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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无所买 原创到临界点不破不立
——韩国电视台“借模式还清债务”引反思

据新华社 近日，有报道指出韩国
SBS电视台将节目模式卖给浙江卫视
获利约 300 亿韩元，并一举还清了债
务。面对成为收视保障的海外节目模
式，中国电视台的购买欲望趋于疯狂，
但随着“买无所买”的趋势愈加明显，
对本土原创节目的创制，越来越急迫
地摆在中国电视人面前。

海外模式成收视保障
有 韩 国 报 道 称 ，源 自 韩 国

《Running man》的《奔跑吧兄弟》不仅
令浙江卫视蝉联周末黄金时段的收视
桂冠，还让版权方韩国SBS电视台获得
了约300亿韩元（约1.8亿元人民币）利
润，甚至让SBS一举还清了债务。

目前，工业化流水线引进海外节
目模式成为国内电视台冠名费和收视
率的保障。据了解，《奔跑吧兄弟》第

二季广告冠名费达2.16亿元，《爸爸去
哪儿》第三季的冠名以及全面战略合
作金额达到5亿元。

“全球各个国家都在引进优秀的
海外制作节目，由此可见，已经获得认
可的节目更具有市场号召力。”乐正传
媒研发与咨询总监彭侃说，不管 SBS
借模式还债是否属实，不能否认的是，
一个好的节目模式，其力量不可估量。

这也是导致近两年国内各大卫视
面对海外模式节目购买欲望趋于疯狂
的原因。韩国媒体称，对中国模式节
目的“拿来主义”态度优劣讨论已久，
但过于依赖引进模式，对本土节目的
原创动力和效果的影响，也不可不察。

海外节目已买无所买
对于过度依赖引进海外模式节目

的现象，业内一直有着自己的“说辞”。

“通过近些年与海外电视行业接触，真
正好的模式节目其实屈指可数。中国
综艺节目这么大的体量，假如都紧盯国
外模式不放，不出两年，就会面临没节
目可引进的局面。”灿星制作宣传总监
陆伟说，以原版引进节目模式起家的灿
星，很早就嗅到了“危机感”。

“我们在10年内几乎消耗了国外
40 年节目的研究结果，接下来，买无
所买，我们的创作之路该往何处去？”
天娱传媒总裁龙丹妮感同身受，“历史
和环境把我们推到没有回头路的悬
崖，必须原创，必须往前走。”

然而，对比大热的引进节目《爸爸
去哪儿》，原创节目《一年级》不温不火
的收视和反响让不少业内人士对原创
节目“捏把冷汗”。电视策划评论人

“舞美师”分析，目前在国内，能真正把
创意变成一档节目的成熟制作团队不

多，有实力原创节目的平台也凤毛麟
角。此外，电视台没有第三方评判和
评估机制，仍缺乏市场化的运作。

原创是个试错的过程
原创的环境被迫走到临界点，不破

不立。站在市场最前端的民营电视制作
公司表现出了身先士卒的决心。正在中
央三套热播的《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从
赛制到模式都由灿星制作自主研发，目
前已有25个国家购买了该模式版权。

“起初，我们想做的是为中国百姓
做具有中国气质的综艺节目，没想到
会有‘美国好歌曲’‘英国好歌曲’的诞
生。”灿星制作研发总监徐帆说。

除了民营制作公司，各大卫视也
在加快自主研发与开放合作的步伐。
浙江卫视策划推广部主任王征宇认
为，综艺节目更新换代非常快，电视台

也需要具备敏锐的市场嗅觉。
为了推动亚洲节目模式的创新与

生产，在支持原创的宗旨下，浙江卫视
还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举办“亚洲电
视原创模式大赛”，面向全亚洲的制作
公司、模式公司、创意人士，重奖悬赏
优秀原创节目模式。

而在华策爱奇艺影视公司 CEO
杜昉看来，除了模式研发，原创节目的
起步还需要国家能够给予政策上的倾
斜和照顾。“如像‘国产电影保护月’一
样对原创模式有相关份额的规定，像
保护影视版权一样保护原创模式，成
立保护原创模式认证机构等。”

原创的过程是个试错的过程。有
业内人士认为，原创来袭的重磅之作，
必须通过是“勇于试错”的不二法门来
实现，而“试错机制”才是整体构建原创
体系的稳固支点。■段菁菁 韩青青

