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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赵丽

中国电影衍生品产业的未来：

优质内容与消费文旅的双向赋能

服兵役时确定要做电影

这位土耳其导演的童年是在爱琴海北部

的恰纳卡莱省的耶尼杰度过的。小时候的锡

兰就很喜欢电影，也深受电影的影响。之后，

他在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学习电气工程时也

没有放弃电影的梦想，“如果不能做专业的电

影人，那就从业余的开始做起”。于是，在大

学的第三年，锡兰就开始学习摄影了。而真

正确立自己“今生都要做电影”的梦想，是在

他服兵役的期间。

从这以后，锡兰就开始追逐他的光影之

梦，学工程的他花了两年时间在米马尔希南

艺术大学研习电影。

锡兰属于“大气晚成”，他的第一部作品完

成是在36岁——拉来亲朋好友创作电影，自己

承担了几乎所有的技术活儿。因为缺乏经验，

锡兰拍第一部电影时似乎有些“手忙脚乱”，“我

当时准备得不充分，脚本没有完成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数字电影，锡兰的头几

部电影都是用 35MM的胶片，“非常昂贵”，但

他希望还是能多拍几条，“拍一个场景拍三

遍，就没有办法拍第四条，对演员来说压力也

很大，如果犯一点小错误200美元就没有了。”

三年之后，他的第二部作品（他的首部长

片《小镇》）就准备得更具有针对性了，而且在

剧本阶段，方向性会更明确。

在实际拍摄阶段，锡兰还是会不断尝试，

捕捉更多的细节，因为“实际生活要比电影更

加超现实”。所以，他尽可能地多拍，这样剪

辑的时候素材才会更丰富，“如果主角在哭

泣，我也会拍他微笑。”这或许是作为导演应

有的洞察力，“人的行为很奇怪，有的时候喜

欢隐藏自己情绪和表情，不会向外部世界展

现内心的情绪。”

在他看来，“表情只是我们希望向世界展

露的心情，但导演应该有一双真正能寻找细

节的眼睛去捕捉到人物真实的心情。”

继续向前走，即使很孤单

在锡兰的早期作品中，多数都是与身边

的人合作，拍身边的故事，因为拍“熟悉的主

题和环境”会有一种“安全感”。

保持安全感，这对锡兰很重要。他也养

成一个习惯——在拍摄的前一天晚上，出去

散步看看拍摄地。

从1995年到2008年，他完成了5部长片，

一部短片。而“恐惧感”在这位“电影大师”的

成长路上，如影随形。“我拍电影的时候会有

恐惧感，因此倾向于拍一些熟悉的主题和环

境。”锡兰说。

而锡兰所说的这种“恐惧感”，并不是“个

案”，这也是许多新导演面临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害怕，这很正常，这是很好

的动力。”在锡兰的理解里，害怕是好事，“继

续向前走，即使很孤单。”他说，“孤独会带给

你动力，如果感觉不到孤独，那你就不是想做

电影，因为做电影就是打发孤独的方式。”

这也形成锡兰的风格，在他的作品中，经

常带有一种忧郁。“这其实是一种直觉上的反

应，我的电影展现的是我的表达方式，大家看

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锡兰说，“我觉得创造

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做电影的过程中，我希望

创作一种生命的意义，让生命更加持久。”

灵感是机遇，没有公式可言

锡兰不是一位多产的导演。从他的作品

单显而易见，1995 年 2014 年仅 8 部长片。他

的惯常作法是，“拍完一部电影会改变我，我

会等待这个改变之后，再拍下一部。”等待下

一个灵感，下一个机遇。在他看来，灵感是机

遇，没有公式可言。“就像河流流动，小水滴激

起，汇成一条小溪，把很多点子汇聚成一起，

就是剧本。”当然，开始的起点是最难的，“它

一定是能让你感到兴奋和热情，要不就没有

激情开始拍摄，这个激情和激励来自挑战，如

果电影里有挑战，说明这里面有你害怕面对

的，这就是你拍摄的动力。”

在经历多年的打磨和成长后，锡兰近十

年间的作品风格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早期的

家庭作坊式创作模式被打破，他开始更多地

与人合作，“因为单枪匹马的话，工作速度会

慢，如果合作，效率就高很多，而且头脑风暴

很有效。”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愿意更多地运用专

业演员，尤其是大制作。“如果想把剧本完全

表演出来，只有专业演员才能做到。”当然，这

并不是绝对的，还是要看项目本身。

对于演员，锡兰很看重演员的台词功力，

“如果记不住台词，这很浪费时间。当然，演员

也要能诠释出导演的意图。我不希望演员头

脑中先进行预设，而应该是一张白纸演员。”他

建议，演员不应该做夸张的表演，“一旦有我是

电影主角的想法，就丧失了灵活性。”

