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蔡明慧

E-mail:shqcmh@126.com

2025年2月21日
星期五

新闻搭台

文化唱戏

5

创作背后

文化简讯

2025年元宵节之际，《商丘
美食之约》MV （音乐短片）全
网发布，这部 AI 科技与艺术完
美结合的作品给喜庆的节日添加
了一抹亮色。

用 AI 的方式打开商丘美
食，到底会带来怎样的惊喜？这
首节奏欢快、带有诙谐俏皮“味
道”的音乐作品是如何“出炉”
的？作为一名参与者，我带您一
起了解其背后的故事。

2024年底，为推动“美食+
技能+文旅”融合发展，我市启
动了第四届美食文化网络推广活
动，其中一部“重头戏”就是打
造原创AI美食文化MV，并在互
联网平台上传播，旨在撬动文旅
新业态，激发美食新活力。

尽管曾为商丘美食写过两首
歌，这次接到创作任务后，我仍
感觉压力很大。一是因为首次创
作曲风欢快活泼、动感新潮的音
乐作品，底气不足；二是深感手
中的笔头分量不够，恐负重托。

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你若
信任相托，我必全力以赴。

提笔之前，我先捋了捋前两
首原创美食音乐作品：《品位商
丘》是商丘市第二届美食文化节
主题曲，也是商丘美食专属原创
MV，这首歌的主题是推介商丘
美食。《伊尹颂》是商丘市第三
届美食文化季主题曲，在歌颂厨

祖的同时，讲述了商丘美食的历
史渊源。如果把《品位商丘》当
作商丘美食的“推介曲”，那么
《伊尹颂》就是商丘美食的“名
人赞”。商丘美食如此诱人，是
时候发出“邀请函”了。对，歌
名就定为《商丘美食之约》。

歌名确定了，从哪里找个
“小切口”入手？加入哪些剧情
元素？我闭目沉思，想到了古
城，这是商丘文旅的一张名片，
街头巷尾有让人垂涎欲滴的美
食；想到了“一手拄拐杖，一手
捏红线”的月老，这位主管世间
姻缘的传奇人物就是商丘人；想
到了灯火阑珊处，发生在古城小
巷里浪漫的爱情故事……

爱情，多么让人陶醉的字
眼，岂不是很好的剧情元素。
这绝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牵
强拼凑。

将爱情融入剧情，再加些动

感活泼的色调，我打开电脑，敲
下开篇的文字：我说那家谁谁
谁，看见你朝我努嘴，要想俘虏
我的心，先来俘虏我的胃……为

体现动感时尚，迎合年轻人的口
味，曲中加入了一些潮流英文

“口头禅”。在结尾处发出由衷的
邀请：商丘美食之约，跟我们一

起来：come on！
歌词定稿后，一支 AI 制作

团队成立。“用AI的方式打开商
丘美食，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
新和挑战。目的是让传统与现代
碰撞、美食与科技交融、味觉与
视觉对垒，给人不一样的体验，
让商丘美食出彩出圈。”AI制作
团队负责人表示。

为做好美食线上推广，前期
已经录制了系列视频。包括邀请
商丘籍演员马赫、王嘉上，电影
《李学生》主演宋禹等人推介商
丘美食。《商丘美食之约》 MV
中真人展示的男女主角就是演员
王嘉上和电台主播木子雪。

AI制作过程相当复杂，需要
反反复复输入不同的指令，生成
的作品就像开启“盲盒”一样，
每次都是未知的答案。据 AI 团
队执行人之一李赞介绍，制作时
运用的软件有 20 多种，最难的

环节是真人与动漫的融合。看似
平淡的一幅画面，可能需要生成
四五十次才能呈现最佳效果。

“开篇拍出了《哪吒之魔童
闹海》里的视觉效果”“商丘美
食美出圈了”“这旋律太上头，
画面太美了，看得流口水”……
《商丘美食之约》 MV 发布后，
20多家自媒体先后转载，引来好
评如潮。

美食诱惑着“吃货”，味蕾
牵引着脚步。你可能记不住一个
地方的民俗风情、一座城市的宏
伟建筑，但你一定记得住那里的
一碗面、一张饼、一串烤肉、一
锅热汤。在文旅经济强势复苏的
当下，美食已成为点亮城市文旅
的独特力量。如何把藏在“深
闺”之处的商丘美食推介出
去，我想，这首注入高科技元
素的音乐作品正在为商丘美食
摇旗呐喊。

