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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旋律不止是“气氛组”，音乐消费成游戏IP运营新风口
打通玩家与乐迷的圈层，沪上游戏产业以精品意识深耕音乐垂直赛道

一周内售出 2.5 万套！ 上海鹰角网

络旗下手游 《明日方舟 》此前推出首张

音乐专辑《回响》及黑胶唱片套装，迅速

俘获一众玩家的耳朵。 不光是唱片的市

场战绩骄人，这款游戏前不久举办的音

乐会开票一分钟， 近十万张门票售罄；

官方录播视频上线哔哩哔哩后播放量

近千万次，获 9.9 点评高分……

这串醒目的数据，正是上海新兴游

戏品牌以精品意识深耕音乐垂直赛道、

探索“游戏创新之城 ”发展新模式新路

径的缩影。 对于能够在玩家心中留下烙

印的经典游戏来说，原声音乐旋律不止

是“气氛组”担当，也是提升游戏体验 、

激活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 具有高黏

度、高频消费能力的粉丝特性 ，让二次

元音乐成为游戏 IP 版权运营市场的新

风口。 业内认为，随着用户审美的觉醒，

玩家对视觉呈现与听觉享受提出了双

重诉求；而游戏音乐本身的情绪代入感

和感官传播力， 也为游戏 IP 实现跨界

推广、持续保鲜注入动能。

“被游戏耽误的唱片
公司”？大规模、高密度音
乐叙事在圈内少见

比起有的游戏只是简单地把 OST

（意指 “原声配乐 ”） 放到网上 ， 《明

日方舟 》 会为游戏新章节推出符合故

事气氛的乐曲 ， 甚至专门策划了虚构

的音乐发行商———塞壬唱片 ， 在多个

音乐平台都设主页以及官方网站 。 眼

下塞壬唱片累计 “发行 ” 了 48 张专

辑， 曲风涵盖交响乐、 民乐、 流行风、

嘻哈摇滚等 ， 如此大规模 、 高密度地

运用音乐叙事 ， 在手游乃至整个游戏

业界都相当少见。

难怪有玩家给开发商鹰角网络取

了外号 “音角网络”， 还半开玩笑称这

是一家 “被游戏耽误的唱片公司”。 以

《明日方舟》 跨界举办的音律联觉专场

为例 ， 两小时演出含乐队演奏 、 舞蹈

表演、 演唱等， 官方录播在 B 站独家

授权上线 ， 当日即登上热搜榜 ， 位于

平台热门综艺榜第二。 不少玩家留言：

《明日方舟》 的二次创作氛围火热， 角

色立得好 ， 和这种另辟蹊径的手法也

有关系。

比如 ， 音乐会开场传来心跳声以

及呼吸机的沉重喘息 ， 全息投影的女

主角阿米娅从屏幕上缓缓转身 ， 拉着

黑色小提琴 ， 旋律从空旷悠远再到渐

渐扬起 ， 契合了游戏序章剧情 “切城

夺还战 ” ……正如游戏制作人海猫络

合物在幕后记录中所说 ： “音乐的节

奏感和其中蕴含的情绪 ， 往往能够更

加直观地表达出其他艺术形式难以直

接描述的东西。”

