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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影视合作：

到了大干一场的时候
本报记者 苗 春

中国和韩国地缘接近，文化相通，多年来文化合作交
流频繁。

2014年7月，《中韩电影合作协议》正式签署，中韩合
拍片将在中国市场享受国产片待遇。同年11月，两国政
府积极促进建立共2000亿韩元的国际合作基金，以推动
两国文化合作。今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或将签订。在
如此大背景下，中韩文化合作交流更被寄予厚望。

韩国影视的版权购买，韩国影视技术人员到中国工
作，考虑中国市场需求的中韩合拍，IP（知识产权）本
土化开发，资本深度合作——这是中国业内人士眼中，
中韩影视合作的5个维度。目前，中韩影视合作现状如
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在2015世
界知识论坛·中韩影视文化产业论坛上，中国和韩国的影
视专家说出了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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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河南影视集团出品的小成本电影 《孝
子楼》 日前在京首映。该片以竞选孝子为主
线，讲述各色人物都抱着各自复杂的心态来
竞选孝子，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
的故事：光棍梁天喜衣锦还乡，却发现故乡
存在很多不赡养老人的恶劣现象。他在村里
盖了一栋孝子楼，在全村开展争当孝子的活
动，获胜者将获得孝子楼的产权。一时间村
里的不孝子争着孝顺老人，村里的陋习终于
被改掉了。

剧中孝子原型之一刘迅甫，曾被评为“中
原十大孝子”，他的事迹给编剧张芳带来了剧
本写作的灵感。导演马会雷表示，这部电影后
期制作进行了近一年，希望这部投资 800万元
的小成本电影能促进社会正能量的传播。

（李渝文 余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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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大吼：一只走向世界的熊猫
戴小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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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市场和文化差异

“我们公司自成立以来跟韩国公司谈过无数次
合作，但没有一次成功。所以我一定要过来一下，看
在这里能不能找到原因。”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
的开场白，令听者振动。

王长田说，日前有个著名的韩国公司跟光线谈
合作时，表露了一些困惑。这个公司来自中国的签
约艺人被培养好之后就离韩回国，马上接各种电影
和广告，红透半边天，这令韩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王
长田认为，这和现象其实反映了中韩两国在市场和
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是两国影视合作必
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他认为，在中国，电影目前是娱乐行业最强的
推动力，也是发展最快最市场化的；但韩流是由音
乐推动的，中国孩子在韩国也是首先被培养成歌
手，回到中国，他首先考虑的是进入电影行业。“如
果在电影方面没有安排，艺人就会觉得未来没有保
障”。再者，中国艺人的收入之高全世界罕有，至少
二三十个中国艺人年收入会过亿元，但韩国艺人的
收入受市场和行业规则限制，比较低。此外，中国互
联网的发展使艺人的营销成本变得非常低廉，不太
需要经纪公司，但韩国还是经纪公司控制艺人的体
系。中韩不能忽视的差异还表现在中国对电影的管
理政策、中国市场的欠缺合约意识以及民众的包容
性不强等。

华策影视副总经理兼首席战略官王丛告诉记
者，韩国影视公司已经成为华策最重要的海外战略
合作伙伴，双方多年来从内容生产、演员合约到投
资有不少合作。华策已经筹备了多部中韩合拍电
影，即将进行大批量大规模合作；去年，华策全额投
资了韩国电视剧《Kill Me Heal Me》，今年初播出
时收视率在整个韩国位列前三。王丛表示，韩国娱
乐产业缔造的作品、明星、流行文化受到中国目前
的主流消费群体喜爱以及韩国本土市场小，娱乐业
发达，中国缺乏好故事和制作人员，但有巨大市场，
双方正好可以互补。

要有更深层次的合作

“目前，韩国电视剧还是在比较单向
地输入中国，中国电视剧输出韩国

不太理想。”中国电视制作
产业协会会长、北京

京都世纪文化
董 事 长

尤小刚说。
尤小刚指出，中国的影视创作现

在比较浮躁，设备、制作、影像质量都
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技术上没
有问题，问题就出在内容、故事。而韩
剧在细节和戏剧逻辑冲突的处理上非
常认真，经得起观众推敲，中国的作者
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去抠细节，双方正
应加强合作，取长补短。

