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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精品研发
在客户端和网页游戏市场占

有率持续下滑的情况下，2019 年

上海移动游戏销售收入达到 523.9

亿元，增长率达到 33.2%，增量超

过 13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目前上海主要的研发力量均

集中在移动游戏领域。近年来上海

及全国游戏企业用于采买流量的
成本持续提升，头部游戏企业的营

销支出增长率已高于其营收增长
率，2019 年上海游戏企业在营销

成本上投入超过 100亿元。这也倒
逼游戏企业提升研发端的投入，从

而以精品获取市场。
以莉莉丝为例，自 2015年起

莉莉丝便立足于全球移动游戏市
场进行产品研发，产品投入普遍较

高，研发周期也较长，旗下第二款
产品《剑与家园》研发周期约 3年，

并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从前期
调研、产品研发再到产品测试莉莉

丝均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了成熟的

方法论，这也帮助莉莉丝产出了

《剑与远征》《万国觉醒》等全球流
水达到数十亿元的头部精品。

玩法题材创新
2019年上海自主研发网络游

戏销售收入达到 697.6亿元，增长

率达到 17.6%，增量超过 100 亿
元。近年来上海游戏企业研发实力

提升显著，不少新兴的移动游戏企
业持续打磨自身的研发实力，产出

了代表性自研产品。

以鹰角网络的《明日方舟》为
例，在玩法设计上，《明日方舟》采

用了在二次元游戏中并不常见的塔
防类玩法，此外，角色以卡牌属性介

入，职能分工差异大、特性多样，在
增强了游戏玩法策略性的同时提升

了产品变现空间，这些玩法创新成
为产品重要的差异化竞争力。

玩法以外，国内游戏企业在题
材创新上仍然有较大的突破空间。

根据伽马数据针对国内移动游戏
用户的调研，近年来许多新型题材

被游戏企业所低估，例如科幻题

材、个人生活题材等。利用题材创新

破局，成为游戏企业出海的重要竞争
力。例如上海友塔网络的策略游戏

《黑道风云》，主要在海外游戏市场

发行，其选择了在该领域少见的题
材，差异化竞争优势帮助这一产品

的全球流水达到数十亿元。

5G技术驱动
“中国是全球 5G网络普及速度

最快的国家，5G 新基建让中国游

戏厂商赢在起跑线上。”盛趣游戏
副总裁谭雁峰说。2019 年底，上

海已建成 1.6 万个 5G 基站，这将
影响移动游戏、云游戏等相关领

域发展。

在 5G技术的驱动下，技术的
创新成为影响游戏市场环境的重

要因素。比如，VR/AR技术的进步，
将直接强化用户与游戏世界的交

互性，从而丰富游戏产品的玩法。
据介绍，上海的各个游戏相

关企业正在积极探索技术领域的
创新，未来化的全新游戏体验指

日可待。 本报记者 赵玥

5G技术助推移动游戏市场

    点亮夜经济，释放经济新活力，演艺大世界又多了一个夜游

好去处。7月 31日起，大世界将在每周五、六、日三天开设夜场，
在一楼中庭大舞台以及各个楼层的演艺空间上演热门舞台剧。

知名音乐剧演员携手经典音乐剧曲目，更有跨界提琴派对，将电
影、音乐剧中的感动与温馨带给每一位游客。

利用大世界的特色建筑和光影效果，游客将可以一边游园，

一边逛集市，选购演艺文创产品，品尝网红饮品甜品，还可以看
到诸多精彩演出。首批剧目包括音乐剧《帅小伙的蔬果店》、音乐

剧《赵氏孤儿》、音乐剧《月亮和六便士》、《金岩的童话镇》品欢相
声会馆经典专场、《喜剧联盒国》爆笑脱口秀、《爆力提琴影音派

对》音乐会等，均采用独立售票模式。
这样的夜场经营打破传统剧场模式，让游客在充满历史感

的建筑里感受着时尚的文艺新体验，“白天观景，夜间看戏”，不
