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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网剧前景被
看好，近日有消息称，冯小刚、
韩三平等一大拨电影巨头加入
网剧大军。

2015年，由吴奇隆主演的
《蜀山战纪》首次试水“先网后
台”，此后陆续有《华胥引》《青
云志》《遇见王沥川》《飞刀又见
飞刀》等选择了“先网后台”的
模式，让业界开始越来越重视
视频网站的权重。不过，这些剧

要么投资规模不大，要么是积
压的存货。然而，9日，吴秀波、
刘涛主演的电视剧《军师联盟》
也加入了“先网后台”的大军，
作为2017年度最被看好的古装
大剧，或许它才让业界和媒体
第一次感觉到“先网后台”真的
要来了。

有数据显示，2017年全网
版权市场交易规模将超过电视
剧的版权交易规模。2016年到

2017年的个别大剧是100%的
价格增长，到2020年头部剧单
集价格将会达到2700万元。如
果按照这个涨幅的话，将会有
更多的电视台“卖肾买剧”了，
而“触网”剧前景被看好。这也
让一大拨电影巨头跃跃欲试加
入网剧大军，而冯小刚、韩三平
和唐季礼将分别监制网剧项目

《剑王朝》《战争传说》《凤凰无
双》。

此外，近期网络自制剧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鬼吹灯
之牧野诡事》《河神》《蜀山战
纪2踏火行歌》等均备受期待。
而徐静蕾首次“触网”监制校
园题材剧《同学两亿岁》，王晶
担任制片人、总导演和编剧的

《卫斯理传奇》等都成为高期
待作品。

冯小刚表示：“网剧是一
个趋势，发展特别迅速，对我

来说充满诱惑。但无论做网
剧、电视剧还是电影，我们都
要警惕，不要抓住一个IP、抓
住有流量的明星，就把有演技
的明星排除在外。一方面，我
们受惠于网剧这个新的产品，
为整个中国影视行业增加这
么大的平台；另一方面，我们
还是要抓内容、抓演技，观众
都不是傻子。”

（冯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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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老照片》，百年民生变迁

冯冯小小刚刚也也要要赶赶网网剧剧潮潮流流

本报记者 华章

《老照片》引领
“图文书”潮流

冯克力对二十年前创办
《老照片》的事仍记忆犹新。
《老照片》之前，山东画报出
版社曾出过一本《百年中国
图片史》，冯克力是责任编辑
之一，当时收集的5000多幅
老照片只用了2700幅，大家
感觉意犹未尽，因为这些老
照片反映的内容及其背后有
很多故事，于是1995年时任
总编汪家明提出了出版《老
照片》的创意，当时41岁、对
处理图片有一定经验的冯克
力接受了任务。除了利用《百
年中国图片史》剩下的照片，
冯克力还马不停蹄地跑国内
一些主要大档案馆、博物馆，
搜集照片。1996年12月《老照
片》第一辑“滚烫出炉”。

《老照片》第1辑初印1万
册，没想到上市半个月后，一
些发行商就要求添货，等第2
辑上市时，第1辑已累计发行
4万册。《老照片》为何一创
办就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冯
克力认为，《老照片》之前，
此 类 图 书 要 么 是 以 照 片 为
主，辅以简短文字说明；要么
是以文字为主，辅以少量图
片做点缀，而《老照片》是围
绕照片撰写文章，照片与文
字有机统一，为读者呈现了
一种新的图书样式。当时有
专家评论认为，《老照片》的
畅销引领了“图文书”的潮
流。

记录平民百姓
自己的故事

《老照片》编辑部最初就将
征集挖掘老照片的时间划定为
20年以前的。冯克力解释说，
《老照片》出版策划时是1996
年，而20年前是1976年，那年是
中国社会发展史上非常重要和
关键的一年，回看20年前沧海
桑田，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这个定位成功地引来了大
量自然来稿，这些大多来自普
通人家庭相簿的照片，成为《老
照片》最稳定的稿源，从而使得
私人化的历史叙述成为《老照
片》的一个显著特色。对此有评
论认为，“《老照片》的成功创办
与上个世纪末兴起的怀旧热不
无关系”。冯克力则认为，《老照
片》远不只是满足人们怀旧的
需要，它提供的是一个平民百
姓参与历史叙述的开放式平
台。正如美国学者克雷布所说，

“《老照片》重视普通人，重视他
们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以自己的
方式解释历史的权利。”

