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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 文艺百家

《我的阿勒泰》：
原野、星空和时间的芳香

   版 · 影视

在堆叠时空里探寻
老城厢的原风景与建筑层累

   版 · 建筑可阅读

最近两年，以热播影视剧、文学IP作为选题

选材，衍生舞台化、场景化再创，涌现出一批内容

关联、角色衍生、跨越多种平台、线上线下多种载

体形成热点联动的跨媒介艺术实践。这一创作

潮流，力图带动起演艺、文旅、文创、文博的全面

复苏和观念升级，呈现出某种方兴未艾的“大视

听”“大叙事”产业态势。

文娱内容产业迎来新的
工作模型

热门影视作品如《觉醒年代》《人间正道是沧

桑》《破冰行动》《在远方》《理想之城》《唐朝诡事

录》《隐秘的角落》《爱情神话》《雄狮少年》等改编

为舞台作品后，持续以音乐剧、话剧、舞剧等形态

引起关注，有些演出甚至一票难求。

电视剧《繁花》播出后再度引爆之前已演出

百场的同名话剧票房，再掀上海文化热；《狂飙》

《去有风的地方》《风起洛阳》带动拍摄地旅游收

入大幅增长，其中“有风小院”、《风起洛阳》VR全

感剧场进入长尾运营。电影《新龙门客栈》同名

越剧至今演出已达162场，视频播放量超过18亿

次，微博话题量过亿，社交媒体浏览量突破9800

万次。

不仅影视，由国宝级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

激发创意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成为当年爆款，

剧场观众迄今超60万人次，数字媒体触达人次

为百亿级。在相继拍摄了电影、高清戏剧现场版

之后，该剧正式开启海外巡演，引发中华文化的

讨论热潮。

种种迹象表明，文娱领域自产业链上端，以内

容IP为核心驱动，向周边产业辐射、延伸的全产业

链格局已经打开。在这样的趋势下，“跨界”链接

不断推进叙事行为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头部平台

着手布局各类“故事宇宙”，创新业态及文本增值

现象随之涌现……当代文化娱乐产品越来越倾向

于采用跨媒介叙事策略，意味着娱乐业“讲故事”

