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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漫威宇宙”“唐人街探案”系列的大获成功，跨媒介叙事作为一种媒介融合

下应运而生的新型内容生产模式和叙事策略开始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当下“漫威

第四阶段”5部电影及 6部影视剧集的上映、“唐探”动画作品的立案制作，以及《新

神榜：哪吒重生》《新神榜：杨戬》等大量热门 IP 的跨媒介开发也可以看出，当前影

视 IP 作为媒介融合背景下迅速发展的融合文化代表，所呈现出的由故事逐渐走向“故

事世界”的跨媒介叙事转向。然而，当跨媒介叙事开始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热门影视

文化现象时，也逐渐出现大量创作者因缺乏对跨媒介叙事的系统认识，将其简单等同于

跨媒介文本改编，只知道照猫画虎地进行案例移植，从而在创作文本时缺乏系统的跨媒

介叙事策略，导致大量影视 IP 作品呈现出持续开发后劲不足、叙事内容冗杂等问题。

本研究在媒介融合语境下，通过对影视 IP 的发展现状、文本变化及叙事特征进行

分析发现：影视 IP 作为一种融合性文化的代表，在当前媒介融合的影响下逐渐衍生出

两种完全不同的“跨媒介”文本类型。其中影视 IP 跨媒介叙事作为符合当下媒介融合

发展趋势的新型叙事策略，更是在叙事建构及文本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拓展性意义。

因此，本文在第一章对影视 IP 的跨媒介文本类型进行了区分，并对其产生的语境

及文本特征进行概念界定。提出影视 IP 跨媒介叙事不再以故事续写及改编为主要创作

方向，而是把文本叙事作为一种持续动态的建构过程，从塑造 IP“故事”走向塑造 IP

“故事世界”，更加注重对文本框架的延伸。并针对此文本变化，在第二章的研究中结

合媒介融合、媒介场域、参与式文化等理论对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叙事动因展开研究，

认为促使当下影视 IP 逐渐从单向改编走向跨媒介叙事的根本原因，与媒介融合影响下

产业模式的融合发展、受众的跨媒介行为、新媒介平台及大数据快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具体而言，一方面，影视产业及生产模式的融合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影视 IP

跨媒介叙事提供了叙事可能，另一方面，受众在媒介融合下所呈现出的“非线性”观看

方式、跨媒体实践行为以及“参与式文化”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影视 IP 的跨媒介持

续开发形成了有效动力。

紧接着，在第三章采用案例分析、文本研究等方法对“唐人街探案”“漫威宇宙”

“鬼吹灯”等典型影视 IP 跨媒介叙事案例的文本时空建设、文本架构、叙事设置、叙

事符号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当下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叙事开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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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及融合产业模式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是归根结底仍是一种以“叙事”为核心

的文本创作模式。若想建立起真正深入人心的影视 IP 跨媒介“故事世界”，则必须具

有宏观的叙事策略——无论是时空建设、文本架构、抑或是人物设定和叙事设置都应基

于对 IP 跨媒介叙事文本空间的故事框架之下进行延展。而这种叙事技巧及策略也正是

推动受众进行跨媒介文本游走的关键。

基于此叙事特征，本文在第四章中对文本叙事建构所形成的叙事交流现象进行深入

研究。在此章节中，文本结合约翰·菲克斯所提出的“文际性理论”及莫里斯的叙事符

号理论进行现象分析，对受众在进行文本观看同时所呈现出的参与式行为、文本互动关

系，以及文本意义的拓展展开论述。认为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叙事实际是一种阶段性

的叙事建构，受众在进行跨媒介叙事文本游走观看的同时，借由新媒体平台表达自己对

文本独有的叙事理解及意义追求，从而对该文本的原有叙事意义及接下来的叙事建构形

成一定影响，造就出影视 IP 跨媒介叙事双向共建的独特“故事世界”景观。

综上所述，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叙事是一种符合当下媒介融合发展趋势，由塑造

“故事”逐渐走向建构“故事世界”的新型叙事策略，其不仅可以对优秀 IP 进行持续

开发，塑造 IP 品牌价值，也可以有效应对传统影视 IP 叙事同质化所带来的文本价值消

耗。但当下大多影视 IP 跨媒介叙事作品仍停留在基于某一 IP 下的多媒介叙事补充，并

未建立起真正的跨媒介“故事世界”。因此本研究在跨媒介叙事、叙事学、符号学等理

论的观照下，基于当下影视 IP 发展现状，分析媒介融合对于影视 IP 生产创作、叙事建

构及文化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探索其叙事路径，将有助于为今后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