本报讯 6月21日，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举行“新文旅新消费——电

影产业赋能新蓝海”论坛。

华特迪士尼公司大中华区及韩国消费品副

总裁及总经理林家文，阿里影业、阿里鱼市场总

经理傅小然，万代南梦宫（上海）互动娱乐有限

公司副总裁池沢苗，北京中影营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朱海荣，东方梦工厂衍生业务总经理张

婷婷，宁波影视文化产业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

主任陈建瑜，融创文化总裁助理兼内容与投资

中心总经理李宇浩，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

业协会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志庆等出席论

坛，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受邀作为主持，就

电影 IP的消费、未来在实景娱乐层面的应用等

话题展开探讨。

《流浪地球》将开发

主题乐园、主题酒店等业态

论坛以林家文的主题演讲开场，他表示，在

迪士尼，消费者和电影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迪士尼不是一家 IP公司，而是一家以消费者

为核心的消费品公司”。他说，今天在市场上看

到的迪士尼衍生产品，都是提前 18-24个月开

始，与本土授权商协作完成。

朱海荣则认为，中国电影衍生产业的发展，

应该以国产影片作为龙头来做，中影的愿景是

想引领国产影片的电影衍生产业。

朱海荣提到，《流浪地球》这一项目在市场

的衍生产品容量在 8亿左右，在国产电影中已

算创造了新高，接下去将努力把《流浪地球》做

成长线 IP，包括开发主题乐园、主题酒店等更

多业态。

张婷婷补充说，中国衍生品业务目前远低

于国际衍生品业务的市场份额，这与内容基础有

关。比如中国每年的动画产能还没有达到美国

的水准，而且美国有文创机构和电影明星参与IP
打造，目前中国的明星、文创类IP刚刚起步。

池沢苗介绍说，日本衍生品能占到电影收

入的40%，是因为有比较成熟的全产业链，从上

游内容到中游的出品方和生产商，再到下游渠

道，可以做到无缝衔接。而国内还处在发展的

初期阶段，全产业链尚有待完善，但相信中国的

电影产业链会快速发展起来。

IP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是衍生品产业存在的前提

对于什么样的 IP适合开发衍生品，池沢苗

表示，首先要打动用户，最根本的是让用户和

IP、内容产生共鸣。接着是看内容的世界观、人

设、人物的丰富程度和故事情节等等。其中，真

人电影的明星和“卡司”有很大的带量作用，而

二次元电影更注重世界观和形象人设等能让观

众产生共鸣，以及配音演员的明星效应。

张婷婷指出，对中国授权行业来说，消费者

更能接受动漫，因为目前授权行业中儿童市场

的份额相对较大，而且真人影片也存在局限性，

如明星的肖像权等。衍生品卖得好，要看产品

特性，所以，需按照 IP品类和特性来确定开发

什么产品。

朱海荣认为，适合开发衍生品的电影，首先

需要具备比较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如果电影不

成功，衍生产品就不复存在，IP 强大的市场影

响力，是衍生品产业存在的前提。

傅小然表示，在选择版权和开展授权业务

的时候，首先要看 IP是否够热、够头部；第二看

IP 的潜力，即品相；第三看想孵化和力推什

么。阿里鱼的模式就是依靠完整的产业链闭

环，帮助商家解决整个衍生品链路，从产品设计

环节到中间的报审环节，再到营销推广环节和

最后渠道铺设环节，帮助版权方提升整个 IP的

曝光率。

IP内容和实景娱乐双向赋能

围绕电影 IP 与实景娱乐结合，陈建瑜表

示，中国未来的电影朝着工业化方向发展，而影

视基地也应朝着片场化和工厂化方向发展。影

视基地的文旅项目应该作为影视基地的衍生

品，通过影视的拍摄带来其它 IP的转化和旅游

的价值，这样的影视基地才有生命力。

李宇浩表示，正在学习和发展把 IP内容和

实景娱乐之间双向赋能的逻辑，把好的 IP内容

落地在乐园里，打通整个内容产业链。而文化

全产业链的打法，核心是打造长链 IP，能够从

IP 开始，到内容、拍摄再到整个后期的文旅城

IP的落地旅游。

于志庆则结合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行业协

会成立背景表示，2014年上海电影工作会议上

颁布了促进上海电影发展的七条政策，其中第

七条是建立上海影视设施服务一体化的机制，

为此成立了上海影视摄制的服务机构，以协调

在上海进行影视拍摄的事项管理，以及政策的

咨询。去年以来，影视拍摄服务已经形成规范

的标准化服务体系，未来希望能延伸出去，将影

视拍摄的服务辐射到长三角。

（影子）

本报讯 6月21日，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举办“电影教育创新论坛：如