这也就不难理解，《明日方舟》将音

频创作视为游戏创新与内容研发的重

心之一，擦出两者“破次元壁”的跨界火

花，也打通了玩家与乐迷的圈层。 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泛文娱领域逐渐走

向融合的当下，一款优质 IP 的开发，涉

及文化创作的方方面面，衍生音乐作为

载体， 除了服务于故事和游戏本体，也

有助于唤起玩家的记忆共鸣，营造更丰

富的沉浸式感官体验。

将音符嵌入“最佳位
置”，回归游戏作为文化产
品的属性

有专业人士感慨：音乐制作是一条

漫长而缜密的工序链，如果把游戏比作

一座巨塔 ，音乐就是特殊的木材 ，音乐

团队的职责不只是准备材料，更要将它

嵌入到最佳位置。 换句话说，音乐要出

彩，不能停留在附属品，而需融入情境、

诠释人物 ，成为游戏传达感情 、呈现世

界观、文化输出的重要维度 ，回归游戏

作为文化产品的属性。

除了拥有作曲和配音团队 ， 游戏

《原神》已上线的原声音乐集中，蒙德地

区的音乐邀请伦敦爱乐乐团演奏，璃月

地区音乐则由上海交响乐团和民乐演

奏家奏响。 经典 BGM 一响起，玩家“秒

回”游戏场景，“一首歌的时间 ”发酵出

丰富情绪。

正因音乐与画面相得益彰，严肃音

乐也借助二次元文化流行风潮，被全球

更多 Z 世代接受喜爱。 比如，为了传递

客栈、仙山、梯田、红叶等东方意象的美

感余韵 ，负责 《原神 》璃月音乐制作的

HOYO-MiX 团队以管弦乐做基底，融入

国风音乐 ，穿插笛子清脆音色 、二胡极

强叙事性的表达、 古筝优美和声等，让

玩家在音乐维度体验穿梭不同文明国

度的冒险感。 其中，《皎月云间之梦》上

线音乐平台后， 不仅在国内收获好评，

更让海外玩家直呼“惊艳”，激发了更多

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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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错位，败也错位
关于张一白、《燃野少年的天空》和歌舞片

