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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开发
已成知名IP剧标配

本报讯 记者 陈宏《琅琊榜》曾
是中国国产剧走出去的成功典型，
它的续集《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依旧
是人气极高，日前也推出了手机游
戏。青年报记者发现，包括游戏、舞
台剧等衍生品在内的全产业链开
发，正渐渐成为这类典型IP剧的“标
准动作”。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目前正在
东方卫视和爱奇艺等平台进行台网
直播，收视率和点击率一直居高不
下，跟此前的预判没有出入。而早在
该剧上线之前，爱奇艺就与祖龙娱乐
合作启动了同名手游的发行计划，实
现了影视剧与游戏的深度互动，通过
影游互动模式深化头部IP立体化开
发，撬动IP产业品牌效应。

如今，电视剧播得如火如荼，同
名手游也趁势推出。此外，这样的开
发也越来越重视和剧本身的互动，爱
奇艺副总裁王昊苏表示，《琅琊榜之
风起长林》本身就是一部弘扬国风文
化，注重爱国情怀的正剧，此次改编
手游也是重点将剧中琅琊文化融入
游戏内容细节中，使国风呈现一种不
同以往的表达方式，让玩家体验到最
正宗、最有味道的国风文化。

IP产业发展至今，游戏、舞台剧
等衍生品的开发，也越来越注重和剧
的对应，“将观看体验转变为场景式
体验，通过故事情节的深度体验，拉
近用户与剧集的情感关联，这才是IP
的深层价值。”负责人表示。

青少年摄影作品展
表现“年轻的心灵”

本报讯 记者 郦亮“年轻的心
灵，大胆的探索”青少年摄影作品展，
日前在位于衡山宾馆的华视影廊揭
幕。此次展览由虹口区青少年活动
中心和华视影廊联合主办。

此次展览的参展作品都是学生
之作。作品很好地体现了“大胆的探
索”。一些作品的视觉很有冲击力，
尤其是画面不再拘泥于四平八稳的
构图模式，经常可以看到广角镜头和
对角线的“豪放”，如《夏日的蒲公
英》、《希望》等都表现出需要勇气把
控的视觉魔力。

但作品也体现了“年轻的心灵”
的敏感。如《放学后》、《车灯》、《老家
具》、《水幕》、《ofo于海伦路老石库门
的那点事》、《老窗》、《鸡年模特》等借
助光影的变化和细节的呈现留下了
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印记，足以让人
回味良久。当然，青少年身边的故
事，依旧是他们乐于也善于表达的主
题，不管是生活中的景观，如《我身边
的变化》、《虹口避风港》等，展现出学
生们在艰苦的学习之余对生活的热
爱之情。

这是华视影廊与虹口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的再度联手，去年的青少年
摄影作品展同样很成功。一年中，借
助这次展览的影响力，画廊和虹口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了不少配套的
活动，尤其是通过摄影名家的多个讲
座，让更多的中小学生意识到了摄影
创造力的无穷天地。

古典演出救场是家常便饭
《神奇的满大人》本是巴托克创

作的芭蕾音乐，1926年在科隆首演
之后，曾因为过于前卫而被禁演，在
中国更是难得一听，此次也是上海交
响乐团第一次演出这部作品。上交
透露，余隆本来要亲自上阵，但因肩
伤发作，在医生的劝导下不得不取消
这场音乐会，之后的一系列演出或将
也会受到影响。“此前演出，他左肩就
发作过，那次他忍住了。这次右肩，
所以更严重些。”工作人员透露。

余隆随即点名让张洁敏上，而此
时离演出只剩下两天。更关键的是，
张洁敏前一周的周六，才刚刚指挥上
交与著名钢琴家菲利普·昂特勒蒙合
作，上演了乐团伯恩斯坦百年纪念系
列的首场音乐会，演出了《老实人》序
曲、《第一交响曲》“耶利米”、选自《进
城记》的三个舞蹈片段和《第二交响
曲》“焦虑的年代”。而几天之后，她
便站在指挥台上开始排练巴托克惊
世之作《神奇的满大人》，短时间内在
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中迅
速切换，对乐团和张洁敏都是挑战。

当晚，余隆还是来到了现场，他
向观众致歉的同时，也解释了救场在
古典演出中很常见，希望大家喜欢张
洁敏。而让人惊讶的是，尽管张洁敏
名气不及余隆，当晚的演出，却无一
人退票，大家都想听听这难得的作
品。

在演出之后的乐评中，张洁敏版
的《神奇的满大人》是成功的，是“神
奇的”。那些印在乐谱上的音符，在
他们的手下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具
有独特性格的人物。比如长号吹出
满大人残暴的主题，大管走出少女诱
惑的舞蹈，弦乐描绘出胖子迎面走来
的画面。巴托克笔下的故事和人物，
在张洁敏的棒下跃然眼前。

