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浪地球2》口碑票房双丰收，在坊间掀起了科幻热潮。

截至2月7日18：00，《流浪地球2》票房破34亿，原本预期10万元的电影周

边众筹金额超过1.2亿元。这部电影不仅再次打开了国产科幻电影的大门，

还可能带动电影衍生品行业成为国产电影业的独立增长点。

《流浪地球2》周边爆单，众筹金额超1.2亿元

电影大IP衍生品
如何持续“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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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文化历史悠久，表现丰富多彩。就拿非遗来说，古琴、剪
纸、木偶、扬剧、玉器、漆器、扬州评话、扬州弹词、雕版印刷等等，掰
着指头要数一阵子呢，还有身怀绝技数量庞大的非遗传承人队伍活
跃在城乡大地。

尽管非遗是显学，但大多数人对此一知半解。比如古琴，说它
是非遗肯定不错，但对其制作过程中需要的美学修养、审美取向、选
取材料、制作工具、工艺流程、独门绝技等，一般不甚了了。

非遗活在当下，给我们出了一道必考题，怎么看？如何办？最
近有一篇报道，说的是扬州琴筝协会名誉会长熊立群研发了一款电
筝。他把古筝与电气化、信息化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
创意。电筝采用了环保轻质复合材料制件，更加轻巧，便于携带；采
用蜗轮蜗杆技术调音，两个手指就可以调弦；音频输出可以任意切
换耳机、音响，演奏者不用担心练琴时邻居投诉，也不用担心上集体
课时听不清老师的讲授；开发人工智能古筝教辅系统，通过多媒体
将古筝课堂打造成健康、便捷、有趣、高效的新型教学平台。

这款新型的“扬州筝”烙上了时代印记，对非遗传承而言，是个
了不起的进步。博物馆里陈列的青铜器，为什么那么多人驻足长
留，一方面，对其造型艺术叹为观止，另一方面，更为古人在三千多
年前先进的冶炼技术而满怀崇敬。这就是文物的价值，它蕴含了太
多的历史信息，隐藏了太多的文化基因。电筝也许再过几百年放在
博物馆陈列时，后人也会惊讶，21世纪初，人们是怎么熟练掌握最先
进的技术，生产出当时最先进的乐器？

电筝还是古筝的样子，不过采用了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而
已。有人可能会问，这还是古筝吗？它能活下来、传下去，就是最好
的回答。也许再过若干年，传统古筝没人生产了，它就会躺在博物
馆里变成文物；电筝如果还在使用，那肯定是非遗了；后人会采用更
先进的技艺制作，那自然是升级版的古筝。由此看来，迭代传承是
古筝等非遗生命延续的基本路径，而科技创新又在加速其进程。

电筝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产品，筝体与制作技术融合，难舍难
分，运用的信息技术、音频技术、材料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本
身，自然也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就像一把盐洒在水缸里，盐在水
里，水中有盐，有机交融。非遗传承创新不正是这样吗？

以电筝为代表的“扬州筝”，融入了现代科技，让古筝换了个活法，
也为非遗保护传承利用勇闯新路。“扬州筝”的面世，帮我们打开了文化
的另一面。我们不仅有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有以先进技术为代表的现
代文化，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古法技艺与现代技术相互渗透，使得文
化在迭代传承中发出时代的光芒。无论你接受与否，非遗借助先进技
术活化转化产业化蔚然成风，它正扑面而来，融入生活，改变生产。

与其被动承受，不如主动迎接，倒逼非遗拥抱创新，主动求变，
促进传统与现代融合，让先进技术助推传统文化转型，为传统文化
吸收先进技术探路，这才是“扬州筝”为我们打开的文化另一面。

处于信息网络时代，科技创新主导的产业革命将重新定义未
来。对待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既要珍惜敬畏，更要把握大势，顺势而
为，用科技创新传承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文化，让科技创新绽放出更
多的文化之花，结出更多的文化之果。

□ 本报记者 高利平

2月3日晚，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开年大戏昆剧《蝴蝶
梦》，在南京紫金大剧院精彩上演。亦庄亦谐的剧情，缥缈空
灵的舞美，张弛有度的节奏，恰到好处的表演，共同演绎出一
部有情、有趣的《蝴蝶梦》。

作为江苏省昆剧院2022—2023年度重点打造的剧目，
昆剧《蝴蝶梦》由罗周执笔，徐春兰执导，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
芳任艺术指导，省昆青年昆曲演员徐思佳、周鑫、施夏明、钱
伟、朱贤哲联袂演出。