近年来中韩的影视合作很多，许
多韩国艺人加盟中国的电视剧、电影，
韩国导演执导中国影视作品，韩国综
艺节目模式在中国遍地开花，甚至很
多韩剧的剧本模式都进行了中国化的
翻拍。韩国著名娱乐经纪公司 IHQ 公
司代表田龙宙非常赞同尤小刚的观
点。他表示，中韩两国之间不单单要进
行艺人交流、歌手交流，还应该超越这
样的合作，有更深层次的合作。中韩不
要单纯地交换《奔跑吧兄弟》这样的模
式节目，应该超越这些，有大规模的节
目合作，电视台之间、流通渠道之间、
平台之间都应该加强合作，双向交流。
两国还应该有联合制作，联合投资。

想办法抓住年轻观众

“我们做电视剧的时候，发现青年
文化发展和社会相关联的现象。比如
2007 年电视剧《奋斗》很火，因为当时
奥运要来了，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希
望，觉得我们只要奋斗就什么都会有。
可是后来发现，房价提高了，很多人迫
切地想解决住房问题，于是2009年《蜗
居》火了。接下来房价高得不行，结婚
买不起房，所以电视剧《裸婚》又火了。
再过几年，年轻人压力太大了，怎么
办？于是大家都想不如用挣的钱去享
受世界，追求一些看上去美好的东西，
所以《小时代》出来了。现在，你讲创业应该是没问
题的，创业的故事就要讲互联网+、互联网思维，甚
至吐槽微信朋友圈里卖面膜的那帮人。”湖南卫视
旗下天娱传媒副总裁兼首席文化官赵晖说。

赵晖强调，当下影视制作中的每一步，都要
看准青年文化、青年心理的最新趋势，在中韩合
作中，应该更重视“情报的分享和洞察”。

唐人影视总裁蔡艺侬认为，互联网对内容的
影响，关键词是年轻、流行和审美的一致性。现
在由于互联网视频的火热，韩剧有很多直接选择

在互联网平台播出，比如去年爱奇艺播出
《来自星星的你》，单平台点击量达

到 20亿。互联网市场一般由
观众主导，所以观众

将 创 造 文 化 ，
甚至以后

题

材也会由观众决定。互联网观众的年龄为 10—30
岁，现在视频网站的发达，互联网的发达，使得
大家的审美越来越接近，对于内容的接受度也更
宽了。她透露，唐人正在跟韩国的一些制作公司
谈合作，将网剧改编成韩国电视剧。“互联网题材
更容易打破两地的文化差异，让我们之间的合作
可以更快更直接。”

中韩两国文化内容的交易量过去 6 年当中增
加了 3 倍。韩国韩中文化中心院长卢载宪认为：

“世界文化中心现在逐步转移到亚洲，创造文化的
亚洲是我们共同的想法，所以我们应该超越韩
流，超越汉风，创造文化的亚洲流，创造亚洲
风。”王长田说，现在中韩两国政府有很多政策支
持，文化上两国之间也有很多认同，艺人相互熟
悉，只是需要一个利益纽带把大家连接在一
起。“现在到了两国大公司、名艺人、
大项目真正捆绑在一起，开始合
作和大干一场的时候了！”

在这次中韩影视文化产业论坛上，被提及最多
的电影是中韩合作出品的喜剧片《重返20岁》。这部
影片于今年1月8日起在中国上映，由台湾导演陈正
道执导，杨子姗、归亚蕾、陈柏霖、鹿晗主演，讲
述了一位七旬老太太不可思议地变身为妙龄少女，
以新身份回到日常生活，引发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
奇幻故事。影片最终取得了 3.65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
和爆棚的口碑，一举打破了韩国本土高票房电影以
及中韩合拍片在中国水土不服、票房屡屡遇冷的僵
局。

相对于韩国模式节目在中国电视荧屏风头正
劲，韩剧不断在视频网站掀起收视热潮，韩国电影
多年来在中国市场频频遭遇“寒流”。如2013年底引
入中国的 《狼少年》，在韩国曾刷新爱情片票房纪
录，在中国却仅取得不到5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即
便全智贤来华宣传、汇集韩国数位最当红明星的