叙事建构提供可供参考的理想路径，促进其长久发展。

关键词：跨媒介叙事、影视 IP、故事世界、文本叙事、媒介融合

万方数据



VI

目 录

摘 要 ........................................................................................................................................... I

ABSTRACT .............................................................................................................................III

目 录 ........................................................................................................................................ VI

绪 论 .......................................................................................................................................... 1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研究背景.......................................................................................................................... 1

2.研究意义.......................................................................................................................... 3

（二）文献综述........................................................................................................................ 3

1.影视 IP 文本“跨媒介改编”.........................................................................................4

2.影视 IP 文本“跨媒介叙事”.........................................................................................7

3.研究现状总结................................................................................................................ 10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 11

1.研究方法........................................................................................................................ 11

2.创新之处........................................................................................................................ 12

一、 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叙事转向 .................................................................................. 13

（一） 影视 IP 文本跨媒介创作的诞生语境................................................................. 13

1.外在融合：媒介技术与产业......................................................................................13

2.内在融合：融合文化趋势..................................................................................... 14

（二） 影视 IP 文本跨媒介创作的类型划分................................................................15

1.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改编”：单项文本改编................................................15

2.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叙事”：多重文本共建................................................16

（三）影视 IP 跨媒介叙事的文本特征..........................................................................18

1.跨媒介叙事的“文本间性”................................................................................. 18

2.多媒介协同叙事下的文本空间............................................................................. 19

二、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叙事动因 .................................................................................... 23

（一）产业融合模式：促进跨媒介叙事成为可能....................................................... 23

万方数据



VII

1.跨媒介产业下 IP 版权的流动与回归....................................................................23

2.产业“自制”融合下的边界模糊......................................................................... 26

（二）受众身份重构：提供跨媒介叙事动力............................................................... 30

1.新媒介场域下受众与媒介关系的重构................................................................. 30

2.作为“积极粉丝”的跨媒介用户行为................................................................. 31

（三）媒体平台融合趋势：推动跨媒介叙事延展....................................................... 33

1.观影平台双线并行................................................................................................. 33

2.大数据与生产营销................................................................................................. 35

三、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故事世界”搭建技巧 ............................................................ 39

（一）稳定的时空建设................................................................................................... 39

1.共建共享的时空语境............................................................................................. 39

2.时空秩序的设定及维护......................................................................................... 40

3.多重文本间的时空衔接......................................................................................... 42

（二）以人物为原点的文本架构................................................................................... 44

1.角色的关联框架..................................................................................................... 44

2.多重文本间人物身份的转换与完善..................................................................... 46

（三）高度关联的互文式叙事设置............................................................................... 49

1.主轴下的等级化层级叙事..................................................................................... 49

2.以时间为轴的“树状”文本叙事......................................................................... 51

3.多重文本间的高勾连叙事衔接............................................................................. 53

（四）超文本故事链接扩展故事内容........................................................................... 55

1.故事情节的注解与缝隙填补................................................................................. 56

2.代际性文本故事延伸............................................................................................. 57

四、 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叙事交流 .................................................................................. 59

（一） 基于影视 IP 文本间性的粉丝游走....................................................................59

1.跨媒介 IP“故事世界”游历——获取叙事体验.................................................60

2.解密式叙事符号意义探索——解读叙事伏笔..................................................... 61

（二） IP 文本的参与式双向共建.................................................................................63

1.既是 IP 文本宣传者也是鞭策者............................................................................63

万方数据



VIII

2.基于粉丝情感的文本符号意义拓展..................................................................... 65

3.IP 文本的粉丝同人创作.........................................................................................66

五、 影视 IP 跨媒介叙事的理想路径 .................................................................................. 69

（一） 确立文化资源开发下的跨媒介叙事原则......................................................... 69

（二） 建立以文本 IP 为核心品牌的跨媒介叙事........................................................72

结 语 ........................................................................................................................................ 75

参考文献 .................................................................................................................................. 77

致 谢 ........................................................................................................................................ 8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3

万方数据



绪 论

1

绪 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IP”即知识产权，是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在影视领域其主要指具

