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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与凤行》《庆余年第二季》

《大江大河 3》《墨雨云间》等网络文学 IP 改

编的影视剧集爆款频出，反哺原著阅读持续

刷新纪录。同时，风头正盛的微短剧也开始

从网络文学精品中汲取向“微而不小”“短而

不浅”转型的滋养。

新类型、新媒介、新需求，网络文学精

品再次打开了人们对 IP 影视化改编的想象

空间。

不止于影视的影视改编

“《叶轻眉日记》太好看了，拍成影视剧，

可能比《庆余年》更有爽点。”网友隐湖告诉

《工人日报》记者，他是通过影视剧接触到

“庆余年”这个 IP，“第二季等太久了，就刷了

小说，当时就对叶轻眉这个角色十分好奇。”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无论是电视

剧还是小说，《庆余年》都是现象级的网络文

艺作品。电视剧第二季播出期间，在起点读

书 App 上，原著作者猫腻监制的独家故事

《叶轻眉日记》登上多平台热搜第一，原著阅

读量连带提升 38倍，起点读书的日活用户量

也创下年度新高。

衍 生 文 只 是 这 场 IP“ 团 战 ”的 一 小 部

分。围绕“庆余年”，阅文集团探索文学、影

视、衍生卡牌、游戏、短剧等产业链联动。IP

授权合作约 20 个品牌，涵盖玩具周边、3C 数

码、线下实体娱乐、饮品等；“庆余年”IP 改编

的小程序游戏快速上线，系列衍生短剧也正

在开发中。

作为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源头，网

络文学的 IP 资源属性日益彰显。《报告》显

示，截至 2023 年底，网络文学 IP 改编量为

72674 部，持续带动实体出版、有声、动漫、影

视、游戏、衍生品的繁荣发展。其中与往年

相比，广告收入占比超过了订阅收入占比，

成为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营收的主要力量。

“高度精品化的影视改编带动 IP 产业链

的联动，一定能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阅文

集团旗下新丽传媒副总裁王乔表示。

“12 年过去了，我竟然还在看《甄嬛传》

的衍生综艺，此外，在网上的衍生短剧、二创

剪辑也层出不穷。”张小牧是从流潋紫的原著

小说开始追的，她告诉记者，这些年她喝过联

名奶茶、集过授权盲盒，点赞过数不清的靠着

考古《甄嬛传》而成为网红的段子手。

“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影视成为

人们日常文化消遣的主要形式，要加强供给

侧改革，以优质文学 IP 为影视深度赋能。同

时，文学创作到影视制作的产业链条需进一

步畅通，实现文学与影视的双向奔赴、相互

赋能，高质量发展。”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

中心主任何弘指出。

从“微短”到“强长”

“在潜力巨大的市场前景下，微短剧有

望成为承载网络文学作品最丰饶的土壤。”

点众科技执行总裁李江表示，目前，各大长

视频平台也开始将网文与微短剧进行应用

结合，爱奇艺、腾讯、优酷、芒果等平台的部

分热门微短剧皆改编自豆瓣阅读、番茄小说

等平台的网络文学作品。

“20 多年来，我们沉淀了大量 IP，去年基

本上 90%微短剧的改编都来自网络文学。”

点众科技董事长陈瑞卿剖析去年微短剧突

然呈井喷式发展时表示，经历了 2022年的萌

芽状态，网络文学为微短剧输送了大量人

才，85%以上的人才储备来自网络文学作者、

编辑。

李江也有忧虑：微短剧目前仍然存在剧

集数量过长，内容质量不稳定，题材趋同等发

展困境，行业亟须向内容精品化、主流化方向

提质升级。“竖屏小程序短剧目前主要瞄准

30岁至 55岁的下沉市场。2023年上半年，这

些微短剧的题材主要集中在战神、虐恋、逆

袭、穿越、甜宠、总裁、重生、神医、言情、赘婿

这十类，对网络文学品类的开发仅为 10%，下

半年逐渐向现实题材等内容转变。”

