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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序迁流，洞察时光
解读文化，品味墨香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协办

责编 马 兵 王 瑜 美编 郑 燕 审读 王忠良 排版 王慧芬

“冰墩墩”凭借什么爆红

庄磊设在太平路 33 号北服时尚产业园的办
公室里，琳琅满目陈列了各种动漫形象的玩具手
办。2019 年青岛独角兽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建，
三年间其旗下的动漫岛平台已为入驻的近百个

动漫形象设计提供基于艺术作品和 IP 的全产业
链孵化服务， 其中就有青岛动漫节的形象代言、
本土首个虚拟偶像“海萌姬”，以及知名 IP、因一
次春晚而出圈的《唐宫夜宴》舞蹈动漫形象，后者
正欲开启跨地域合作，授权青岛的食品、服饰等
轻工业企业，联名开发新产品。

在庄磊看来， 动漫 IP 的打造需要制定具体
的营销策略，且要具有持续性。要真正“出圈”成
为爆款，绝非易事。刚刚获得日本人最喜爱的地
方吉祥物的熊本县吉祥物熊本熊，保持十年人气
不减算是一个典型案例，它不仅为当地带来可观
的文旅产业收益，亦成为城市乃至全日本的形象
代言。至于目前“冰墩墩”的超人气，不仅源自奥
运赛事这样一个“冰墩墩”国际化的平台推介，更
在于自发的公众力捧。

从各国元首、媒体记者、运动员接地气的“带
货”， 到人偶在不同场景制造的氛围感满溢的现
场，“冰墩墩”的每一次出场都会引发关注，有内
容、有话题、有“槽点”、有互动，自然拥有流量。而
这些都是打造一个 IP 必备的环节。 不久前动画
电影《我们的冬奥》首映，冰墩墩、雪融融与国产
动漫中的众多知名 IP“合体”，首度获得资本的青

睐，这给予庄磊极大的震动：一件文创从设计创
作到成为 IP， 需要依托市场的运作来完成闭环，
只是停留在设计以及出品阶段是远远不够的。与
知名国产动漫中的齐天大圣、熊大熊二、大耳朵
图图等经典形象的捆绑加速了“冰墩墩”的市场
化进程，从而形成品牌效应及 IP 价值。“冰墩墩”
已经迈出了通向更广阔资本市场的第一步，尽管
无法预判，超人气的态势究竟能持续多久。

公司初创时，庄磊也曾试图以捆绑式的“合
体” 方式来打造动漫 IP。“中国地域吉祥物 IP 联
盟”就是基于此种设想的试水。当时，青岛“帆船
之都”吉祥物青青侠，济南泉水节吉祥物七彩娃，
江苏幸福大使、南京文化代言人阿槑，海南旅游
文化国际形象推广吉祥物波波椰，中国首个乡村
振兴吉祥物德州市宣章屯镇宣鲤宝宝，日照吉祥
物太阳鸟，廊坊城市 IP 吕端，陕西历史博物馆 IP
唐妞……知名地域 IP 的版权方均聚首青岛。

2022 年，庄磊已拟定了初步计划，将打造青
岛人最为熟悉的“回澜阁”品牌 IP，他透露会引入
虚实结合的元宇宙概念， 将这一传统 IP 打造成
为年轻人喜爱的国潮名牌。而在他看来，只有与
本土地域特色紧密结合， 城市文创 IP 才拥有持
续成长的土壤和根基。

在地域传统中衍生

2021 年末，虎年生肖 IP“小寅”在崂山诞生，
这只由若七珠宝博物馆设计团队设计的动漫老

虎形象，提炼自“虎”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象，

从 中 能

看 到 布 老

虎、泥老虎、年
画虎的影子，身体
的颜色则来自崂山的基因色 “百合橙”———一种

提取自濒危植物“崂山百合”的颜色。春节期间，
小寅图案的胸章、饼干糕点持续热销，人人都爱
这只身披如意、龙鳞、金钱纹，威风凛凛的漫画小
老虎。

若七珠宝博物馆的创始人钟峰，正是一位致
力于挖掘城市地域文化并将之应用于文创设计

的设计师，她告诉记者，“小寅”与“冰墩墩”有一
点很像，就是使用了具有公众普遍认知基础的元
素，国人对于传统手艺中的泥老虎、布老虎十分
熟悉， 正如同他们对于胖墩墩的熊猫形象的认
知，因而在视觉感观上，本能地就会有亲近感。

一个 IP 的打造， 设计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人
们喜欢，了解它的目标受众是谁。第二步是要有
系统的持续性的推广，不只是画面和符号，一定
要有一个与大众沟通的载体，覆盖到不同的场景
中，制造具有互动性的衍生。钟峰认为，文创 IP
要与大众的生活发生关联，才具有生命力，而相
对于易受到时间影响的节庆活动吉祥物 IP，地域
性的城市 IP 往往容易保持热度。