《夺宝联盟》，在中国也仅获得约 2200 万元的票房。
去年，投资达 4500 万美元的韩国电影 《雪国列车》
登陆中国影院，但最终的票房只有不到8000万元。

中韩合拍片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成功的也比较
少，大多折戟沉沙。比如 2012 年上映的 《危险关
系》 由韩国著名导演许秦豪执导，著名编剧严歌苓
执笔，中韩大咖张东健、章子怡、张柏芝主演，投
资过亿元人民币，最终票房却只有 5000万元；去年
上映的《露水红颜》，由中国名导高希希执导，韩国
的 Rain、中国的刘亦菲主演，票房也只有 6000余万
元，票房成绩都低于预期。马年春节档上映的 《我
的早更女友》 由韩国名导郭在容执导，中国的周
迅、佟大为主演，票房 1.61 亿元，算是不好不坏的
成绩。而此前合拍片的最佳成绩是 《分手合约》 创
造的 1.91 亿元人民币，应该是合拍片的最高票房，
韩国导演吴基焕和中国演员白百何、彭于晏、吴佩
慈、蒋劲夫是其“撒手锏”。但在动辄单片票房达三
五亿元的中国电影市场，这一成绩并不能让人惊喜。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影片的票房不尽如人
意，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作为批片进入中国，要
考虑性价比来进行宣传，导致影片的宣传力度不
够；韩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必须通过审查，导致延
期上映，热潮已过，韩国电影迷们有可能通过网络
资源先期观看了；一些小成本韩国电影揭穿政治阴
谋、揭示社会不公等主题，或者存在暴力血腥色情
扭曲的内容，可能被删减数分钟。

其实，导致韩国电影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关注
的最重要原因，还是两国之间似乎相同实则存在很
大不同的社会文化现状。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指
出，根据他们的调查，中国观众对韩国、中国的导演、演员混搭的班底感到
找不到支点，不知道是韩国电影还是中国电影。另外，很多中韩合拍电影
中，中国观众都知道演员是韩国人，而配音的效果中国观众很难接受。他认
为，这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但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问题，这涉及文化认同和
对观众的尊重。

中韩业内人士都认为，《重返20岁》采取的新的合作方式对电影的成功起
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个项目由韩国CJ公司发起，以一个韩国剧本在韩中两国
各打造一个版本。韩国版本 《奇怪的她》 取得了当年韩国票房年度冠军的好
成绩。中国这边的剧本由4位编剧重新进行了本土化，加入了广场舞、老年大
学等内容。影片在拍摄制作的时候将两个市场分别考虑和安排，而不是让一
部电影在两个市场通吃，这是致胜的关键，而以往的电影合作大部分是在两
个市场通吃的观念下形成的。

韩国导演姜帝圭曾指出韩国导演在中国拍的电影不接地气的问题，他认
为这是韩国导演和中国观众之间缺乏了解造成的。“可能中国观众不太习惯韩
国导演的表达方式。如果制片方仅仅看到某个韩国导演拍的韩国片不错，某
个韩国编剧写的剧本也不错，就找他们来创作一部中国电影的话，就太生硬
了。”他建议，中国制片方可以把韩国编剧写的剧本分发给200个随机挑选的
观众，请他们看完之后给出修改意见，编剧再根据这些反馈对剧本进行修
改。

《重返 20 岁》 的成功证明：中韩影视合作仍然大有可为，
在尊重彼此不同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习惯的基础上，做一
些更详细、更用心的工作，不断探索影视合作的
新路径、新方法。《中韩电影合拍协议》已
经生效，进口名额、批片等问题应
不再存在，双方合作出新的
成功影视作品，指日
可待。

由浙江本真影视公司出品的
喜剧电影 《迷与狂》 目前正在公
映。该片反映的是3个大学毕业生
刚刚走出校门，经历应聘、上
班、辞职等让人亦哭亦笑亦怜的
历程，是一部真实体现当下年轻
人在现实与梦想之间、事业与爱
情之间的困惑和迷惘的黑色幽默
喜剧。

