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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繁花》同近年內地許多IP開發
的方式一樣，是先由一個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或
者流行小說開始，進行影視化改編。而作為21世
紀上海文學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小說《繁花》對
上海市井栩栩如生的描繪和其中形形色色人物，
使得其文本本身具備極大的開發空間。正如進念
．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胡恩威在接
受《大公報》採訪時所說， 「《繁花》首先是一
個很有深度、很有厚度的文學作品，它不是一個
普通的文學小說，裏面有很多金老師（金宇澄）
對上海的親身體會和觀察，內容很豐富，拿到了
茅盾文學獎。」

小說話劇電視劇互相借力
但相比於這些年層出不窮的IP改編電影電

視，《繁花》的IP開發顯然更加有層次、有深
度，也更加有遠見。2017年，上海推出文創
「50條」 政策，從產業領域、實施路徑、政策支
撐等方面入手，旨在不斷提升文創產業競爭力和
影響力，全力打響 「上海文化」 品牌。

作為上海文學標誌性作品的《繁花》，
2018年率先推出話劇版，叫好又叫座，尤其在
上海本地受到熱捧，話劇《繁花》導演馬俊豐在
去年初接受《大公報》採訪曾提到，當時《繁
花》已經演出近60場，每場大概1200名觀眾，
乘在一起便是約7萬人次，對於話劇作品而言已
經是非常可觀的觀眾數量。而後話劇《繁花》推
出第二季，繼續受到熱捧，影響力不斷擴大，與
此同時，上海評彈團的《高博文說繁花》也在各
地演出，《繁花》作者金宇澄不定期舉辦自己的
個人展覽，展出包括《繁花》插圖手稿等作品，
不斷豐富《繁花》的文化內涵。到王家衛劇集版
《繁花》播出之時， 「繁花」 已經是一個口碑
高、知名度廣、內涵豐富、外延廣泛、影響力巨
大的IP了。

《繁花》2021年正式開機，相關網站顯
示，王家衛的澤東事務所有限公司自2019年起
開始已經申請註冊 「繁花」 相關商標上百枚，
包含全部45個國際分類，包括 「繁花」 「汪小
姐」 「不響」 等。可見創作者們亦深諳 「繁花」
這個IP的潛力之大。最終王家衛三年磨一劍，劇
集在網絡和電視台雙雙熱播，小說、話劇和劇集

之間互相借力，小說再度回到暢銷書榜單前列，
本身票房就一直不錯的話劇《繁花》變得一票難
求， 「繁花」 IP再上一層樓。

市民參與引發線下文旅熱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 「繁花」 IP開發的產業

鏈延伸至實體，餐飲紛紛借力營銷，帶動了上海
的文旅產業。

劇中美食如排骨年糕在外賣平台搜索量增長
近7倍，苔聖園、上海和平飯店都成為熱門打卡
點。在胡恩威看來，上海市民在今次《繁花》熱
播中展現出的IP思維和營商的理念，形成了IP最
重要的組合。有政策支持，有市民參與，有作品
支撐，《繁花》引發線下文旅熱，但對於《繁
花》IP的開發並沒有到此為止。上海電影集團近
來宣布啟動 「海派盛宴計劃」 ，致力於一系列海
派IP的整合開發。如果能夠成功，其背後 「上海
文化」 這個更大的IP無疑將與 「繁花」 形成新的
借力。

IP背後需要不同人才
近年特區政府多次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IP

相關的內容，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馮應
謙提到，當前香港IP發展面臨諸多問題，他談到
目前香港創作小說等文學作品的人很少，行業收
入低，新的IP遲遲難以出現。另一方面，馮應謙
說，過去大家常常認為IP就是迪士尼樂園， 「但
是其實社區中也有很多IP可以開發的空間，就是
要慢慢培養意識。」 如今次《繁花》對餐飲行業
的助力， 「香港其實也有一些舊的酒家、茶樓，
但是大家沒有想到要回到這些地方去拍戲。大家
的概念不同，覺得店裏就是做生意的，沒有IP這
個意識。」

胡恩威直言，當前香港對於知識產權的認
知還是30年前的觀念， 「香港有很多寶藏，李
小龍、張國榮都可以做成IP，香港本身城市都
是IP。但是做IP是一個長線的經營，背後有很多
商業的東西，最根本是要懂文化。」 他認為，
「香港很大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藝術教育教的
都是創作，但是做文化和IP背後需要很多不同
的人才。」 「我們現在需要文化想像力，文化
好奇心，文化深度。」

電視劇《繁花》已經收官，但
其帶來的長尾效應仍在繼續。上海
黃河路一夜之間紅遍全國，每日都
是絡繹不絕的遊客；作為劇中飯店
「至真園」 的原型，「苔聖園」今年
的年夜飯一早被預定售空；上海和
平飯店更是一桌難求，其 「72號英
國套房」 被專門命名為 「英國繁花
套房」 ，一晚價格飆升至18888元
人民幣。

