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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IP应用赋能文化创新应用赋能文化创新        跨界授权风险仍存跨界授权风险仍存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迪

《阿拉丁》《花木兰》《小美
人鱼》等经典动画 IP 纷纷被改
编成真人电影搬上大银幕,引
发热议；改编自腾讯旗下游戏
IP《王者荣耀》的音乐剧《摘星
辰》上演，火爆“出圈”；知名科
幻作品《三体》成为人气 IP，衍
生出电视剧、动画片、广播剧
等形式多元的文艺品类……
现如今，IP 持续赋能文化市
场，呈现出蓬勃态势。

IP，即 英 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直译为知识产权。
但在文化产业的语境中，它特
指具有长期生命力和商业价
值的跨媒介内容运营，涵盖符
号、形象、元素、故事和载体等
多种文化元素，并以文化产品
的形式被创造和传播。

当下，在我国文化产业及
文旅领域中，IP 发展应用情况
如何？IP 版权方应当如何应
对行业的风险与挑战？

联合创新
为传统文化“簪花”

近年来，伴随着“国潮热”
的持续升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因其所具有的独特东方美
学价值和经久不衰的艺术价
值而受到消费者热捧。其中，
作为国粹的京剧经过较长的
历史积淀，底蕴深厚，不仅是
一门表演艺术，也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国际上亦享有盛誉。

立足新时代，国家京剧院
与北京杰外动漫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杰外动漫）将文
化符号与创意 IP 紧密结合，以
京剧元素为基点联合推出了

“中国京剧”IP，力争挖掘京剧
的丰富内涵，在为产品企业、
合作伙伴等提供创作新思路
的同时，赋能京剧传承创新，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
光彩。

如何使京剧这一古老悠
久的国粹艺术显现“年轻态”？
杰外动漫副总经理高帅说 ：

“在开发过程中，关键是要发
现年轻人的兴趣点和喜好，同
时保留京剧的核心价值，尤其
要注重内容的多样性和创意
性。例如，我们从戏曲文化的
古风遗韵中汲取灵感，开发了

“戏出”“升平署”“梨园联盟”
“京院雅集”等七大具有视觉
差异的创新图库，同时立足写
实、复古和 Q 版可爱等角度，
使图库风格多样多彩。”

据悉，为了更好地适应年
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杰外动漫
不仅开发了与京剧主题相关
的冰箱贴、文具等周边商品，

还通过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媒
体平台发布与京剧相关的趣
味性较强的内容，同时借助数
字科技在线下开展互动体验
活动，使京剧艺术在二次创作
中不断丰富作品内涵、不断拓
宽受众边界。

“我们还将现代流行文化
元素融入到京剧中，例如参与
京东热 NOW 音乐节，使京剧
文化更具现代感和活力。通
过多样化的开发 策 略 ，我 们
希望能让京剧变得更年轻时
尚、通俗有趣，让更多的年轻
人了解并喜爱上京剧文化。”
高帅说。

技术加持
共铸特色文旅品牌

除了赋能传统文化创新，
常规的 IP 在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等数字技术的推动下，
走出二维空间，升级进化成
虚 拟 数 字 人 IP，并 在 多 个 领
域展开应用，其中，在助力各
地打造文旅品牌方面的表现
十分亮眼。

作 为 一 家 定 位 于“ 虚 拟
人”的智能营销公司，北京元
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
圆科技）目前已打造了以“天
妤”“安思鹤”等为代表的虚拟
数字人 IP 矩阵。

据了解，“天妤”是以敦煌
壁画中的飞天形象为设计蓝
本，自 2022 年首次亮相后，便
获得海内外广泛关注，成为我
国首个文化出海的国风虚拟
数字人。目前，“天妤”全网累
计粉丝量已超 550 万个，全网
视频播放量超 5 亿次，相关话
题 播 放 量 超 10 亿 次 。 今 年
初，“天妤”与山西文旅共同创

作了“寻龙贺岁”新年主题视
频，市场反响较好。

该公司总经理郑屹呈表
示，在当前文旅运营策略同质
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打造可
塑性强、灵活度高的虚拟数字
人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通
过借助虚拟人 IP 的势能来提
升自身文旅品牌形象，从而带
来更广的传播效果，这是一种
非常积极且有价值的创新尝
试。”郑屹呈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为加强数字虚拟人 IP 在文旅
领域的应用，元圆科技专门为
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制作了
虚拟星推官“繁小狮”，展示出
青春洋溢、充满活力的繁峙新
形象。另外，元圆科技正为山
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基于
虚拟数字人的智能营销服务，
助力山西文化“出圈”。同时，
该公司还在为山西某美术馆