整理改编后的昆剧《蝴蝶梦》，在清代传奇《蝴蝶梦》基础
上以《说亲》《回话》两折为核心，将矛盾聚焦于情感与信任的
冲突之上，从全新角度，对“庄周试妻，劈棺惊梦”这一家喻户
晓的故事进行了当代诠释。剧中的田氏从“懵懂不察”楚王孙
之真身，变为她逐渐发现、明确了楚王孙与庄周乃是一人；从
被动的“被戏”“被试”变为“将计就计”，反过来“戏”庄周、“试”
庄周；从“被审判”的“不贞”之女，变成了一个聪慧、充满生活
趣味与人生智慧的可爱女性。而“庄周”形象，也因为有了更
丰富、多层面的表述，呈现出自讨苦吃、有苦难言的喜剧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省昆这次仅用五位演员就撑起了整台大
戏，每位演员都有非常出彩的演绎。徐思佳饰演的田氏，聪慧
机敏又平和豁达，在《说亲》《回话》《做亲》《劈棺》等情节中展现
出机智应对。周鑫饰演的庄周，扮相沉稳，一派仙风道骨。随
着他从“试妻”到被妻子田氏“反试”的情节发展，庄周的那一点

“酸漾”，被周鑫演绎得活灵活现。而施夏明在剧中堪称“笑料
担当”，他饰演庄周幻化出的楚王孙，潇洒俊逸之外更多几分张
扬，面对田氏的“反试探”，在愤怒与佯笑间频频“变脸”，十分的
风趣诙谐。钱伟和朱贤哲饰演的老蝴蝶与小蝴蝶则极尽展示
了昆曲丑角的舞台魅力，为全剧的笑料包袱添砖加瓦。

说起角色，徐思佳说：“这部戏用轻松的笔调写出爱情的酸
与甜，发掘并品味生活中的小愉快。故事虽奇，但展现出来的
价值观与审美导向却贴合时代。”庄周饰演者周鑫则认为，故事
最后夫妻双双一笑而过是一种和解，更是庄周与自己的和解，
这种全新的改编展现出的正是现代社会所认可并推崇的豁达。

作为导演，徐春兰希望通过这次《蝴蝶梦》的创排，给观众提
供一种新的美学体验：“全剧在遵从昆
曲艺术程式的基础上，对表演方式、舞
美设计等进行了一些符合剧目定位的
创新，融入了现代美学精神，使之在审
美方向上展现出更强的时代特征。”罗
周一语道出她改编《蝴蝶梦》的初衷：

“人心本不可试，也不必试！我希望通
过这部幽默的轻喜剧，让观众度过一
个欢乐的夜晚，并享受这之后无数个
坦率、简单、欢乐的日子。”

专家研讨会上，著名戏曲音乐
理论家汪人元认为，《蝴蝶梦》的改
编复排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充分
接通了当代观众的心灵，使之成为
了当代昆剧演出中很难得的具有鲜
明风格的轻喜剧，这样的创新一定
会广受欢迎，久演不衰。

□ 本报记者 周 娴

现象级火热

目前淘宝平台上，“《流浪地球2》周
边”词条热度高达721万，周边商品数量达
到了358件。包含电影中出现的机械狗笨
笨、人工智能MOSS、数字生命卡U盘、门
框机器人和挖掘机等模型，以及手机支架、
纪念币、亚克力立牌搭配组合等。

周边产品中相对比较便宜的，比如马克
杯、磁贴、口罩、帆布袋、钥匙扣等，价格从22
元到80多元不等，其中热销第一的金属钥
匙扣销量已经突破5万件。价格相对较
高的为手办模型，单个手办最高为
759元，手办套装则高达3158元。

记者了解到，《流浪地球2》在
去年9月就对周边产品进行立
项，1月22日，电影一上映，就同
步推出了相关周边产品的众筹
项目，参与官方周边衍生品众
筹的三家厂商分别是赛凡科幻
空间、52TOYS和徐工集团，
众筹的目标金额为10万元，回
报是电影中的三款关键道具：多
功能全地形运输机械狗笨笨、人
工智能MOSS、数字生命卡。

正月初一，项目上线仅一分
钟，众筹目标达成。1月30日，上
线仅8天，三款周边的众筹金额突破
了1亿元，远超目标金额一千多倍，刷
新了中国电影衍生品众筹的纪录，截至2
月7日18：00，众筹金额已超1.2亿元。从
成交量上来看，机械狗“笨笨”人气最高，不
少影迷呼唤早日实现“一户一笨”，此外，剧
中的数字生命卡U盘、“MOSS”拼装积木
也很受欢迎，甚至不少粉丝直言：我们买的
不是周边，是中国科幻的未来！