影片出品人、总制片人卢瑛
说：“本真影视致力于成为中国喜
剧电影优秀制作商，但仅仅是喜
剧还不够，喜剧片要有意义，不
能胡编乱造。相信这部电影让年
轻朋友们获得快乐的同时，也能
获得启迪。”一些看过影片的大学
生表示，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地
域，各自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
也有所差别，但是大家对青春的理
解都是类似的，都经历过青春的迷
与狂，影片讲述的故事让他们很有
共鸣。该片由颜廷录编剧、导演，主
演有姜潮、蒋雪鸣、王厦、杨清、蒋
毅泓、雷迪等。 （文 依）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卷入城市化进程，在为经济快速发展贡献青春和力
量的同时，也导致了家庭功能的破损，产生了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由中共
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北京光影长河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等联合出品的电视剧《侯天明的梦》，以黔江农民侯天明在家乡和北京职
场打拼的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一段两代农民工、两代留守儿童的故事。

该剧总策划人吴忠说，农民工进城产生的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更进一
步、更加科学的发展，促使家庭功能恢复，才可能解决，即部分家庭迁入城
市成为市民，部分农民工随着农村发展而返乡创业与家人团聚，从而使个
人梦想、家庭幸福、经济发展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得到完美统一。

该剧编剧王海鸰此前因创作 《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
等影视作品享誉影视界。她数度前往重庆黔江体验生活，逐渐揣摩到留
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人群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一个一波
三折的故事逐渐成形。侯天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抛下妻儿只身到
北京打拼，并因此使得侯家老、中、青三代人集体陷入家庭与事业无法兼顾
的漩涡。最后，侯天明主动回归家乡与家庭，并逐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导
演梦继这样概括：“《侯天明的梦》是一部于生活有敬意、于艺术有诚意、于
现实有意义的作品。”

4 月 17 日，美国
Star Century Pan-

daho Corporation（星世
纪潘大吼有限公司）宣布公

司缩股正式完成，4 月 20 日
在美国开始正式交易，当日
股价为 0.51 美元。这意味着
这只潘大吼（Pandaho）熊猫
迈出了中国卡通形象走向世
界的第一步。公司的创始人
兼总设计师刘丽说：“这是一
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2006年，网络爆发“熊
猫烧香”病毒事件，刘丽在
其博客上发表了一幅“大吼
烧香”漫画，天然呆萌的熊
猫一下子消除了人们因病毒
事件而对熊猫的排斥感，各
大媒体竞相转载，熊猫“潘
大吼”也从此风靡网络。

潘大吼并不是一只常规
意义上的熊猫，有自己的思想、世界、悲欢、欲
望，他对社会有着自己的思考，他拥有引发中国现
代都市人共鸣的亲切。潘大吼是音译名，Panda是熊
猫的英文，ho 是笑声的拟音，体现了潘大吼开心、
豁达的经典形象。他有着每一个用心生活的成年人
才能体味的幽默。2012年，《熊猫都是潘大吼》正式
出版。作品以四格及多格漫画形式，讲述不求上
进、碌碌无为、傻了吧唧、懒散善良却又平淡幸福
的城市小白领潘大吼与同事之间的小故事。画风东
西风格融合，以轻松调侃的方式道出中国社会年轻
一代的诉求。如今，潘大吼已拥有自己的品牌，涵
盖漫画、书籍、玩偶和其他衍生产品。

潘大吼的设计者刘丽生于北京，拥有数学硕士

学位，游历欧洲并涉猎艺术、设计领域。她表示：
“潘大吼的吸引力在于我们了解人性，并保持独有个
性。潘大吼的粉丝们都会像请一位好友一样带着他
回家，一起外出吃饭，甚至一起去旅行。因为他们
认为潘大吼和他们的视角一致，懂他们的诉求，并
且像一位真正的好友一样以乐观心态影响着他们。”
刘丽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的多数动漫形象倾向于
儿童群体，其商业价值的开发并不十分美好。“国际
上，动漫形象并不仅仅倾向某一个群体，因此其商
业价值开发非常全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潘大吼
系列漫画吸引的受众广泛，并不互相排斥。这一诞
生于中国本土的动漫形象走出国门的重要原因就在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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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20岁》成为中韩电影合作的成功范例

浙江卫视购买韩国节目模式的 《奔跑吧兄
弟》非常受欢迎

熊猫潘大吼 刘 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