1月5日，以“冰雪五十年，魅力哈尔滨”为主题的第31届哈尔滨冰雪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幕。本届冰雪节为
期3个月，将开展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时尚、冰雪经贸、冰雪体育5大类共百余项活动，是集参与体验性、艺术观赏
性、科技创新性、国际交融性为一体的国际冰雪盛会。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据新华社 第 12 届中国动漫金
龙奖全球大赛 1 月起正式启动。记
者从大赛组委会获悉，本届大奖赛
将更大力度地发挥互联网的开放、
分享、互动精神，从主题和奖项上进
行多方面的升级改造，进一步推动
动漫产业链的融合发展。

中国动漫金龙奖是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的中国国际漫画节官方赛事。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金龙奖将延续

“漫画综合奖”与“动画综合奖”两大
体系的奖项设置以及中国漫画领域

“最高奖”——中国漫画大奖。同
时，增加了以粉丝为中心的推荐评
奖制度和“最具人气”奖项。

据介绍，在本次大奖赛期间，粉
丝可推荐喜爱的作品参赛，经组委会
确认作者参赛意愿，该作品即可角逐

“最具人气动漫作品奖”。更特别的

是，粉丝可发动群众“刷”票为作品贡
献人气，组委会将邀请并全程接待获
奖作品中，最大贡献的粉丝出席颁奖
典礼，并为作者颁奖。此外，粉丝还
可向组委会推荐喜爱的公众人物组
成复评评委团，代表粉丝们挑选出进
入终评的动漫作品。

金龙奖组委会主任金城表示，
近年来，经典动漫与游戏的有机结
合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文化产业融合
的力量，金龙奖因此也有责任与众
多文化创意产业，尤其是新媒体与
游戏产业，以跨界融合的方式，推进
文艺创作的创新，创造出最受欢迎、
最富时代气息的文化产品。

本届金龙奖还将单设“最佳海
外漫画奖”和“最佳海外动画奖”，并
联合比利时、法国、韩国、日本、马来
西亚等多国同步征稿，以更好地推
进中外动漫文化交融渗透。 ■王攀

中国动漫金龙奖全球征稿启动

最高拍出63万余元

据新华社 中国邮政于 1 月 5 日
发行《乙未年》特种邮票1套1枚，全
套邮票面值为1.20元。该套邮票是
中国邮政发行的第三轮生肖邮票的
收官之作。该套邮票由吴冠英设
计，邮票以绵羊作为造型基础，羊角
装饰有缠枝花草纹，羊身上为牡丹、
莲花等花卉图案，并伴以祥云、水波
纹，整个画面蕴含着吉祥、圆满和幸

福绵长的寓意，寄托了对新的一年
的美好祈盼。邮票图案中的牡丹花
为三层，两侧为12卷毛，寓意我国生
肖邮票发行三轮，每轮12套邮票。

农历乙未年是羊年。在传统文
化中，羊代表了“祥”，以及和顺、善
良、孝顺（跪乳）、坚韧等多种美好寓
意，经常被用来表示吉祥之意，当作
福祉的象征。 ■赵文君

《乙未年》特种邮票5日发行

互联网特色更加凸显

据新华社 记者1月6日从“回答
——中国当代诗歌手迹拍卖会”主
办方获悉，北岛等19位诗人的42首
诗歌手迹公开拍卖，拍卖总成交率
达92.86%，成交额269.2万元。

其中，欧阳江河的水墨长卷《傍
晚穿过广场》以63.25万元成交，成为
最贵的拍品。另外，北岛 1981 年的
抄本《诗稿十七首》和李亚伟的《河
西走廊抒情》分别以 51.75 万元及
25.3万元的成交价进入前三名。

据介绍，此场拍卖会总体价值预
计为300万至400万元。拍品分为三
类：手稿、抄件和笔墨抄写稿。19位
诗人既有已故的海子、顾城、骆一禾、
张枣，也有老而弥坚的食指、北岛、
芒克、杨炼、梁小斌“朦胧诗”派（即

“今天派”）成员，并有当下处于写作
顶峰的第三代诗人于坚、翟永明、柏

桦、欧阳江河、韩东等。年代最早的
稿本是1981年北岛的《诗歌十七首》，
最早的诗歌文本是1968年食指的《相
信未来》，时间跨度达四十七年。

不仅如此，这些手稿背后还有
很多故事。《回答》本来写就于 1973
年，作为一首秘密传诵的诗，它同北
岛一同经历了“星星画展”时期。海
子遗作《九盏灯》的原件则来自于诗
歌民刊《一行》的编辑部，《九盏灯》
写于1987年，距离海子辞世仅两年。