“衍生品的开发是电影主体叙事的一种
延伸，锁定目标群体，借助电影特色元素进
行设计，让衍生品有更高的辨识度，如果运
用得当，能让电影IP拥有更为持久和蓬勃的
生命力。”万达影院南京区域总经理王辉说，
电影衍生品市场具有典型的长尾效应，时间
越长，电影衍生品所带来的收益越丰厚。不
过，将衍生品开发与电影创作发行相结合，
也考验着授权商的产品开发和创意能力。

衍生品是富矿，但中国刚刚起步

在国内，电影衍生品的火热，早有苗头。
谈及电影衍生品，2015年是不得不提

的年份，这一年《捉妖记》《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推出衍生品，首日销售收入就突破了
1180万元。到了2016年，电影衍生品成
了电影产业最火爆的词之一，从阿里、万
达，到光线、华谊，一些影业公司悄然布局，

“衍生品元年”的概念也由此而生。
2019 年，《流浪地球》上映，开发了

100多种衍生品、1000余种SKU，正版授
权收入接近10个亿，同年，《哪吒之魔童降
世》的官方授权手办众筹项目，仅3小时销
售额就突破百万。2021年，电影《白蛇2：
青蛇劫起》正版授权周边衍生品众筹15
天，众筹达成率近100倍。

这些案例都让人看到了国内电影衍生
业巨大的商业潜力，不过，与这些相比较，
《流浪地球2》衍生品，上线8天破亿元的热
度，仍可称为现象级。

“电影衍生品是个值得挖掘的富矿，相
较于国外成熟的发展模式，中国仍处于起
步阶段。”大象点映宣传副总监肖副球说，

电影衍生品市场在美国经历了几十年
发展，已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美国电影产业总收入的七成来自电
影衍生品授权和主题公园等版权运营，是

电影票房的2倍多；在日本，衍生品收入约
占电影产业总收入的40%。中国虽成为全
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但电影收入的90%来自
票房和植入式广告，衍生品收入只占10%左
右。肖副球说，目前，国内从制片方、发行方
到生产商，对于电影衍生品的量产，都是比
较谨慎的。常常是电影爆红后，“临时抱佛
脚”生产衍生品，消费者买不到现货，购买热
情很快就会过去，正版衍生品的“慢半拍”，
也为盗版带来可乘之机。

数据显示，位列全球衍生品收入Top10
的电影，有《星球大战》《赛车总动员》《玩具
总动员》《哈利·波特》《冰雪奇缘》《变形金刚》
《蜘蛛侠》《复仇者联盟》《忍者神龟》《蝙蝠
侠》，几乎被好莱坞和迪士尼包揽。好莱坞
系列影片《星球大战》从1977年拍到2019
年，在全球获得了64.9亿美元的票房，但衍
生品的收入高达422亿美元。2019年在内
地上映的《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播出后
口碑低，但靠衍生品赚翻天，一个1984年版
的G1版变形金刚卖到了10万元。

迪士尼是电影衍生品开发的头部公
司，从最开始的米老鼠动画系列，到本世纪
初的《赛车总动员》，再到2013年《冰雪奇
缘》中的“艾莎”，这些爆款都成为了最佳

“带货王”，比如，2013年迪士尼出品的《冰

雪奇缘》中的“艾莎裙”，仅在美国就售出了
300万条。《冰雪奇缘》的创收超八成来自
衍生品，是电影票房的7倍多。

好故事是流量的起点

从玲娜贝儿、威震天，到冬奥会期间的
冰墩墩，再到今年的《流浪地球2》，互联网

“顶流”轮番掀起阵阵狂潮。
电影衍生品，作为文创的重要阵地，不

可或缺，也不容忽视。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十四五”中国

电影发展规划》提出，未来5年，要丰富
电影市场，如促进电影衍生品开发及授
权，推动电影与游戏、旅游等融合发展。
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电影行业
收入主要依靠票房分账的模式也许将在
未来发生改变。

“并非所有的电影，都适合做衍生品。”
王辉说，从过往不断刷新电影衍生品销售
纪录的影片来看，动画电影和科幻电影锁
定科幻迷或者亲子群体，适合做衍生品。
另外，一些长线电影IP，凭借优质内容拍
摄多部续作，形成持续社会影响力，观众也
会为“情怀”买单。“我们国内不乏大圣手
办、唐探盲盒等短期‘爆款’，但缺乏漫威、
迪士尼等具备持续影响力的周边IP。”

“在美日等影视产业发达的国家，衍生
品开发往往伴随着电影的制作，有的在剧
本阶段就已介入，电影上映时同步在影院
里销售，”肖副球从电影制作产业链的角
度，分析国内外电影衍生品市场的差距，他
认为，国内普遍缺乏将衍生品纳入电影整
体运营的意识，也缺乏衍生品开发的完整
产业链，“从版权代理到衍生品服务，再到
渠道铺设，必须流程化、规模化，协作打通
全产业链，才能开发出IP最大的价值。”

