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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主流媒体纷纷立足时代语
境、密切关注文化传统，持续推出一大批
文化 IP 节目，不断为国人带来一道道屏
幕上的文化大餐和精神补给。而深耕文化
内容品牌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卫视推出
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第三季，
另辟蹊径开创了“文旅季”，秉承“弘扬
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的创作初心，
以“跟着戏曲去旅行”为创作理念，首次
走出演播室来到户外采风，依托“戏曲+
文旅”的“双文”节目模式，每期聚焦一
个地方剧种，以最大努力实现了文旅和戏
曲的双向奔赴与互相加持。

顺势而为与主动创新，文化
IP自觉拓展生命力

《戏宇宙》第三季既保留了成熟的文
化精品可视感，同时还实现了颇为明显的
精细化落地和成熟化实操，主要体现在3
个维度的创新。

第一，从创新模式而言，采取有效叠
加“模式眼”，将大热文旅巧妙嵌入其
中。回顾本季7期节目，由王珮瑜、于毅
担任推荐人，邀请多位明星嘉宾担任创演
人，并由地方剧种的戏曲演员担任助演
人。节目通过实地探访广东潮剧+英歌
舞、江西赣剧、贵州安顺地戏、福建芗
剧、山西晋剧、浙江婺剧以及山东五音戏
7个地方剧种，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当地
文化，探寻地方剧种的成长、发展和传
承，展现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戏曲之美。

第二，从破题逻辑而言，对准地方特
色剧种，大主题小落地，实现文化 IP 节
目的有效创新。纵观本季节目，作为一档
戏曲主题节目，不再聚焦八大剧种的“泛
主题”，转而瞄准地方特色剧种的“垂命
题”，从广东潮剧、英歌舞到江西赣剧，
再到贵州安顺地戏、福建芗剧、山西晋
剧、浙江婺剧，以及回归到山东本地的特
色剧种五音戏等，不难发现，主创团队借
力打力、以小博大，让自身小众的内容做
得有新意且出圈，特别是引发年轻人的喜
爱与关注。

第三，在叙事节奏上，采取的是双线
平行推进的方式，且单期节目涵盖超高信
息量。纵观《戏宇宙》第三季，最直接的
创新变化在于从演播室走向了更为广阔的
户外，通过采风的方式带领观众深度体验
和感知戏曲文化和当地文旅，节目也就天
然地形成了双叙事线，一条是探访地方戏
曲的采风路线，当然也是主叙事线，另一
条则是穿插其中的文旅主题拓展线，平衡
叙事节奏，以及提升单期节目的信息量，
让观众可以在近一个小时的节目中获得更
多的知识和乐趣。

每期节目最后的当地实景表演大秀，
更是将节目推向高潮。创演嘉宾吴樾领衔
潮剧演员和当地男女英歌队演员共同演绎
热血震撼的 《天地英潮》，让人印象深
刻。在江西赣剧节目中，创演秀以抚州已
有的大型实景演出场地为基础，融合声、
光、电等全息数字影像技术，再现了《临
川四梦》 中的亭、台、楼、阁等梦幻景
致。福建芗剧创演大秀《身骑白马》在土
楼内完成，节目组在承载厚重历史的土楼
里重新打造酷炫舞台，张淇极富感染力的
演唱，绚丽灯光的科技时尚感与土楼建筑
极强的故事感和叙述感相融合，将大家快
速拉到了薛平贵与王宝钏的爱情故事中，
使人沉醉其中。

人、故事、文化传承，好节目
的特点是引发情感共鸣

《戏宇宙》第三季通过一个个真实且
质朴的普通人和他们的感人励志故事，让
观众真切地体会到戏曲的魅力和文化传承
的真谛，也让大众对地方戏曲演员产生了
更真实、更鲜活的认知。

主创团队用心深挖基层院团代表人
物的真实故事，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
认可和赞许。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福建丰
归芗剧团团长蔡冬梅，默默无闻地演了20
多年提线木偶戏，甚至演到手指无法合
并，其间开过出租车、挖过海蛎子、当过售
票员，直到一条短视频的走红，才让这门
传统戏曲抓住了年轻人的视线，重新焕

发生机，目前丰归芗剧团一年可以下乡
演出330多场。

另外，“晋剧第一女须生”谢涛的故
事也让不少观众为之动容。她自己为晋剧
发展鞠躬尽瘁，从艺四十余载，如今年近
六旬依然坚持在舞台上。同时，为了让晋
剧薪火相传，她不辞辛苦带着108位山区
戏校孩子来到太原学戏，让这些年轻孩子
获得更好更专业的培养，也让晋剧这个地
方剧种可以生生不息地发展下去。