“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
事”，是《老照片》生存的底气所
在。20年间为《老照片》供稿的
数百位作者，几乎涵盖了社会
各个阶层，其中留给冯克力印
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邱三宝的
作者。1998年在武汉一家服装
厂打工的邱三宝，偶尔在书店
买了几本《老照片》并萌发了投
稿的冲动。她选了一张父亲站
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照片，讲
述了父亲不安于当农民，多年
在城市闯荡，努力改变命运的

经历。稿件刊发后，编辑部却怎
么也联系不上邱三宝了。直到
201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邱三
宝看到了《长江日报》对冯克力
的专访，才知道不仅自己的稿
子被采用了，而且《老照片》一
直在试图寻找她，要给她寄回
照片和稿酬。原来邱三宝后来
几经辗转，离开武汉回到了老
家，并由此失去了联系。没想到
15年后和《老照片》的缘分又续
上了，当时已经做了妈妈的邱
三宝感慨万分，而《老照片》也
了却了这分持续了15年的牵
挂。

到底《老照片》需要什么样
的照片？冯克力说，《老照片》最
关心的是照片所定格的历史社
会信息是否珍稀，是否有趣。何
谓有趣？平民视角和尊重各种
看法特别重要。同一张照片，受
阅历、立场、趣味乃至心情等诸
多因素影响，观看者见仁见智，
在所难免。《老照片》呈现的主
要是它的纪实功能。20年过去
了，《老照片》依然坚守着最初
的定位和要求：专门刊发有意
思的老照片和相关文章，观照
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老照片》属集体记忆
敢于“一如其旧”

《老照片》创办后，很快出
现了严重的跟风和盗版，后来
又面临网络阅读和新媒体的冲
击，但是如今那些跟风出版物
早已烟消云散，只有《老照片》
硕果仅存。冯克力坦承，“《老照
片》始终没有找到比较好的盈
利模式。最初火爆时发行量突
破30万册，现在发行量稳定在

1 . 5万册，目前《老照片》定价
20元，另有随机推出的各种专
辑和典藏精装本，生存没问题，
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状态。”

冯克力说：“《老照片》最终
没走追求经济效益的路，根本
上在于我们的价值追求，即使
在它最初发行量突破30万册
时，我们也没有想过靠它挣大
钱，我们追求的是老照片展现
的历史和普通人解读历史的态
度，这种蕴涵历史情怀的图书
能靠自己生存下来就很满足
了。”

10年前，社里曾讨论过改
版问题，有人主张改用更大开
本、更精美的铜版纸，但消息传
到发行商和读者那里，没想到
反馈回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
反对声：在此前 1 0年时间，

《老照片》已深入人心，并形
成一种感情积淀，如果贸然
改版，这些年的积淀可能前
功尽弃，很难重新获得读者认
可。为此，编辑部最终尊重了市
场和读者意见，仍以老面孔办
下去，没有改版。

著名学者陈丹青也曾建议
《老照片》改版升级，但最终还
是收回了自己的话。他在《褴褛
的记忆》一文中写道：二十年
来，它已成为全体国民的私人
照相簿，人人会在其中找到既
属于亲属，又属于国家的记忆。
它如贫家的摆设，显得洁净而
有自尊。“请《老照片》一如其
旧。”

对于《老照片》未来的走
向，冯克力特别认同陈丹青的
话。“不妨以不变应万变。”“坚
持一如其旧也许是另一种‘创
新’”。

2 0年前，《老照
片》出版时，大概没有
人想到它会成为山东
出版界的一张名片，
但转眼间 2 0年过去
了，讲述平民百姓故
事的《老照片》仍像朋
友一样存在着。从最
早拍摄于1870年展现
火烧圆明园惨状的

《圆明园遗影》，到拍
摄于1985年的《新疆
兵团，我的起死回生
之地》，12000多幅老
照片，1000多万字，不
知不觉间，《老照片》
已经反映了100多年
的历史以及历史中各
种人的各种人生故
事。

最近，《老照片》
最初的创办者之一、
现任主编冯克力告诉
记者，“《老照片》还会
一如其旧地办下去，
让平民百姓讲述自己
的故事就是它生存的
底气。”但20年来，他
们在征集发掘老照片
的过程中，觉得拍得
好，角度好，又能反映
重大历史节点的精彩
照片还是太稀缺了。

冯克力

《老照片》刊发的年代最久远的照片是1870年拍摄的《圆明园遗影》。这

张照片在20年前引发了极大关注。

拍摄于1985年的这张反映新疆建设兵团战斗岁月的照片，是《老照片》

中年代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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