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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造 有 口 皆 碑 的 动 漫 IP
本报记者 佘 颖

动漫 IP，指的是动漫形象的知识产权。一个炙手可热的动漫 IP，在市场上的价值

不菲。花高价购买一个动漫 IP 是否值当？互联网思维盛行之下，动漫 IP 又该如何发

展？记者带你揭开这层层面纱——

今年的夏天是属于动漫的，更是属
于动漫 IP 的。《哆啦 A 梦》《捉妖记》

《 大 圣 归 来 》《 白 雪 公 主 之 神 秘 爸
爸》 ⋯⋯这两个月上映的动画电影里，
至少有一半靠 IP 打头阵。如果将眼光放
宽至游戏产业领域，没有知名 IP 做支撑
的游戏已是凤毛麟角。

水涨船高，知名 IP 的价格也一路
暴涨。最近，动漫第一股奥飞动漫出资
9 亿元，100%收购了拥有 《十万个冷
笑 话》《端 脑》《镇 魂 街》《雏 蜂》 的

“有妖气”独立原创漫画网络平台。用
动辄千万甚至过亿元的价格买 IP，值不
值 ？ 动 漫 IP 如 何 才 能 催 生 “ 爆 款 ”
作品？

好 IP 自然有市场

改编公共 IP 的难度非常大。
它们并非为动漫而存在，从人物
形象到故事都需重新设计

IP （知识产权） 是个外来词汇，对
这个热起来不过两三年的“洋和尚”，国
内动漫界研究并不多。动漫 IP 大致可分
为 3 类。一是凭空蹦出来的自有 IP，例
如 《捉妖记》 里的胡巴。电影上映之
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很像萝卜的
小萌物，之前的 《魁拔》 也是如此；二
是已成传说的公共 IP。中国的西游记、
三国人物，外国的美人鱼、白雪公主都
属此类。免费的公共 IP 通常也是“超级
IP”，知名度极高、改编率极高，通俗点
说就是“拍滥了”；三是已有一定积累的
专属 IP，例如喜羊羊、黑猫警长、机器
猫、海贼王、唐老鸭等等。他们通过时
间积累下了较多粉丝，但有明确的著作
权人，还在保护期，想要改编、开发必
须取得授权。

业内谈到买卖 IP 的时候，指的其实
是专属 IP。这两年的专属 IP 价格非常
贵。今年搜狐畅游公司为获得 《火影忍

者》 和 《死神来了》 等 8 款一线日本动
漫 IP 的授权，出资超过 8000 万元。即
便这样，一线 IP 也供不应求，二、三线
IP已经成为争抢焦点。

然而，《大圣归来》 票房的爆炸式增
长让人们发现免费的公共 IP 也很好使。
当 《捉妖记》 创下票房纪录时，又不禁
让人幻想是不是自己也可以造一个 IP，
省下不菲的授权费。

看似省钱的做法，可行性如何？我
们不妨以 《大圣归来》 为例。客观地
说，《大圣归来》 沾了孙悟空的光，这一
点连导演田晓鹏也承认。对比当年 《魁
拔》 构建的宏大又陌生的元泱境界，《大
圣归来》 天生省了许多笔墨。“做 《西游
记》 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找一个大
家都了解并且不用去宣传的题材。”田晓
鹏说。

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西游记》 众
人皆知，13 亿体量的粉丝带来的可不是
自来水，而是颇具情怀的洪水，在网络
上掀起铺天盖地的声势。其次，师徒取
经的故事情节大家耳熟能详，所以影片
不需要很多铺垫。土拨鼠一样的小矮人
刚出现，已经有小观众叫出了“土地公
公”的名字；小白龙突然出现又突然离
开，观众也能顺畅接受。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公共 IP是有优势的。

不过，改编公共 IP 的难度非常大。
它们并非为动漫而存在，从人物形象到
故事都需重新设计；往往珠玉在前，同
时期的竞争又十分激烈，费力不讨好是
常有的事情。奥飞动漫副总裁陈德荣坦
言，是否应该购买 IP 他也没有十足把
握。“奥飞动漫之前在某些动画类型上有
非常成功的案例和经验，基本上可以将
失误率降到最低，但奥飞动漫的喜羊
羊、铠甲勇士、巴啦啦小魔仙也是经过
多年积累才小有所成。”陈德荣话虽这么
说，收购“有妖气”的举动已经说明奥
飞动漫更看好专属 IP的前景。