“复刻”历史文化名人，打造文
旅推广大使。

除了“天妤”，元圆科技旗
下首个由 AI（人工智能技术）
全流程打造的虚拟数字人“安
思鹤”也发布了打卡热门旅游
城市的 AI 短片。从历史文化
到人文盛景，从地方美食到打
卡地点，全被一条 AI 短片包
罗在内。据悉，安思鹤解决了
一直以来困扰行业的 AI 生成
可控性和一致性问题，以多场
景、多人物的稳定呈现，通过
穿越的创新形式和创意的内
容向年轻群体推广地方特色
文旅。

谈及虚拟数字人 IP 的应
用前景，郑屹呈说：“虚拟数字
人 IP 保持生命力需要不断拓
展服务边界。相关企业只有

用好技术、做好内容、找到越

来越多的应用场景，才能在
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强大
起来。”

授权创新
积极应对行业挑战

IP 授权一般指的是版权
方（即 IP 所有者）或者其代理
商将 IP 授权给客户使用，通常
包括商品化授权、主题授权、
促销授权等。在文化 IP 跨界
联名层出不穷的今天，版权方
及企业该如何创新授权合作
模式，规避风险挑战？

上海商学院市场营销系
主任兼自有品牌产业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冯睿对中国城市
报记者表示，在信息爆炸和内
容为王的互联网时代，IP 热潮
势不可挡，IP 产业链不断扩
大，各种 IP 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赚足受众眼球。比如，上
海迪士尼玲娜贝儿的横空出
世，游戏《原神》的风靡，以及
各类古装剧掀起的“国潮热”
…… 随 之 而 来 的 是 ，众 多 商
家、企业品牌与 IP 授权方合
作，利用 IP 营销成功“破圈”，
俨然有股“得 IP 者得天下”的
阵势。诚然，IP 最大的优势是
凭借其自带的流量、关注度和
话题性，为品牌带来曝光度和
影响力，从而助力品牌快速实
现商业变现。但 IP 在授权过
程中也存在不足：第一，有些
品牌所要打造的品牌形象、传
递的价值观、具备的客群特
征，可能与 IP 本身的特质不太
相契合；第二，由于 IP 具有巨
大的商业价值，目前出现被广
泛授权的倾向，但这可能会导
致 IP 原创性不足，衍生出的产
品有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如何避免此类问题？冯
睿建议：“首先，IP 授权要关注
品牌定位，二者特质相契合是

‘IP×品牌’跨界成功的基石。
两者契合度越高，联合效果越
好，反之则可能导致无效联
合，难以产生可观的营销效
益。其次，IP 授权要适度，切
勿过度。为确保 IP 自身品牌
价值不受损害，IP 授权应设定
清晰的授权标准和品控标准，
对被授权商的资质进行严格
把关，同时也要对衍生产品实
施统一的质量监督管理。总
之，授权不应单纯追求商业价
值，还要考虑 IP 的长远发展和
自身价值的维护。”

谈及 IP 授权的未来前景，
冯睿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 ：

“首先，随着消费升级趋势加
剧，特别是‘Z 世代’和‘她经
济’的崛起，将会加速 IP 授权
的步伐，进一步激发 IP 产业活
力。其次，AI 技术在 IP 打造
中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成为
实现情感共鸣的关键，因为通
过 AI 技术进行精准的市场分
析和创新内容产出，可以为 IP
塑造和内容创作注入新活力。
最后，国潮文化将推动 IP 授权
迈向新高度。因此，IP 授权市
场发展前景广阔，有诸多增长
点，未来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增
长态势。”

谈及如何进行授权创新，
小黄鸭德盈控股国际有限公
司授权总经理陈华品说：“在
当下 IP 授权行业里，版权方与
被授权商间简单合作的时代
已经过去。如今是内容时代，
相关产品和项目需要具备情
绪价值，因而版权方要与被授
权商一起去发掘将产品与 IP

更好结合的方法。”

纪念梅兰芳
诞辰130周年展在京举行

今年是京剧大师梅兰芳诞辰

130周年。近日，“梅艺今辉——纪

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展”在位于

北京市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开幕。展览涵盖与梅兰芳有关的

手稿、书画、古籍、戏衣、戏单、乐

器、唱片等物品，其中近120件为首

次面向公众亮相。

本次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

国家京剧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馆、梅兰芳纪念馆和江苏省泰州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展览将持续

至10月23日。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