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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无障碍电影

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据光明网，到今年10月为止，专门为盲人创办
的“心目影院”已经运营了17个年头。心目影院通
过加入志愿者人声解说的形式，为盲人观众播放无
障碍电影。17年来，共有超过1000部电影在这里上
映，影院已服务视障群体超过4万人次。
　　要推动残健同行，促进盲人无障碍观影需要多
方参与共建。目前，我国无障碍电影的主要生产者
仍然是公益组织或是志愿团体。然而，无障碍电影
的制作并不是简单地增加解说，而是一次残疾人本
位的二次创作。无论是电影剧情解读还是声音情绪
渲染，如果缺少专业人士的介入和推动，仅靠“为
爱发电”的原始模式恐怕很难不断在产品品质上作
出突破。更进一步讲，无障碍电影本就可以嵌入电
影生产链条。如果将电影的无障碍版本制作任务交
由生产者完成，其与普通版本内容和价值取向的一
致性就有了保证，而专业化的工具也有更高的生产
质量和速度，弥合不同版本电影上线的时间差。
  健全人能看到的，盲人群体也要同等地享受
到，这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基于此，无障碍观
影像现在这样仅仅停留在“可触达”的层面还远远
不够，让所有视障人士都能够广泛、同步地参与到
电影艺术的享受中，才是残障友好型社会所要追求
的最终目标。

AI绘画来了，

不必忧心忡忡
  据光明网，AI机器人先后击败了人类顶尖的
围棋选手、电竞冠军、扑克牌选手，如今又瞄上了
画师。张择端用了1年时间绘就了传世名画《清明
上河图》，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大约花了3
年。如今在键盘简单敲下几个词语，十几秒后，就
能得到一幅AI绘画作品。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
进步的速度着实让人惊诧，而且从实验成果来看，
AI绘画的水平不算低，有些甚至比新人画手更优
秀，这也引发了不少讨论和担心。
  其实，作为一种科技发展衍生的新事物，我们
对AI绘画不妨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一方面，AI绘
画还远谈不上颠覆性的改造，它目前只能进行一些
初级绘画的工作；另一方面，即便人类绘画被AI
取代，在造成绘画师失业的同时，也会有新的岗位
被创造出来。
　　我们不必对AI绘画的出现而忧心忡忡，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围棋到电竞再到绘画行
业，AI改造的行业、替代的工种会越来越多。而
我们需要做的，除了开放包容外，便是在涉及法
律、伦理等问题上尽快调试，为这种变化提前做好
准备。

创作是拨动心中的琴弦
  据人民日报，前不久，话剧《桂梅老师》获得
第十七届文华奖。通过一部话剧，让不熟悉张桂梅
老师的人知道她，让知道她的人走进她的心灵世
界，作为编剧我（指王宝社——— 编者注，下同）很
欣慰。在我心中，这部话剧还得了另外一个
“奖”。很多观众在看完话剧后说，“我也想像桂
梅老师那样，为他人、为社会做点什么。”这是来
自观众的最高褒奖，也让我深深感到，写这个话剧
“值得”。
  每个人心中都有琴弦，当生活的素材来了，体
会到了某种感动，琴弦就会被拨响。而对于创作者
来说，拨动琴弦后能否弹出动人的旋律，还取决于
创作功力。我认为，写英模、英雄，要接地气，也
就是他们在人性层面上和你、我、他（她）相似的
地方，这是让观众相信他（她）的基础。
  文艺作品满足的是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从
某种程度上说，文艺市场也是情感市场。主旋律
作品弘扬生活的真善美，是时代强音，更是大众
不可或缺的“精神维生素”。主旋律作品，要做
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作为创作者，要沉下心来，真正按
照戏剧艺术创作规律去创作。要研究文艺市场、
研究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情感需求、审美趣
味。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都是文艺市场检
验的结果。

故事真实可信

观众才能共鸣
  据北京日报，优秀电视剧《我们这十年》正在
热播，不少观众透过剧集看到了近十年来中国的真
实变化，并为之感动点赞。作为该剧的艺术总监，
导演毛卫宁表示，《我们这十年》重在真实，能带
领观众重新回味和感受我们这十年的变化，“这种
变化真实可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也是近年
来现实题材作品能够火爆，成为市场主流的原因所
在。”
　　在毛卫宁看来，《我们这十年》是写事件中的
小人物，小事件反映的是大主题。最初接到这个项
目时，毛卫宁组织了上百人的团队经过好几个月来
进行选题筛选，从两百多个选题缩小到几十个，最
终才确立了现在的11个故事，借普通人的故事折射
时代的闪光点。
　　“一部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应该是故事源于生
活、人物真实可信、行为符合逻辑、情节丰富生
动，这几个特质缺一不可。”毛卫宁认为，“今天
的观众排斥假大空，所以我们得出来一种结论：真
实才能可信、可信从而代入、代入进而共情。”这
是他的创作感悟，也是中国电视剧这十年的成功
密码。
  （□记者 张依盟 实习生 张梦圆 整理）