对救场音乐家要求极高
在外行人眼中，指挥就是挥挥手

中的棒子，换个指挥并不算难，然而，
对业内来说，救场却不是随便谁都能
救的，更何况是只有两天的准备时
间。“排练演出是我分内的工作，我喜

欢做指挥，也很享受，”张洁敏说，“临
时上阵，这是一个成熟的指挥和一支
成熟的乐团应当具备的能力，上交一
定可以很好地完成。”

救场难在哪里，尤其是短时间内
呈现一部艰深之作？张洁敏说：“作
为一名指挥家，有时候就好像是建筑
师一样，你要将手中零碎的材料搭建
成摩天大楼，就需要脑海中有非常清
晰的理解和处理。失之毫厘，谬以千
里。你必须找到一种最高效、最准确
的方法，将你的音乐理解直接地传递
给乐手，凝聚整个乐队的演奏最终表
达出来。”

临时接过指挥棒演绎《神奇的满
大人》之前，张洁敏虽然已经带领乐
队排练了两天，但那些都是一些基础
工作，和演奏员们一起解决作品中音
准、节奏上的问题。“每个指挥家对作
品的理解和音乐表达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之前只是做基础工作。但前
天得知要指挥演出之后，我就一直在
做谱面分析，去理解音乐中的故事、
人物和情感。”

她说得很谦虚，但业内都知道，
救场演出，对于任何一位音乐家来说
都是挑战，而她，其实有一份颇为辉
煌的简历。

1997年，她曾在佛罗伦萨歌剧
院担任指挥大师祖宾·梅塔的助理，
并跟随大师参与北京太庙版歌剧《图
兰朵》的排演工作。2001年，她受法
国著名指挥家米歇尔·普拉松邀请，
前往图卢兹国家歌剧院担任他的助
理指挥。2006年起，在余隆总监的大
力推荐下，她多次登台威尼斯凤凰歌
剧院、拿波里圣·卡罗歌剧院演出，成
为在这些世界顶级歌剧院登台指挥
歌剧的第一位中国指挥家，也是第一
位女指挥家。

在外学习工作多年，2010年张
洁敏回到国内，成为上海交响乐团驻
团指挥。很多人并不了解驻团指挥
的工作，张洁敏做出了回答：“打个也
许并不十分恰当的比方，我的日常工
作有点像一位清洁女工，就是帮助整
个乐团做好准备，接受不同曲目、不
同指挥家和独奏家的挑战。”除此之
外，每个乐季中她都有音乐会的演出

安排，一年的排练演出究竟有多少她
自己从没算过。

当然，张洁敏的救场成功，也有
“幸运”的成分，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神奇的满大人》原本是芭蕾配乐，
里面有人物、有故事、有性格、有情
感，这跟歌剧有点儿像。刚好又撞上
了张洁敏的点，她歌剧指挥出身，祖
宾·梅塔助手也是跟歌剧，在意大利
好几个歌剧院都演出过歌剧，所以她
刚好能很好地抓住这些。”

然而，如果不是这样长期的扎实
积累，她也无法迅速接受、迅速“切换
频道”，完成一场高质量的演出。

郎朗和王羽佳凭救场一炮而红
“其实救场就是要求音乐家时刻

准备着，这曲目你要上手就能演，这
也是张洁敏这次遇到的挑战所在。”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而能迅速进
入角色并完美完成任务，再加上机
遇，可能就能成就一位新星——著名
钢琴家郎朗和王羽佳，就是凭借救场
一炮而红的。

1999年，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
节上，钢琴家安德烈·瓦兹原本与芝
加哥交响乐团压轴演出。临演前，安
德烈·瓦兹突感身体欠佳，当时的乐
坛泰斗艾萨克·斯特恩登台通告，由
17岁的郎朗顶替出场演奏柴可夫斯
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从此郎朗的人
生轨迹被改写，这也堪称郎朗职业生
涯的起点。

2005年，当王羽佳还是费城柯蒂
斯音乐学院的学生时，有一次提前一
天得到通知，要替不能演出的罗马尼
亚钢琴大师拉杜·鲁普，在加拿大演
奏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结
果她的演出受到好评，被加拿大媒体
称为“一颗诞生的新星”。她第二次
救场，是替钢琴女王阿格里奇，与波
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
《第一钢琴协奏曲》。她对钢琴不同
凡响的驾驭能力，在音乐界引起了巨
大的轰动。

对于新鲜面孔来说，能救场成
功，得到大师认可，可能就意味着成
名成家，但同时，救场也正是他们业
务水平最好的试金石。

余隆肩伤复发 张洁敏接棒指挥

救场 音乐界检验水平的试金石
■文化动态

近日，上海文化圈内在
津津乐道一个“救场”的故
事：上海交响乐团首次演绎
高难度的巴托克作品《神奇
的满大人》，原定的指挥、上
交音乐总监余隆因为肩伤
复发，在演出前两天让上交
驻团指挥张洁敏接棒。结
果，匆忙上阵的张洁敏同样
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演
出。“对古典演出来说，救场
是家常便饭。”余隆介绍
说。然而，青年报记者昨天
也了解到，想要成功救场，
其实并不简单，甚至堪称音
乐家的试金石！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张洁敏指挥乐团演奏《神奇的满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