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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论道

随着国内媒体融合向制度与文化层面深入推

进，纪录片播放平台得以拓展，纪录片时代感和

商业属性不断加强，线上线下联动更丰富，纪录

片产业链的运作也向前推进了一步。对纪录片进

行 IP 开发和品牌运营的转型升级成为纪录片产

业发展的突围之路。一方面，国家宏观政策的调

控推动纪录片市场化进程，消费经济为 IP 开发

埋下种子，融媒体发展为跨媒介叙事提供技术基

础，促进纪实内容的破圈层传播。另一方面，纪

录片产品向来版权价值与价格背离，难以通过版

权交易收回成本，产品市场价值变现困难，导致

纪录片产业日渐萎缩、陷入困境。IP运营的增值

功能令纪录片产业看到摆脱市场困境的希望。可

预见的是，纪录片内容的 IP 运营将成为必然趋

势，也将影响纪录片未来的产业发展。

一、差异化宣推确立《廿四节气·杭州》

IP化

华数求索纪录频道以“用中国视角，传播中

国智慧，发现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

策划推出了以节气为切口，展现杭州城市文化的

系列微纪录片《廿四节气·杭州》。该纪录片以

“二十四节气”为框架，立足杭州视角，聚焦非

遗、文化、人文情感等多个方面，用影像传达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以杭州本土文化、人文

故事为背景，塑造专属杭州的节气生活剪影，传

达杭州的本土文化符号。将杭州“老底子”在

24 节气里的处事智慧、普世价值、生命观、世

界观通过短视频这种全球通用的视听形式进行展

现。同时，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二十四节气“影

像日历”，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廿四节气·杭州》从产购销的链上找寻市

场，整合各方资源，以国内国际不同平台的传播

特性为定制依据，加强官方和机构以及个人间的

协作。通过杭州“1+N”国际传播全媒体矩阵开

展海内外立体传播，由杭州外宣官方海外社交账

号“韵味杭州”Hangzhoufeel 发布“杭州二十

四节气”第一季视频系列推文共计28条，累计

阅读量近80万，视频播放量超50万，互动量超

过22万人次；与互联网平台优酷纪录频道联合

独播，节目上线后位居同类内容第五，单集热度

超 10000+；在香港电讯盈科 NOWTV, 以及新

加坡星和电信有限公司(Starhub)、新加坡電信

有限公司 (Singtel )上线，目前累计点击量超50

万+。同时获得由杭州市委宣传部颁发的2021年

度创新重大主题报道优秀国际传播作品一等奖、

第六届浙江省纪录片“丹桂奖”优秀系列纪录

片。《廿四节气·杭州》 不断进行新模式探索，

以适应市场化模式，已经实现了纪录片的差异化

营销，与资本方实现接轨。

二、探索《廿四节气·杭州》IP的商业模式

IP价值具有有限性，不能长期持续地为企业

带来盈利。通过深度挖掘，用价值衍生和价值再

造的方式，打造丰富的产品组合，建立内容矩

阵，构建生态产业链，提升用户生命周期价值和

IP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能力，形成可持续输出的营

销闭环，是以市场化思维经营纪录片产业的必然

结果。以“廿四节气·杭州”为核心IP，打造全

产业链开发，构建文化服务、影视文娱、商品开

发、跨界联名等多元产品体系，构建“廿四节

气”IP产业链向深加工，借助前期作品热度和口

碑协助新产品打开市场，保持持续的产品生产和

价值输出，实现低成本乃至负成本连接，在激烈

的纪录片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强化“廿四节

气”的文化品牌形象。同时产生协同效应，改变

单一依赖某个爆款产品盈利的模式，建立多腿走

路、形态丰富的健康经营模式。

（一）推出杭州节气生活故事图书

为进一步挖掘 《廿四节气·杭州》 的 IP 价

纪录片品牌的纪录片品牌的IPIP化打造化打造
樊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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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论道

