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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自从《繁花》获得了茅盾
文学奖之后，便出现了各种有关《繁
花》将进行改编呈现的消息。记者昨
天了解到，《繁花》舞台剧计划用三季
呈现这部作品的全貌，第一季2018年
1月26日将在美琪大戏院首演。

接下《繁花》舞台剧改编之事的
是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文广演艺集
团副总裁马晨骋昨天表示，舞台剧
《繁花》不仅要回馈忠实的戏剧爱好
者，也要遵循原著之细腻视角，对共
同的上海记忆进行真实描摹。

舞台剧《繁花》的制作方大胆启

用了青年艺术家。由青年导演马俊
丰担任导演，编剧则是写过《蒋公的面
子》的90后编剧温方伊。马俊丰说，舞
台剧所要做的，并非简单还原小说的
审美取向，而是再度凝练与提纯，不是
表现“过去时”，而是站在今天看那两
个时代，是一种“过去现在进行时”。

金宇澄透露：“《繁花》的舞台剧
已酝酿了很长时间，剧本改过不下十
余稿。有许多技术性的问题很难处
理。因此我想重新安排小说的结构，
而不是简单选取小说中的几块。在
时间的线索上，话剧《繁花》并不完全
按照小说来，有时拉长有时浓缩。”金
宇澄很期待90后编剧温方伊的改编。

话剧《繁花》明年三季呈现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能想象百老汇被自己人
吐槽，会是什么结果吗？那就是把托
尼奖全给它！昨日，著名百老汇爆笑
音乐剧《金牌制作人》在上汽·上海文
化广场举行了首演，而从效果来看，
确实不负它“托尼奖获奖最多音乐
剧”的盛名。

《金牌制作人》是由其1968年的
同名电影改编而成。它的题材特别接
地气，它揭秘了百老汇音乐剧的台前
幕后——曾在百老汇叱咤风云的过气
制作人麦克斯·毕亚利斯托克，偶遇碌
碌无为但一直暗自梦想成为百老汇大
腕的小会计师里奥·布鲁姆。他们发

现与其认认真真制作一部成功作品，
还不如推出一部烂戏更能实现他们的
愿望。于是他们启用最糟糕的剧本，
最不堪的导演，最差劲的演员……却
意外打造出一部“大热佳作”。

除了跌宕起伏的情节、华彩绝伦
的布景以外，本片也堪称百老汇歌舞
大全，充分地展现了百老汇的特点。
上演后，这部音乐剧在各大媒体上好
评如潮，票价曾从74美元炒到了350
美元，在百老汇演出超过 2500 场。
在2001年度的托尼奖评比中，《金牌
制作人》包揽了所获15项提名中的
12项大奖，包括最佳音乐剧、最佳编
剧、最佳导演等，刷新了单一剧目获
奖总数的纪录，并保持至今。

吐槽百老汇成名的音乐剧沪首演

优秀作品令观众耳目一新。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017年上海艺术博览
会今天在世博展览馆开幕。此次艺
博会将有来自美国、德国等16个国
家的约 140 家画廊参展，数千件国
画、油画、雕塑、版画、装置、陶瓷等艺
术品参与交易。规模创了历史之最。

不仅如此，青年报记者昨天在先
期探访时发现，今年艺博会还是有一
些新的变化值得关注。比如说“国际
化”。过去很多艺术展会其实也谈

“国际化”，但主要是将很多外国艺术
机构的参展来作为“国际化”的重要
标志。但在今年上海艺博会，这个

“国际化”内涵显然得到了深化，说到
底就是呈现了双向的“国际化”。

青年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有很
多外国画廊参展，但许多都是主打中国
艺术家。西马德·比洛多画廊相关负责
人对记者表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艺
术家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因，
在西方国家很有名，却不为中国所熟
知。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西方艺术
机构愿意成为发现中国艺术的一双眼
睛，将中国艺术家介绍给中国观众。

另一方面，很多中国参展画廊，
主打的却是外国艺术家。这表明，通
过上海艺博会这个平台，海外艺术
品进入中国艺术市场、中国艺术品走
向国际艺术市场，已经建立了更直
接、更有效的双向通道。今年恰逢20
周年，上海艺博会将呈现更多亮点。
展览将持续到11月5日。

上海艺博会呈现双向“国际化”