张一白导演的新片《燃野少年的天

空 》 是今年暑期档最被寄予厚望的影

片，因为有同个制作班底的剧集 《风犬

少年的天空 》成功在前 ，又叠加青春歌

舞，团结活泼正能量 ，仿佛是面面俱到

的爆款品相。 然而，《燃野》上映第一周

票房刚刚过亿 ，而上映三周的 《中国医

生》票房破 12 亿元。 《燃野》的实绩，远

低于预期。

导演不变，编剧不变，男主演不变，

甚至连男主角的名字都叫“老狗”，播放

率和口碑双赢的 《风犬 》何至于沦落成

既不叫座更不叫好的《燃野》？ 以及，歌

舞综艺年年火爆，观众听歌看舞的愿望

强烈，为什么电影市场里的歌舞片却十

年、五年才出一部 ，这稀缺的每一部还

都反响平平终至于沉寂？

“Z世代”和“千禧一代”
的错位相遇

《风犬少年的天空 》在社交网站上

的口碑评分，经历高开、低走、又缓慢回

到相对的高位。 剧集开播时，得分一度

飙到 9.4 分，播出中途，跌到 7 分区间，

风评呈现两极分化的拉锯 ， 全剧完结

后，因为部分剧迷的二刷、三刷，它的评

分又升到 8 分以上。

这是 B 站出品的第一部剧集，事实

上，它得到的起伏反馈，正和它的“出身

背景”息息相关。 “不知后事如何”一路

追剧的观众 、 和剧集完结后把它当作

“完整作品”要求的观众，网络原住民的

观众 、 和带着传统电视剧期望值的观

众， 热爱发弹幕互动式观看的观众、和

渴望在自洽的戏剧故事中代偿情感的

观众，对这部剧集给出的评论是针锋相

对的。 如果笼统地概括，那些南辕北辙

的议论撕开了宛如平行宇宙的两个代

际———B 站的主要用户“Z 世代”和豆瓣

的主要用户“千禧一代”。

重庆，解放碑下，万家灯火。 《风犬》

故事设置的时间背景是 2004 年， 主角

“老狗”和伙伴们高三，正在成年的门槛

上。推算一下，剧中人是“85 后”，在剧集

播放的 2020 年秋天， 他们的年纪都奔

着 35 岁去。 这是一部在 B 站平台独播

的网剧，这意味着 ，它的目标观众并不

是基本已经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的

85 后和 80 后。这是《风犬》的最明显“错

位”：故事里的人和故事试图吸引的人，

不是一代人。 《风犬》改编自编剧本人的

小说集 《疯犬少年的天空》， 编剧是 90

后，小说写他在初一、初二的经历，在这

里，改编也制造了代际错位 ：青春类型

剧的主角须得是沾着成人世界的准成

年人，“小小少年”在类型细分中直接掉

到儿童片的低龄受众群。 于是，《风犬》

呈现了奇异的层叠错位，一群虚构的 85

后角色 ，演 90 后的童年往事 ，给 00 后

初成年的年轻观众看。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多 80

后观众在看剧集时感到了冒犯： 他们以

为能在“老狗”的高三生活中找到往日的

共鸣，结果发现“时代的眼泪”被制造成

他们无法接受的商品。 没有完整的戏剧

线索，没有传统的人物生长谱系，漫画式

的人设，碎片化的段子集合，二次元画风

的内心戏外化，夸张的表演……80 后观

众在社交网络上抱怨这部剧 “徒有虚

名”，感慨自己的青春往事成了被消费的

符号，质疑“00 后观众怎么这么容易满

足”。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代人指控的“缺

点”，恰恰是吸引另一代人的“特点”。

一句话概括《风犬》的内容，就是学

渣“老狗”经历的高三一年———初恋，失

恋，丧父，高考，朋友的意外死亡 ，在嘻

嘻哈哈间，完成残酷青春的洗礼。 因友

情、亲情和爱情而起的极端事件 ，这在

青春叙事里是严重套路化的窠臼。 但是

点开《风犬》的第一集，随着重庆老城区

万家灯火扑面而来的是满屏弹幕，一片

“哈哈哈”和“好亲切”。 身为网络原住民

的 Z 世代观众，他们的观看期待不是严

密剧作输出的核心情节和具象的人物，

反而是泛泛而谈的家常、被放大的生活

细节以及人物性情的某些突出特点，更

能激起观众“感同身受”的认同感。 这一

届观众其实不那么在乎作者写了什么，

他们本来就不满足于单向度的接受，在

当代大众流行文艺作品中， 作者已死，

作品在观众脑补和阐释的互动过程中

完成———剥离了 《风犬 》的弹幕来谈论

它的风评和观看量，是没有意义的。

《风犬》得到的好评集中于“好有电

影感”和“想起我自己”，问题是，一部在

线观看的剧集制造的是什么“电影感”？

以及， 有多少观众会在高三混社会、谈