的工作模型，已经开始遍布并向社会各行业渗透，

我们进入了一个需要把内容生产视为串联社会交

往与娱乐消费的全新整合式工作场景。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文化学者认为，

“大视听”时代的社会正在成为一个由叙事或明

或暗激起的世界。这个可以由某粒“种子”不断

生发、激活、演化的话语行为，正在建构人们参与

社会活动的路径和轨迹，生成新的群体感。基于

其中的社会建构意义，内容IP的跨媒介叙事活动

其价值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媒介转换；关注的

重点在于，在全面铺展的产制链中有哪些新型

生产关系获得开发，如何实现真正有效的跨媒介

文本移动策略，以及多态文本之间良性运作方式

在哪里等等，这些内容几乎全部关乎内容生产在

智媒时代面临的产业升级。

混合媒介的展开以长效
用户链接为目的

由影视IP改编为舞台剧，是对IP进行混合媒

介运营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舞台化属于IP从影

视到文旅的中间地带和落地阶段，这一步之所以

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其“固粉”意义。舞台现场+

线下活动可以有效延伸娱乐与生活的关联度，通

过现场观众互动，建立粉丝群，用定期举办线下

活动维系并固定粉丝群体，进而给后期商业转化

导流，大幅反哺、激发IP活性。

跨媒介叙事的基本形式是混合媒介展开，一

般通过同题故事的跨平台改编，衍生出多部作

品。例如把文学或漫画类出版物改编为影视剧、

舞台剧、动漫、综艺、游戏、场景剧场等，并制作周

边文创衍生品，前面所举例子大多属于此类。

还有一种方式是先策划出总体的世界观或

故事背景，然后在该框架内相继创作影视、游戏、

展演、文学出版物等各种载体的作品。同一系列

的作品之间共享相同的基本设定，故事情节、剧

情、人物可能没有关联。这是很多海外动漫、游

戏正在推进的方式。

不论何种方式，运营思路都是需要有一个核

心的故事/角色世界，通过扩展到不同媒介来丰富

和延伸，努力形成一套高度成熟的产业模式。

这种无限延伸的产业模式，在组织粉丝经济

的同时也在提升对社会的构造能力。哈利 ·波特

系列通过小说、电影、游戏、主题乐园等跨媒介营

销让这个虚构世界深入全球人心；迪士尼加紧扩

容旗下内容池，更多IP形象不仅在商业大片里相

互串联，也在线下场景与观众形成情感关联；流

媒体巨头网飞新近开设的电商平台被视为剧集、

电影之外的第三个叙事渠道，联动实体店计划想

方设法让观众沉浸于热门剧集的世界；国内主流

媒体及网络头部平台也纷纷推出内容矩阵战略

和立体化海外传播……所有的跨媒介布局都试

图让IP内容超越屏幕，与用户生活进行更广泛的

连接。

值得关注的是，跨媒介故事创作为构造新的

大众经验提供了基础，背后潜藏着融合媒体实践

的规则与新型文化语法。故事内容的媒介化以

及再媒介化的进程，让未来文娱赛道的竞争变得

更加复杂。

建造有长期增长潜力的
内容池

产业链的铺开，愈加突显了内容的重要性，

因为只有优质内容IP才是驱动整个产业链的关

键。这也意味着内容生产从一开始就要有打造

长久IP的意识，内容规划需要更强的市场前瞻性

和敏感度，以拥有持续的输出能力。

短平快不可能实现品牌沉淀，只会消耗内容

生命。目前，不少衍生文本呈现出后劲不足、热

度难以持续的疲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开发周期

短、运营经验不足，靠“蹭热度”一哄而上导致一

批作品沦为泡沫。此外，大部分衍生舞台剧还停

留在将原影视剧里的重场戏走马灯般呈现于舞

台，缺乏有新意的再造逻辑。舞台剧一旦口碑下

跌就直接影响后续票房，变成“昙花一现”。真正

做出长尾效应的《只此青绿》《新龙门客栈》等几

部作品皆是打磨数年，反复演出并调整才成为成

功样本。

与文艺作品相比，实体性质的影视主题场

景、乐园等则更需要不断注入新内容、新创意“续

命”。沉浸式唐风市井生活街区《大唐不夜城》由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带火之后，不断注入国风

主题文化与立体多元的娱乐体验，使其成为国内

最成功的跨界样板；热播剧《风起洛阳》打造的

VR全感剧场同样靠创意制胜，在这个跨次元的

互动娱乐项目里，游客可通过佩戴VR设备，扮演

剧中成员演绎剧情设定，获得全新的多感调度与

沉浸体验。

由此可见，新业态的可持续首先需要有长期

的内容计划，建造有长期增长潜力的内容池。

具体来讲，大视听产业的内容规划在一开始

就需要围绕“文本群架构”和“交互叙事”两个核

心概念展开。在今天，做剧集不再是单体模式，

而是多元开发，上中下游联通。内容运营者需要

在创意思维上发生转变，从过去的项目驱动变成

产品线驱动，兼有作品思维和产品思维。

其次，多栖态的内容运营，对于媒介间的衔

接和联动、内容分割与分发、受众参与的控制、知

识产权等方面都提出了全新要求，整合和协调各

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意味着影视生产的集团化协作阶段来

到。今天的艺术管理者需要掌握如何在社交媒

体环境中测量和优化市场投资，内容生产者需要

升级对故事的整体策划及产品多态孵化能力。

播出不再是流程的结束，对用户持续、动态的数

据回馈，才是支撑新领域运营的基础。这些都需

要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协作。

对于未来的内容创作者而言，需要凸显有效

管理和维护故事生长的能力，不仅要整体考虑故

事元素、角色发展和情节线索的连贯性，还要深

入了解不同媒介的特点、语言和叙事机制，关注

观众在跨媒介叙事中的角色转换与故事共创。

另外，学习尚未被仔细分析的创作方法、技术、策

略，以及新工具应用，例如AI技术进入跨媒介创

作的适用性等等，也是应有之义。许多新兴的跨

媒介项目需要集体协作，汇集成丰富多元的整体

体验。

进入人工智能所加速的智媒时代，跨媒介

叙事将成为全球内容产业竞争的热点。关注当

代媒体格局中的这一叙事扩展现象，有助于我

们认识未来媒介的语言特征和叙事机制，重组

媒体融合的生产流程和传播结构，也将极大地

有助于我们学会在一个更大的故事场域中建构

全新的文化感知视角，引导内容供给与传播的发

展方向。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热门故事如何驱动大视听产业的跨媒介叙事
卢蓉

早在本世纪初，就有艺术家在农村开展艺
术乡建实践，像渠岩在山西省和顺县许村发起
的“许村计划”，左靖在安徽省黟县碧山村发起
的“碧山计划”等。无论从理念还是模式来看，
这时的艺术乡建都体现出明显的当代艺术家主
导的特点。

此后，在推动生态文明转型和乡村振兴战
略的政策导向下，全国各地涌现出多元主体推
动、多样模式探索的艺术乡建实践。有别于艺
术家主导的艺术乡建，当前的艺术乡建实践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样貌。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艺术可以发挥的功能、
艺术可以达到的动能得到了多方面的挖掘和激
发，但也出现一些值得反思、需要警惕的问题。