在探索中发展，在守正中创
新。作为商丘首支原创 AI 美食
文化 MV，《商丘美食之约》还
存在诸多不足，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这也为下一步打造更好的原
创作品提供了经验和灵感。这首

“把爱情融入剧情，让美食点缀
美景”的音乐作品还在持续发
酵，相信更多的人会像曲中所唱
一样：让我牵着你的手，共赴一
场美食的约会……

近期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爆火，登
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并进入全球影史票
房榜前十。在我市，该影片以2086万元票房
成为春节档票房冠军，许多家庭三代同行前
去观影，享受这场视觉与内容的盛宴。

在岁月的长河中，电影如同璀璨的星
辰，照亮了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
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心中永恒的记忆。每一代
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电影记忆，电影不仅是
娱乐的载体，更是时代的见证者和文化的
传承者。

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人分别有着怎样的观
影记忆？他们那个年代有什么经典电影？记
者带您走近我市部分 60 后、80 后、00 后，
了解他们的电影记忆。

从露天电影到数字时代

如今的电影院有 2D、3D、IMAX、激光放
映、巨幕等影厅，有机会体验 4D影厅的观众
更是感叹“看《哪吒之魔童闹海》就像坐过山
车，参与每一场战斗”。“现在的电影院变化太
大了，视觉上的冲击更强，技术运用更具时代
性。”2月 19日，出生于 20世纪 60年代末的武
红卫感慨道。作为有着50年观影经历的老影
迷，武红卫记忆中的看电影场景，是 20世纪
70年代用幕布、投影仪、支架等搭建起来的露
天电影院。“那时候一说放电影，大家都搬着
凳子出来了，场面很热闹。”武红卫对记者
说。

出生于1989年的刘逍小时候也在村口看
过电影，“我们小时候村里谁家有喜事，都
会在村口放电影。”同样是 80后的李想记忆
中的电影院则是老家县城唯一的电影院“工
人俱乐部”。“那个电影院非常大，上下两层
能容纳1000多人，我们都是集体出动，排成
排浩浩荡荡走过几条街去看电影。”回忆起

当时的场景，李想脸上难掩兴奋。
对于 00后的张竞文而言，从她记事起，

看电影就要到专门的电影院。“父母那一代
看露天电影的经历，我是没有的。我从小就
在现代化的电影院看，小时候只要有适合小
朋友看的电影，父母都会带我去看。”张竞
文表示。

触动心灵的经典电影记忆

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武红卫最大
的感受是：“画面很有技术感与冲击力，表
达的内容也有独特的价值观与内涵。”

武红卫小时候也看过很多经典动画电
影，如《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九色
鹿》等。“这些电影给我留下非常温暖的记
忆，主题有内涵，画面很灵动，能感受到创作
者的用心，动画电影的配音也特别好。”武红
卫表示，她至今还能想起孙悟空与小蝌蚪的
声音。

“我印象最深的电影是《妈妈再爱我一
次》，近千人集体泣不成声的场景，此后再
也没有经历过。”李想说，“我觉得我们80后
是没有被电影‘亏待’过的一代，当时好看
的电影很多。”电视机、DVD等出现后，在
家里看电影成为很多80后的优先选择，刘逍
看过 《霸王别姬》《英雄本色》《古惑仔》
《乱世佳人》等。“在家观影更自由，可以从
口碑、思想艺术、传达理念方面去筛选电
影，好的电影可以看很多遍，比如陈凯歌导
演的《霸王别姬》，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提起好的影片，刘逍不断蹦出具有年代感的
影片名字。

在动画电影陪伴下成长起来的00后，也
有他们美好的观影回忆。“对我来说印象最
深刻的一部电影是《千与千寻》，《千与千
寻》梦幻的构图，千寻挑战自我打败坏人、把

变成‘猪’的父母解救出来的故事，对我来说
比较有冲击力。”张竞文表示她看过好几遍
《千与千寻》。

不同年代的观影趣事

提起与观影有关的趣事，张竞文印象最
深刻的是，大年初一家长们带着孩子排队买
票，电影院里小朋友们陪着动画形象一起或
哈哈大笑、或热泪盈眶。“我们先是在电视
上看动画片，再看电影。虽然那些动画形象
我们都非常熟悉，但是看电影的体验和氛围
和看电视是很不同的。每年大年初一跟父母
一起坐在电影院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的电
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是珍贵的童年记
忆。”张竞文表示。

