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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今年
世界知识产权日的时候，中国曲协、山西
省文联、山西省曲协和大同本土的专家和
曲艺从业人员一起，在大同的云海曲艺社
开了个会，“新时代曲艺小剧场著作权保
护暨中国曲协深化改革基层试点工作”研
讨会。著作权和曲艺，著作权和大同，不
是从这里才开始发生联系的，但是这个世
界知识产权日里，著作权和大同，可能会
影响曲艺界。

与文学、音乐、摄影等艺术形式相比，
这些年曲艺界著作权意识也在逐步增强，
一些侵权案例受到关注，但从总体状况来
讲，曲艺仍然是被侵权的主要表演形式之
一。曲艺作品使用量大，使用形式多样，
侵权现象比较普遍。以近些年兴起的短
视频为例，相声、小品、评书、快板、琴书、
京韵大鼓等曲种都有涉及，侯宝林、马三
立、马季、关学曾、姜昆、黄宏、巩汉林、牛
群、李金斗、师胜杰、刘兰芳、田连元等曲
艺名家也可谓是被“一网打尽”，柴氏兄弟
的数来宝，他们徒弟的数来宝以及无计其
数的模仿者发上网的短视频在大同更是
比比皆是。大同的曲艺家柴京云说，以前
还是光碟时代的时候，新华书店曾经包销
过柴氏兄弟的数来宝作品专辑，没想到很

快就有外地的盗版光碟成卡车地贩到大
同冲击正版，尽管后来打击力度加大，盗
版 气 焰 收 敛 ，但 是 从 此 其 实 一 直 都 存
在。如今的移动互联时代里，曲艺作品
由于形式活泼、喜闻乐见的艺术特点深
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因此在广播电台、
电视台、互联网、数字通信、音像、图书出
版、电影、铁路、公路、民航等媒体上都大
量被使用，基本都是使用者通过对曲艺
作品的使用、改编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了
利益，而权利人却基本上拿不到任何报
酬。姜昆曾经提到过：目前市面上的曲
艺录音录像制品，60%是盗版，40%是侵
权，在这 40%当中最多也就有 1%可能曾
经 得 到 过 某 种 授 权 。 巩 汉 林 也 曾 经 谈
到：“你在台上演出，台下全是手机，你演
出的作品总能在各种网络平台上找到，
这就是今天的新媒体环境，曲艺著作权
保护面临着一个新课题。”由于曲艺作者
的著作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导致曲艺
作者创作积极性不够，这也是制约曲艺
事业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针对曲艺界侵权现象严重的问题，近
年来中国曲协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推动曲
艺权益保护工作不断深入。2005 年，中
国曲协就同 123 名艺术家签订了授权协

议书，加强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的权益保
护工作；2007 年，成立了权益保障工作委
员会；2013 年，成立了权益保护部；2018
年 5 月，根据中国曲协深化改革的需要，
权益保护部更名为权益保护处。

除了行业协会，一批意识到著作权问
题的相关行业也积极创建良好的法治环
境。2021 年 4 月 9 日，53 家影视公司、5 家
视频平台及 15 家影视行业协会发表联合
声明，针对网络上一些用户未经授权对影
视作品内容进行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的
行为发起维权行动。这充分证明了当下
著作权侵权现象的严重程度，也表明人们
的著作权保护意识在逐渐增强，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起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曲协分党组副
书记、秘书长曲华江还专门提到，曲艺小
剧场要率先走在前面，增强权益保护意
识，强化自我约束，了解自身享有的权益，
探索创意转化为价值的途径，为推进曲艺
界著作权保护工作作出积极贡献。云海
曲艺社是许多大同人看着壮大起来的。
这近六年里，在大同数来宝创始人、中国
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
柴京云、柴京海的带领下，云海曲艺社由
小变大，由弱变强，逐渐成长为大同文旅

产业的一个品牌，一个标杆。如今的演出
场场爆满，观众中既有本地拥趸，也有外
地粉丝，还有德国、俄罗斯、日本及非洲的
游客专程前来一品“大同味道”。越是宝
贝，越应该小心呵护。今年中国曲协和大
同云海曲艺社联合，共同举办第三届曲艺
版权宣传周系列活动，并结合世界知识产
权日的主题，确定了本届宣传周的主题：