有二次改编开发价值及空间并拥有一定受众基础的文本，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内

容，一是文学、游戏、影视、漫画等故事文本，二是一些可以进行文本转化的人物形象、

音乐等经典符号。虽然我国早有较为成功的影视文本改编案例，如《西游记》《天龙八

部》《黄飞鸿》等影视作品，但更多的是作为单个媒介跨越的故事改编，并未形成完整

的影视 IP 概念。

2014 年 IP 概念在影视领域逐渐掀起一股热潮，众多影视 IP 项目陆续启动，并逐渐

形成一定的社会现象。截至 2014 年底，有 114 部网络小说被购买影视版权，跨越古

代、现代，题材涉及青春、仙侠、悬疑等。而在 2015 年至 2016 年，计划开拍或播出

的网络小说改编影视剧超过 30 部①。导致此现象出现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 2015 年 1 月

1 日“一剧两星”政策的实施在无形中增加了卫视的影视剧购买成本，也对影视剧制作

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了减少投资风险，改编原就拥有一定粉丝基础的网文 IP

小说一时之间成为了影视行业的应对之策。另一方面是《琅琊榜》《花千骨》等 IP 剧

的大获成功成为了后来众多影视制作方争相模仿的对象。此后更是诞生《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陈情令》《都挺好》等现象级影视作品，2019 年各平台热播排名前十的影视剧

集中由 IP 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更是占到近三分之二，“此外，IP 类电影数量占比也在

逐年增加，2019 年达到 53.7%。IP 类电影中动画、漫画、电影翻拍比重上升”②，《流

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诛仙》等 IP 电影皆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至此我

国影视 IP 仍是以单项的跨媒介改编为主，并且大量 IP 剧的购买生产也造成了质量参差

不齐，口碑良莠参半的市场现象。

① 吴学安.影视“IP热”背后更需冷思考[N].中国知识产权报,2015 -7-8(4).
② 产业信息网.2019年中国IP电影运营情况、票房情况及行业发展趋势分析[EB/OL].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0
03/838920.html,20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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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 IP 之所以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可以得到观众与市场的喜爱与追捧，与其

自身所具有的品牌价值以及粉丝的情感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就目前来看，国内众多

优质的 IP 资源并未获得长期有效的开发，也未形成成熟的以 IP 为核心的高价值泛娱乐

产业链①。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及媒体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影视产业及受

众行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说，媒介融合并不只是技术方面的变迁，融合也逐渐

改变了媒体业运营和媒体消费者对待新闻和娱乐的逻辑”②。新媒介场域内的受众早已

具备了一定的跨媒介辨识力，可以将不同媒体平台、同一属性的 IP 故事进行转译连接，

并在不同的媒介平台之间进行游走比对。因此现阶段的影视受众对同一 IP 同质化的改

编创作往往感到乏味无趣，并已无法满足于某一单一媒介的故事内容。这也致使传统个

体、独立的线性化叙事模式和单一化的媒介文本开始逐渐丧失影响力，随之而来的则是

一种多媒介、多切入点的新型叙事模式的崛起。相较国内而言，国外的影视 IP 创作在

叙事模式及产业生产上实际早已打破了传统叙事的媒介边界，通过产业融合、特许经营

等形式实现了跨媒介叙事产业链一体化的开发与建构，并在创作过程中，突破传统叙事

思路，充分调动受众的参与性与积极性，呈现出一种新型的文本叙事策略及产业发展模

式，“漫威宇宙”“指环王”“阿凡达”等 IP 正是采用这跨媒介叙事模式从而大获成

功。这种横跨多种媒介平台的叙事方式使 IP 文本的创作从注重“故事”逐渐走向注重

“故事世界”，也使中国影视 IP 创作者逐渐认识到了受众参与式文化和跨媒介叙事策

略对于影视 IP 长久发展的重要性，为中国影视 IP 文本的叙事建构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

思路。

近年来随着《唐人街探案》《盗墓笔记》《鬼吹灯》等知名 IP 的叙事实践，“跨

媒介叙事”“故事世界”“参与式文化”等关键词也逐渐成为了国内各界研究学者所关

注的对象，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下来我国影视 IP 的新发展方向与叙事策略变化。但由于

