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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与其让洋代理“隔衣搔
痒”，还不如自产自销。最近中国童
书出版界发生了两件事情颇为引人
关注，一件是接力出版社在埃及开出
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家海外分社，
一件是浙江少儿出版社收购了澳大
利亚的新前沿出版社，开中国出版社
海外并购先河。而业内人士认为，这
说明中国童书“走出去”模式正在悄
然发生变化。

以往中国童书“走出去”一般有
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国出版社与一
家外国出版社建立联系，定期将自己
的新书推荐给他们看，如果对方觉得
有兴趣，那就再进行版权输出方面的
谈判。还有一种是中国出版社在国
外聘请版权代理人，由“洋代理”去负
责向所在国的出版社推销。但这些
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有
很大的局限性，一旦合作方没有选
好，合作方懈怠或者眼光不佳，那一
本中国童书即便写得再精彩，在这个
国家就完全被封闭了，再也没有出头
之日。而后者，如果“洋代理”对中国
文化缺乏了解，或者即便对中国文化
有所了解，那推销起来也是隔了一
层，无法将中国童书的文化韵味原汁
原味地呈现给国外的孩子。

当然，中国童书出版机构还可以
通过参加如法兰克福书展和博洛尼
亚童书展这样的国际性书展来进行
接洽。但是这样的机会不多，而且因
为展会时间比较短，有时并不能进行
有效的沟通。所以总体来说，虽然说
出版“走出去”已经多年，而根据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2014年
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少儿读
物类在2014年的图书出口也累计出

版807.08万册，但中国童书在国外的
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的。相比之下，
引进版童书在中国的横行之势，倒是
让中国出版社很是艳羡。

这种老套的模式可能将随着接
力出版社在埃及开设分社而悄然发
生变化。按照计划，这个埃及分社将
直接出版并向阿拉伯世界和法国推
销阿拉伯语和法语版中国童书。因
为是直接出版，选题调研、翻译、排版
全部都在埃及完成。为了避免“水土
不服”，接力社的埃及分社还找来埃
及大学出版社和智慧宫出版社两家
埃及著名出版机构进行股份制合
作。而由浙江少儿出版社全资收购
的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其实扮演
的也是浙少社澳洲分社的角色。到
时也将在澳洲直接出版英文版的浙
少社畅销书。

中国出版社在国外直接自产自
销的模式，其最大好处自然就是避免
了过去的“隔衣搔痒”，让中国童书更
接地气。这其实也是很多国外出版
社的做法。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很多
国外著名童书机构早就在中国开设
了分支机构，由于体制不同，他们不
能在中国直接出版中文版童书，所以
他们大多选择与中国出版社进行合
作，并且可以保证引进版童书的出版
质量。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中国出
版社的海外分社的一个很重要就是
在当地寻找合适的译者。译者好坏
直接关系到译本在国外的销量。此
外，海外分社不仅是将中文版童书
翻译好了给外国人看，而且也是关
注国外优秀童书的前哨，一旦有好
的童书可以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第一
时间将其引进，而不至于饱受信息
滞后之苦。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越剧电影《白蛇传》日前
在上海点映。主演这部电影的是戚
派非遗项目传承人金静。据了解，这
是《白蛇传》首次以越剧形式呈现在
大银幕上。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
中国已经拍摄的电影《白蛇传》包括
故事片、京剧电影等不同版本。越剧
舞台上的《白蛇传》是戚雅仙、毕春芳
两位越剧大师于1950年代创排的经
典剧目。

此次越剧电影，金静从整理复排
入手，以1950年代的同名剧目为蓝
本，在传统戏曲音乐基础上有所发
展，在排演过程中更加注重角色内心
世界的挖掘。此次电影版由陶海担
任导演，资深戏曲导演周志刚担任舞

台导演，同时力邀京剧大师盖叫天的
嫡孙张善元担任武术指导，在音乐和
表演上都有新突破。金静说，这是一
部献给老师戚雅仙的电影。“拍摄这
部电影，是为了告慰戚老师的在天之
灵，也是为传承越剧事业和戚派艺术
而努力。”

最近上海掀起一股拍摄戏曲电
影的热潮。据悉，为进一步加大推
广传播戏曲艺术的力度，上海市委
宣传部今年启动了“3D戏曲电影工
程”，几经论证和取舍，10部戏曲3D
电影入选。已经公映的有京剧《霸
王别姬》。已经拍摄完成，正在制作
阶段的还有昆曲电影《景阳钟》、越
剧电影《西厢记》。在结束上海的点
映之后，越剧电影《白蛇传》即将在
全国公映。

青年报记者 王璐

本报讯 日前，于正出品的《班淑
传奇》正在腾讯视频热播，值得一提
的是，这部电视剧不仅需要付费，播
出时间更是比卫视平台整整早了一
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剧迷们追
剧的热情。实际上，《班淑传奇》并非
孤例，同时段在爱奇艺播出的《蜀山
战纪》也是这样一部付费用户可以先
于电视台看完的作品。