“有妖气”公司 CEO 周靖淇觉得这

三种 IP 没有什么不同，买不买完全凭个
人喜好。“大家都从零开始，有些 IP 一
出来就非常感人，有些慢慢前行才走到
所处地位上，像去年爆红的 《熊出没》
大电影，其实也已经坚持了好几年。”周
靖淇认为，有时候积累会有用，但并不
一定都要积累。“好东西自己会开花，关
键是你做出来的是不是好东西。”

网络思维推动创新

作品新鲜度、质量、“爱”
的元素和观众感觉组合在一起，
构成了动漫 IP“爆款”的前提

再好的 IP 也并非成功保障。从 IP 到
产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接到拍摄 《黑猫警长之翡翠之
星》 任务那天起，总导演于胜军就感受
到巨大压力，“经典意味着每位观众心中
都有个属于自己的黑猫警长。要把经典
重新展现出来，改编得稍微有所欠缺或
者过火，都会遭遇吐槽，甚至被认为是

‘毁童年’”。
2010 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曾将

黑猫警长的动画片剪辑成大电影，引起
不小争议。这一次，黑猫警长的剧情、
人物形象、配乐经过重新设计，跟原版
已有相当大的变化。

过往的辉煌很容易成为今天的负
担。这一点在《黑猫警长之翡翠之星》身
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影片中至少三
次响起那首经典的主题曲。看得出来，影
片很想勾起 80 后儿时回忆，只是不合时
宜的节奏显得有点多余，也容易让观众出
戏。在电影院，记者遇到一位 30 多岁的
妈妈带着孩子来看此片。可是，在观影过
程中 4岁的小女儿竟然睡着了。

相较而言，《大圣归来》 在改编上放
得更开，颠覆得更彻底。“首先是人物关
系，悟空和小唐僧的关系可能是和以往
作品最大的不同。另外悟空的设计也和

以往作品不一样。”田晓鹏解释说，以往
很多作品注重孙悟空的外表，拍得很漂
亮，很有灵气。“我想要的是一个很桀骜
不驯的、很有侠气的英雄角色，可能更
像一个中年大叔的感觉。”

正是这种颠覆性击中互联网一代人
内心。目前，电影、游戏消费主力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周靖淇眼里，他们
喜欢新鲜的东西，同时又真挚热忱；他
们很聪明，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对用心
打造的好作品，他们能借助互联网的口
碑将它捧上云霄。

在理解了互联网一代需求的基础
上，再来看 IP 使用似乎就容易些。“想
要借助 IP 打造爆款，有个很大的特点是
必须新鲜。”周靖淇说，“这个作品不能
和其他同类雷同，如果有三五部 《大圣
归来》 这样的片子上线，未必会有现在
这样强烈的轰动效应”。

其次，质量也相当重要。评论认
为，《大圣归来》 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好的
特效电影，《捉妖记》 是中国最好的真人
动画电影，这些能撑得起口碑的硬质量
才是新鲜感过后，继续吸引一批又一批
观众的基础。

此外，“爱”的元素也不可忽视。对
年轻一代来讲，内心的追求比物质的追
求要强烈得多，他们需要具有情怀和爱
的作品。一旦得到他们的认同，随之而
来的也是无限的支持。这一点，在朋友
圈的呼吁和影院的包场中已经得到证明。

最后，观众要有“不累”的感觉。
目前，电影已经进入娱乐化消费时代，
大家不希望在电影院看到太沉重的东
西。更何况，动漫是创造梦想的产品，
合家欢的定位更决定了动漫 IP 要用得
轻松。

“这几点加在一起，就是成为动漫
IP‘爆款’的前提。”周靖淇坚信，中国
动漫的突破点是在互联网上。只有适应
互联网特性，动漫 IP 才能创造出一个个
现象级作品。