“曲艺小剧场与著作权保护——让创意转
化为价值”。目的就是深入宣传著作权保
护在繁荣曲艺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了解大
家对著作权保护的看法和需求，增强大家
的著作权保护意识，鼓励曲艺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让创意转化为价值，采取
更有力的措施为曲艺家提供更有效的保
护和服务，推动形成“版权保护作品、创意
产生价值”的意识，营造重视著作权保护、
推动曲艺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进一步增强曲艺权益保护意识当然
非常重要，这是曲艺人保护自己的第一
步，不过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

开展曲艺著作权的登记确权工作，积
极探索建立曲艺权益保护平台，尝试确定
曲艺作品版权使用的收费标准，逐步拓宽
曲艺权益保护渠道，是一步接着一步的后
续漫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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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未央》上映，距离庆山（安妮宝
贝）2001 年出版同名小说《八月未央》20
年。这部承载着诸多 80、90 后青春记忆
的经典 IP 影视化后，被各类社交媒体吐
槽不断。这也促使我们反思文学 IP 影视
化存在的问题。

在进行文学 IP 影视改编的过程中，
导演编剧一般会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
何保留原有 IP 的特性，以情怀要素吸引

“原著粉”；二是如何增加现实主义要素
来增强 IP 的时效性。

《八月未央》小说诞生于世纪之交，
互联网技术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市场
经济迅速发展、消费主义潜移默化入侵
精神世界。当时的青年们感受到了世纪
发展的活力，相应地也体味到世纪变化
的压力，他们积极地从网络文学中寻找
共同经验，从安妮宝贝等网络作家的散
文式话语中寻求精神归宿，在矛盾和冲
突中构建诗意的精神家园。

20 年后，时代话语发生巨变，如果文
学 IP改编还停留在过去，时效性就会出现
问题。所谓 IP 的时效性，不是说 IP 只能
适应当时的时代，更换了时代，IP 就会过
时，而是指 IP的构成元素能否适应当下时
代的社会背景、生活方式、话语结构等。

《八月未央》的槽点之一在于台词。
影片不仅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原著中的散
文式语言，还添加了很多阳春白雪式对
话，诸如“时间会治愈伤痛”，“风雨交加
的夜晚，你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会永远记
得”。或许，编剧企图通过保留和迎合原
IP 话语叙事的方式来唤起原著粉的情感
记忆，但实际上观众根本不买账，并将影
片中男主的大部分台词归结为“现代渣
男土味情话”。

当然，《八月未央》有通过增加一些
现实主义元素来呼应时代，如影片中小

乔第一次见未央就要求“加微信”，反映
了人们认识交流方式的改变，这是相较
于电影《七月与安生》中书信沟通方式更
为现实化的时代元素改编。但影片突出
强调的现实主义改编情节又过于刻意，
与故事主线脱钩。电影中，屡次出现举
着“求拥抱”牌子的路人，他站在车水马
龙、行人匆匆的街道，唯有一个小女孩试
图给他拥抱，却被母亲制止，导演意图通
过增加这样的情节来表现当下人们遥远
的社会距离和冷漠的社会态度，但是，这
类情节与故事主旨的关联性不强，反而
容易让观众产生情节的跳脱感，类似的
不适还有很多。

与文学不同，电影是集声音、画面、时
间、空间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将文本单一
的文字媒介表达转变为一种多元媒介的
综合叙事，导演编剧一般会在原 IP的故事
情节、角色塑造、情节冲突上进行戏剧化
转化。但在转化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主
次不分、渲染过度、主旨遗失等问题。

如何对原 IP 故事的影视化呈现避免
雷同？《七月与安生》算是在同类型爱情电
影中突围的一匹黑马，在较为完整地保留
了原 IP 的精神主旨即女性的自我表达与
救赎，运用双女主的镜像化叙事进行角色
塑造，“七月是安生，安生也是七月”，以展
示复杂的友情关系。再增添诸如二者因
为爱情纠葛而在浴室中交锋的冲突情节，
视听语言上极具戏剧性张力。此外，《七
月与安生》的 IP影视转化并没有把过多的
精力放在“三角恋”上，也没有过多的镜头
描述影片中激发矛盾的男性角色。正是
这种强烈的女性化叙事方式，使其与其他
同类型的爱情电影产生区隔，故事主旨更
上一层，赢得较好口碑。

