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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舒静 史竞
男 高山）如同踩上风火轮，上映以来的《哪吒
2》票房屡破纪录。中国影史票房第一名、迈入
10亿美元门槛、突破百亿元、跻身全球票房榜
前十名……每一次数字的变化，都在见证新的
历史。

海外的浪潮接续而来。
当地时间 2月 13日，电影《哪吒 2》在澳大

利亚上映，14日正式登陆北美市场。负责《哪
吒 2》海外发行的华人影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片在北美地区排片总数突破 770间，仅预
售票房就超越了近 20年华语片首周末票房。

根据美国康姆斯科分析公司的数据，《哪
吒 2》闯入最新的北美周末票房榜前五；周末
三天预估票房收入达721万美元，创近年来中
国国产电影北美首周末票房最高纪录。

与中国电影人有超过十年合作经历的好
莱坞制片人罗伯特·金说，《哪吒 2》是大片级
别的动画片，吸引了众多观众，影院中的年轻
人非常多，表明近年来中国电影在“讲好故事”
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事实上，从影视内容到网络游戏、网络文
学、短视频，越来越多中国 IP走热，初步形成
更为市场化、规模化、年轻化的出海新生态。

《纽约时报》注意到，除了《哪吒 2》这部电
影，中国传统文化也激发了其他娱乐形式的突
破。在电子游戏领域，改编自《西游记》的《黑神
话：悟空》游戏去年甫一推出即大获成功。

在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

员孙佳山看来，经过十余年的跨越式发展，我
国文化产业的 IP模式日渐成熟，逐渐形成综
合性的 IP矩阵，在海外产生更大影响力。

出海“破圈”的中国 IP，都有哪些共同特征
与成功密码？

经典 IP的现代化塑造，是秘诀之一。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认为，

中国文化底蕴和现代表达的融合，是内容破圈
的重要驱动力。

“传统文化要长出年轻血肉。”在《哪吒 2》
导演饺子看来，文学经典是动画电影最大的文
化 IP，也是创作的故事宝库和灵感来源，关键
是用当代的叙事艺术去创造性改编文学经典
故事，要创造而非重复。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黄典林说，
成功的出海产品强化人类共通的情感主题，比
如，《哪吒》中的“反抗命运”和《流浪地球》中的

“集体拯救”，均能引发跨文化共鸣。
将经典的中华美学观念有机融入当代动

画电影创作中，也为创作者开辟了新的可能
性。

黄典林说，如《原神》中的“璃月”地区以中
国山水画为灵感，但通过开放世界游戏机制和
二次元风格呈现，降低了文化理解门槛。伴随

“Z世代”崛起，全球年轻一代对“东方神秘感”
和“新鲜文化体验”充满好奇，中国 IP通过创
新形式，能很好地吸引这一群体。

工业化制作与技术的突破创新，让古老的
故事借助数字化表达路径，绽放出更耀眼的光

芒。
《哪吒 2》在特效制作上实现质的飞跃，全

片包含1900多个特效镜头。精细的技术应用，
不仅展现了角色的情感变化，也为动画制作树
立了新的技术标杆。

全新开发的“灵纹毛发系统”让每根发丝
都成为叙事工具。哪吒暴走时，头发从发根开
始泛起赤金色裂纹，这种“能量传导”效果需要
实时计算27层材质叠加。

四川传媒学院数字媒体与创意设计学院
黄丹红介绍，影片在流体模拟和粒子特效方面
表现尤为突出。制作团队自主研发了“乾坤流
体引擎”，首次实现了海水体积与动态的全粒
子化模拟。

导演饺子提到：“我们要让观众感受到海
水是有情绪的——哪吒愤怒时，浪是锯齿状
的；敖丙悲伤时，水会凝结成冰晶雨。”

此外，中国文化产业也在加速与国际接
轨。

侯晓楠介绍，阅文与迪士尼、索尼影业、奈
飞等国际顶尖伙伴建立深度合作，推动《庆余
年》等 IP在全球范围内的发行与推广。这种国
际化的产业布局，使中国文化产业能更好适应
全球市场的需求。

近年来，我国文化出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但与此同时，也面临内容生产传播、国际
合作运营等方面的挑战。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
鸿表示，从内容方面看，一些影片还存在叙事

不够完整、人物缺乏鲜明性、社会情绪价值被
概念化等艺术创作短板。

罗伯特·金注意到，《哪吒 2》依然是普通
话配音加字幕，而美国观众普遍没有看字幕的
习惯，建议中国电影更多考虑国际受众观影需
求，借助AI技术更多实现英文配音，加强打入
国际市场的能力。