动漫作品看似和其他类型的影视剧

不同，成败好像取决于其经典可爱的动漫

IP 形象或潜在 IP 的影响力，实则不然。

不少业内人士仅仅看到了动漫 IP 火爆的

表象，忽略了背后的根本推动力。笔者认

为，不论何种动漫 IP 形式，要想获得受众

的持久性关注，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概念：

不断出新的故事化表达。无论是纯动漫

影片《大圣归来》，还是亦真亦幻的《捉妖

记》，它们的市场化成功都首先取决于这

部作品究竟是不是在讲一个好故事。故

事是否具有足够的戏剧张力和生命力，才

是决定一部动漫剧最终能否实现盈利的

关键。

好故事是什么？最核心的一点恐怕

在于其戏剧困境表现得是否精妙。顾名

思义，戏剧困境是指剧中人物被编剧不断

设置的一个接一个的“人生障碍”。这些

“人生障碍”的出现，会给人物带来顺理成

章的困境，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独特的个

性色彩从而得以体现，悬念和冲突也因之

流露。缺少戏剧困境的语言和动作，会显

得苍白无力，令观者有索然无味之感。

戏剧困境设置得是否高明和合乎常

理，决定了作品的质量和深度。在虚构的

世界里，有两种典型的困境：一种是没有

解决的可能性，另一种是有无限的解决可

能性。作品主创人员可以通过这两类困

境的多元阐释和开放性结局表达出作品

主题以及背后深层次哲思，甚至追求“精

密博辨，足资启发”之境界，而非仅仅关注

表面上的好看、好玩和打动人心。这也解

释了每一部成功影视作品的卖座所在，即

契合了特定受众群体的“基因”。

对于动漫影视作品而言，它的戏剧

困境设置除了要具备上述元素外，还须

更多地依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恰到

好处的创造力。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动漫人物形象

的设计。丰满的动漫人物形象会直击人

心，带给人们在现实世界里难以企及的

快感。譬如，《捉妖记》 中的小妖胡巴就

是一个典型。二为动漫故事的设计。纵

观中外各类优秀的动漫题材故事，它们

并非完全凭空想象，而是以真实世界为

蓝本，通过超越常规又不逾矩的创造，

以动漫的形式传达出真善美的价值观和

人生观，对人类现实生活进行了补充、

延展和夸大性处理。

举例而言，影片 《捉妖记》 就是通

过完全依靠戏剧困境的层层深入延伸着

超现实剧情的典范。人与妖斗智斗勇的

过程中，表现出人妖故事里特有的惨烈

和悲情。此情境具魔幻现实主义之崖

略，并折射出一种玄妙中的庸常，将人

妖的不两立赋予了混溶的特质，给人以

感动的同时超越了传统戏剧中不可调和

的二元对立关系。妙趣横生和引人入胜

的超现实表现之背后，反映了现实社会

里中产阶层青年们的生活实况。这种以

动漫映射现实的构思，也是促使影片获

得巨大票房成绩的动因，更是动漫产业

投资者努力寻找的衔接点。

有时候，现实生活要比我们想象的

更为复杂和富有戏剧性。倘若动漫影视

作品的创作者能将现实生活、合理的戏

剧困境以及符合动画思维模式的想象巧

妙地融为一体，使受众有“明明知道这

故事是假的，依旧心甘情愿买票去看”

的过瘾感觉，就意味着成功。反之，倘

若三者结合得形同四不像，则可能事倍

功半，吃力不讨好。如何把握住这个

度，取决于相关从业者的功力和经验。

有了好故事，好 IP 自然就会诞生，

打通随之而来的产业链条也水到渠成。

可 谓 “ 故 事 决 定 IP， 而 非 IP 决 定 故

事”。即使某 IP 的流行缘于某经典人物

形象，也是由于那个经典故事滋养了那

个经典人物。可见，“故事好，才有钱”

的影视运作法则是不少流行元素背后的

“造物主”，不容背离。同时，它也是

“内容为王”的生存铁律缘何屡屡挂在业

内人士嘴边的根本缘由。因为，人类对

故事的胃口是不可餍足的。

动漫作品也要讲出好故事
萧 剑

曾凭借《十万个冷笑话》刷屏朋友圈的“有妖气”独
立原创漫画网络平台最近有了新动作——要将网站原
创的《雏蜂》动画片及周边产品卖到日本去。

从 20 年前的《机器猫》、《阿童木》到今天的《火影忍
者》《海贼王》，我们只看到日本动漫在国内市场的火
爆，未看到一部中国原创动漫进入日本主流市场。有
妖气的放言，是否仅仅在讲一个冷笑话？

“当然不是。你先看看这个！”有妖气公司 CEO 董
志凌从办公室陈列架上拿下一个 20 厘米左右的手办

（以动漫、游戏角色为原型制作的收藏性人物模型），
“这是《雏蜂》女主角琉璃。这部动画片还未在日本上
映，售价 700 多元的手办已经在日本秋叶原地区热销”。

据悉，日本宅男动漫最流行的元素是科幻、机甲、
战争、美少女，而这些《雏蜂》都具备。何况手办本身制
作精美，皮肤、身体曲线、面部表情完全没有生硬感，所
有部件可磁性拆卸。董志凌还说，“单是身体 60 度大斜
角，不需要另加支撑就能站稳的技术，就已经超过了日
本市场上的大部分同类产品”。