目前中国影视 IP 跨媒介叙事尚在起步阶段，仍缺少成熟的跨媒介叙事作品以及完整的

叙事建构策略，甚至仍有一些人将跨媒介叙事简单等同于跨媒介改编，因此，基于当下

国内外的跨媒介叙事实践，探讨媒介融合下影视 IP 文本的发展与变化，厘清影视 IP 跨

媒介叙事文本与传统 IP 文本的差异性，并通过对当下文本的跨媒介叙事成因、叙事技

巧及叙事交流现象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影视 IP 产业发展的生产模

式及跨媒介叙事策略，使影视 IP 可以在媒介融合背景下获得长久有效发展。

① 杨雪.产业演变理论视阈下我国IP影视产业发展再思考[J].传媒广角,2018(4):80-82.
② 梁媛媛.跨媒介叙事视阈下的IP运营模式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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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意义

（1）现实意义

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跨媒介叙事作为一种新型的叙事策略和内容生产模式，相较以往

的传统叙事具有更强的参与性与媒介性。因此，文本创作者在探究这种异于传统的叙事策略

时，应突出詹金斯意义上的或者媒体融合语境下的条件界定，这一点尤为必要，否则将

会出现把跨媒介叙事进行无限回溯和推衍，无法将其与传统影视 IP 改编区分开来的问

题现象，长此以往，当下的跨媒介叙事研究将会失去其应有的时代价值。所以，基于我

国影视 IP 发展现状，探究媒介融合对影视文本发展及其叙事实践的影响，厘清“跨媒

介改编”与“跨媒介叙事”的区别与联系，分析当下跨媒介叙事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其

形成动因及叙事建构技巧是什么，将有助于影视IP生产方更好的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结合自

身实际，利用跨媒介叙事技巧构建出具有一定品牌价值的跨媒介“故事世界”，同时也有助于

中国影视IP创作出商业价值与艺术文化价值兼备的跨媒介叙事作品。

（2）理论意义

在理论视角上，本研究更加注重叙事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融合。以往的

研究多以国外的具体影视 IP 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近年来，国内外的影视 IP 逐渐展

现出新的发展景象，再用以往的单一案例来探讨当下影视 IP 文本的叙事建构，有共性，

也有差异性。此外，新媒介的快速发展使移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迅速占据民众的日常生

活，从而促使受众行为发生改变，进而导致受众与影视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新的变

化。所以，在媒介融合的新语境中探讨媒介发展对影视 IP 文本建构所产生的影响，以

及受众与文本叙事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将有利于从新的视角对跨媒介叙事的文本建构

展开思考。由于影视 IP 作品带有粉丝经济属性，也具备跨媒介叙事的表征和潜力，因

此结合粉丝文化研究影视 IP 文本跨媒介叙事，可以在研究过程中针对媒介融合的特性、

跨媒介叙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叙事动因、文本建构技巧、受

众参与现象等问题做出理论的论证和质性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虽以网络小说等知名 IP 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早在 2011 年已初见苗头，但在 2015

年以前实际并未形成完整的 IP 概念，而更多是基于经典文学作品或知名网络小说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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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影视化改编，如《甄嬛传》《步步惊心》《小时代》等。因此国内的影视 IP 研究在

2015 年前多以具体文学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为研究对象，对文学改编中的传播现象、叙

事特征及策略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探讨。2015 年后影视 IP 逐渐呈现出产业化发展趋势，

影视、动漫、游戏等不同媒介形态媒介文本相交呼应，众多现象级作品的出现促使越来

越多的国内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影视 IP 的开发运营及现象性等问题。2015 年尹鸿在《IP

转换兴起的原因、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中提到“当下国外实际并没有这样使用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的英文缩写）一词，只有中国用这个概念来指那些

具有高专注度、大影响力并且可以被再生产、再创造的创意性知识产权，而其原因则与

互联网及媒介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①。虽然 IP 来源于知识产权一词，但在实际

发展中其更多是指一种有影响力和有价值的“源文本”②，同时由于 IP 更多诞生于互联

网背景下，因此其与用户需求、用户反映、产业生产等关键词联系得十分紧密。此外，

众多学者也开始对国外较为成熟的 IP 开发运营模式进行研究，例如，彭侃在《好莱坞

电影的 IP 开发与运营机制》中通过“对近年来好莱坞 IP 开发所呈现出来的全产业链运

营模式进行系统梳理及探讨，为当下中国影视产业的 IP 开发及探索提供了借鉴”③。

此后，众多知名 IP 的广泛开发及大量影视 IP 作品的诞生使学者们对于影视 IP 的研

究逐渐变得更为多元化。随着媒介融合的快速发展，相较于国内学者，外国研究者更早

注意到影视 IP 文本在不同媒介共同作用下的叙事实践及文本建构表现，并提出了新的

思考及研究角度，使影视 IP 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叙事文本，而是更为关注

在同一 IP 下，多个不同媒介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詹金斯等人所提出的跨媒介叙