文化 IP要实现长线发展，仍需在哪些方
面发力？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陈少峰认为，要通过开发 IP衍生品、文
旅、主题公园等带动连锁收益，推动 IP从单一
收入向全产业链盈利模式转型。

陈少峰说，具有丰富的 IP衍生品开发经
验的公司，会持续孵化 IP，并在电影上映前一
年或更久就开始对衍生品及其他 IP产业链进
行规划。要针对国际市场创作更多有国际化
视野的 IP，推动相关产业链向全球化延伸。

不少从业者已开始布局产业链变现。侯晓
楠说，2024年，阅文海外原创网文 IP开发数量
实现翻倍。今年也和新加坡旅游局、瑞士国家
旅游局等建立战略合作，将持续探索 IP在海
外的新体验新场景。接下来，还将拓展“谷子经
济”在海外的发展空间。

“创作者不仅要在视觉层面用心用力，更
应潜心打磨作品的内在品质，灵活化用传统文
化精髓，找到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平衡点，
为影视作品出海提供可以乘风破浪的新航
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
任何天平说。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北京2月 17
日电新学期，多地出台政
策，保障学生课间正常活
动及体育活动时间，让孩
子们“动”起来、“跑”起
来，成为校园一道新风
景。

北京 17日正式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
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若干
措施》，要求小学和初中
每天 1节体育课；重庆提
出中小学校每天上下午
各安排一次不少于 30分
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江
苏省义务教育学校“2·15
专项行动”落实15分钟课
间活动时长……让孩子
们“动”起来，玩什么？空
间不够怎么办？运动安全
如何保障？记者在北京、
重庆、江苏、海南等地作
了探访。

“动”起来

上午 9时，第一节课
下课铃声响起。海口市玉
沙实验学校七年级（3）班
教室里，学生正在座位前
进行“课桌舞”。“为了丰
富课间活动，学校体育老
师和舞蹈老师自编了室内‘课桌舞’、户外韵律操、体能
操和武术操。”学校体卫艺主任刘婉说。

在教室里贴出的两张课表上，记者看到课间时间已
经从10分钟调整至15分钟，第二、三节课之间的课间为
30分钟“体育大课间”。

跳房子、滚铁环、踢毽子……记者走进位于重庆市
沙坪坝区的新桥小学，丰富的课间体育活动令人目不暇
接，30余张室内外乒乓球台前挤满了人。

几个回合“交锋”下来，四年级学生邹钧圯脸上渗出
细密的汗珠。“开学第一天就动起来，特别开心！”她笑着
告诉记者，自己特别喜欢打乒乓球，几乎每天都会和小
伙伴练球。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的礼堂里，国乒奥运冠
军马龙和小学生们一起击球、托球跑，现场欢呼声和笑
声此起彼伏。

“锻炼身体和学习知识同样重要。”马龙说，“希望同
学们新学期在加强学业的同时，也能够找到体育运动的
乐趣。”

拓空间

有的学校空间狭小、运动场地不足怎么办？因地制
宜拓展和开发活动空间，也能实现“小场地大体育”。

“学校充分利用墙面、地面、桌面‘三面’，在教学楼
外墙和走廊墙面设置彩环投靶、蹦跳摸高等项目，在操
场旁的过道绘制跳房子、字母连环等游戏，还开设了桌
面操、益智棋等趣味活动。”新桥小学副校长姚旗说。

针对部分孩子课间“疯跑”、不同活动项目间存在场
地冲突等现象，新桥小学校长程燕介绍，新学期开学前，
学校结合各类场域空间特点，绘制了一张“校园课间运
动区间划分图”，孩子们可以按图到喜欢的活动区域进
行锻炼。

江苏省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不仅将每个课间都延
长至 15分钟，还设置了 60余种不同的游戏。“一年级在
操场上玩‘抛接球’‘跳皮筋’，二年级利用中庭空间开展

‘跨大步’‘萝卜蹲’等游戏，五年级在走廊‘套圈’‘投壶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陈慧说，校园的各个角落都被
巧妙利用。

保安全

出现磕碰等意外怎么办、运动累了会不会上课就犯
困……记者在和一些家长沟通时发现，虽然家长知道体
育活动可以放松身心，但仍有安全、影响学习等顾虑。

“全员都跑起来。”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
学，开学首日孩子们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了课间跑步运
动。中关村第二小学教育集团体育工作负责人王金良介
绍，学校专门设计了折返跑、绕楼跑等多种跑步形式，每
月为各年级更换跑步路线，以提升学生的兴趣。