节目选取更多生动有趣的普通人以及
他们的烟火生活，不断丰富内容的立体
感，让节目引人思考。诸如徒手攀爬108
米悬崖的中国“女蜘蛛人”，不仅展现出
劳动人民的质朴勤劳与坚韧不拔，也让大
众了解到“徒手攀爬”的历史演变，其始
于古老的丧葬，之后慢慢成为苗族人的谋
生手段，现在则衍生成一种赋能旅游的表
演项目。而节目推出的“月薪十万也不敢
干的职业”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主榜，
网友纷纷对苗族“女蜘蛛人”和神秘安顺
产生浓厚兴趣，想要亲临游览。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认知和喜爱上
地方戏曲，导演团队在创作中挖掘出很
多更能贴近年轻人的话题故事，有效引

发了网络年轻用户的共鸣、关注和传
播。诸如山西晋剧“嗨嗨腔”，中国喜剧
梅花奖获得者、晋剧名家郑芳芳断音不
断气，一口气连唱 32 个“嗨”，被网友
直呼：“太牛了！听到最后已经感觉要缺
氧啦！”

此外，《戏宇宙》 第三季采用新技
术、新理念、新表达，为戏曲文化注入了
年轻化、潮流化元素，让戏曲文化更显青
春活力。首期节目中，潮剧演员和当地男
女英歌队演员共同演绎《天地英潮》，在
最大民国建筑群中，巨型龙王机甲炸街出
场，尽显国潮浪漫；在剧情叙事和人物角
色展示部分，采用 AIGC、3D 运镜、AE
抠像等后期技术，带来耳目一新的丝滑变
装视觉体验。

实施文化IP“走出去”战略，
探索城市文旅定制模式创新之路

众所周知，一个创意的产生绝不仅是
突发的灵感闪现，而是各种社会因素的集
合，所以内容创新的背后往往都与社会热
点有着更为深刻的关联。特别是近些年城
市文旅发展迅速，频频出圈，同时大家也

都在积极探索城市文旅下一步应如何走。
以山东广播电视台为例，将文旅主题

深度嫁接到优质内容创作之中，探索出一
套专属于自身的独特打法。

一方面，积极实施文化 IP“走出
去”战略，其中以《戏宇宙》第三季的新
尝试为代表，从南至北，一地一戏，潮
剧、芗剧、安顺地戏、赣剧、婺剧、晋
剧、五音戏，其不单单是从棚内走到户
外，而是将“戏曲+文旅”精心融合到节
目内容之中，既实现了节目 IP 的创新升
级，更重要的是将广电文化 IP 与城市文
旅进行恰如其分的关联，从而形成强强联
合的“双向赋能”。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积极“迎进
来”，与广电平台积极联合、双向奔赴。
节目在录制以及播出过程中也获得了当地
文旅部门的大力支持，其中贵州安顺市文
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剪艳罗加、漳州市文
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勇琦等，还热心主动
参与了当期节目的录制和宣传。

基于今年山西文旅大热的契机，节目
及时推出山西晋剧专场，不仅让观众了
解相关戏曲内容，同时还巧妙将山西文
旅内容嵌入其中，诸如大众熟知的山西
面食、王家大院、平遥城隍庙等当地特
色，同时通过节目让大众了解到钱庄博
物馆、太原植物园、晋剧艺术研究院等新
网红打卡地。

山东广播电视台注重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的表达方式，将文化自信有效地融入

“大众喜爱的电视语言”，近些年也持续创
新推出多档系列文化 IP 节目，如 《戏宇
宙》《超级语文课》《馆长来了》《黄河文
化大会》《行进中国》《国学小名士》等。

“跟着戏曲去旅行，一地一戏赏不
停”，《戏宇宙》第三季带领观众沉浸式探
访不同地域的风情，近距离触摸地方戏曲
文化土壤，也用创意成就了戏曲节目新语
态，更是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潜移默化地
传递出中国气派和文化自信，同时不断彰
显出中国电视的创造力，形成创新驱动、
形象再塑、内生增长、高端引领的长远发
展之路。

山东卫视《戏宇宙》第三季：

创新探索“文旅+地方戏+城市名片”的三重融合之路
□裴晓庆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12 月 23
日，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
指导，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北京大视听“追光计
划”微短剧大赛在京启动。