不久前，若七珠宝博物馆与斐济中国文化中
心、斐济国家邮政合作，推出了“小寅”虎年生肖
邮票；又与品牌图书出版机构新华文轩合作，推
出了虎年生肖贴纸，同时，作为崂山的文旅形象
大使，“小寅”胸章、手环、指环 、贴纸 、微信表情

包等文创衍生品陆续上市。
拥有独立设计团队和丰富原创设计经验的

钟峰认为 ， 目前国内的文创 IP 还处于起步阶
段，城市之间的落差也较为明显，优质资源大都
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她坦言 ，设计师
视野与创意灵感，源于同业间的交流，相较于一
线城市诸多高品质的专业展览， 青岛在这方面
的缺失不言而喻， 也因此本土优秀设计师流失
较为严重。 同时， 即便设计出具有影响力的 IP
形象，也仅仅停留在单产品的文创阶段，并没有
形成完整系统的 IP 打造思维，这亦是全国的通
病。

而在文化产业向高质量转型升级之际，亟需
去打造以 IP 化为核心、以城市为素材的新文创，
来满足人们的生活品质需求，同时建立起属于我
们自己的文化自信， 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符
号。“冰墩墩”或将成为一个开端。

单一文创向综合空间“升级”

就在钟峰决意重拾其此前以崂山历史文化

为背景创制的“崂山小狸”形象、进行系统的文创
IP 开发之时，搬到老城区不足一年、主打活字印
刷主题的本土文创空间品牌“时光印记”，也开启
了自己的新计划———在市南区重点打造的时尚

老街宁阳路银鱼巷里，一个名为“虎啸春山”的新
空间全新开放。“时光印记”创始人阮同民告诉记
者，这是一个由“时光印记”文化创意团队精心设
计的主打地域风尚的国潮空间，它与传统文化有

关，与青岛的在地文化相关，更与本土年轻的目
标群体直接相关。

在这个国潮气息浓厚的空间里，能够找到四
款令青岛人倍觉亲切的原创饮品：以崂山道教文
化为题材的“仙山雪霁”，冷萃的崂山茶汤加新疆
奶打底，中间夹杂着崂山茶的清甜；用崂山可乐+
姜+老陈皮熬煮的“别来无恙”，老而弥坚；“鲁迅
公园的风”选用鲁迅故乡绍兴的黄酒，加入咖啡
做引，中西合璧，契合这座城市的气质；还有“青
岛咖啡”，出自 100 多年前的老式磨豆机，与城市
同龄的手冲穿越城市百年。据说，这家文创空间
的单品还在持续上新，接下来还会有：栈桥的故
事，青岛钙奶饼干的故事……阮同民对于这一设
计创意前景十分自信，他告诉记者，目前的银鱼
巷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原创空间扎堆的时尚氛

围，而此种集聚效应所面向的目标群体 ，并非游
客，而是以本土年轻的时尚群体为主。

或许正如庄磊所言，青岛不缺少人流，亦不
缺少良好的传统文化基因， 缺少的是能够吸引
年轻人的丰富而有创意的人文艺术氛围。“我们
的文创产品要能够在高质量的互动中彰显其价

值与品质。如同秦皇岛的阿那亚 ，依托书店 、美
术馆等文艺载体， 将多元的戏剧艺术展示活动
引进来。”青岛的“冰墩墩”或许就隐藏在那一次
次跳脱小众、对话大众，从传统的地域特色出发
的创意中。 还记得一位年轻的本土文创先行者
的话：“文创产业一定离不开两点： 一是面向年
轻人群的创新业态 ，二是品质和内容的升级。”

本稿摄影 王 雷

复刻青岛旧时光
1994 年，青岛筒子楼里，小女孩陈一朵温馨

的生活突生变故， 家里住进来了一个异父异母哥
哥毕来福。陈一朵独立乖巧，毕来福机敏伶俐，两
个人吵吵闹闹度过了学生生涯， 与筒子楼里的小
伙伴们携手成长。在高考分水岭面前，兄妹二人做
了不同的选择。多年后，毕来福买下了亏损多年的
飞翔自行车厂，当年筒子楼的小伙伴们重聚青岛，
为更好的明天而拼搏。《光阴里的故事》 结合了青
春励志、城市生活、产业升级等多个热门题材，剧
情深度开掘青岛的城市历史和平民生活， 导演李
田对上世纪九十年代有着深厚的感情， 特别擅长
挖掘演员本真的一面。 女一号林允曾主演 《美人
鱼》等大片，《光阴里的故事》中她还原了青春女生
的生活味道，“带着烟火气息的表演” 得到了业内
认可。而高至霆刚刚在《超越》里扮演了速滑队队
长一角，在《光阴里的故事》他演绎的毕来福没有
浮夸造型，完美贴合了青岛男生阳光、血性、有担
当、有责任感的一面。一部复刻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青岛旧时光的好剧，势必熨烫岛城观众的内心。