“班主任和体育教师会全面了解本班学生的健康状
况，并在跑步前带领学生进行充分热身，防止运动伤
害。”王金良说，教师也将参与跑步活动，并同时承担管
理职责，学校将确保每位教师都知晓跑步方案及突发情
况处理流程，保障学生安全。

在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东沟中心小学，除了在“入
学第一课”上进行安全教育，还采取了课间活动“双保
险”措施：一是动态巡查，每层楼安排两名老师实施护
导，并安排体育老师指导低年级游戏的开展；二是精细
分段，15分钟课间的前 3分钟统一完成喝水、如厕等活
动，最后2分钟整理物品，避免学生过度兴奋影响课堂。

“适当的课间游戏和运动，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还
能增强班级凝聚力，促进青少年思维发育和创新能力的
提升。”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副校长朱虹说，学校将大面
积拓展活动空间，让更多孩子爱上运动、健康成长。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马欣然 王小鹏 卢
宥伊）“魔童”哪吒正以惊艳之姿进入全球视
野。13日起，《哪吒 2》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
国、加拿大、南非、埃及、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
海外市场正式上映。

在美华人邓煊第一次感受到抢票的“速度
与激情”——13日美国纽约罗兰岗电影院的预
购票一周前就已售罄。

好莱坞制片人罗伯特·金日前对新华社记
者表示，《哪吒2》吸引了众多观众，表明近年来
中国电影在“讲好故事”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文化的滋养与创新

香港《南华早报》刊文称，《哪吒 2》成为本
土动画片的新里程碑，提供了一种“成功模
式”——对古代神话人物和传统文化进行改编
和创新。

影片中防御属性拉满的“结界兽”，灵感源
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青铜人像；法器天

元鼎、石矶娘娘的铜镜纹饰具有青铜时代的古
朴神秘；相传在四川绵阳乾元山修道成仙的太
乙真人则被设定为带有四川方言的角色，在欢
声笑语中圈粉……

《哪吒》系列处处体现中国式审美，包括云
海云纹呈现国画风格，用中国式的流转镜头感
构图，配乐也多次使用非遗呼麦、唢呐和贵州侗
族大歌等。从“串烧”中国古代诗词的《长安三万
里》到改编自中国古典小说的《白蛇：浮生》，近
年来，一部部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产
动画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代表。

“中国文化是动画电影创作的巨大宝藏。
动画电影需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
呈现出创新的年轻化表达。”《哪吒》系列电影
导演饺子说。

“智造”的强大后劲

《哪吒 2》含近 2000个特效镜头、超 10000
个特效元素，全国 138家动画公司参与。制作

团队自主研发的“动态水墨渲染引擎”，将传统
水墨画的晕染效果融入 3D动画，使影片在技
术上实现对中国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我们瞄准研发而非单纯影视制作，就是
要勇敢挑战‘不可能’。”《哪吒2》视效总监杜春
晖说。

一系列技术突破让影片在国际市场获得
认可，成为中国动画工业由“外部代工”向“原
创技术输出”转型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中国动
漫相关企业注册量快速增长。如今，中国现存
动漫相关企业超过600万家。

《哪吒》系列电影制片人、成都可可豆动画
影视有限公司CEO刘文章认为，中国电影的
独特路径是国家政策、市场实力和观众选择三
重作用的结果。

寻求情感共鸣

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动画
电影《哪吒闹海》，成为许多国人的童年记忆。

近 50年后，一部同样讲述哪吒故事的动画电
影在全球范围掀起热浪。

“哪吒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人物，在不同
年代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核。”饺子说，改编后的
哪吒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不认命、打破成见”的
信念，和“我命由我”“前方无路就蹚出一条路”
的精神。

“现实中，不少年轻人也在用行动突破外
界限制，打破成见，勇敢蜕变。哪吒身上藏着每
一位积极追求梦想的人的影子。”饺子说，这种
精神内核是超越国界和文化区隔的。

母亲不惜生命守护孩子，父亲不善言辞但
理解儿子，不信命不由命，追求生而平等……
从观影反馈看，几乎各年龄段观众都能在观影
中找到共鸣。

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研
究员左衡认为，中国新一代创作者对现实、社
会和人生有着独特理解，并善于转化为新的艺
术语言，最终形成观众乐见的产品。

