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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破产，
《印象·刘三姐》还在继续

说 起《印象·刘三姐》，作

为当年全国第一部新概念的“山

水实景演出”，可谓是广西旅游

的活名片。该剧由我国著名导演

张艺谋出任总导演，它不仅让国

内外观众了解了广西的山水风光

和人文风情，还带动了桂林旅游

业的发展。然而，一手打造出这

台知名演出的桂林广维文华旅游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维公司”）却陷入债务危机，

去年 8 月更因负债 14 亿

元而提出了破产重整

申请。

于 是， 一 则

“《印象·刘三姐》

破产”的消息刷

爆 整 个网络， 引

来热议。1月26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联系了《印象·刘三姐》

导演王潮歌。作为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核心创作团队中唯一的

女导演、张艺谋“印象”系列实

景演出的实际操作和执行者，王

潮歌与张艺谋、樊跃一起被誉为

导演界的“铁三角”。所以，她

对于此次《印象·刘三姐》的“破

产事件”很有发言权。

“ 我 现 在了解到的 消息 是，

演出在 正常进行，所有

运营体系还在良好

地运转当中，观

众也没有受

到影响。”

听 到

惊出冷汗！
警惕“儿童邪典片”

文 / 渝晓世
如果不是优酷、爱奇艺、腾讯

视频平台发出声明，自审排查并紧急

下架了一大批儿童不良视频，可能很

多家长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有“儿

童邪典片”这种变态内容的存在。

它犹如一只罪恶的手，悄无声息地伸

向那些看视频的孩子们，渗透进他

们稚嫩的精神世界和懵懂未知的柔

软内心。

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看到那些阐

述“儿童邪典片”的截图时，我仍然

冷汗直冒，感到很后怕。这些内容

以小朋友们熟知的经典动画人物为幌

子，经过二次加工创作，实际播放

的却是割喉、开颅、亲吻、大便等

各种不堪入目、令人感到非常不适的

画面；而且其背景音乐往往采用舒缓、

欢乐的声音，再配合上孩子们的欢

笑声，极具欺骗性。

“儿童邪典片”最开始从国外

YouTube等视频网站流出，去年7月经

《纽约时报》报道后引发了全美关注。

截止去年11月，YouTube宣布已经删

除了超过50个频道、15万个相关视频。

但是，这些在国外被慢慢打掉

的有毒内容，却在两三个月前悄然流

入国内，并在之后产生了大量本土制

作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非正常手

段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不要以为血腥、

刺激的画面只是大人才会注意，要

知道孩子们的好奇心更强，同时也

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判断力，看多

了这些，孩子会误以为暴力和性很

正常、很好玩，流血很好笑。孩子

长期受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很

可能会不断巩固这种危险认知，甚

至对犯罪手法都感到很正常。想想

这些内容带来的可怕后果，难道不

令人感到愤慨和发指吗？！

针对这种极端邪恶、难以清除

顽疾的“精神鸦片”，家长们不能再

把视频内容当做“保姆”和“托管所”，

让孩子们随意观看了。也希望加强

对视频平台的监管，还孩子们一片净

土蓝天。

■影视连连看

温暖人心！长沙《熊出没》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寒冰 

实习生 陈圣恩）1月26日，电影《熊

出没·变形记》在长沙举行了提前

观影会，今日女报 / 凤网观影团30

名成员带着孩子进行了一场温馨的

“亲子趴”。

《熊出没·变形记》是《熊出没》

系列第五部大电影。该片讲述了光头

强、熊大熊二遭遇变形缩小，开展了

一段“微观世界”冒险的故事。光头

强父亲的加入，更让影片增加了亲情

元素。看过这场影片后，观影团成

员徐先生感叹：“影片里强爸简直就

是我爸的缩影，看到强爸对光头强的

‘讨好’，让我想起这些年来父亲的

转变，戳中了我的心。”还有观众强

烈推荐：“《熊出没·变形记》不止

适合我们这些年轻父母带孩子来看，

也适合我们带自己的父母来看，让人

觉得特别温暖。”据悉，该片将于2

月16日（大年初一）在全国院线上映。

“刘三姐”      ？

遗产基础的《中华泰山·封

禅大典》以及重演中国红色

革命发源史的《井冈山》，杭

州的《宋城千古情》，西安的《长

恨歌》，再到湖南张家界的《天

门狐仙·新刘海砍樵》等大

型实景演出风起云涌。据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不完全

统计，如今已有 50 场左右的

实景演出分散在全国各地。

有不少看过多场实景演

出的观众在网上表示，各类

实景演出从内容主题到表现

形式上，几乎都在复制“印象”