事理论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使其不再仅仅聚焦于对具体影视 IP 文本叙

事及产业现象的研究，而是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跨媒介叙事领域。因此，本论文将目

前对影视 IP 的研究现状分为两大类进行论述，一类是着重于单项跨媒介文本再创作的

“影视 IP 跨媒介改编”，第二类则是与跨媒介叙事理论紧密相连的“影视 IP 跨媒介叙

事”。

1.影视 IP 文本“跨媒介改编”

① 尹鸿.IP转换兴起的原因、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J].当代电影,2015(9):22-29.
② 源文本：从数字翻译及程序编码中的“源文件”延伸而来的一种关于文本之源的概念。具有较强的互文性，指为
IP的可持续开发提供叙事基础的故事母体。
③ 彭侃.好莱坞电影的IP开发与运营机制[J].当代电影,2015(9):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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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视 IP 文本的“跨媒介改编”视角纵观近年来国内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以影视

IP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维度：

其一，主要以某一类型或具体影视 IP 文本再创作为切入点，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对

国内外各类 IP 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代表性论文如，宋凯的《叙事重构：近年我国传统 IP

动画电影探究》①，柏秀叶、祁云蛟的《影视“IP”视阈下的传统文学经典改写》②等，

此类文章皆是围绕文学、动画、游戏等类型化 IP 改编作品的叙事机制、叙事内容、叙

事结构等方面进行展开讨论，并通过结合具体叙事理论探讨经典 IP 文本在影视化过程

中应如何通过叙事手法，在保留其本身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对文本进行叙事重构。此外，

李一君的《从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改编看剧场 IP 的银幕转换》③与宋彬、邱琳的《从<

人世间>看严肃文学 IP 影视化改编》等文章则是通过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某一具体影视

IP 文本的单项跨媒介改编，结合媒介特征探讨不同媒介文本间之间的叙事差异以及影视

IP 文本改编时所呈现出的“叙事结构重塑、叙事基调调整，以及叙事空间呈现等问题，

力求在进行创造性文本影视化转译的同时，找到艺术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平衡点”④。

其二，主要从产业开发、品牌形成及运营策略的角度展开的关于影视 IP 的社会及

经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在 2015 年王旭东、陈洪伟对话尹鸿的《IP 转换兴起的原因、

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一文中可以看出此时行业对 IP 转化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已

经有了基本认识，尹鸿认为“IP 应该不只是生产一个 IP 产品，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

个品牌，是可延伸产品，应该尽量延长好 IP 的生命力，使其情感价值和市场价值最大

化”⑤。而后，王宏凯的《影视 IP 衍生品开发路径分析》以及张岩、李景平的《IP 开发

热颠覆我国文化产品经营传统模式》等文章则围绕影视 IP 的产业建构、版权问题、发

展趋势及开发路径等问题，从不同方面对影视 IP 进行概念化讨论及现状探析，寻找可

供参考的发展路径。例如在《产业链视角下网络文学 IP 影视化变现探究》⑥一文中张羽、

邹立清便从内容输出、影视制作及平台播出等几方面对产业链概念的 IP 估值、升值变

现路径进行分析，并针对 IP 影视化质量下降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意见。

① 宋凯.叙事重构：近年我国传统IP动画电影探究[J].当代电影,2021(1):160-164.
② 柏秀叶,祁云蛟.影视“IP”视阈下的传统文学经典改写[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82-86.
③ 李一君.从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改编看剧场IP的银幕转换[J].创作与评论,2017(12):107-113.
④ 宋彬,邱琳.从《人世间》看严肃文学IP影视化改编[J].电影文学,2022(20):140-143.
⑤ 尹鸿,王旭东,陈洪伟等.IP转换兴起的原因、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J].当代电影,2015(9):22-29.
⑥ 张羽,邹立清.产业链视角下网络文学IP影视化变现探究[J].新媒体研究,2020(18):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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