对于李想来说，电影趣事是他和同伴们
一起去电影院路上的兴奋与欢声笑语；是为
了多看几遍喜欢的电影在电影院里一待就是
一天的时光；是他们实在进不去电影院，蹲
在电影院外的扩音喇叭下“听”电影，想象
画面的快乐。

对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观众来
说，电影是稀缺资源，电影票要靠“抢”
的。“我们那个时候买票恨不得都挤哭，记
得有一次我们买的电影票场次很晚，看完电
影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母亲就带着我们
几个慢慢溜达回家。”武红卫笑着说，这个
场景一直存在她的脑海里。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电影记忆，这
些记忆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在岁月的天
幕上，熠熠生辉。电影见证了时代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也记录了人们的成长与梦
想。电影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
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它将继续陪伴着一
代又一代的人，在光影的世界里书写属于自
己的故事。

《哪吒之魔童闹海》引发观影热潮

重拾几代商丘人的电影记忆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佩

哪吒正在创造历史！不仅仅是《哪吒之魔
童闹海》电影票房屡创新高，随着电影热度持
续攀升，其周边文创产品也掀起消费热潮，线
上线下可谓一“吒”难求。

文创市场刮起“哪吒旋风”

“哪吒手办什么时候能补货？要等多久？”
2 月 17 日，在北京西单大悦城泡泡玛特门店
内，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咨询哪吒系列手办的
到货时间。门店工作人员介绍，哪吒系列联名
产品一上市就迅速售罄，近期每天都有几十人
登记预约购买。

“买不到，根本买不到”“你的吒儿正在生
产线上火速赶来”……从网友的调侃中不难看
出哪吒文创产品的火爆程度。

记者了解到，泡泡玛特于1月30日在线上
旗舰店发售《哪吒之魔童闹海》“天生羁绊系
列”手办盲盒以来，平均每天超过2万人在线搜
索，上线仅 8天销售额迅速破千万元，堪称“一
盒难求”。

除了盲盒产品，《哪吒之魔童闹海》电影
收藏卡、剧情胶片卡等周边也销售火爆。一些
获得官方授权的线上旗舰店上新《哪吒之魔童
闹海》周边卡牌，仅一周时间便卖出超过 70
万张，累计成交额突破百万元。在一些电影院
内，“哪吒骑飞天猪”造型的爆米花桶成为爆
款，上市仅两三天就卖断货。

从火爆银幕到货架售空，《哪吒之魔童闹
海》的“溢出”效应全方位显现。在京东平
台，《敖丙传》《哪吒·三界往事》原创绘本等
图书热销，1月29日至2月11日成交额环比上
映前增长超40倍。在黄金饰品市场，“哪吒吊
坠”“哪吒乾坤圈手镯”“混天绫戒指”等金饰
热度迅速攀升，受到消费者欢迎。

影视IP激活产业“春水”

走进湖南湘潭综合保税区，一家玩具制造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火热，工人们正将一个
个“魔童哪吒”塑胶玩偶加工成形。

“春节假期还没结束就复工了，每天像打
仗一样，满负荷进行生产。”公司董事长助理
杨振麟介绍，目前生产线每天可生产超 30万个盲盒。随着《哪吒之
魔童闹海》电影爆火，剧情中的石矶娘娘、申公豹、申小豹等角色产
品也在加紧设计生产，预计4至5月陆续推出全新形象。

哪吒文创爆火的背后，是近年来影视 IP对产业的巨大撬动效应。
《甄嬛传》系列盲盒走俏市场、瑞幸咖啡推出《封神第二部：战

火西岐》联名套餐受到消费者青睐、《流浪地球 2》官方授权的多款
模型周边众筹项目总销售额破亿元……从单一领域驱动到多链价值开
发，越来越多的优秀 IP联动企业开发高质量衍生商品，以 IP热度激
活产业动能。

根据中信证券研报预计，未来国内 IP衍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000
亿元。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潮玩经
济相关企业超4.9万家。其中，2024年新增注册相关企业约1.3万家。