模式，“一个样儿”。也因为

缺乏对文化内涵和本土风情

的深刻理解，实景演出往往

形式大于内容，成为观众的

“过眼烟云”。

王潮歌也觉得，实景演出

呈现“白热化”趋势后，如今

各类演出同质化倾向严重，缺

乏新意带来的经营惨淡，拷

问着中国实景演出的出路。

就 像 张 艺 谋 与王 潮 歌、

樊 跃 打 造 的“ 印 象” 系 列，

虽然足迹遍及全国，但如第

四部印象系列作品《印象·

海南岛》就在运行 5 年后宣

告停演。

其实，张艺谋近几年已

经在淡出“印象系列”。《又

见平遥》进入山西之时，张

艺谋已经不再是整个节目的

策划方，后来的《印象·普

陀》，张艺谋主动推掉了总导

演身份，只做艺术顾问。所

以张艺谋的“印象”IP 也

在逐渐回落，虽然演出

还在，但有些“灵魂”

却不在了。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实习生 陈圣恩

“有上千万人观看过‘印象 · 刘三姐’，仅去年就售出 160 万张演出票，
收入 2 亿元，净利润 1 亿元，算得上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典范，谁说项目破
产了？” 1 月 25 日，导演王潮歌有些气愤地在微博回应。日前，有媒体报道，
由张艺谋执导的《印象 · 刘三姐》曾经风光无限，但运营该项目的公司广
维文华却早已被掏空，身背巨大债务，目前已经申请破产重组。

《印象 · 刘三姐》出炉后，很多地方都诞生了“印象派”的演出。这
种以实景山水为背景打造的演出，到底是风光无限，还是成了鸡肋？

传言后，王潮歌如是解释。她透

露， 在《 印 象·刘 三 姐》13 年

的运营当中，股东变化一直都有，

而这次公司资本重组，也并未对

演出本身造成影响。“现在天气

太冷，节目已经接近停演了，是

观看人数最少的时候，但一晚

大约仍有 1500 人次左右的观众。

而其他时候一般都是一晚两场，

国庆、春节最旺的时候一晚连演

四场，而且一票难求。”王潮歌

介绍，《印象·刘三姐》从 2004

年 3 月公演至今一直人气火

爆，是桂林漓江旅游

必推的项目。

至于《印象

·刘三姐》后

续的归属，王

潮 歌 不 太 清

楚。不过，她

明确表示：“《印

象·刘三姐》在

十三年如一日的演

出当中，已经成为艺术

和经济双丰收的文化项目，企业

一年会有一个亿的净利润，从

现实经济考量也不可能说没就

没。”

“印象”之后，
实景演出同质化严重

曾有人说，传统的舞台演出

是人的杰作，唯有山水实景演出

才是人与上帝共同的杰作。

从 2004 年张艺谋执导我国

第一部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

三姐》开始，不觉之间，此类演

出已在诸多景区落地生根。除“印

象系列”外，呼伦贝尔大草原重

现“上帝之鞭”的《天骄·成吉

思汗》；立足泰山自然与文化双

IP再热，
没有个性也走不下去

“实景演出有个基本原则，

即‘此山此水此人’。这里的山、

这里的水和这里的民众，展

示出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和文

化，组成一个天衣无缝的体

系。” 针对当下实景演出井喷

的现象，打造了近 20 台山水

实景演出作品、湖南《天门狐

仙·新刘海砍樵》总导演梅

帅元如是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说。

面 对当 下实景演出的现

状，梅帅元也曾表示，虽然有

些演出打着知名导演的招牌

IP，但因准备周期长、投入资

金巨大，景区季节性过强，实

景灵魂和演出创意相违背以

及景区级别与演出规模不符

等问题，导致各种实景演出

危机四伏。

比较各类实景演出作品不

难发现，以民间传说为故事

线条，再辅以光影声像特技已

成为各地实景演出的统一模

式，盲目跟风容易忽略当地的

文化元素。就像早前河北省保

定市模仿“印象”系列打造的

《印象·野三坡》遭到普遍批

评和质疑一样，这些同质化没

有灵魂的演出，忽悠了观众之

后，没有口碑和传播力，就只

能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

实景演出如何保住饭碗

扫一扫，
看印象系列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