本次大赛以“北京大视听·追光正当
燃”为主题，旨在围绕微短剧创作及产业
发展，实现“孵化一批创意、推出一批精
品、发掘一批人才”，推动微短剧行业高
质量发展。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北京大
视听“追光计划”微短剧大赛赛制与微

短剧扶持政策。据悉，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将从优化审查服务、打通人才政策、实现
市区联动、携手高校大厂、资金扶持翻倍
5 个方面配套升级管理政策，推动微短剧
发展。

本次大赛推出十大创作单元，涵盖
“同心共筑·时代盛景”“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街头巷尾·人间烟火”“科技奇境·星
辰大海”“千年古都·京韵魅力”“壮丽山
河·文旅风潮”“千行百业·斑斓画卷”“全民
普法·与法同行”“情感暖流·银发乐章”“品
牌故事·合作共赢”等十大主题，力求以科

技激发艺术魅力，以艺术推动科技创新。
大赛分为好故事（大纲或剧本）和好

作品（完成片）两大赛道，将于2025年2
月15 日至3 月31 日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好
故事、好作品。通过初评、复评、终评及
路演等环节，大赛最终将遴选出100部好
故事和好作品，以及40位优秀创作者。

大赛邀请知名创作人郭靖宇、陈宣担
任“追光推介官”，并组建“追光助力
团”“专家顾问团”“播出支援团”。其
中，“追光助力团”为项目取景拍摄提供
有力支撑；“专家顾问团”由行业知名专

家学者、微短剧行业领军人物、网络视听
平台精品微短剧负责人组成，为创作团队
提供专业指导；“播出支援团”则集结全
国头部播出机构，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北京广播电视台、抖音、快手、爱奇
艺、优酷、红果短剧、河马剧场等。

启动仪式上，北京大视听微短剧创作
服务西城基地挂牌，微短剧创作培育战略
合作协议集中签约发布。活动现场还进行
了微短剧《资治通鉴》《山海经》《西城无
小事》《三井胡同的夏天》等作品的发布
和首映。

北京大视听“追光计划”微短剧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田野）陕西籍青年作家
张志江历时6年多创作的长篇小说《岭上无
狼》一书近日在陕西西安首发。

《岭上无狼》 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是一部极具陕北地域文化艺术色彩、带有一
定传奇性的家族历史小说，全书 74 万余
字。小说以近代陕北地区社会变迁为大背
景，通过对两个普通家族百余年间五代人不
同性格和生活际遇的描写，重点讲述了以小
说主人公袁国良为代表的新青年，在共产主
义崇高信仰的指引下，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事
业的精彩故事，真实再现了陕北广大人民群
众从1912 年到现在的命运走向，深刻反映
了党领导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的伟大转变。

首发活动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研究员李建军，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
西省作协副主席李国平，陕西省作协副主
席、延安市作协名誉主席厚夫等，就《岭上
无狼》 中的文辞意象、主旨意义、文化内
涵、形式创新等展开探讨。

长篇小说《岭上无狼》
谱写陕北家族史诗

本报讯 （记者徐平） 2024 深圳青年
影像大赛开幕式及晚会近日在深圳广播电影
电视集团演播厅举行。

此次大赛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
团联合主办，以“绿色环保”“和平发展”
为主题，分纪录片、剧情片、动画片、公
益作品单元、国际单元等，评委会从 713
部参赛作品中精心甄别，评选出 100 多部
获奖作品。同时增设“向经典致敬”环
节，纪录片导演孙宁获得“最佳年度人
物”，电影导演叶大鹰获得“最佳成就电影
导演”殊荣。

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刘文
斌表示，影像创作者是时代的记录者、文化
的传播者，更是心灵的触动者。希望青年影
像创作者以此次大赛为契机，用镜头讲好中
国故事、深圳故事，让更多的青春梦想在这
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得以实现。

大赛还举办了“自然纪录片的自然观呈
现”与“自然纪录片的人文观表达”两场主
题研讨沙龙，探讨纪录片自然主义的创作手
法与纪实影像所应呈现的人文精神。

深圳青年影像大赛
评出百余部获奖作品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
《2023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 显
示，截至 2023 年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
户规模达5.5亿人，较2022年增长5200万
人，总营收规模接近400亿元人民币，增
速明显。从单一的阅读平台到全链条的产
业模式，网络文学正站在一个全新的发展
路口。

