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影视圈最热的词是什么？非 IP 莫
属。然而，似乎每个人心目中的 IP 都有着
不同的定义，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知识产权的
老概念，有人认为这是互联网兴起的新玩意
儿，有人认为 IP 背后有着速成的金矿，有人
认为 IP 将是一场速朽的闹剧。那么，当我
们在谈论IP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

IP 到底是什么

IP 是知识财产 Intellectual proper-
ty 的首字母缩写，包括音乐、文学和其他
艺术作品，发现与发明，以及一切倾注了
作者心智的词语、短语、符号和设计等被
法律赋予独享权利的“知识财产”。而与
知识财产非常相近的一个概念是大家更
为熟悉的知识产权，其缩写为 IPR，包括专
利权、商标、著作权、版权。

事实上，今日人们所热捧的 IP，与其
原本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长期以来，影
视人谈论的都是知识产权和著作权，而当
互联网进入到影视行业之后，突然，大家
都在谈 IP。”中影股份营销公司总经理蒋
德富坦言。有人说，无论是一首歌，一部
网络小说、话剧，或是某个人物形象，甚至
只是一个名字、短语，把它们改编成电影
的影视版权，就可以称作 IP 电影。

“《收获》杂志也许可以称为是最早的
IP 平台。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张
艺谋跟杂志签了一个约，拥有‘首看权’，
也就是说当杂志没公开发行之前先寄给
他看，我记得一年的费用大概是 1 万元。
三四年之中，以杂志刊登的作品为蓝本，
张艺谋拍出了《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
等作品。后来，姜文花 2 万元签了‘首看
权’，拿走了小说《动物凶猛》的版权，拍出
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收获》杂志
社社长程永新说，但是现在 IP 的含义跟原
来不同，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其跟网络
的关系更加紧密。

作家、编剧石钟山则说得更直白，当
下，“是网络文学点击量造成了 IP”。北京
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编剧梁振华
有着相近的看法，他认为“关注度”才是 IP
的焦点所在。“先于项目启动所获得的社
会关注度，就是 IP。在这其中，被看中的
不是作品的品质，而是社会关注度，只要
符合这个条件的，无论是文学，还是游戏
等等都可以是 IP。”

日前，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
撰的《2016 中国 IP 产业报告》正式发布。
根据报告推出的“中国超级 IP-TOP100
影响力榜单”，《19 天》《盗墓笔记》和《西游
记》位列前三。报告还指出，2016 年中国
影视市场已有近 200 个国内 IP 项目列入
开发计划，其中一些影视公司所公布的片
单甚至 100%都是 IP 项目。课题组组长卢
金珠表示，传统原创编剧项目所占比例大
幅下降，网络小说已成为影视 IP 最重要的
来源。

影视行业点金术？

据说，在国内任何一家电影公司方圆
10 公里的咖啡馆内，你都会听到有人在谈

论 IP，也有人把 2016 年定义为 IP 年。如
此热度的背后，充斥着资本的身影，IP 仿
佛成为了业内的点金术。

“万达控股的传奇影业，今年制作了电
影《魔兽》，实现了 15亿元的票房，这个利用
的就是全球最火热的游戏 IP。”万达影业副
总经理杜闻伟认为，目前影视行业的文化
生态、产业生态都发生了变化。张艺谋导
演那个年代，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而今天则要考虑，越是世界的就越是中国
的。国外 IP 的运作非常成熟，是一种战略
级别的方法，这种方法会引导我们在手头
项目开工前就要围绕 IP进行战略思考。

杜闻伟举例说，目前全球最大的超级
IP 就是迪士尼，它几乎囊括了文化产业的
一切领域，它的深度和广度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我们要掌握先进的商业模式，IP 就
是其中之一。

中影集团同样也十分重视 IP 的开发，
蒋德富说：“自 2010 年，中影集团已经购
买了上百部图书 IP 改编权，《杜拉拉升职
记》《狼图腾》《致青春》等电影的票房表现
不俗。与此同时，电影《建党伟业》的同名
小说、《狼图腾》电影全记录等出版物也很
受市场的欢迎。”

蒋德富认为，影视产业的核心是版权
经济，影视产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
知识经济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今天，
影视版权交易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出现了
很大的突破，从电影院线版权、图书版权、
音像版权，到形象授权、衍生品开发等完
整的价值链条正在形成。

近一两年来，特别是诸多基于热门小
说等改编的影视项目，譬如电影《鬼吹灯之

寻龙诀》和电视剧《何以笙箫默》《花千骨》
等作品的成功，让 IP 市场愈发火爆。日前
网台联动播出的《微微一笑很倾城》更是让
IP 概念火得一塌糊涂。不少影视公司和投
资者认为，拥有大量原著粉丝和较高知名
度的 IP 可以节约营销成本，风险小，回报
高，因而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一些“超级
IP”项目被炒至千万元级别。