但是，《八月未央》似乎并未从姊妹
作《七月与安生》的 IP 影视转化中吸收到

成功经验，呈现出来的是将原 IP 转化为
较为纯粹的闺蜜插足的“三角恋”故事，
引起一些观众的不满，认为“毁三观”。

此外，《八月未央》原著较为出彩的
地方还在于缠绕纠葛的母女亲情与原生
家庭影响，从热播影视作品《欢乐颂》《都
挺好》《安家》等带来的关于原生家庭的
社会热议来看，这个话题是能够给电影
带来相当的戏剧性效果的。但是电影实
际呈现中，由于将未央与母亲的冲突场
景过于夸张化、阴暗化的处理，导致电影
场景盖过了所要表达的主题本身，观众
的焦点放在了对血腥阴暗画面及演员演
技的关注和吐槽上。文学 IP 的影视化需
要处理好故事主旨的转化问题，较为保
险的方式是在遵循原 IP 故事精神内核的
基础之上，增加或改编一些元素来增强
视听语言。

文学 IP 似乎给影视行业提供了便捷
式入口，既不必花费太大精力、财力构思
剧本创意，又降低了市场竞争风险。看
似“好风凭借力”，实则稍有不慎就会跌
入市场谷底。事实证明，IP 绝不是影视
作品获胜的唯一砝码，更重要的是 IP 改
编后的呈现效果。呈现得好，“好风”确
实可以助力，有些还可以强化原 IP 的影
响力，例如《庆余年》在保留原有 IP 故事
脉络的基础之上，增加新角色、提升喜剧
化风格，经过影视化改编后反而激发了
受众对原著的兴趣与好感。

文学 IP 影视化势必会作为一股流行
浪潮延续，但并不是每一个“弄潮儿”都
能获取胜利。同一个作者的两部经典作
品，《七月与安生》成功了，《八月未央》却
面临窘境，这似乎也在警示影视行业切
忌浮躁，在未来的 IP 影视化中应考虑和
处理好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故事主旨的
转化、视听语言的呈现等问题。 王文

一部编导、制作皆巅峰的《如梦之梦》，
虽已走过 9 年，但造梦能力依然惊人。最
近，伴随着“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
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
的经典台词央华版《如梦之梦》以 9 年来最
特别的一场演出致敬英雄城武汉。

作为 21 世纪初期华人剧场最受瞩目
的话剧之一，《如梦之梦》也是导演赖声川
最闪亮的勋章。从 2013 年巡演至今，环绕
剧场、八小时时长、八个方位、三个楼层、
300 多套服装、超 2000 件小道具，仅服化道
幕后人员就有 16 位，穿越时空的戏剧结
构，史诗气质与技术难度始终如影随形。
而今，铁打的《如梦之梦》由肖战来参演
了，观众倒是蛮期待他能否驾驭“五号病
人”这个经典主角。

从之前的宣传来看，此次阵容的更迭
无疑是首演以来最大的一次。老年顾香兰
的饰演者冯宪珍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这
个传奇女人在老年时的可爱模样。张亮饰
演的伯爵从出场时的行走便已与其以往的
舞台表现拉开了档次。饰演江红的黄璐称
自己第一次读那封写给 5号病人的信时，哭
到停不下来，后来慢慢进入人物后，才发
觉，“其实此时的江红已经释然了，应该淡
淡地去读。”剧中出演 5 号病人的肖战为了
这个角色从很早就开始准备。对于这样的
重头戏，他自己倒是很有信心。“开始时有
人问我话剧和影视的不同，我会说话剧不
能 NG，但现在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你能否
在当下贡献出你最真挚的情感。首场演
出前我也会紧张，会手心冒汗，但和大家
一起热身登上舞台后，就完全不紧张了。
我还可以更好。”这番感悟倒越发让我们
对这部话剧充满期待。 王易

《八月未央》输在哪里？

《如梦之梦》延续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