作为《光阴里的故事》的联合出品方，青岛融
源影视首部作品就登上了央视平台，可谓一鸣惊
人。接受采访时融源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建表示，融源致力于和优秀的影视创作团队合
作， 打造体现青岛本土特色的优秀影视作品，充
分发掘本土丰富的影视资源，因而选择了《光阴
里的故事》 这一重点项目，“这部剧充满正能量，
充满了青春能量和梦想，通过小人物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反映了社会发展， 体现了现实主义情怀，
激发温暖人心的力量。” 李洪涛、 王海燕领衔的
“筒子楼老年小分队”与年轻演员形成演技互动，
“在拍摄现场，年轻演员在旁边不断观摩、学习，

深受这些实力派老演员的启发，他们真正带动了
年轻一代的表演， 因而整部戏的表演特别真实、
生活化，完美塑造了正能量的青春群像和大情怀
的青春梦想。”

带有青岛体温的筒子楼回忆
《光阴里的故事》从 1994 开始的青春故事，

也是一代青岛人的奋斗史。该片的拍摄场景部分
在东方影都影棚内， 而实景部分以黄岛路 65 号

为主，青岛观众还能看到李沧剧院、中国海洋大
学、 青岛科技大学等熟悉的场景以及部分老工
厂。《光阴里的故事》出品人姜震海介绍，该剧第
一集就展现了第一届青岛啤酒节的盛况，“包括
青岛海鲜、街头烧烤和富有特色的建筑、标志性
场景，都在剧中一一展现。这部戏的故事一直拍
到了 21 世纪，青岛东部的城市新风景也有相关
展现。”该剧出品方里有多位青岛 “土著 ”，他们
的人生经历融入了剧情中，“我们在市南的筒子
楼里拍摄 ，还原了 1994 年的生活状态 ，为此我
们查找了档案，对照旧照片 ，还原电线走向 ，把
凌乱又温暖的筒子楼生活展现给观众， 毕竟这
里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 我们在剧中的建筑物
上下了比较大的功夫，希望能够体现年代质感，
甚至可以保留下来这个场景， 用于未来年代剧
的拍摄。”当《光阴里的故事》带着淡黄光晕的家
庭生活画面一出来， 顿时让 80 后、90 后青岛人
深度共情。

《光阴里的故事》也把青岛味道带到了央视
平台。李建表示，这部戏寄托了出品方的厚望，也
延续了青岛剧集连续登上央视的好势头，“能在
央视八套播映就算是成功了，我们的主创团队还
是希望能够把温暖传递给大家，希望在央视平台
上宣传青岛，展现青岛人的生活状态。 ”

谁将成为青岛的
“冰墩墩”？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过去几周，青岛独角兽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庄
磊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不断有人向他咨询“冰墩墩”的购
买渠道，让这位从事文创 IP 运营与授权的“老江湖”既
感到无奈又有几分欣喜。面世数年都无人问津的“冰墩
墩”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后突然变得一“墩”难求，一跃成
为吉祥物爆款。在青岛，这一人气话题也在包括庄磊在
内的文创相关行业人士中间不断发酵———

“冰墩墩”何以爆红？青岛能否拥有自己的文创顶流
“冰墩墩”？ 城市文创 IP 的打造或将因此获得更多信心
与启示。

打捞“光阴”故事，聚焦青岛版《人世间》
“青岛出品”剧集《光阴里的故事》央视八套开播 林允领衔“筒子楼天团”复刻青岛旧时光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以虎年生肖 IP
“小寅”为外形制作的饼干。

■各种动漫
形象的玩具手办。

虎年伊始，青岛题材、青岛出品剧集爆款不
断。继速滑题材剧集《超越》登上央视一套、北京
冬奥会授权剧集《冰雪之名》卫视联播之后，又
一部以青岛为背景的现实主义题材剧 《光阴里
的故事》官宣：2 月 20 日，这部精品剧集通过央
视八套黄金强档和爱奇艺播出。《光阴里的故
事》以上世纪 90 年代的青岛为背景，描绘了筒
子楼里的伙伴在时代变迁中的友情和成长，林
允、高至霆领衔的“筒子楼天团”骑大二八自行
车、穿蓝白红相间的老校服，穿梭在校门口的早点
摊之间，完整复刻了三十年前青岛中学生的生活。

《光阴里的故事》由中央电视台、青岛天诺
传媒、北京昱晨文化传媒、喜天影视出品，中共
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融源文旅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海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天诺（永康）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映美传媒联合出品。该剧是
青岛融源文旅参与投资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
也是青岛天诺传媒主创的第一部电视剧， 该剧
送审时得到了央视的高度评价，获赞“难得一见
的精品 ”、“生活气息扎实”、“有望成为下一个
《人世间》”，最终从 70多部候选剧中脱颖而出，
登上了央视八套平台。 出道即巅峰，《光阴里的
故事》擦亮了青岛出品、青岛题材的金字招牌。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的
爆红给予城市文创更多
信心与启示———

■银鱼巷里的“虎啸春山”国潮空间。

■北服时尚产业园里
的文创陈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