  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丁
玲、周扬、赵树理、孙犁……一个个熟悉的名
字，一页页珍贵的手稿，虽然摆在玻璃柜里，
我依然能感受到来自写作者的独特气息。我仿
佛听到二百多个现当代作家在说话，或高亢，
或低吟，或豪放，或婉约。当然我更喜欢毛笔
书写的质感，那是从容地说，是雅言。
  10月10日上午，收藏家徐国卫先生在山东
中国文学艺术博览馆举办了现当代作家手稿
展。我和好多文友大饱眼福。在手稿前，想起
学者张文江整理《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中的一
段话：“读手稿，气混沌未定，发表后就相对
凝固了。当然，有大力者或可重新启动。故手
稿激发思想，是活物。”
  吴小如是我喜欢的学者，我看到了他谈
《金瓶梅》的手稿，尽管是钢笔写的，但我

依然能看出他的笔势，一笔一画就是看着舒
坦。吴小如受其父大书法家吴玉如的熏陶，
写得一手天真纯净之字，但他说：“现在人
人都是书法家，我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得
在书法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才可以叫书法
家。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看看，
如今的书法界，写了几天字，就以大师自
居，比比吴小如（其实小如先生应该算得上
是书法大家），难道不脸红吗？吴小如先生
上面的话，看似平淡，其实是一种大，他是
站在很高的位置说话，站在书法史上来衡量
自己。不知道书法界诸位大师能否理解此中
深意。我听说，给吴先生当弟子要过一道
槛：读完“诗四观”。诗是《唐诗三百
首》，四是“四书”，观是《古文观止》。
在他看来，只有从头到尾都看过、都背过，
国学基础才算是上乘的。
  高晓声也是我喜欢的小说家。这是我第一
次见到他的手稿。他的创作谈很直率，主要谈
了自己的经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下放到

村里，一待就是42年，备尝艰辛，一言难尽。
他说，他跟走马观花、蹲点体验生活的作家有
着本质不同，他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喜
怒哀乐，就是农民的喜怒哀乐。“漏斗户主”
陈焕生，就是他的邻居，也就是他自己。看着
他的手稿，我仿佛听到他在炕头上拉家常，亲
切，热乎。
  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的手稿《我的太阳》
和《我拥抱明天》，字体清新、自然。2011年
11月在北京开作代会，我向陈祖芬老师请教了
好多创作上的问题，她都一一作答。我记得她
说最喜欢玩具，每到一个城市她都去买娃娃，
然后开始自己制作娃娃。为了娃娃，她像个旧
式女人，一夜一夜地用针用线为自己心爱的人
缝制衣服。她身上散发着一种纯真和童趣，她
留的头型也是童花头。她说过，“我真希望拧
紧每个人背上的天真的发条。”想象力直接关
系到创新指数，有天真才有创造。临别她给我
写了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我们
还合影留念。最近几年很少看到她的消息。

“见字如面”，我很想念她。
  这次展览，有好多作家手写的自传，有王
统照的、孙犁的、李霁野的、梁思成的、康濯
的，等等，都写得很短，很谦虚，没列上自己
获了什么奖、影响有多大，就是说事，写了什
么书，翻译了什么作品，很朴实，很朴素。这
才是大家风范，这也是一种自信。
  作家把自己的秘密“藏”在作品中，我觉
得更多是“藏”在手迹里。我读日本赤木明登
等人写的《形之素》，其中，赤木明登谈到他
得到一只若干年前的漆涂饭碗，他这样说：
“我把它置于掌心，并闭上眼睛，耳边传来世
世代代握过这只碗的人们的喧嚷，碗在静静地
向我诉说：‘请把我的造型与你的血肉之躯融
为一体。’”我想，作家的手稿，也如赤木明
登眼中的漆涂饭碗。
  “手稿”是会说话的，只因说得太多了，
好像没说。让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听。
  谢谢徐国卫先生，搞了这么个有意思的
展览。