《网络视频个人付费行业白皮
书》数据显示，2014年初至2015年
初，中国视频个人付费市场规模从
2.1亿成长到5.9亿，年度同步增幅高
达178.1%。中国视频行业用户付费
市场已经步入快速增长期，并且增速
迅猛。各家视频网站对会员付费这
块均寄予厚望，纷纷着力发展付费内
容，如爱奇艺近日在沪宣布将全面提
升VIP用户品牌，着力打造轻奢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视频网站所打造
的越来越多元化的收费模式，已经搅
动了电视剧制作产业链的中上游，传
统的制播模式和制播市场已经受到
冲击。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基于会员
付费的“先网后台”播出模式，正在渐
渐打破了网台之间的联动壁垒。在
资深出品人谢晓虎看来，“先网后台”

这种播出方式，可以依托网络让电视
剧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将来可能会加
大影视公司与网络的合作规模，这种
更深度的合作，会让更多的影视公司
专注于为视频网络制作剧，而电视台
在电视剧方面的优势或将进一步削
弱。

至于未来还会有多少剧选择这
种网络首播模式，不得而知，但至少，
这是趋势所在。资深业内人士许子
鸿则提出，虽然目前各视频网站付费
人数激增，看似欣欣向荣，但细看可
以发现，相对于整个网友群体付费人
数是有些微不足道的。“目前付费用
户，一类是依托在《盗墓笔记》、《班淑
传奇》这一类超强IP的基础之上，质
量良莠不齐。《盗墓笔记》的口碑并不
理想，《班淑传奇》等则需要观望，另
一类是依托美剧和好莱坞电影。国
产剧还没有强到单靠内容来吸引用
户付费观看的地步，会员付费收看国
剧依旧长路漫漫。”许子鸿说。在他
看来，高质量的内容对于吸引用户和
培养用户的付费习惯是不可多得的

“良药”。
但从长远看，毋庸置疑的是，随

着影视版权保护力度加强，内容质量
的不断提高，付费看剧似乎并不是遥
远的事情。

青年报记者 王璐

本报讯 在著名导演里面行列里
面，郭靖宇算个异类。每年一剧作品
的创作状态，不算高产。在创作上，专
攻传奇剧的固定风格，更是迥然有别
那些不停转换风格的导演。从《铁梨
花》、《红娘子》、《打狗棍》、《红娘子》到
如今即将登陆江苏卫视、天津卫视的
《大秧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郭靖宇
说，自己坚持拍摄内容原创和长篇规
模的传奇剧的理念不会变。

“投资高达2.08亿，耗时344天
拍摄完成。”《大秧歌》的投入让人咋
舌，郭靖宇笑着自嘲“我是著名的败
家子”，为了精良制作，花钱从不手
软。郭靖宇说，“一共是花了2亿零

800万，原计划是1.5个亿”，这么多
钱，都花在了哪里呢？“国产电视剧之
所以和英剧、美剧、日剧差别这么大，
就是因为钱没花在制作上，国外拍一
集电视剧得十一二天，我们国内很多
演员都是要求两天拍一集，连半天拍
一集的也有，这个我不能同意。”郭靖
宇说道。

至于为何对传奇剧的笔耕不辍，郭
靖宇坦承除了钟爱，还有挑战的乐趣，

“这种题材特别难掌握，古装戏才子佳
人，帝王将相，历史写清楚比较好把握，
不容易拍错。这类题材经常容易失误，
很多戏拍完之后都不能播出，或者说播
出之后不受欢迎，所以我自己专注做这
个，我想这么难的事还是我来吧，要不
然爹妈白生了这么大儿子。”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首届“上海国际陶瓷柴
烧艺术节”日前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节目。本次展览由上海视觉艺术学
院、上海中国陶瓷艺术家协会主办，
是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世界范围内首次融文化、艺
术、学术、生活为一体的专业化陶瓷
柴烧艺术盛会。

以“柴烧·生活”为主题的此
次艺术节，探索陶瓷柴烧的发展
方向，使陶瓷柴烧节真正做到国
际 水 准 。 此 次 艺 术 节 有 三 大 亮
点，包括举办国际柴烧艺术论坛、
柴烧作品邀请展、柴烧作品现场
创作。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柴烧
作品邀请展。邀请展分为“国际
知名陶艺家作品展”与“高校学生
作品展”两部分。

童书出版“走出去”显现新趋势

与其隔衣搔痒，不如就地产销

越剧电影《白蛇传》告慰戚雅仙

上海国际陶瓷柴烧艺术节开幕

“先网后台”颠覆电视台首播模式

郭靖宇：拍电视剧我是败家子

走了一个梅长苏又来一个班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