不久前，番茄小说创作者大会在海南
三亚举办。在番茄小说总编辑谢思鹏看
来，在“内容为王”的时代，作者是网
络文学的源泉与核心。只有不断培养和
激励优秀的创作者，才能保证作品的质
量和创新，为整个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
创作动力。

破亿元激励：
平台迎来“银发创作者”

与传统文学作品相比，网络文学更加
注重对读者需求的快速响应和互动，但并
不意味着内容质量可以妥协，这就需要平
台加以积极引导。为此，今年番茄小说推
出了10多个扶持计划，以支持作者进行
高质量的网络文学创作，包括面向长篇作
者的“乘风计划”和“揽星计划”，面向

短篇作者的“灵思计划”，面向长篇头部
作品的“皓月计划”等。据谢思鹏介绍，
上述计划共发放1.2亿元奖金，旨在促进
多元化内容建设，使优质作者获得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的稿酬回报，进一步提升创作
者对优质内容创作的动力。

多元的作者生态带来了丰富的作品，
不仅形成了多种体裁，还吸引了不同年龄
段和背景的人在网络平台上追逐文学梦
想。在过去的一年里，番茄小说不仅吸引
了众多热爱网络文学的年轻作者，还迎来
了许多老年作者。这些老年作者创作连载
作品并每天更新，展现出“银发创作者”
的力量。例如，《上海人吃泡饭》的作者
沈东生在74岁时开始动笔，目前这部用
上海话创作的小说已在番茄小说上连载了
40万字，并保持每日更新的状态。

“正因为有这样的作者存在，我们才
觉得平台能够更进一步拓展，与读者共同
成长。”谢思鹏说，为鼓励更多创作者，
番茄小说将在 2025 年拿出 2 亿元现金扶
持优质内容创作。其中，1 亿元用于提
升作家福利，单个作者全年最高可获得
超过百万元的奖金。“我们愿意为作者提
供更多的价值回报，激励那些有潜力的
创作者更加专注于创作，以优质内容来

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

打造新生态：
让“超级IP”激活全链条

作品的 IP 化是创作成果的自然延伸
和价值体现。

据介绍，番茄小说2025年的2亿元现
金扶持计划中，除了 1 亿元用于作品奖
励，另外1亿元将聚焦网络文学的IP产业
延伸。番茄小说将联合《青年文学》杂志社
发起精品创作扶持计划——“青舟计划”。
该计划将针对现实、历史、科幻等题材，扶
持30部以上的精品内容。这些作品将获
得番茄小说的专属权益和资源，并优先推
荐用于影视改编、图书出版和推广。

这项计划的背景与网络文学蓬勃发展
的整体环境密切相关。2023 年，中国网
络文学 IP 改编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调研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IP 改编数
量达到 72674 部 （个），比上年度增长了
33.7%。这要求平台方着力构建更加成熟
的 IP 产业链，进一步引导网络文学的 IP
价值延伸至动漫、影视、游戏及衍生品
领域。

多元化的内容生态为番茄小说提供了

丰富的“IP池”。对此，番茄小说IP合作
衍生负责人李茜茹表示，未来，番茄小说
将着眼于头部 IP 的剧集、动画、院线电
影、精品短剧、图书、游戏、衍生品等多
品类的开发，以实现 IP 影响力的最大
化。截至目前，通过与视频平台开展大规
模合作，番茄小说已完成100余部影视作
品的授权开发。

网络文学与影视产业的深度融合，意
味着双方产业链条的进一步延伸。优酷副
总裁刘燕红认为，单一的内容体裁已难以
满足观众的精神需求，也难以在市场中形
成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与竞争力。以影
视、动画、游戏等多种形式为载体的“超
级 IP”的多体裁全面开发将成为未来的
发展趋势。

在这种趋势下，番茄小说和优酷联手
共建的“超级 IP 共创计划”可谓水到渠
成。据刘燕红介绍，该计划将整合双方平
台资源，从无到有地孵化头部作品，缩短
文字到影视、动画、游戏等成品的转化时
间。在内容方向上，该计划将重点关注具
有独特创意、新颖设定和强大故事内核的
作品，从文字创作阶段深度介入，共同推
动创作与开发，使优秀 IP 更快与观众、
用户见面。

番茄小说2025年将拿出2亿元扶持优质内容创作，并与优酷共创“超级IP”——

多层次激发网文作者创新动力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山东卫视《戏宇宙·文旅季》节目剧照。 山东卫视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