“手稿”在说话
□ 逄春阶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10 月 13 日，由潘粤明、张雨绮、姜
超主演的网络剧《昆仑神宫》落下帷
幕。该剧不仅收获了观众的认可，也为
腾讯视频带来了热度，是今年当之无愧
的热播剧。
  《昆仑神宫》备受关注，很大程度
上来源于《鬼吹灯》这个超级 IP 的加
持。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网络文学，天
下霸唱创作的《鬼吹灯》一直是影视剧
改编的香饽饽，多部相关改编的影视作
品问世，让作者丰富饱满的想象力在影
像中落地，最终成就了“铁三角”诡谲
悬疑的探险奇缘。
  比照《昆仑神宫》，再盘点一下近
期的热播剧，一个共同的特点浮出水
面——— 网络文学IP改编占据了主流。豆
瓣评分7.7分的《星汉灿烂·月升沧海》
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小说《星汉灿烂，幸
甚至哉》，连载于晋江文学城；暑期爆
火的《苍兰诀》改编自晋江签约作者九
鹭非香的同名小说；在电视剧榜单稳居
前三的《沉香如屑》改编自苏寞的仙侠
题材小说。再往前推几年，《琅琊榜》
《甄嬛传》《芈月传》《花千骨》《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掀起狂播热潮
的经典作品，背后都少不了网络文学IP
的身影。一时间，网络文学IP改编呈井
喷之势，题材包罗万象，成了影视剧的
制胜法则。
  那么，有了网络文学IP便可以一劳
永逸？深度观察不难发现：当影视行业
极尽所能漫卷网络文学界之时，也许正
挤占着原创力的生产空间，将创作风格
引向单一的死胡同。

先有内容，后有流量

  影视圈热衷网络文学IP，看中的是
文学价值还是经济价值？答案不言自
明。经济资本进入网络文学界，促进了
网络文学作品IP化的专业性和规范化，
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兴盛发展。反过来，
网络文学IP改编成影视作品，IP实现了内
容的变现，转化成文化产品，获取经济
利润转化为经济资本。“这部分经济资
本又可以进入产业链的下一环节，这种
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为网络文学IP打上
了文化资本的烙印。”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汤俏认为。
  网络文学有丰富的题材且内容通
俗，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想象力丰富，
具有很强的生活质感，极易引起大众的
共鸣。对出品方来说，选择一个成熟的
网络文学IP，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投资风
险。道理很简单：沉淀下来的网络文学
IP，内容经受了市场检验，且有很深的
用户情感支撑。在经年累月的连载中，
网络文学IP拥有庞大的原著粉丝群体，
他们阅读过小说，投入了感情，活跃在
互联网中，能够帮助作品获得一定的影
响力和关注度。网络文学IP自带的人气
流量，也使其备受资本市场青睐，越来
越被影视改编所倚重。
  珠玉在前，经典网络文学IP改编收
获了大批成功案例，观众买账，相较其
他文学作品，其改编成功的可能性更
高。《鬼吹灯》自2006 年在天涯论坛连

载后便因奇幻的写作风格风靡一时，积
累了万千粉丝。腾讯视频网剧《鬼吹灯
之精绝古城》以超45亿的播放量，收获
了当年平台播放量最高和口碑最好的
“双冠”称号。《甄嬛传》首播距今已
11年，仍热度不减。据《甄嬛传》出品
方透露，该剧开播至今，平均每年为公
司带来超过一千万元的收益。
  《 2021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以
下简称《蓝皮书》）显示：2021 年网络
文学改编影视剧目超过100 部。在总播映
指数前十名的影视剧目中，改编自网络
文学的占到六成，影视剧改编精品化趋
势进一步凸显。涌现的热播剧《司藤》
《雪中悍刀行》《小敏家》《乔家的儿
女》《理想之城》等反响热烈。经过多
年的作品积累，“网络文学成为中国热
门影视剧的源泉”已是业内共识。

尊重原著是第一标准

  如今，人人都在谈IP ，而凭借网络
文学IP改编赚得盆满钵满的群体更是数
不胜数。但拥有网络文学IP就可以一劳
永逸吗？从结果看也不尽然，至少，从
IP到成为优质影视作品的路上，还要迈
过改编和制作两道坎。
  这一点，《鬼吹灯》系列小说IP的
开发颇有代表性。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
超级IP ，《鬼吹灯》的改编权归属四散
各处，连原作者天下霸唱都无法左右。
回顾其10 年改编历程，不同主创团队制
作拍摄，导致作品之间呈现出巨大的风
格差异，质量也不稳定。
  其中，导演陆川执导的《九层妖
塔》除了保留一些人物名称和典型事物
外，故事背景、故事情节、人物设定皆
与原著玄幻神秘色彩相去甚远，制作上
向科幻片靠拢。陆川曾坦言：“改编不
需要遵循任何原则，书是食材，怎么做
是厨子的自由。”正是由于这样的改
编，《九层妖塔》创造了豆瓣评分4.4的
低分，天下霸唱以“社会评价极低，构
成对原著的歪曲和篡改”为由，将《九
层妖塔》告上了法庭。
  腾讯视频的《黄皮子坟》也是《鬼
吹灯》系列网剧作品中评价较低的一
部。究其原因，同样是导演追求自我表
达的创新，对剧中的主角人设及故
事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场景
和情节的设置更趋于写实，招致许
多原著粉丝的不满。