“中国电影市场的消费蓝海、电影工业的
广阔发展空间和人们对国产大片愈加高涨的
热情，将推动创造更多优秀国产动画并在全球
市场崭露头角。”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
赵新利说。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据新华社洛杉矶2月16日电
（记者高山 谭晶晶）根据美国康姆
斯科分析公司的数据，中国动画电
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
2》）本周末杀入北美周末票房榜前
五。《哪吒 2》周末三天预估票房收
入达 721万美元，创下近年来中国
国产电影北美首周末票房最高纪
录。《哪吒 2》由华人影业有限公司
负责海外发行。据了解，自北美当
地时间 2月 14日起，《哪吒 2》在北
美 770多间影院同步上映，受到广
泛关注。预售票房和排片量均创下
该地区近 20年华语影片新纪录。

据新华社悉尼 2 月 17 日电
（记者梁有昶 齐紫剑）据电影票房
统计机构 Numero 公司 17 日的数
据，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
海》（简称《哪吒 2》）上周末进入澳
大利亚周末票房榜前三。Numero
公司数据显示，在 13 日至 16 日的
澳大利亚周末票房榜上，《哪吒 2》
以 235 万澳元（1 澳元约合 0.64 美
元）位列第三。美国好莱坞电影《美
国队长 4》和《BJ 单身日记 4》分别
以 531万澳元和 445万澳元位于前
两位。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哪吒”破圈背后的中国 IP 成功密码 每

天

一

节

体

育

课

课
间
延
长
至
十
五
分
钟

多
地
中
小
学
新
学
期
﹃
动
﹄
起
来

出圈又出海“魔童”哪吒的全球跨越

《
哪
吒
二
》
进
入
北
美
周
末
票
房
前
五

澳

大

利

亚

周

末

票

房

前

三

2月13日，河北省遵化市第六实验小学学生在体
育课练习轮滑。

当日，全国部分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
第一天，学生们在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中开启新学
期。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新华社日内瓦2月17日电（记者单磊）
位于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 17日对外
公布，2024年共有43.2万多人次参观了该博
物馆，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较 2023年参观量
增长 23%。其中逾 5.2万名访客为中小学生，
比上一年增长221%。

2024年，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了三大临
时展览：“自由奔跑”、“巴黎奥林匹克”和“时
尚与运动”，这些展览均以创意视角引发公众
共鸣。博物馆还组织了 14场文化活动，其中
包括面向儿童、介绍多种体育项目的“奥林匹
克周”活动，“时尚与运动”主题时装秀等。

2024年是奥运年，巴黎奥运会的举行也
给博物馆带来了更高人气。在巴黎奥运会开
幕当天，超过 2500人齐聚博物馆公园，通过
大屏观看开幕式直播。

巴黎奥运会期间，奥林匹克博物馆的收
藏团队在法国境内收集了超过120件具有历
史价值的物件，进一步丰富馆藏内容。亮点
藏品包括塞尔维亚网球名将焦科维奇的球
拍、巴西体操运动员丽贝卡·安德拉德的比
赛服、蒙古国代表团开幕式入场礼服等。
2025年，博物馆还将举办更多活动，为米兰
冬奥会助力。

奥林匹克博物馆
2024年参观人数创纪录

新华社洛杉矶2月17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
团队近日在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报告
说，他们新开发的一种基因编辑疗法在小鼠实
验中可提高正确修复的肝细胞比例。这有望为
数百种遗传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目前，基因编辑疗法已经被用于治疗某些
罕见的遗传疾病，但其基本机制主要是通过破
坏或使有缺陷的基因失活，而不是直接修复导
致疾病的基因突变，并且这些疗法费用高昂。

美国莱斯大学和贝勒大学医学院领衔的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最新开发出一种名为“修复
驱动”的基因编辑疗法，通过暂时抑制肝细胞

存活所必需的富马酰乙酰乙酸水解酶（FAH）
基因等一系列过程，让只有经过基因编辑的肝
细胞得以存活并增殖，未编辑或错误编辑的肝
细胞则会被逐步淘汰。研究人员比喻说，这就
像在一场比赛中，给了基因编辑过的细胞先发
优势。

研究人员通过小鼠实验发现，新疗法能将
正确修复的肝细胞比例从传统方法的约1%提
高到25%以上，并能进一步促进肝脏的再生。

研究人员表示，新疗法提供的解决方案可
应用于由肝脏基因突变引起的多种疾病，但仍
需进一步研究以推进临床应用。

新基因编辑疗法
有望用于多种遗传疾病治疗

这是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影院内摆放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海报（二月十三日摄）。
二月十三日，中国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2》）正式迈入百亿票房俱乐部，成为全球影史首部在单一市场突破一

百亿元人民币（约14亿美元）的动画电影。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