在火热态势下，也有人冷眼旁观。石
钟山就很担心 IP 将演变成泡沫，“很多影视
公司以为只要有点击量，有故事，就赶紧买
来，再将这个 IP 进行打造，肯定没错。甚至
有影视公司认为既然有 IP，就不需要大牌
编剧了。其实，所谓 IP 改成的网剧、电视
剧、电影，最后不少都死在网络、电影院里
了。”有的作品仅仅就存活了几天。

警惕 IP 成为毒药

“IP 有 IP 的 魅 力 ，但 它 也 是 一 味 毒
药。”作家麦家直言，资本更加接近资本，
但也让艺术远离了艺术。面对资本的蜂
拥而至，IP 真是一块那么甜蜜的蛋糕吗？
麦家说：“高票房、低评价，甚至是恶评价
现象值得警惕。”

“图书或者小说、文学和电影是亲人
的关系，《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秋
菊 打 官 司》⋯⋯99% 的 电 影 都 来 自 于 文
学。但今天，电影对纯文学的亲人关系渐
行渐远，甚至成为了冤家。有些作品虽然
很 好 看 ，却 没 有 知 名 度 ，也 就 没 有 IP 效
应。反之，一些低劣的作品反倒成为了大
IP 作品，成为了资本最青睐的对象。”麦家

问道，这种现象是不是应该泼泼冷水？
事实上，IP 虽然暗含着畅销的概念，

却并不总是浅薄的代名词。IP 的概念最
早是在美国兴起，无论是超人、蝙蝠侠，还
是哈利·波特系列，这些深入人心的 IP 形
象不仅畅销全球，而且能够实现持续多年
的粉丝效应。漫威漫画公司在 1941 年创
造出的“美国队长”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
银幕上。这些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形象成
为具有金矿效应的经典 IP，可以不断挖掘
其商业价值。

梁振华认为，在选择 IP 的过程中，一
定要着眼于故事层面上的超越性。“现在
的一些作家试图把作品写得像剧本，以为
来买的人会更多。然而，文学是向内走，
通向灵魂的。会讲故事仅仅是最基本的
原则，在此之上，恰恰是超越性才能成就
一个好的影视作品，才能够真正畅销。”

一时的点击率、一时的网红并不代表
其生命力的旺盛，也不一定就会带来丰厚
的投资回报。没有深厚的文学基础，浮躁
的影视作品很难成为传世之作，也就难以
开发出能够持续高产的 IP 金矿。“只有严
肃文学才能承载民族的心跳声，才能真正
滋润我们的心灵。我们得让严肃文学也
成为 IP，影视作品才能走得好、走得远。”
麦家说。

IP: 金 矿 还 是 毒 药 ？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
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长征是独一无
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
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1960 年，英国陆
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
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
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说，“四
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之
际，我们来到红军四渡赤水的重要转战之地四
川省古蔺县太平镇，来感悟四渡赤水的奥秘与
神奇。

古老的镇子，与红军长征“四渡赤水”血脉
相连。1935 年春夏，中国工农红军在川、滇、黔
三省边境地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战
役。战役历时 72 天，其中在古蔺县转战就达
54 天。太平镇渡口是红军长征二、四渡赤水的
重要渡口。

为了纪念四渡赤水战役，古蔺县修建了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在陈
列馆前的广场上，是当时红军行军时的铜像，他
们有的负重前行，有的互相搀扶，但都神情坚
毅，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穿过广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太
平渡陈列馆”几个金色大字便跃入眼帘。一进
馆，便是声、电、光一体化的红军四渡赤水示意
图，让游客能很快了解四渡赤水战役的穿插战
斗经过。

太平渡陈列馆里珍藏着数百件当年红军留
下的革命文物：红军银戒指、印章、铜口笛、扩军
宣传画、绝密号谱，以及当年红军使用过的箩
筐、楼梯、门板等，述说着当年红军在古蔺的峥
嵘岁月。

看到红军当时穿过的一件棉袄，现年 90 多
岁的太平镇街村村民车盛寅老人讲述起那段鲜
为人知的故事。“当年红军来时已是冬天，他们
扛着枪，穿得很单薄。来到太平渡未进群众家
门，未拿百姓一针一线，全部在街面上宿营，离
开时还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车盛寅老人说，红军来了，将地主的粮食分
给穷人，至今在太平镇上，还广泛流传着“分果
实会场”的故事。红三军团一部进驻太平镇，镇
上未逃离的群众对红军的到来心存疑虑，于是
红军打开地主朱蜚声家的粮仓，开仓分粮，杀了
肥猪，抄出财物。那天，红军干部找来打更匠周
国清，请他鸣锣通知群众来镇中心荣盛通盐号
集合，群众先是怕来，直到周国清第三遍锣通知
后，人们才打消顾虑，从四面八方赶来。于是红
军战士们将粮食、猪肉和财物分给镇上群众。
周国清特别高兴，因为分肉的小战士说他辛苦
了，别人一人一块猪肉，周国清一人得了两块。