“当前新兴微短剧偏重于搞笑风格，时装

剧多为豪门恩怨霸总言情类型，但随着行业

壮大，需要拓展思路，多从现实生活中找灵

感，讲故事。”在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

究院教授许苗苗看来，短剧的特色是快速提

炼形象，编织故事，到达观众，我们要从微短

剧的原始文本入手，用真实的故事让微和短

积累成强和长，在强情节、强态势之外，有长

尾效应。

许苗苗也指出，要实现微短剧从“微短”

到“强长”，需要更多扎根于现实的故事，“媒

介适应性使微短剧成为具备可看性、记忆

点、能引发自主传播的新媒介爆款，我们要

从生活中找故事，从职业中找故事，为每个

地方讲故事。”

网文还有更多可能性

《报告》现实，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作

品 累 计 规 模 达 3786.46 万 部 ，同 比 增 长

9.47％；网络文学平台驻站作者总数约为

2929.43万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 5.5亿。

在 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网络文学涌现

出一大批精品佳作。今年的“网络文学+”大

会有一项重头戏——举行了优秀网络文学

作品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仪式，共计 81部作

品入藏，覆盖科幻、现实、历史、仙侠、玄幻、

言情等多元品类，呈现出网络文学类型结构

持续优化的发展趋势。业内人士认为，此次

“登堂入室”是网络文学从小众到大众，从

“圈地自萌”到进入主流的重要标志。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网络文学作者

将笔触落在了现实生活。《欢迎来到麦乐村》

《三大队》《装腔启示录》《武动乾坤》《招惹》

《只手摘星辰》等作品都体现了网络文学与

时代的同频共振。

“无论是免费阅读带来广告收入增长还

是微短剧崛起，都是网络文学市场正在扩容

的表现。泛娱乐大环境下，IP 放大效应将辐

射最大公约数人群，而人工智能发展也将激

励网络文学提前布局，探索将数字阅读场景

从文字升级为多维、立体、互动的新形态。”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汤俏指出，

网络文学正在多渠道、多模式、全方位实现

规模扩容和业态创新。

“任何新现象、新赛道、新技术终归只是

创造好故事的手段，内容为王是法则，只有

以新态度、新表达、新脑洞书写新的网络文

学，才能让好故事生生不息。”汤俏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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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灵歌

