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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正在打磨中，我们首先是尊重原著，尊重导演，给张
艺谋导演足够的创作空间。”光线传媒相关负责人18日在上海
国际电影节上介绍了《三体》电影筹拍的最新进展。

当天在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IP全球多
元化开发的潜力与想象”专题论坛上，《三体》小说IP开发官方
团队“三体宇宙”与合作方光线传媒，发布了张艺谋导演执导

《三体》电影的最新消息。
张艺谋导演本人曾于早前回应说，“《三体》是一部科幻巨

作，把它拍成一部电影可能很难，我们还在打磨剧本，我会全力
以赴，继续努力，希望不负众望。”

“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就是由张艺谋导演带着我
们走向电影。”光线传媒相关负责人说，光线传媒曾就《三体》电
影项目与张艺谋导演有过多次沟通，最近张导接受了这一“任
务”，对《三体》电影而言是一个重大契机，这是一个尊重原著、
尊重导演，同时投资巨大的项目。

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创作的长篇小说《三体》三部曲，以恢
弘的笔触描绘了地球文明以外的“三体文明”，被誉为中国科幻
文学的里程碑之作。近年来，《三体》三部曲多语种版本在全球
出版发行。

“三体宇宙”首席执行官赵骥龙介绍，回顾过去十多年，长
篇小说《三体》三部曲的全球销量已突破3000万册，逐步走向
世界，深入欧美、东南亚等多个主流市场。据估算，目前《三体》
小说IP的全球“粉丝”数突破3亿人。

《三体》三部曲的影视化一直备受关注。目前市场上可见
的国产作品有长篇电视连续剧、动画片等。

赵骥龙谈到，《三体》的影视化，必然要走精品化之路。“扎
实做好这部电影非常关键，第一部做好了，才能有后面的作
品。”光线传媒相关负责人说。

在中国大银幕上，刘慈欣小说目前“孵化”较为成熟的科幻
IP是“流浪地球”，目前电影《流浪地球3》已定档2027年。2019
年上映的第一部《流浪地球》票房超过46亿元，2023年上映的

《流浪地球2》也收获了超过40亿元票房。同时，《独行月球》
《疯狂的外星人》也在票房榜位居前列。中国国产科幻大片的
受欢迎程度，一度超过了一些同期上映的好莱坞科幻大片。

“依托先进的技术，达到科幻大片的视听效果，这还处于初
级阶段，我们考虑更多的是根据‘三体’IP跨代际、跨地域的传
播趋势，通过电影的拍摄，去传播积极的价值观，体现中国文化
所侧重的共存、和睦、包容等理念。”赵骥龙说。

《三体》电影项目的发布在线上线下引起热议。一些“粉
丝”和业内人士认为，过去几年中国科幻IP的影视开发“仍是
一些个案”，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品质提升方面，都远远不够

“过瘾”。国产精品科幻的影视化之路依然要克服各种困难和
挑战，《三体》电影项目或许对中国科幻影视作品而言具有重要
意义。

“在科技改变世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观众比以往更迫切
需要更多更好的科幻影视作品，建立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培
养新的科幻审美。”科幻内容生产机构“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始
人姬少亭认为。

“在做好这部电影的基础上，我们期待《三体》电影项目能
形成系列。”赵骥龙展望。 来源:新华网

张艺谋执导《三体》电影！
国产科幻影视精品浪潮来袭？

步入六月，一纸“最严短剧新规”终于
“靴子落地”。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下
发的《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自
6月1日起，微短剧施行分类分层审核，未
经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
新规一出，原先并未纳入审核机制的微短
剧市场正式步入“备案时代”，仅6月1日
当日，在网络视听节目备案系统中，就有
3309 部约22.7万集微短剧完成备案并获
上线备案号。

新规不是给微短剧“踩刹车”
根据新规，微短剧的审核方式依据投

资额的大小进行分层审核，投资额度在
100万元以上的“重点微短剧”由广电总局
审核，30 万元到 100 万元之间的“普通微
短剧”由省级广电部门审核，30万元以下
的“其他微短剧”由播出或为其引流、推送
的网络视听平台履行平台内容管理的职
责。

在新规出台之前，业界曾担心新规会
以“一刀切”的方式阻断微短剧这一新生
事物的发展。在著名策划人谭飞看来，新
规出台并不是为了给微短剧的发展“踩刹
车”，与之相反，“是希望这个行业能够更
顺滑地开下去”。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所
提供的数据为例，近一个月以来，北京市
重点微短剧和普通微短剧呈现增长趋势，
6月报审项目数量较5月增长了一倍。截
至6月14日，抖音、快手、点众、中文在线、
风行等北京市属平台在网络视听节目备
案系统已备案“其他微短剧”4629部。

各地推动微短剧精品制作
微短剧自爆火以来，始终存在内容题

材易“擦边”，靠反转、爽文和狗血剧情吸
引观众付费的“原罪”。在谭飞看来，微短
剧短平快的播出方式和盈利方式，决定了
其在下沉市场的内容策略，“微短剧之所
以成功，离不开它的爽点密集和反转设
计，霸道总裁、娇妻赘婿、玛丽苏和爽文，
这些都是吸引观众往下看并为之付费的

有效手段，想让观众付费，就得‘下钩
子’。”

在新规出台前，2023年前8个月上线
的微短剧中，爱情题材有379部，在所有题
材类型中占比最高，达到了31%。新规出
台后，分析首日备案审核获批的3309部微
短剧就能发现，剧名中比较常见的“总裁”

“夫人”“娇妻”“离婚”等关键词已大为减
少，现实题材作品则成为主流。

各地广电与网络平台也纷纷发力，以
“文旅+短剧”“短剧剧场”的方式入局微短
剧内容精品制作。北京市就策划发起“北
京大视听·网络微短剧‘首亮微光’扶持计
划”，推出《柒两人生》《超越吧！阿娟》《金
猪玉叶》等优质作品，发挥了京产网络微
短剧的示范引领作用。

来源：北京日报

“最严短剧新规”六月出台步入“备案时代”

微短剧市场变天？

2024年“香港演艺博览”中国内地专题推介会在北京中央歌
剧院举办。本次推介活动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与香港艺术发展
局主办，旨在面向各地演艺院团、机构与媒体介绍并推广2024
年首届“香港演艺博览”，为博览引入更多来自中国内地的优秀
作品项目和优质演艺单位。

据统计，2023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为739.94亿元，
达到历史新高，对拉动文化产业消费作用显著。伴随国内演出
市场整体上行，对外文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国际演出市场对中
国优秀演艺作品的需求不断增加。首届“香港演艺博览”由香港
艺术发展局主办，将于10月14日至18日在香港西九文化区举
行，旨在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
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愿景，建立一个中外演艺作品分享、交流、
合作的平台。博览包括演博节目、国际精品演出、项目推介、展
会等板块，将举办演艺资源对接洽谈会，助力内地演艺单位拓展
海外市场，还将依托中传创展公司出品的文体旅数据综合交易
平台搭建演艺资源库。

首届“香港演艺博览”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
优势，打造表演艺术界的平台，为推动文化艺术的交流、加深对
彼此的理解及欣赏，进一步促进合作、洽谈买卖及交易发挥重要
作用，促进中国与国际演艺行业交流互鉴。

来源：北京日报

首届“香港演艺博览”

助力内地演艺拓展海外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