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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改编编党党””该该吃吃点点退退烧烧药药了了
《收获》要运作作家版权

老老牌牌文文学学杂杂志志

困困境境中中探探索索转转型型

创刊于1957年的老牌文学杂志《收获》
日前在微博宣布，文学爱好者可以通过

“行距”APP向杂志投稿，《收获》的编辑将
在行距上对作者的写作进行辅导，而且还
将给作家带来更多版权上的便利。

据了解，《收获》是想利用自身出版人
的优势，实现严肃文学从上游写作、签约、海
内外图书出版，到下游影视版权的开发。

《收获》主编程永新表示，希望此举能
改变文学杂志遇到的转型困境。更重要的
是，《收获》想吸引更多年轻人投稿，以扩
大纯文学关注度和多样性。而作为专心创
作的写作者来说，如果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出版经纪人，那就省去很多麻烦。而《收
获》的此次转型就是要挖掘作者，并把作
品推广给海外出版公司和影视公司，帮助
作家去运作版权。

不过对于这种模式，业内人士有不同
看法，“每年出产那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
的本来就不多，成功的就更少，到底有没
有那么大的需求，这得打个问号。”近两年
由于影视公司对IP的追求处于疯狂状态，
文学改编影视出现热潮，文学作品价值提
升，国内文学经纪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
但市场还比较初级。

就目前这个模式看，《收获》还处于内
容开发的初级阶段，它只是在中介的基础
上找专业的人做故事深加工。《收获》做文
学经纪的弱点还是在于它的作品本身，相
比网络文学，主流文学不够通俗，受众圈
小，改编价值有待观察。 （王忆万）

刘雨涵

这两年被奉为神话的IP当下逐
渐疲态尽显，诸多有强势IP注入的电
视剧和电影表现都不算抢眼，这个众
人吹捧的美丽泡泡正在面临破灭的危
险。影视作品没有那么多的捷径可走，
与其争先恐后地花大价钱购买IP版权
以图事半功倍，不如找个靠谱的编剧团
队，或给造型师加个鸡腿来得实惠。

“这是一个属于IP的时代！”从去
年开始，影视领域几乎所有的热门话
题都是围绕IP来展开的，谁不张口谈

一下IP简直就是落伍至极，谁不对IP
版权烧一烧钱简直就是毫无前瞻。但
IP真的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吗？
在CSM35城电视剧前15名的收视榜
单中，上半年已播出的多部根据网络
小说改编的IP剧中，仅有《亲爱的翻
译官》《女医·明妃传》《欢乐颂》《寂寞
空庭春欲晚》4部作品入选，而被寄予
厚望的《仙侠云之凡》《青丘狐传说》

《秦时明月》等剧集则十分惨淡，有的
甚至收视不足0 . 5。目前正在播出的IP
大剧《幻城》《青云志》虽然前期宣传
来势汹汹，真正亮剑之后却反响平
平，难再现去年《花千骨》的盛况。

在今年的电影领域，IP神话也难
名副其实，《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
里》《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两部根据
青春小说改编的电影高开低走，几乎
都在靠吴亦凡的粉丝强撑。目前正在

热映的《盗墓笔记》尽管票房一路高歌
猛进，口碑却扑了街，8部原著小说在豆
瓣的评分平均高达8分以上，而电影却
只有区区4 . 9分，被网友吐槽称，所谓IP
电影就是“急得发烧的资本+满脸写着
抢钱的原作者+只会复制粘贴的编剧
+美术指导冒充的导演”。

IP热要退烧了吗？其实任何被高
估的事物都要经历一个价值回落的
过程，IP改编只不过是影视创作来源
的途径之一，在去年几部IP作品大热的
助推下，一下子就被吹上了天，现在落
地歇脚也实属正常，很难想象这种作品
能长期占领中国影视市场的巅峰。IP现
在越来越沦为片方的宣传手段，但是在
真正的战场上，要拼的是真刀真枪，并
不是比谁号角吹得更响亮。自以为手
握IP就高枕无忧的制片方、投资方和
广告商们，大家该醒醒了！

天天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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