最近传来消息，百花文艺出版社
旗下的著名文学杂志《小说月报》成
立了影视文学部。这个部门其实也
就是一个小说IP的运营部门。当他
们发现《小说月报》上有哪些小说适
合改编成影视剧，就会撰写出详尽的
版权推介表（包括人物小传，情节线
分析，作品特色分析，同类作品分析，
适合改编类型分析等），然而向与他
们建立联系的400多家影视公司、游
戏公司和动漫公司推荐。

据青年报记者观察，现在成立这
样的IP运营部门，已然成为了不少出
版机构的标配。不久前，著名的十月
文艺出版社也做了一个“作家签约
制”，由专人和专门部门对签约作家
提供给创作出版、宣传推介、IP转化
等服务。其实也是一个IP运营部门。

现在很多出版社都有这样的版
权运营部门。而他们之所以纷纷上
马IP运作，其实也就是看中了其中巨

大的商机——一旦版权运营成功，一
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那出版社
作为中间商就有很多的提成，这个收
入可能远远大于出版一本书所获得
的利润。

但是青年报记者也注意到，这些
雄心勃勃的新部门，大多并不甘心于
只是等作品出版之后在进行IP运作，
许多出版社都提出了“出版前移、融
入创作”的口号。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IP运作要提前介入作者的创
作，让作者创作时就有意识地往未来
便于影视改编方向去靠。此次《小说
月报》成立影视文学部之后，相关负
责人就明确表示：“作为一个出版机
构，为作家服务就是从源头开始，比
如作家在写一部分作品之前，就帮他
分析，这个素材、这个写作方向已经
有人写过了，或者说哪方向可能现在
是一个空白点，帮助作者做出判断。”
这种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IP运营已成出版机构标配

“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引发忧虑

不要让IP运营迷了作者的眼
一定是看到IP运营真正的光明“钱景”，现在很多

出版机构都成立了所谓的专门版权运营部门，拿着作
者的作品去和影视公司谈改编事宜。但青年报记者
在调查中发现，这些版权运营部门其实已经强势介入
到了作者的创作之中，“从源头抓起”，试图从一开始
就引导作者从适合影视剧改编的方向去进行文学创
作。这一点引起了业内广泛的忧虑。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文化动态

对于出版社纷纷成立版权运营
部门，并且“出版前移，融入创作”，老
作家于敏心里有隐隐的担忧。他对
青年报记者说，作者创作应该是心无
杂念的，完全地追随着自己对于人性
和社会的思索，这是一个完全自由的
过程，不应该受到外界干扰。而作者
和出版社的关系其实也是比较松散
的——作者写好作品，交给自己信任
的出版社出版，而一些负责任的编辑
如果觉得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会让作
者改稿，这也是精益求精的做法，不
会改变作品的主旨。

可是，现在一说“出版前移，融入
创作”，问题就有点严重了。“很难想
象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出版社几个
版权运营部门的人天天坐在边上，
说这个容易改编影视剧，要浓墨重

彩地多写，那个是纯粹给导演找麻
烦，一定要避免。这还让作者怎么
创作？创作出来的作品还是作者真
正想写的东西吗？”于敏说，如果是
这样的话，那也不要作家了，作家都
成为了出版社版权运营部门的代笔
和枪手好了。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作者对此不
堪其扰。有一位写悬疑小说的作者
说，他小说还没写完，就经常有出版
社找上门来，描绘未来这部小说影视
改编的光明前“钱景”，幸亏他还有一
些定力，如果是意志薄弱者，那真的
要意乱情迷，不知道从何下笔了。更
有甚者，有一些文学网站（也是出版
机构），写手只是有一个创作大纲，小
说一个字还没有写，就把IP天价卖
给了影视公司。这真让人担心，这个
写手未来还怎么写。

对此，资深出版人章秦川也有自
己的看法。他对青年报记者说，现在
出版社纷纷布局涉足IP运营，寻找
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本来也是无可厚
非的。关键是度要掌握好。如果过
于“出版前移”，强势介入作者的文
学创作，那对作者显然是一个巨大
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只对于作
者而言，对于出版社也是如此。如
果一家出版社一心想着IP运营，深
陷其中不能自拔，而荒废本“应该
把书做好”的这个主业，那出版社
的声誉会大打折扣。对于这些钻
到钱眼里的出版社，不仅作家们看
不上眼，就连原先合作的影视公司
估计也会深感不屑。所以IP运营固
然可以，但不要迷了作者的眼，也不
要迷了出版机构的眼。

“出版前移”影响作者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