恋爱以至于鸡飞狗跳？ “电影感”和“现

实感”都是修辞。 在谈论一部虚构作品

的“现实”时，真正的议题不是它是否复

刻现实，而是视听怎样在观众内心激发

了现实认同。 这就指向导演张一白及其

团队在创作中最擅长的特点：用带着强

烈装饰感且精密组织的视觉文本，偷换

“生活 ”，让观众感慨 “被强烈电影感的

画面打动了，好像看到了自己”。 这样，

越是稀薄的剧本，在宛如生活流程的散

文结构中，越是有利的。

出现在画面上的 “明明普通却异常

自信”的老狗和“品貌兼优的校花”安然，

他们的形象是校园生活浓缩的符号，演

员的表演传递的是 “少年感” 和 “氛围

感”，他们是大而化之的“那一类”，而不

是明确的“这一个”。 在生活流的虚构进

程中， 这些浮夸的年轻人成了接纳观众

情感的容器。于是，能多大范围地实现情

感发酵，才是衡量作品完成度的标准。

从未形成的歌舞片消费惯性

《风犬》剧的巨大成功，使得作为它

衍生作品的电影 《燃野少年的天空》被

给予额外期待，它出现在电影放映行业

焦虑于年轻观众持续流失的时刻。

不知是否巧合，《燃野》 上映之际，

一篇名为《电影院失去 00 后》的文章正

在社交网络中流传。 文中列举了一串产

业数字：猫眼数据在 2018 年复盘 2016-

2018 三年暑期档，指出“35 岁以上观众

占比逐年增加，24 岁以下观众下降”趋

势； 疫情来临前的 2019 年全年报告显

示， 中国观众的平均观影年龄超过 29

岁，30-34 岁观众是新的观影主力人群；

从 2017 年到 2019 年，平均观影年龄呈

现 28.2、28.7 到 29.2 的阶梯递增； 一项

针对 00 后和 05 后的统计显示，年轻人

“学习之外的自由时间的选择” 依次是

“社交聊天，看视频 ，玩网游 ，逛电商 ”，

“去电影院”的选项远不靠前。 在那篇采

访影院困境的行业分析文章中，一位影

院经理感叹自家的 00 后闺女 “免费来

电影院都不肯”，因为“电影院里既不能

快进，也不能倍速，还没有弹幕”。 这句

有感而发何尝不是触到《风犬》的症结，

没有在线播放和互动观看的环境，它能

多大程度地被认可呢？ 《燃野》力不从心

的票房成绩回答了这个问题。

“把 90 后的经历虚构到 80 后的角

色身上 ，讲 00 后要看的故事 ”，这套错

位的策略用在网剧上是成功的，但是到

了大银幕上，成了各方不讨好的尴尬。

《风犬 》和 《燃野 》的目标观众始终

明确，也一致。利用 B 站的平台，它被点

对点地推送给它所针对的网络原住民

观众，出圈后遭遇了质疑，那属于“上了

年纪观众的误入”。 《燃野》既没有像预

期地垂直吸引 20+的观众， 却让电影院

的常客———30+观众重复了他们在社交

网站上对《风犬》的差评，“尴尬”是大写

的关键词。

各种各样的统计都指向一个共识，

Z 世代已没有把电影院当作社交和娱乐

主要选项的习惯，对于 20+的这个人群，

电影《燃野 》的内容和形式的强度都不

足以吸引他们。

《燃野 》的编剧里则林在自传色彩

的小说《疯犬少年的天空》里写到，8 岁

时和姐姐到了 “阿拉都是上海银 ”的大

城市，男孩在电视上看到 《将爱情进行

到底》， 一群哥哥姐姐们在大雨中奔跑

的画面，让他内心澎湃。 在电影《燃野》

里， 重要的歌舞段落都发生在大雨里。

但抒情的语境却完全不同了。 《将爱》的

男主角杨铮和第一次看到 《将爱 》的里

则林 ， 都是从外省小镇初来乍到大都

会，地缘的、语言的、街头风貌和人的行

为习惯，都在物理和生理层面给年轻的

异乡客带去强烈冲击。 在赛博社区里长

大的网生代，对这样的区域落差冲击很

可能无感，网络的天涯共此时荡平了远

方的未知，也让焦虑无处不在。 《燃野》

老狗离乡背井 ，去的并非大都会 ，但他

被发配的复读学校和女主角 “杂草少

女 ”所在的女校之间的对立 ，是微观的

阶层景观。 20 年前的青春片，核心是“留

在大城市”，与此相关的欲望的实现与破

灭，成为爱情和友情的底色，随着这个大

前提和语境的消解，《燃野》在“海南观光

片”的画面中，无法给出一种有效的戏剧

呈现，回应这个时代年轻人梦想和欲望、

友情和爱情此消彼长的拉锯。

于是只能转向歌舞的抒情。 这就触

到中国电影产业的隐痛———过去 20 年

电影市场增量巨大，市场对电影类型多

元化要求强烈 ， 但歌舞片始终没有突

破。 历数过去 20 年有话题、有影响力的

歌舞片，只有 2005 年陈可辛导演的《如

果·爱 》和 2015 年杜琪峰导演的 《华丽