“这些馆藏文物，大部分是上世纪 50 年代
起从古蔺民间征集的，其中还有几件是国家一
级革命文物。”陈列馆讲解员徐佳指着一本红军
医书，向游客介绍起这本书的故事。

当年一位学医的红军战士，负伤后遇着太
平名中医胡大成，胡大成热心地为其疗伤。疗
伤期间，两人关系十分融洽。红军战士伤愈后，
便把自己手抄毛笔小楷《实用内科教材》送给了
胡大成。胡大成非常珍惜这本医书，一直珍
藏。1975 年，他的大儿子胡廷汉把这本医书无
偿捐赠给太平渡陈列馆，现在是国家一级革命
文物。

讲解员滔滔不绝，声情并茂地讲着那段光
荣的历史。“失谱必失命，失命不失谱的绝密号
谱”“红军盆”“红军树”“翁媳救红军”等十几个
红色故事娓娓道来，每一个旧址，每一件文物，
每一段故事都在讲述那段长征历史，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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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那段长征历史，感人至深

□ 李 哲

秉戏曲所长 传道德良善
□ 龚 裕

寓教于乐，寓理于情，是

戏曲之所长，高台教化是戏

曲美育功能的集中体现

中国戏曲讲究“无声不歌，无动不舞”，

是集舞蹈、音乐、武术、文学、美术等多门艺

术于一体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它通过典型

的故事演绎，以其浓郁的艺术魅力，诠释历

史、反映现实，传播社会经验、讲述人生哲

理。教育引导社会群众追求真善美、鞭挞

假恶丑。

寓教于乐，寓理于情，是戏曲之所长，

高台教化是戏曲美育功能的集中体现。所

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任何一出经

典剧目，总是通过惊人“美”技的外在表现

形式，传播动人“善”情，服人“真”理的内在

价值观念，借此承载、延续、弘扬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基因。

单以身形的表现形式而论，相较于西

洋芭蕾强调的开、绷、直、长，京昆更讲究

圆、曲、拧、倾；其实质就是中国文化中“尚

和合”的一种艺术呈现和传播。如此历经

千百年，形成了中华民族“文以载道”“乐以

成德”“以戏化人”的经验总结和优良传

统。与耳提面命相比，戏曲更生动亲和、更

易于接受。它总是在愉悦观众的同时，褒

贬世风、惩恶扬善。在给人以精神享受的

同时，陶冶情操，布化德教，启人心智，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使受众于潜移默化中明辨

美丑、善恶、是非。

尤其值得推崇的是，无论戏里戏外，梨

园行都从不缺少好故事。1941 年底，日军

侵占香港，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罢歌罢

舞。不仅展现了戏曲人的风骨，更是戏曲

和戏曲人“胸中有家国，须臾不曾离”的精

神世界的生动写照。

守护传统文化，引领时代风尚是中华戏

曲艺术的光荣历史和不舍追求。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

养。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作为中华文化的典型承载形式之一，

戏曲艺术所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既是坚

持和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和

内在动力，也义不容辞地应该贡献其独特

的价值。一部好戏总是思想深刻、精神充

盈，能够让观众明白做人的道理、领悟真善

美的内涵，往往可以影响很多人，甚至影响

一个地方的生活形态和社会风俗。岳飞

戏、关公戏、包公戏、杨家将戏以及新时期

以来的许多优秀剧目，都是通过讲述是与

非、善与恶、忠与奸的故事，褒扬家国情怀、

优秀品格、善良人性，生动传递了中华民族

的崇高价值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振兴

戏曲艺术关系到美好道德的弘扬，关系到

主流价值的传播，关系到民族精神的维

系。振兴戏曲艺术，对于满足人们精神文

化需求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戏

曲事业发展态势良好，但是戏曲的传承与

发展面临不少困难，戏曲剧种在消减，戏曲

人才队伍在萎缩，戏曲观众在流失。

今年 7 月，北京市发布了《关于支持戏

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完善戏

曲人才培养和保障机制。这既为戏曲传承

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舞台，同时也

对戏曲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未来，我

们应做好戏曲的传承保护工作，既注重名

家、名角的打造，又注重各行当、各方面人才

的培养，构建层次结构科学合理、专业设置

成龙配套的现代戏曲人才培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