借助 AI 技术，成龙“回春”了。近日上

映的电影《传说》，为了讲述成龙饰演的“陈

教授”的前世今生故事，用 AI 技术复原了

27 岁的成龙，且数字人成龙在电影中出演

量达 70%以上。

然 而 ，电 影 上 映 7 天 ，票 房 却 只 有

7279 万，豆瓣评分更是低至 5.4——作为

19 年前经典大爆电影《神话》的续作，却未

能续写新的票房“神话”。而 27 岁的 AI 成

龙 ，这 个 曾 经 被 片 方 当 作 噱 头 的 技 术 亮

点，也成了劝退观众和影响电影观感的最

大硬伤。

“ 就 是 短 视 频 换 脸 水 平 ”“ 哭 戏 太 尴

尬”……不少观众吐槽，AI模拟真人表情的

效果不到位，质感堪忧。据介绍，电影中 27

岁的 AI 成龙由演员郑业成替身出演，后期

运用了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即在换脸

技术的基础上，给了 AI 很多年轻成龙的数

据让它学习，再模拟成龙的动作习惯生成

的 3D 头像，二者组合而成。该片导演唐季

礼在接受采访时坦言，AI 技术也有一定缺

陷，3D 头像的问题就是没有眼神。尽管 27

岁成龙的外形很好打造，但气质和眼神却

是 AI 数字人最难表现的。同时，AI 很难制

作出如真人对戏般的自然、流畅感。因此

在全景武打以及角色眼神的部分，仍然需

要真人去表演。

近年来，用 AI 换脸技术为角色赋予新

的体验成为佳作的案例，不在少数。国产

电影《流浪地球》、国外电影《双子杀手》《爱

尔兰人》也采用过 AI、CG 技术给演员减龄，

但效果却很逼真。不过，唐季礼也曾向媒

体表示，相比于制作成本高达 1.38 亿美元

的《双子杀手》，《传说》的成本只有《双子杀

手》的 20%到 30%左右。

尽管“AI 成龙”还有很多不足，但不可

否认的是，它的出现是中国电影科技向前

探索的一次尝试。有专业人士指出，当下，

影视 AI 换脸技术还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孩

子，倒不是因为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不够

快，而是因为影视表演在所有的视频换脸

中是最难的，即便以好莱坞的人才储备和

技术水平，在数字演员上也需要耗费大量

精力才能模拟出接近真人的表演。也就是

说，当前 AI 技术还难以还原一个优秀演员

的鲜活演技。

那么，未来 AI 能取代演员吗？唐季礼

表示，AI 让他看到了更多可能性：“我在

《英雄本色》里曾担任张国荣的替身，现在

我可以请‘张国荣’来演了，那么‘梅艳芳’

也可以帮我拍《红番区 2》了。”可以看到，

无论是 70 岁的成龙，还是已故的张国荣、

梅艳芳，能让创作者想要复刻、让观众颇为

留恋，正源于这些传奇影人用自身的表演

创作留下的辉煌。或许，对观众而言，未来

能否有“好演员”比未来是否有“数字演员”

更为重要。

虽然 AI 成龙“演技不佳”，但有观众注

意到，成龙本人在 70 岁的年纪还能继续坚

持创作，敬业精神可嘉。也难怪唐季礼表

示，“AI是很好的参考，但无法代表李安、张

艺谋，也无法代表我。”

从角色扮演、剧本创作到特效制作，如

今影视工业越来越广泛地采用 AI 技术，AI

自然也成了不少影片宣传时的噱头。尽管

AI 还没发展到颠覆影视制作的程度，创作

者在创新和探索使用新技术的同时，也需

懂得，尊重观众的好演员、好故事、好作品

始终是不可取代的时代稀缺品。

阅 读 提 示
近日，第七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2023 年度中

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营收

规模达到 383 亿元，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 5.5 亿。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持续深耕现实

题材作品，IP多样转化成效显著。

从影视剧到微短剧从影视剧到微短剧，，““不不断进化断进化””的网络文学正在为多种业态赋能的网络文学正在为多种业态赋能

网络文艺共同成长网络文艺共同成长，，让好故事生生不息让好故事生生不息

视 线G

本报讯（记者赵欢）时间跨度长、影片数量多、容易出爆

款，每年暑期，电影都是绕不开的热门话题，今年暑期档能否延

续红火势头，推动电影市场火热升温，备受关注。目前来看，

2024暑期档电影市场表现不俗，继单日票房首次突破 3亿元之

后再传捷报。记者 7月 18日查询了解到，当天 19时 40分，暑期

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 50亿元，观影人次超 1亿。

许多电影一亮相，票房就节节攀升，还有不少电影未映先

热，拉满观众的期待值。暑期档电影为何大有看头？业内人

士指出，佳片供应足、题材够丰富是重要原因。记者了解到，

从国产佳作到进口大片，从爆笑喜剧到刑侦悬疑，从动画国漫

到文艺新作，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样、各具特色，满足了不

同年龄层次观众的观影需求。

在 100 余部暑期档电影中，不乏讲述“身边人、身边事”、

聚焦社会热点的现实题材作品。《逆行人生》关注“外卖小哥”

群体，讲述主人公高志垒面对生活困境逆风前行，最终走出低

谷的故事；《云边有个小卖部》以故乡为主题，用温暖而轻松的

故事赞颂亲情、爱情与友情；《默杀》通过悬疑剧情关注校园霸

凌，剖析社会议题。

《白 蛇 ：浮 生》《伞 少 女》《落 凡 尘》《二 郎 神 之 深 海 蛟

龙》……不少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创新发展东方美学

的“国潮”作品也在暑期上映。记者注意到，今年暑期动画电

影足足有近 20 部，其中，《白蛇：浮生》是《白蛇》系列第三部，

其延续前两部独特的画风，让中国观众熟知的“白蛇传”故事

迸发出与时代共鸣的情感力量；电影《落凡尘》与《伞少女》将

我国传统艺术元素融入唯美画面之中，延续国风想象的无限

可能。

还有一些暑期档作品寻求技术创新，着力打造全新视听

体验，不断探索中国电影工业化。例如，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首次“复原”重现成龙 27岁年轻风采的影片《传奇》，助力观众