何培养全球影视创制人才”论坛。

制 片 人 迈 克 尔·山 姆 伯 特（Michael·
Shamberg，作品《被解救的探戈》、《永不妥协》、

《低俗小说》），声音设计师、奥斯卡最佳声音设

计得主雷斯尔·普克莱（Resul Pookutty，作品《贫

民窟的百万富翁》），《流浪地球》制片人龚格尔，

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袁野（《白蛇缘起》监制）等

分别就工业化体系的构建及人才培养的问题发

表了主题演讲。

制片人、奥斯卡最佳音效设计得主理查德·
安德森，制片人李少伟（作品《荒野猎人》《云

图》）；阿里巴巴文娱集团大优酷事业群副总裁

干超，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艺术总监陈大明等

则参与圆桌对话，与主持人上海温哥华电影院

学院执行长蒋为民一起，探讨工业化时代，电影

人才的教育与培养问题。

创作者要有观众视角的思维

在迈克尔·山姆伯特看来，要想在电影行业

中发挥自身的价值，有三点基本素养很关键：第

一，要有找到好故事的热情，第二，有对好故事

的坚持。第三，有很强的执行力。他同时还强

调，对于从事电影工作的人，不论在工业化体系

中担任怎样的角色，都要有观众视角的思维。

“如果自己不从观众的角度做一个作品创作，你

是没有办法提供一个他们所满意的作品。”迈克

尔·山姆伯特说。

作为中国科幻电影崛起的代表作，《流浪地

球》在制作过程中面临了不少挑战。龚格尔透

露，在拍摄期间，剧组每天的工作时间达到 18
个小时，而导演郭帆在拍摄的 145天中每天只

有30分钟到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如果你不热

爱，恐怕很难坚持下去。”龚格尔说。

雷斯尔·普克莱同样谈到了热爱的重要

性。他表示，印度电影的竞争非常激烈，每年

200部电影中可能只有15部可以在电影票房方

面取得成功，但仍然有源源不断的电影创作诞

生，电影的数量也在持续上升。雷斯尔·普克莱

指出，这背后的动力还是对电影的热爱。“你想

让你的故事成为经典，就必须要有一种非常疯

狂的精神。”

中国动画产业虽然仍有待提升，但袁野表

示，动画本身的制作特性，已自然地推动中国的

动画制作遵循工业化体系。袁野表示，就目前

整体来看，投身行业的人基本还是靠热爱驱

动。一方面，动画制作流程非常繁复和细节，另

一方面，中国在动画教育方面专业设定的缺位，

使得人才的培养需要持续靠一线的实践积累，

所以除了动画相关的专业技能，个人的学习能

力和创作能力也很重要，“这就对综合能力提出

要求。”袁野总结说。

深入行业需要从基层做起

蒋为民提到，目前中国的影视类的院校近

三百多所，重点大学达到了 30所，每一年影视

类的专业报考人数不断在攀升，但很多名牌院

校的毕业生进入到社会以后，却很难进入行业。

针对电影人才普遍的产学脱节的问题，理

查德·安德森表示，电影学院的教育的确可以帮

助个人触及到电影的方方面面，但想要深入到

行业中，适应工业化体系的运转，就应该从基层

做起。“好莱坞体系开始运转的时候，是没有专

业的电影学院的。”理查德·安德森说。

陈大明认为，对于学习电影的人来说，真正

的努力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学校以外。在学校

学到的只是基本知识，要在行业立足，还是要通

过各种尝试，寻找到自己的定位。

李少伟同样鼓励学生走出电影学院。他直

言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就可以工作。他认为，只

有这样，才可以真正了解行业到底在发生什么，

将来才能在机会到来时，有能力去选择。

在强调要尽早主动参与行业实践的同时，

与会嘉宾也对电影人才的教育现状发表了看

法。

干超指出，当下的电影人才培养存在专业

分工不明确，专业不够聚焦的问题。

对此，理查德·安德森提出，一些大的制片

厂，可以与电影学院加强合作，创立如医学生培

训这样有章可循的培训体系，这样也会使得学

校的教育更加具备针对性，专业人才的培养更

加聚焦，所匹配的工种更加多元化。

除了专业进一步细分化，袁野和李少伟都

提及了要进行审美意识的培养。“在真正进到制

作环节后，基本的制作技术和技巧都是可以学

习的，但审美才是决定你能够往前走，能够变成

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必不可少的。”袁野表示，应

充分利用在学校的时间多做探索。

（姬政鹏）

本报讯 作为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京剧电

影工程影片系列展映特别活动，京剧电影《霸王

别姬》映前导赏近日在新衡山电影院举行。京剧

电影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龚学平，上海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胡劲军，市政协常委、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国家一级导演滕俊杰，上海