“消费者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持续增长，从关注商品的功能属性到
更注重商品的情绪价值与精神内核，类型多样的 IP衍生品成为激发
市场消费热情的‘催化剂’。”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
蒋多说。

让“顶流”变成“长青”

从悟空“一棒惊世”，到哪吒“两轮绝尘”……通过对经典形象
的现代化塑造，越来越多中国原创 IP“圈粉”世界。而如何让更多
爆款 IP从“顶流”迈向“长青”，是整个文创行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优秀的 IP需要靠时间和心血打磨，IP衍生品同样如此。”泡泡
玛特联名项目负责人说，“《哪吒之魔童闹海》系列产品研发历时一
年半，中间经过无数次头脑风暴，做了不少二创设计，比如在藕粉哪
吒设计中考虑到互动体验，加入可摘取的藕粉外罩，摘下外罩可以看
到哪吒手办造型。”

业内人士指出，潮玩手办等产品开发周期长，需要提前布局开发
衍生品，电影和周边产品才能同步上线，相互助推市场热度。而出于
对 IP生命周期和市场效应的担忧，目前一些文创企业对影视 IP合作
还是持审慎态度，“前置开发”较少，“映后补救”较多，IP市场开
发成熟度仍有待提升。

近年来，一些城市也通过打造文创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加快 IP
孵化和衍生品开发。例如，成都推出城市文创 IP矩阵平台，涵盖 IP
矩阵自研运营、文创产业智库、多元销售场景投运等领域，全方位推
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和全球市场相比，中国衍生品市场仍有广阔空间。影视 IP的商
业价值日益显现，IP消费热情持续激活，将推动 IP全产业链走向成
熟，打破电影市场对单一票房的依赖，走向更加多元、良性的发展道
路。”四川传媒学院数字媒体与创意设计学院教授黄丹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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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情融入剧情 让美食点缀美景
——写在原创AI美食文化MV《商丘美食之约》发布后

□ 焦风光

2 月 20 日，在帝壹茂购物中心的
电影院里，一位市民来二刷《哪吒之
魔童闹海》。据工作人员介绍，大家对

《哪吒之魔童闹海》观影热情很高，近
几天仍有不少市民前来观看。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佩 摄
2月20日，在正弘汇购物中心的一家零售品牌店里，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新到的哪吒周边。据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哪吒周边产品销售火爆。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佩 摄

《商丘美食之约》MV截图。

新华社日内瓦2月 17日
电（记者 单磊）位于瑞士洛
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 17 日对
外公布，2024 年共有 43.2 万
多人次参观了该博物馆，创下
历史最高纪录，较 2023 年参
观量增长 23%。其中逾 5.2万
名访客为中小学生，比上一年
增长221%。

2024 年，奥林匹克博物
馆举办了三大临时展览：“自
由奔跑”“巴黎奥林匹克”和

“时尚与运动”，这些展览均以
创意视角引发公众共鸣。博物
馆还组织了 14 场文化活动，
其中包括面向儿童、介绍多种
体育项目的“奥林匹克周”活
动，“时尚与运动”主题时装
秀等。

2024 年是奥运年，巴黎
奥运会的举行也给博物馆带来
了更高人气。在巴黎奥运会开
幕当天，超过 2500 人齐聚博
物馆公园，通过大屏观看开幕
式直播。

奥林匹克博物馆2024年

参观人数创纪录

新华社北京2月 18日电
（记者 王鹏 杨淑君）纪录电
影《您的声音》于 18 日在全
国上映。影片由中央新闻纪录
电影制片厂（集团）摄制，聚
焦接诉即办改革实践。

据介绍，《您的声音》由
北京歌华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北京歌华移动电视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选取胡同停
车治理、老楼加装电梯、话务
员成长、街道书记工作、接诉
即办立法、外国记者调研、应
急抢险等 7方面内容，通过纪
实拍摄手法，再现与百姓生活
息息相关的接诉即办故事。

记 者 了 解 到 ， 影 片 自
2024年3月开始筹备，历时10
个月完成制作。创作团队走访
40 余个相关单位，前期采访
了百余位工作人员，拍摄涉及
北京市 9 个区 120 余个场景，
生动挖掘了不同岗位接诉即办
工作人员的真情实感。

电影《您的声音》聚焦

接诉即办改革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