主办方南京经典拍卖公司相关
负责人钱静漪说，北岛、顾城等知名
诗人的作品受到追捧，北岛 1983 年
的两页手稿《空间》以3.2万元落槌，
1981年的手稿《诗歌十七首》受到电
话委托，以51.75万元成交。顾城的
3 件早期抄件，约 400 字的 7 页抄本
共计拍得15.525万元。 ■蒋芳

据新华社 筷子对于中国人再熟
悉不过，但筷箸文化在现代生活中被
忽视已久。为了唤醒人们对筷箸文
化的重视，上海筷箸文化促进会计划
在2015年将筷箸习俗申请为上海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筷子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独特
的用餐工具，简单、平凡的筷子蕴含
着中国人对生活、文化、礼仪方面的
丰富内涵，但筷箸文化在现代社会的
影响日渐式微，亟待加以研究、保护
和弘扬。”上海筷箸文化促进会会长
徐华龙说，“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日本对保护筷箸文化十分重视，
不仅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研究，还把每
年8月4日设为‘筷子节’，韩国也有
人声称筷子是他们祖先的发明。中
国的筷箸文化已经成为日、韩竞相争
夺的一项文化遗产。”

据上海民间民俗藏筷馆的馆长
蓝翔介绍，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用筷历
史至少有三千多年。三千年来，一日
三餐筷不离手，筷子是中国人最基本
的生活文化，并形成了一套礼仪和习
俗，在民间的婚、丧、喜庆等礼俗都有
广泛运用。

如筷子历来被视为吉祥之物出

现在婚庆礼仪中，成双成对的筷子意
喻快生贵子、快快乐乐、和睦相处等
好兆头。筷子的使用也有许多约定
俗成的禁忌，如忌讳使用长短不齐的
筷子、用筷子指人、用筷子敲击碗和
盘子、将筷子插在饭头上、将筷子颠
倒使用等。有的筷子不仅是一种餐
具，还是一种艺术品，在筷子上题词、
刻诗、绘画、烙画、镶嵌、雕镂等艺术
形式多姿多彩。

筷子的使用还深刻影响了中国
人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行为方式
和宗教礼仪，积淀了丰富的传统文化
精神。在文学作品里，筷子经常成为
歌颂的对象。如唐杜甫《秋日阮隐居
致韮三十束》诗：“束比青刍色，圆齐
玉筯头。”宋黄庭坚《元明留别》诗：

“桄榔笋白映白筯，椰子酒清宜具
觞。”在《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明清
小说里，都有筷子的描述与情节。我
国民间流传着许多筷子谜语，如“姐
妹两人一样长，厨房进出总成双；千
般苦辣酸甜味，总让她们第一尝。”

上海的筷箸文化源远流长。早
在唐代，上海城隍庙一带生产的筷子
名声远扬，销售高档的象牙筷、乌木
筷、银筷等。开埠以后，我国第一条

机械化的筷子生产线就诞生在上海，
提供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的筷子都
是上海生产，并且作为国家礼品送给
外国友人。在上海民间信仰里，筷子
是有神灵的，每年腊月底祭灶、祭祖
时，要放置碗筷，在筷笼边贴符祭“筷
子神”。

近几十年来，上海收藏者对筷箸
的兴趣如火如荼，形成收藏与研究、专
业与业余相结合的一支队伍。其中，
蓝翔的藏筷馆就收藏了古今中外各具
特色的筷子2000多双，他还在出版了

《筷子古今谈》、《筷子三千年》、《古今
中外筷箸大观》、《筷箸史》等多种专
著，被誉为“中国藏筷第一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亚文化研究
中心副秘书长蔡丰明研究员认为，目
前全世界至少有18亿以上的人使用
筷子，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的
用筷习俗皆由我国传入。小小的筷
子堪称中华文明的传承链，以独特的
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在
东亚影响十分广泛，一些学者甚至将

“东亚文化圈”形象地称为“筷子文化
圈”。重新认识筷箸习俗的文化价值，
对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都很有意义。 ■张建松

上海将为筷箸习俗“申遗”

北岛、海子等19位诗人手迹南京拍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