实现跨时空的想象；《异人之下》采用真人摹片动画结合人工

智能的创作方法，通过呈现不同人物间的异能大战，为观众展

示前所未见的国风异能世界。

此外，今年暑期档少不了进口片加盟，这类电影多为海外

著名 IP。动画片方面，美国动画《头脑特工队 2》《神偷奶爸 4》
等，都有相当大的粉丝基础。真人电影方面，《死侍与金刚狼》

延续了跳脱电影本身的恶搞元素，《寂静之地：入侵日》相较前

做全面升级，将视角从乡村小镇转向繁华都市。

记者注意到，《寻秘自然：地球往事》《寻秘自然：无形

之力》两部科普影片也于 7 月在影院上映。这是科普作家

汪诘潜心 10 年专门打造、送给孩子的科普电影，影片在讲

述科学故事、传授科学知识外，更旨在培养孩子们的科学

思维。

业内人士表示，暑期档作为传统的观影旺季，其票房和观

影人次的激增，不仅反映出观众对于高质量国产影片的强烈

需求，也预示着全年电影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艺 评G

AI成龙能否创造新的“神话”？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海开幕

截至目前，2024暑期档电影观影人次超 1亿

暑期档电影拉满期待值

7月19日，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
术大展系列第四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
明大展”正式向公众开放，并持续展出13个月。

本次展览由上海博物馆联合北京大学、上
海外国语大学的专家团队自主策划，通过“法老
的国度”“萨卡拉的秘密”和“图坦卡蒙的时代”
三个主题，分别展出共492组 788件古埃及文明
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物，其中95%以上的文物为首
次来到亚洲，被称为“全球最大规模、亚洲最高
等级的古埃及文物出境展”。

视觉中国 供图

沈阳博物馆特色印章活动受追捧
近日，沈阳博物馆推出了“沈博中的二十四节气”印

章。24枚印章源自馆藏的 24件青花瓷器，结合中国二十四
节气文化，精心融合青花纹饰、书法作品和印章三个元素，形
成了一幅幅独立完整的小型书画作品，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呈
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大量游客来此参观、打
卡、集章。

一枚枚小小的印章，不仅是对博物馆里文物的一次记
录，更是对传统文化认识的一种方式。观展之余，游客将不
同图案展现出的传统文化美景盖在本上、印在心中，如同在
存储了一段博物馆参观记忆的同时，也让打卡集章成了传播
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图为7月18日，游客在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博物馆高兴地
展示盖完的二十四节气印章。

黄金崑 摄/视觉中国

人文纪录片《两岸家书》创作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家书是私人的，记载着个体的喜怒

哀乐、家长里短，但它所蕴含的生命能量超越个体，跨越时

空。6集人文纪录片《两岸家书》透过跨越海峡两岸的家族和

家庭书信，展示两岸的岁月沧桑，和无数普通人在时代巨变中

的悲欢离合，重现斑驳字迹背后剪不断、离不散的至真至情。

近日，《两岸家书》创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纪录片总导演洪雷表示，在创作过程中，一是以“情感”

共鸣连结过去与现在，通过真挚情感的流动，突破时间之远、

天堑之隔，拉近两岸民心，增进两岸青年人的互信认同；二是

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融入合理想象，并运用全景式动画场景

和后期风格化处理，雕琢出有情绪感染力和象征意义的记忆

“瞬间”。

在研讨会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指

出，这部纪录片的情感浓度是它的法宝，凭借着家书这一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以情感制胜，感人至深。

据悉，《两岸家书》继今年 5 月在海峡卫视首播后，7 月 18
日起在东南卫视、哔哩哔哩共同呈现。纪录片启开了一封封

泛黄的书信，摊平了一张张被反复摩挲过的笺纸，以温情内蕴

且精练有力的表达“读”出了一个个赤忱肝胆的故事、一段段

温暖细腻的情思，以情感重溯两岸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

认同的“记忆之场”。

观众参观佩德阿蒙的彩绘人形棺观众参观佩德阿蒙的彩绘人形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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