  《黄皮子坟》口碑遭遇滑铁卢后，
制作人梁静曾公开表示，团队当时过于
自信，认为剧本好，演员也演得不错，
却忽略了拍的是IP。“所以在拍第二部
的时候，放弃了原来那种非常自我的想
法，在保持品质的同时尽量往中间地带
靠拢，往原著上靠拢。”梁静的认识十
分清醒，转换思路后，《龙岭迷窟》
《昆仑神宫》口碑提升明显。
  可见，网络文学IP的改编有一定的
“潜规则”。对原著粉丝来说，自己钟
爱的作品翻拍成影视剧能否成功，尊重
原著是第一标准，不仅是故事内容，细
节和场景的高度还原，主角是不是原汁
原味等都被纳入了考量范围。也就是
说，上述陆川的言论难以成立，IP 改编
是有框架的。从创作团队的角度看， IP
具有独特的气质，拍这样成熟的底本，
准确保留它的内容，把剧改编、制作的
和观众想象的尽量一致非常重要。比如
今年的《欢乐颂3》，虽然保留了剧名和
核心设定，但与原生故事完全割裂，演
员集体“换血”。这样一部IP剧，既放
弃了原著粉丝市场，也没有情怀加持，
几乎走了《黄皮子坟》的老路，“扑
街”自然在预料之中。

“IP热”的贫困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网络文学IP 的
热闹也许只是暂时现象，背后的逼仄与
贫困也已经清晰可见。
  业内人士曾坦言，选IP 就像选和氏
璧，外表看起来像石头，主要看中的还
是其内核。实际上，如今榜上有名的 IP
改编剧都是网络文学繁盛十几年积攒下
的家当。《庆余年》的原作2007年就已经

发布，《甄嬛传》《鬼吹灯》《芈月
传》《赘婿》《清平乐》《盗墓笔记》
等优质IP问世至今也有十几年的光阴。
  与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比，内核好
的优质IP 显得难能可贵。《蓝皮书》指
出，网络文学精品力作相对较少，尤其
缺少现象级佳作，整体创作质量有待进
一步提升。 2021 年，全国45 家主要网络
文学网站全年新增作品250多万部，存量
作品超过3000万部，但改编成影视剧目的
不过一百多部，经过几年的密集开发，
沉淀下来的精品IP差不多到了“山穷水
尽”的地步。巨大的存量与窄小的输
出，也是未来网络文学IP长久发展必须
面临的重要命题。
  更重要的是，市场对网络文学IP 趋
之若鹜，映射出影视圈原创力的不足。
“从网络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作家
缺乏现实关怀和文学审美情怀，创新能
力弱化，网络文学窄化为网文，局限在
玄幻、穿越、盗墓等容易变现的类型化
题材上。作品大都描写一路开挂的人
生，张扬丛林法则，哪怕最贴近现实的
都 市 作 品 里 的 主 人 公 也 都 是 白 领 阶
层。”汤俏在研究网络文学“IP 热”时
提到。网络文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狂
热追求网络文学华丽的外表，容易造成
千篇一律的“爽文”充斥影视圈，观众
亦有审美疲劳之感。
  前两年大女主剧、清宫宫斗剧当
道，女主角一路“升级打怪”，最后走
上人生巅峰，资本尝到甜头之后便蜂拥
而至。但经过众多同类别剧目的洗礼，
观众对相似的套路早已厌倦，很快大女
主剧就成了“扑街”的重灾区。一些所
谓的网络文学IP改编剧，更像是噱头，
靠着换汤不换药的情节，用一道道文化
快餐蚕食着创作群体的想象力，也让影
视剧市场变得乏味且淡薄。即便是坐拥
热门网络文学IP也不可能高枕无忧，跟
风无异于饮鸩止渴，反而挤压了原创剧

本的生存空间——— 经
历了无数的试错，这
样的道理愈显深刻。
所以，创作要从内容
出发，高水平的原创
力、好的故事、好的
文本，再配上走心的
改编，才是热播剧的
“万能公式”。

  全国45家主要网络文学网站2021年新增作品250多万部，存量作品超过3000万部，但年内改编成

影视剧目的仅100多部———

网络文学IP的热闹与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