值，策划出版一本相关的图书：《廿四节气：时

光里流动的小确幸》。打算邀请6-8位知名作家

或畅销书作家、资深人文记者深入采访创作，以

散文的笔调、纪录片的节奏，结合24节气，选

取杭州百姓24种生活方式，从24位小人物的故

事入手，静水流深地讲述各自的生活，呈现生活

的本真韵味，把城市的光阴时节、环境和气候的

变化，与人物的工作、生活、手艺有机结合，舒

缓宁静，娓娓道来。同时每篇配一幅手绘图，共

24 幅。图书主体内容为人物故事，从而将城市

宣传的意味隐藏在图书背后，使人在阅读之后，

感受到一座城市的美好，建立对该册图书需求的

顾客群体,达到图书销售的目的。

（二）创作网络微剧

短剧可谓当下内容传播载体中的一匹黑马。

将 《廿四节气·杭州》 的具体内容制作成微短

剧，以每一个节气为主角，赋予每一个主角符合

节气特质的鲜明性格，结合当下内容辅以引人入

胜的情节，以求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微短剧

将传统文化和元素通过现代手法叙事，融入杭州

地标建筑和景点，以杭州为背景地展开故事，扩

大杭州的城市影响和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杭州当

地的文旅产业发展。“廿四节气”微短剧化后，

将和海外平台进行深度合作。海外发行将覆盖中

国香港、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地区和国家。微

短剧成片在国内视频平台上线进行分账，确保部

分制作资金的回收，实现“廿四节气”影视化的

商业价值。

（三）生产周边衍生品

IP 衍生品是基于文化 IP 而延伸设计制作的

各种创意产品。IP 衍生品除了可以拓宽IP 商业

变现能力，还可以增加IP的曝光率，融入IP文

化体系，是 IP 后期传播的利器。二十四节气文

化不仅涉及文化、民俗、气候等多重元素，还有

不同地域人们的感知差异化，《廿四节气·杭州》

采用当下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表

达方式，

借助新时代的潮流符号表达传统文化内涵。

在设计相关衍生品时充分考虑二十四节气的特

点，力争具有经济性、识别度和普适性。《廿四

节气·杭州》 的 IP 衍生品能有效地延续和拓展

项目的生命力，并通过衍生品的销售和 IP 的合

作赋能，提升项目IP的市场影响力。

三、项目全周期管理对纪录片IP化的价值

一个有价值的 IP 会让品牌快速集聚能量，

将一些有特色的文化融入其中，形成独特的 IP

品牌，促进文化项目的持续深入进行。对纪录片

产业来说，内容为王，丰富精彩的内容、独特有

趣的形式是纪录片 IP 的立身之本，是提供给用

户的具体产品和价值载体。只有加强创作项目的

全周期管理，才能打造出优质丰富且具备观赏性

的IP项目，拥有较高的用户黏性和品牌影响力。

（一）多样化定位项目 IP
纪录片IP 建构的基本要素是多元意义和情

感共鸣。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蕴含多重文

化价值，加之已有的纪实理念，具备多元意义。

通过纪录片内容呼唤用户的情感共鸣，达到激荡

人心的艺术效果，其中纪录片人物形象是真实可

感的。

IP 运营浪潮下，纪录片建构应着重打造人

物 IP。人物IP不仅意味着挖掘打造一个具有知

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还表示强化人物作用，使

人物成为拥有多重意义的符号。这不仅实现纪录

片 IP 建构多元意义和情感共鸣的原则，还有助

于后面的延续性开发。比如《荒野求生》IP中的

灵魂人物贝尔就是纪录片人物 IP 的典型代表，

《荒野求生》的成功除了优质的内容，很大一部

分源于贝尔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人物IP 可

以提高纪录片IP运营的成功率。对于IP人物的

树立，纪录片 IP 可选择贴近受众生活的素人

（观众通过寻找自身与他们的相关点，提升情感

融合度）、职业素养较高的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

与纪录片本身主题的贴合度更高），抑或是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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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杂谈

摘要：近年来，在多元媒体发展趋势中，

受脱口秀、“慢综艺”等新型综艺节目的冲击，

人物访谈节目也在不断创新。在人物访谈的基

础上，叠加不同的节目形式或访谈模式，笔者

将这种创新称为“访谈+”。在笔者策划制作的

节目 《方锦龙谈民乐》 中，对视听叙事进行了

“访谈+”式的创新。笔者希望就叙事场景、叙

事主体、叙事模式和视听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提

供一些经验，并且让作者思考如何在人物访谈

类节目的实践中践行“访谈+”创新。

关键词：人物访谈节目 “访谈+” 叙事

创新

人物访谈节目从来都是电视荧屏中不可或缺

的节目类型之一。从本世纪初的 《实话实说》

《鲁豫有约》等阳春白雪式的严肃访谈，到《康

熙来了》等港台“麻辣地道”味儿的综艺娱乐访

谈，传统媒体时代可谓室内演播厅人物访谈节目

的“黄金年代”。近年来，在多元媒体发展趋势

中，在脱口秀、“慢综艺”等新型综艺节目的冲

从从““访谈访谈””到到““访谈访谈++””
——以《方锦龙谈民乐》为例看人物访谈节目的叙事创新

徐晓丽

流量的大明星 （粉丝经济的效应）。这三种人群

的引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纪录片的流传度与

接受度。

（二）融媒跨屏推广孕育纪录片 IP
纪录片 IP 在开发之初就必须具备多平台

思维。通过区别不同媒介的媒介属性及其受

众特点，进行不同内容的分发和经济价值的开

发，使优势互补，实现传播效果。实现纪录片

IP 的深度开发需要依靠强大的内容分发和社交

平台进行传播扩散，不断强调和曝光，刺激受

众了解产品，使纪录片作品直达用户，提高关

注度，形成印象和记忆。这是 IP 深度开发不

可或缺的一环。纪录片 IP 的形成要在做好产

品的基础上通过传播扩大影响力，提高内容

营销的效率。

（三）数据思维打造爆款纪录片 IP
纪录片制播机构需要兼具传播平台和社交平

台的双重功能，配合其他社交媒体资源，整合优

势在各环节深度融合，通过多场景、全流程、多

终端的整合互动，抓取更多受众注意，提升 IP

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多渠道联动，立体化信息

传播，不断重复、强调、曝光，使纪录片 IP 突

破性别、年龄、媒体性质等限制，实现跨人群传

播和跨渠道传播，摆脱单一平台的束缚，收获多

平台流量红利，实现粉丝圈层扩张。如爱奇艺与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社教节目中心、西安广播

电视台等联合出品的百集微纪录片《从长安到罗

马》，该片于 2020 年 1 月 28 日在爱奇艺播出，

而后被制作成中文、英文、意大利文等多语种版

本，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网站、YouTube等多家

海外主流视频网站上线，并在意大利、英国、南

非、阿联酋等各国电视台播映。同时在Twitter、

Instagram、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做宣传。

纪录片产业的 IP 热潮让人们看到了纪录片

新浪潮的一种可能。纪录片 IP 的打造需要聚合

各种资源，从播出平台、内容制作、互动营销到

用户社群，打破不同受众之间的壁垒，以此实现

资本增值和商业变现。当然，由于纪录片的文化

属性，加上用户行为有待培养等因素，纪录片IP

化运营现状与纯粹的商业产品之间还存在一定距

离，仍处于尝试与探索中。

（作者单位：华数求索纪录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