從文學到影視，再到如今對於
文旅行業和實體經濟的推動， 「繁
花 」 IP（Intellectual Property）
是如何深度開發的？其過程對於香
港IP的發掘又能提供哪些啟示？有
業內人士認為： 「香港本身城市都
是IP。但是做IP是一個長線的經
營，背後有很多商業的東西，最根
本是要懂文化。」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做IP是長線經營，最根本是懂文化
《繁花》熱對香港開發IP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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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比特（Mike）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談及被
王家衛導演欽點演唱電視劇《繁花》歌曲的感受，他
說： 「當然好開心，這個機會得來不易。這是王導第一
部掌舵的電視劇，覺得他很敢用新人。我不屬於那些大
家好認識的聲音，要用一把新聲音去演繹經典作品，外
間往往會有比較。但王導覺得我可以handle（應
付），給了我這個機會。」

《再回首》貼合主角阿寶人生
王家衛選了《再回首》及《一生何求》讓曾比特

重新演繹，曾比特亦感謝老闆鼓勵他參與這個項目，不
諱言為這麼大的製作演唱歌曲，是有壓力的，加上導演
未見過他，便揀了他去唱，真是很多謝王導。他續說：
「錄音前，我看了這兩首歌在劇中出現時的片段，大概

知道故事內容，因而明白點解王導會選擇我。故事發生
在1993年，而我的出世年份亦是1993年，我覺得是對
這個年代的呼應及致敬。」 他坦言為劇集唱歌跟平時唱
歌很不同，平時是演繹曾比特很個人的感受，這次要配
合劇情；自己看了相關片段很多次，然後調校感覺。

演繹《再回首》之前，曾比特先認識廣東話版的
《憑着愛》，他將歌詞消化後，唱出切合劇中片段的感
覺，而那些內容都讓他很感動。翻唱一首經典歌曲，曾
比特承認確有難度： 「我會形容自己唱的《再回首》，
有點像要記住過往的事，同時展望未來；我錄音便想着
這個方向，錄完後自己先被感動，好像經歷了很多。」

曾比特也有追看《繁花》，他很喜歡劇中的角色

阿寶（胡歌飾），由無人認識到成為寶總，之後做回一
個普通人。這個人生過程，很適合配襯《再回首》這首
歌。王家衛對於他的演繹，亦有讚賞，指他的聲音能唱
出故事性。

盼有機會出演王家衛作品
《繁花》在內地熱播，曾比特笑說： 「我都算有

份拍。今次真是很難忘，我也是第一次為劇集唱歌，是
很特別的體驗，加上導演是王家衛，大家聽到他的名都
會肅然起敬，這麼 『遙遠』 的一位前輩竟然選擇我去演
繹一個如此大製作的歌曲，當時我真的嚇了一跳，之後
就想方法去裝備自己，好好地去演繹。對我來說，這是
一個挑戰，也有壓力。」

電視劇《繁花》故事背景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上
海，曾比特也是九十後，對於這個年代有什麼看法呢？

他表示，雖然自己於九十年代出生，但因為年紀太小，
沒什麼經歷，並說： 「這個年代是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的
階段，我會形容，當時大家都腳踏實地去做想做的事，
大家都相信只要肯拚搏努力就做得到。不論香港或內地
都好像處於起步階段，亦像自己現在的人生處於初期，
深信只要自己繼續努力，去到一個位便會知結果，不會
辜負你所做的一切。」 曾比特坦言看該劇是有共鳴感
的，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特別的年代。他以往很少追
劇，但這個劇的節奏很有追看性，像引力般拉着觀眾，
自己看了幾集之後，很想快點追看到結局。

曾比特去年參與了一部電影的拍攝，他都希望多
棲發展。問到會否希望下次跟王家衛合作是演戲？他
笑說： 「當然想，但我不希望自己的演技令王導對我
的聲音失去信心。我演戲沒經驗，不要嚇到大家便好
了。」

大公副刊fb

曾比特獻聲《繁花》：挑戰與壓力並存
除了曾比特演唱的《再回

首》，《繁花》一劇共採用了50多
首金曲作為OST（原聲音樂），環球音樂將當中10首
經典曲目上線。

這次發行的10首歌曲中，包括《不再猶豫》《忘
情森巴舞》《路邊野花不要採》《執迷不悔》《偷
心》《喜歡你》《紅唇的吻》《光輝歲月》《My
Shawl》《Hand In Hand（excl. Korea）》。

環球發行

《繁花》10首經典歌上線

王家衛首次執導及擔任總
監製的電視劇《繁花》，成為
熱話，劇中加插多首經典粵語
金曲，勾起不少觀眾對二十世
紀九十年代的回憶。新生代歌
手曾比特被王家衛挑選演唱其
中兩首歌曲《再回首》及《一
生何求》，對於能夠間接成為
《繁花》一分子，他深感榮
幸。1993年出生的曾比特，對
該劇的年代背景更添共鳴感。

大公報記者 溫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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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歌在劇集《繁花》裏飾演主角
阿寶。 劇照

▲

《
繁
花
》
由
王
家
衛
執
導
。

▲2023年3月至10月在香港文化博物
館舉行的 「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
展」 共接待逾37萬名觀眾。

▲《繁花》是
上海文學的一
部標誌性作
品。 ▲2018年率先推出話劇版《繁花》。 ▲上海評彈團推出《高博文說繁花》。

▲上海苔聖園成為一個熱門打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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