上班族》， 这两部电影的票房都远谈不

上理想。 《如果·爱》和《华丽上班族》的

败笔在于它们的剧作都和年轻观众的

愿景是对立的，《如果·爱》 是伤痕累累

的中年人回望自己被践踏的青春 ，《华

丽上班族》是顽固的老年人在阴谋重重

的职场笑到最后， 无论哪一种叙事，都

是反励志的，成熟导演所持的批判立场

也让歌舞的抒情色彩变得肃杀。

《燃野》吸取足够教训，避开老气横

秋的陷阱，17 岁的女主角在楼顶载歌载

舞的情境，也透着天真天然的娇憨。问题

来了，电影散场后，有哪一段原创歌舞能

给观众留下印象？ 一部歌舞片不能留下

哪怕一支朗朗上口的曲子， 打着青春旗

号的歌舞，无法在真正的年轻人中流传。

继续追问下去， 这些年歌舞综艺年年火

爆，但是能在年轻人中传唱的新歌，有几

首呢？ 如果没有本土音乐原创能力的支

持，歌舞片的观众基础又从何谈起？

说起来 ，《燃野 》里最生动的 、也真

正谈得上“又燃又野”的段落，是人到中

年、戏里戏外都为人父的黄觉，在《失恋

阵线联盟 》的歌声里跳起尬舞 ，那是草

蜢在 1990 年唱红的歌。 那一刻， 借用

《风犬》 女主角娇娇的台词来形容：“真

是透着超越年龄的做作啊。 ”

B 站出品的 《风犬
少年的天空》 曾获得巨
大成功，使得作为它衍
生作品的电影 《燃野少
年的天空》 被给予额外
期待。然而，它出现在
电影放映行业焦虑于年
轻观众持续流失的时刻，
同时触及了中国电影产
业的一个隐痛———过去
20 年电影市场增量巨
大，市场对电影类型多
元化要求强烈，但歌舞
片始终没有突破。

① 《燃野少年的天空》 剧照。

② 《风犬少年的天空》 海报。

① ②
制图：冯晓瑜

匠心守护红色文脉 让上海城市软实力的神韵魅力彰显
（上接第一版）而在清洗了一楼部分外墙

后，他们发现，该建筑外侧立面使用的是

花岗石，内侧立面使用的是混凝土砖。历

经百年岁月的洗礼， 这些混凝土砖有不

同程度的缺损， 初步估计有 1800 平方

米。根据缺损情况，修缮团队定制了修复

砖体的方案：缺损较大的，用同类老砖替

换；两厘米左右，用原有的砖切片修补；

五毫米至两厘米以内， 用特定比例的浆

料修补；五毫米以内不予干预。

“我一直对我们的团队说，修老建筑

必须要有敬畏之心， 不要一上来觉得什

么都可以修， 宁愿多花点时间做前期准

备，谨慎对待，一旦修错是不可逆的。 ”冯

蕾告诉记者，除了反复实验，在修缮前，

他们还会请来“老法师”现场把关。

记者现场采访时， 正好遇到木匠老

师傅金志元在给建筑内木饰面的修缮划

重点。 “先要摸清材料的使用情况，接着

处理木饰面的裂缝变形， 最后进行油漆

上色。 ”金志元说，原工部局大楼建筑外

形为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 带有巴洛克

风格的装饰。 该大楼的木材使用较为复

杂，目前目测下来，保护区域的木材以橡

木和柳桉木为主， 具体材质需经过后续

材料送检， 由专业机构最终鉴定。 接下

来，要了解木饰面的裂缝变形情况，可以

引入高科技， 采用内窥镜查看基层的损

坏程度，决定是拆下来送厂里修，还是现

场修。而由于历史等原因，该大楼入驻过

多家单位， 各单位进来后会根据自己的

喜好涂刷木饰面的颜色， 因此颜色也需

要经考证后确定。

最小干预原则，原材
料原工艺修旧如故

历史建筑的修缮，处处体现着匠心。

具体到实战中， 则化作面对难题的一个

个创意解决方案。 比如，作为砖木结构的

老建筑，中共一大会址近 3000 平方米的

木饰面是修缮重点，包括木门、木扶梯、

外墙木裙板、木地板等。 这些木构件的修

缮都采用了传统广漆工艺， 刚涂上去是

茶褐色， 成膜以后呈现出一种厚重的暗

红色，被亲切地称为“一大红”。 然而，整

个工艺非常复杂，需进行 12 道工序。 以

外墙木裙板为例，涂刷油漆前，先要在木

头上贴一层“夏布”，一种用苎麻以纯手

工纺织而成的平纹布， 目的是防止木材

产生裂缝 ，增加其强度 。 接着 ，是脱漆 、

出白 、封固漆 、基层批灰、抄底漆 、抄面

漆……

“3000 平方米的木饰面 ，我们四五

十个人 ， 光做油漆就花了两个多月时

间。 ”赵为华说，难题不仅仅在工艺，广漆

对环境的温湿度和扬尘的控制也有很高

要求，“一般来讲， 涂刷油漆前适合在温

度和湿度较大环境下进行， 上海的黄梅

天最是适合， 但我们做油漆的那阵子是

冬天，还遇到了零下 7℃的寒潮，这意味

着成膜时间要很长。最后，我们跟原料提

供方反复沟通，创新技术，做到一个星期

内颜色收干。 ”