《流浪地球2》中，不仅有冲击感十足、
给人极致视觉体验的科幻场景，还有“带着
家园去流浪”的故事内核，彰显了中国人独
有的浪漫精神。“电影的高票房和衍生品热
度呈正相关，影片科幻智能的属性也是对
衍生品的赋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
教授朱江丽认为，《流浪地球2》衍生品的
火爆出圈，是符合逻辑的事情。

好的内容和故事，是流量的起点。朱
江丽说，衍生品模式可以被参考，但优质的
电影内容永远无法被复制，对于电影衍生
品开发，不能操之过急。“衍生品开发的前
提是，IP需有时间积淀、有观众影响力，电
影人还是应该在做好内容、做成品牌、做成
系列的基础上，培养衍生品开发意识，提升
影片IP价值，尽可能地延长其生命周期。”

□ 本报记者 陈 洁

“如果说《流浪地球》让中国科幻电影开
启了壮丽的航程，那么这一部就是它于世界
舞台上响亮的鸣笛。”二刷《流浪地球2》的原
著作者、著名科幻小说家刘慈欣说。

2023年开年，中国电影率先被科幻片带
进了世界前列。截至2月7日18:00，《流浪地
球2》国内票房破34亿元。在北美和英国等
海外市场，该片也引发观影热潮，成为主客共
享的一道科幻盛宴。

首先，它有着非常成熟的科幻外观。
无论是上万个发动机撬动地球，还是从地
表快速通达空间站的太空电梯的畅想，都
从想象力和视觉效果两个方面满足了人们
对于科幻大片的期待，建构在太阳氦闪、洛

希极限、潮汐力、量子纠缠等知识点上的科
幻，让人感叹“量大管饱”。“感觉一口气看
了《流浪地球2之太空电梯危机》+《流浪地
球3之月球危机》+《流浪地球番外之人工智
能崛起》三部电影……”在作家马伯庸看
来，该片无论是大奇观如太空电梯、行星发
动机，还是小物件比如月球车和“门框”，都
毫不潦草。比如说扔核弹箱子那段，箱子
坠地前，会突出两个气囊，落地后气囊自动
向两侧爆破，反作用力恰好扶正箱子姿
态。“这种细节就几秒钟，一晃而过，但主创
团队居然把这种地方都照顾到了，简直可
怕。中国科幻片在质感设计这块，一向是
短板，这次算是补齐了。”

其次，它有着非常动人的情感内核。作
为第一部的前传，《流浪地球2》讲述的是在太

阳危机之初，人类面临的选择：到底是带着地
球寻找新的生存目的地，开启“移山计划”（后
改名“流浪地球计划”），还是干脆放弃肉体生
命直接意识上传，执行数字生命计划？在终
极命题前，无论是刘培强（吴京饰），为了儿子
取得进入地下城的生存资格，选择带着核弹
奔向月球生存，还是图恒宇（刘德华饰）为了
延续女儿的“生命”，违反禁令把丫丫的数字
生命备份上传……各式各样的选择中人性的
弧光呈现复杂多维。“刘德华的这条线太出彩
了，有着很深的哲学思考。在宏大叙事下，一
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生命，真实的选择。在
最后又两轨合并，把主题升华，真的称得上中
国科幻的里程碑。”一位观众在留言区写道。

特效背后是科技的力量，故事背后是逻
辑的力量，中国式表达背后是自信的力量，全

球化视野背后则是格局的力量。
不同于以往科幻片在新星球上寻找空间

的做法，刘慈欣提出了最宏大的一个支点，即
带着地球去流浪，不仅体现了东方文明形态
的特点，即农耕文明较之海洋文明更为浓烈
的故土情结，也无形中拓宽了不同国籍、文化
背景观众的思考边界。但无论是东西方哪种
价值体系里的英雄，都共同指向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那就是爱是人类的发动机，而中国人
对爱的表达就是剧中李雪健那句“危难当头，
唯有责任”的台词，而“责任”就是片尾曲里刘
欢坚定唱出的那个词：“我在”。

纵观最近火爆屏幕的现象级影视作品，
无论是电视剧《狂飙》带火《孙子兵法》线上线
下热销，还是脱胎于《西游记》的国产动漫《中
国奇谭》在B站播放量破2亿，其走红背后都
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对生命的深刻
反思，对生活的深层探索。

从全民热议，到破圈传播，2023年中国影
视“开门红”，发出了“响亮的鸣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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