分红 107 万元。 “乡

村振兴示范村” 吴房村引进 32 家公司、117 名本科

生和研究生，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农业大区金山区坚持以 “三个百里” 建设为抓

手， 奋力走出一条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之路。 在全市

率先开展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区、 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区创建。

打造以 “一葡二桃三莓四瓜 ” 为核心的品牌农产

品， 先后获得 8 个国家级金奖， 形成上海首家全域

全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金山味道 ”， 30

多种金山优质农产品进驻盒马鲜生、 叮咚买菜等电

商平台， 走进久光、 百联等大型商场。 先后引进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3 家。

青浦区累计创建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47 个 、

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14 个， 并力争三年内实现长

三角示范区先行启动区内 42 个村区级美丽乡村全

覆盖。 目前正在统筹 3 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

（重固镇 S26 ?部 5 村、 朱家角镇沈太路 7 村和练

塘镇朱枫公路 7 村） 及 1 条蓝色珠链建设 （金泽镇

西岑科创小镇 4 村串连）， 重点推进市政道路和农

林水田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以

及农村产业联动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