“广漆具有耐热、抗水、抗潮、耐大气

腐蚀及化学品腐蚀的特性， 但也相对比

较脆，容易开裂。 ”葛虓透露，修缮前，中

共一大会址的地板就出现了多处不规则

裂缝，给修缮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为此，

他们做了近十次实验。 “中共一大会址的

地板采用的木材是杉木，毛刺比较多，最

开始我们采用的也是先贴‘夏布’，裂缝

是看不见了，但是起皱褶。 ”这个方案推

翻后，他们想到了批灰，即在板材填充灰

底漆，随之而来，批几层灰又是问题，薄

了盖不住杉木的毛刺， 厚了不利于处理

裂缝。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批两层灰，然后

人工挖出裂缝，在缝隙里面填油漆，这样

再抄漆便看不到裂缝。

“历史建筑的修缮讲究修旧如故，最

小干预原则。这之中包括了两大方面，一

个是工艺， 一个是材料。 哪个年代的建

筑， 就要采用哪个年代的原工艺和原材

料。 ”葛虓以苏步青、谈家桢旧居为例，这

两幢建筑建造于国家困难年代， 有着那

个时候的建造特色。比如，建筑外立面采

用水泥黄沙粉刷， 内墙采用的是纸筋灰

粉刷，这两种材料现在市面上都买不到，

最终他们找到特定的厂根据原有的配方

定制，尽量保留原有的历史信息。

以老带新，为历史建
筑的修缮储备人才

“政府对老建筑的保护修缮越来越

重视、越来越规范。 ”77 岁的“老法师”褚

云章感叹道。 1963 年，19 岁的褚云章进

入公司，成为一名修缮师。 58 年来，对于

哪一类老建筑，采用什么材料、什么技术

修，他了然于胸。 如今，他依然蹲点修缮

现场，手把手带年轻人。 “上海有这么多

历史建筑，很多工艺和材料，现在的年轻

人见都没见过，如何将其传承下去，老一

辈的工匠是我们的宝贝。 ”冯蕾透露，该

公司有个“大神团”，成员大多是返聘的

修缮师。他们经验丰富，对修缮工艺保持

着极大的热情， 并形成了以老带新的良

好氛围。因为有这些老匠人的压阵，该公

司的很多重大项目都交给了年轻人。

比如，原工部局大楼保护性综合改造

项目经理李为初 1982年出生， 这是他入

职 18 年参与的体量最大的历史建筑修

复，达将近两万平方米。

中共一大会址修缮项目经理牛凯出

生于 1989年，四个多月的工期，他协调沟

通各方面的工作，监督施工现场质量和安

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还带着团队

对建筑的每一块构件进行编号、 分类、统

计，大到一根近 8 米高的承重柱，小到一

块巴掌大的望板砖，全部编号入册，相当

于给中共一大会址做了一份建筑档案。

“工期最紧张的时候 ，每天晚上 12

点以后下班，有时要忙到半夜 3 点，早上

七八点又要赶到工地现场。虽然累，但是

收获很大。 ”牛凯说，每天盯修缮现场，让

他对工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更重要的

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精神也受到了洗

礼。 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条件下对信仰

的坚守让牛凯备受震撼， 他做完这个项

目后第一时间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从 1960 年创立起，公司一直在做

历史建筑的修缮，有技术能力的储备。如

今，我们赶上了最好的黄金时代，人们对

文物的尊重和重视前所未有， 需要做的

是努力把这些工艺传承下去， 让后人能

够理解今天的我们和昨天的他们。 ”冯蕾

说，这些年，公司还举办技术大比武等，

不断为历史建筑的修缮储备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