手办的热卖让公司对《雏蜂》充满信心。近日，动
画片《雏蜂》正式登陆日本，董志凌给片子划定的档次
是日本主流动画片水平，比三分之二的日本动漫要好。

动画片的质量一直是有妖气最大的底气。从 2011
年开始，当国内许多动画片成本还停留在每分钟 400 元
或 500 元时，有妖气聘请的制作团队已经在制作每分钟
1 万元的片子。到今年，每分钟的成本已经高达 4 万
元，而同期行业主流价格约为 1 万元。

每分钟 4 万元，钱都花在了哪里？除了请到最好的
制作班底，细节也是花钱雕琢的。《雏蜂》中有一个人物
设定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有妖气曾辗转联系到奥巴马
本人配音，没有成功，最后邀请了美国公认的声音最像
奥巴马的一个人完成。但董志凌还想精益求精，“《进
击的巨人》每集 24 分钟，成本超过 200 万元。我们以后
也想做这样的片子”。

对于此次进军日本，董志凌没有雄心壮志，只是希
望让日本动漫界知道，中国也有一流的原创动漫，“日
本免费的动漫我们蹭了 20 多年，现在想请他们尝尝我
们自己做的‘动漫大菜’”。

跟许多从事制作、靠出版分成或者播放后拿补贴的
动漫公司不同，有妖气不做实体出版，也不直接制作动
画，公司只通过漫画版权运营盈利。迄今为止，有妖气
没画过一分钟动画，没有拿过一分钱播放补贴。

在版权保护不够健全、拿补贴成行业惯例的中国动
漫界，仅靠版权运营盈利，简直像另一个冷笑话。

董志凌将成功归因于把握住了时机。有妖气成立
于 2009 年，当年推出网络的漫画业务正好赶上智能手
机流行和新媒体阅读时代的开始。2012 年，有妖气推
出网络动画业务，又赶上视频网站市场的火热但大多
数视频缺少原创内容的现实。因此，有妖气的首部作
品《十万个冷笑话》一经推出便风靡网络，累计网络播
放量超过 20 亿次。如今，有妖气注册用户超过 500 万
人，汇聚了超过 2 万名漫画家常驻创作，拥有 4 万部以
上即时连载的漫画作品。

“我们是新生代的动漫公司，完全基于新媒体，能
摆脱对传统渠道的依赖，而网络又是如今最看重版权
的领域，我们掌握的 IP 就是一个富矿。”董志凌说。

董志凌认为，很多公共 IP 虽然不需要花钱买，但
这些 IP 不少都是难以超越的经典，变现难度太大。有
妖气平台上的 IP 都经过数年积累，其中有不少 IP 已拥
有 100 万级的粉丝，一旦授权进入运营，就可能凭借
已成型的号召力掀起风潮。而运营恰恰是有妖气的强
项。董志凌期待，随着整个动漫产业链逐渐打通，内
容创作的积极性和投资人热情都会提升，“在这方
面，有妖气有先发优势。我们很有信心”。

“有妖气”原创漫画平台出奇招——

将国产动漫卖到日本去
若 瑜

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

精 耕 数 字 化 转 型
本报讯 记者崔国强报道：日前，由北京市新闻出

版广电局联合北京市丰台区政府共建的北京国家数字出
版基地技术、研究、金融和宣传四大平台正式运营。

出版基地战略发展部总经理胡志敏认为，随着北京
市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和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功能
区建设发展规划(2014-2020 年)》 的出台，丰台区成为
落实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桥头堡。北京
京辰瑞达科技文创企业孵化中心在丰台区成立，为数字
文化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持。“丰台区出
版机构众多，既有中华书局、学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这样的老牌出版社，又有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等专业科
研院所，还有长期服务出版业的北京西南物流中心，包
括中铁快运、中国邮政、公路及航空等物流方式，良好
的出版产业基础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充分资源。”胡志
敏说。

据悉，传统图书出版行业面临登记、审批环节复
杂、出版标准不统一、占用空间大、成本高等问题，北
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为革除这些弊端，正精准发力电子
图书、数字报刊、数字音乐、视频、网游动漫等细分领
域，打造集数字出版创意策划、数字内容加工生产、数
字出版平台运营、技术研发、人才培训、版权贸易和投
融资服务于一体的数字出版基地。胡志敏介绍，出版基
地未来将根据 《北京市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
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行动计划》，以数字文化创意产业为
核心，打通内容、版权交易、宣传、资金等为重点的全
产业链，2020 年总产值将突破 800 亿元，并配套建设
生态绿地、商业服务，实现产城一体化，打造功能完备
的首都文化产业园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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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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