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傅文霞，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尚长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史依弘等嘉宾出

席活动。

傅文霞在致辞中表示，京剧电影工程是由中

宣部列入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的重要任务，是我国

建国以来京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电影拍摄工

程。“京剧电影作为历久弥新的中国特色电影类

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英雄主义、向善

向美等精神价值与充满创造性、独特性、经典性

的中国美学风貌，是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窗口。京剧电影将戏曲的传统艺术形

式，与电影的表达方式相结合，不仅跳脱出舞台

的局限，又直观地保留了戏曲本身的艺术效果，

产生了一加一远大于二的效果。”

傅文霞介绍说，戏曲电影一直是上海国际

电影节展映单元的重要部分，今年上海国际电

影节特别推出京剧电影工程影片系列展映，共

展映《霸王别姬》、《龙凤呈祥》、《状元媒》、《秦

香莲》、《萧何月下追韩信》、《穆桂英挂帅》、

《谢瑶环》、《赵氏孤儿》、《乾坤福寿镜》、《勘玉

钏》十部经典之作。其中，中国首部 3D 全景声

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曾在洛杉矶杜比影院上

映，还获得 2015 年金卢米埃尔奖，《龙凤呈

祥》、《霸王别姬》获得第 30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戏曲片提名奖，《穆桂英挂帅》获得第 31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相信当传

统戏曲与现代电影技术碰撞，将吸引更多年轻

观众走进影院，近距离感受中国优秀传统艺术

经典。”

在十部展映影片中，《萧何月下追韩信》、《霸

王别姬》都出自于导演滕俊杰之手。2013年，滕

俊杰心怀“用电影方式将中国戏曲发扬光大”的

文化使命感，接下了拍摄《霸王别姬》的任务。当

时，他给自己定下了三个目标，并为之努力至今：

“第一，今天繁荣的电影市场对京剧电影不能熟

视无睹；第二，以小博大，用小成本争取获得很好

的社会效果，甚至物超所值；第三，让京剧国粹成

为‘上海文化’走出去的新名片。”

《霸王别姬》的主演、今年 79 岁的京剧表演

艺术家尚长荣风趣地称自己是一个“70后”，他在

致辞中说，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十部京

剧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具有深远的历

史和现实意义。“我现在的心情就两个字：感恩。

感恩时代，感恩党和政府，感恩广大群众对戏曲

艺术、对京剧艺术的支持、厚爱和激励。目前我

仍然是一个‘70后’，我很幸运还能参加电影的拍

摄。”

史依弘也谈到了传承京剧国粹的责任感，她

表示，《霸王别姬》是前辈梅兰芳先生的经典之

作，后来者穷其一生可能也无法企及梅先生的艺

术高峰，“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向他学习，向他致

敬，希望把优秀的艺术作品一直传承下去，这也

是我们这一代京剧演员的责任。”

导赏活动现场，京剧电影工程领导小组组长

龚学平向上海国际电影节赠送了京剧电影工程

系列电影碟片。

（影子）

金爵论坛聚焦电影教育创新

努里·比格·锡兰谈光影魅力：

电影就像剥洋葱一样，
让你更了解自己

京剧电影工程：
让舞台经典在大银幕上焕发活力

名下不过八部长片，一部短片，土耳其电影人努里·比格·锡兰已然是当代影坛的一座高峰——1995年
以短片《茧》初露锋芒，2000年就以第二部长片《五月碧云天》入围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4
年，他凭借《冬眠》捧起了戛纳最高荣誉金棕榈奖。今夏，他更是跨越亚洲，来到上海，出任本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

“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很肤浅，只是很小的百分比，而电影的魅力，就是像剥洋葱一样，让你了解更多的自

己。”在近日举行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论坛上，努里·比格·锡兰分享了他电影生涯的经验心得与艺术理念。

在他看来，电影人必须要贴近生活，“创作应该基于电影的意味，但细节应该是来自于生活，没有细节观

众就不会信服。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观众就会读出一些意味。”其实在电影里重塑生活是不容易的，“首

先要了解生活的细节，真实的生活包含了更多的超现实。而在电影中展现真实细节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

这些细节让你闻到真实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