村民不动的问题

早在1935年，在思考乡村建设实践后，梁
漱溟先生就提到乡村建设的难处之一是“号称
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如果分析当下的艺术
乡建实践，可以发现依然存在艺术乡建、村民不
动的现象。在一些艺术乡建项目中，我们看到
当地政府津津乐道的是做了多少洋气的空间设
计、引进了多少知名的艺术家、打造了多少文旅
融合项目……独独缺少村民对此的情感反映和
收益分享。这类艺术乡建实践背后的推动力量
往往是地方政府、知识精英或者艺术精英的一
拍即合，一方是为出“政绩”想新招，一方是专业
知识在农村找到“用武之地”。

村民为什么不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村
民对艺术乡建的内容，缺乏情感上的亲切感和
认同感。艺术是人类诉诸感性的一种把握世界
的方式，但一些失败的艺术乡建显然外在于村
民的感性体验，难以唤起村民的情感认同。

我国国土广袤，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自然禀

赋，塑造出不同的社会风貌、社会习俗、社会文
化的差异，正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百
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在进入乡村进行艺术
乡建时，如果缺乏对当地独特文化的深入挖掘、
梳理、转化，而是一厢情愿地用艺术家擅长的艺
术形式、艺术手段去呈现对文化浅层的理解，或
者照搬照抄一些成功模板套用在不同的乡村，
必然难以展现出当地文化的内在肌理，难以转
化为成功的艺术形式，最终难以调动起村民的
主动性。

审美迎合的问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生态和人文
生态是乡村有别于城市的宝贵财富。近年来，
多地积极发展乡愁经济，把乡村的生态资源和
人文资源进行经济转化，以艺术为工具进行“艺
术+”的探索，出现像“艺术+产品设计”“艺术+

乡村旅游”等不同的文化业态，成功走出了文化
产业化之路，乡村呈现出百业兴旺的局面，给村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但也有一些案例，村民虽然积极主动参与
艺术乡建，却暴露出放弃主体性，一味迎合城里
人对乡村的审美想象的问题。比如乡村常常可
以看到处处悬挂的红灯笼、油纸伞，以及风格单
一而雷同的墙绘。

放弃自身的主体性，把乡村文化自我客
体化为城里人乡愁的审美对象，艺术乡建项目
就成为抽空在地文化的空洞符号。这样的做
法，短期看，或许带来经济利益，长期看，必然
损害当地文化的丰富性，伤害村民对当地文化
的自信。

我国乡土文化如同一个有机生命体，涵盖
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的方方面面，那些没有或
者尚未被纳入产业轨道实现经济转化的文化元

素，是构建地域特色、孕育当地人文精神的基
石，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只是没有找到传承和发
展的有效路径。因此，艺术乡建过程中的产业
化，需要坚持文化自信、坚持主体性，警惕艺术
变成一种“楚门的世界”式的展演，变成一种投
其所好的审美迎合。

不可持续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
村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在此基础
上，包括政府、高校、社会团体等在内的多元主
体，策划丰富多彩的艺术项目，开展丰富多彩的
艺术活动，为乡村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
也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是不是“送文
化、送文艺下基层”的翻版？

送几场演出、做几场讲座，轰轰烈烈搞几场
活动，土墙上画上墙绘、村口边树上雕塑、建个
乡村博物馆就是艺术乡建吗？当然不是。这里
需要分清“艺术乡建”与“艺术活动”“艺术项目”
“美育项目”的区别。简言之，艺术乡建必须是
具有可持续性的。艺术乡建是在城乡融合的背
景下，以激发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为目的，使优
秀艺术资源向乡村的流动。通过艺术乡建，要
实现乡村内外两种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乡土
文化的现代转化，使乡土文化具有生长性，书写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

蓬勃开展的艺术乡建实践证明，在推进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视野下，艺术乡建是“推
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的重要
路径，但热闹中要保持冷思考，要尊重在地文
化、坚持村民主体性、实现可持续性，谨防对乡
土文化以建设为名的破坏。

（作者为青年文艺评论家）

艺术乡建要警惕的三个问题
杨医华

艺 · 见

文娱领域自产业链上端，以内容IP为核心驱动，向
周边产业辐射、延伸的全产业链格局已经打开。

关注当代媒体格局中的叙事扩展现象，有助于我们
认识未来媒介的语言特征和叙事机制，重组媒体融合的
生产流程和传播结构，也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学会在一
个更大的故事场域中建构全新的文化感知视角，引导内
容供给与传播的发展方向。

▼电视剧《繁花》的热播，带火了近日于黎里古镇启幕

的“繁花书房”。这里原为《繁花》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得

主金宇澄的祖屋。

▲电影《新龙门客栈》同名越剧至今

演出已达162场，视频播放量超过18亿

次。图为新国风 ·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

栈》剧照。

 沉浸式唐风市井生活街区《大唐不

夜城》由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带火之

后，不断注入国风主题文化与立体多元的

娱乐体验。

当传统观演文化
遭遇短视频时代的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