亦乐乎。在普通观众夜间看剧游园的基础上，大世界还重点组织

专业观众开展演艺产业的观摩、洽谈以及对接采购等活动，提供
各类专业服务和孵化配套政策，打造一个具有鲜明大世界标签

的品牌夜市项目，一个满足市场需求的文化消费项目，一个整体
助力“演艺大世界”协同发展的推广服务项目，一个演艺资源创

新集聚、展示、孵化和交易的文化产业项目。

本报记者 赵玥

夜游大世界 有你好看
大世界演艺夜市月底全新亮相

    一次偶然，谭盾去敦煌采风遇见“敦煌女儿”樊

锦诗，两人一见如故，谭盾便领下了一项艰巨的任
务———把带不走的敦煌壁画，化作音符，放到线上，

走出另一条隐形的丝路，牵起世界的心。
打磨良久、耗费数年、15次前往敦煌采风，谭盾

终于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敦煌·慈悲
颂》。他说：“我把对生命的理解都放进了《慈悲颂》。”

作为 2020上海夏季音乐节闭幕演出，今晚，谭盾将

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携手沈洋、韩蓬、黄英、龚琳娜等
歌唱家以及兰州音乐厅合唱团，在上海交响乐团音
乐厅共同演绎这曲《慈悲颂》。

为众生而作

在宣传册上，《慈悲颂》

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谭盾

说这是一个很难归类的

作品，它不是纯粹的交响
乐，也不能算是合唱作

品，它就是《慈悲颂》，是
敦煌壁画的“音乐版”。

艺术家如谭盾这般
站上国际顶尖舞台的，几

乎都是以其独特的个性和风

格具备了辨识度。谭盾的作
品，自然每一部也都有其鲜明的

标签，可唯独这部《慈悲颂》，他没有
把自己的风格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因
为就在他创作中遭遇瓶颈时，有位好友提点他：“我觉得《慈悲颂》这样的

作品，你要从人民、从众生的角度去思考、去创作，而不仅仅是你作为艺术
家的独立角度。”这句话让谭盾茅塞顿开。

如今的《慈悲颂》里包含着很多层次，那是祖先传下来的慈悲，那是劳
动人民的智慧，那是永不言弃的励志精神，还有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以及

对大自然的崇敬和爱。

讲丝路故事
《敦煌·慈悲颂》以敦煌壁画故事为灵感源泉，融入千年敦煌文化和禅

宗美学。2018年 5月，作品在德国德累斯顿音乐节上进行首演并获得成

功，引起关注。作品分为“菩提树下”“九色鹿““千手千眼““禅园”“心经”“涅
槃”六幕。每一幕都蕴含着深厚的哲理，用音乐与文化、历史、心灵对话，引

导人们向善。作品创作最初就本着“为众生而作”的理念，因而作品中或许
有高难度的技巧表达，却没有艰涩的音乐语汇：“既然是写给老百姓听的音

乐，就要用他们喜欢的旋律和节奏，要能走进他们的心，引发他们的共鸣。

扬东方哲学
五年来，为创作《慈悲颂》，谭盾 15次到敦煌采风，于深藏石窟的绝美壁

画中寻找灵感，他跑遍藏有莫高窟经典古籍的博物馆，尝试透过还原古籍中

所载古谱，并在世界范围内苦心寻回敦煌散失在世界各地的经文、手稿、乐
谱，用交响乐的方式，将壁画中所要传递的精神和情感，谱写成旋律。

作品运用大量佛经和中国古典诗词，用中文和梵文演唱。在音乐创新
上，大胆采用了许多非常规乐器，不仅复制出敦煌古琵琶、奚琴等中国古

代传统乐器，更精心习得敦煌古乐反弹琵琶的技能。整部作品饱含东方哲

学和禅意之美，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
“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有感召力，比如对慈悲善良的信仰，这在其他很

多文化中都能找到相通之处。”谭盾说，“我创作《慈悲颂》最大的愿望就是
希望不要有战争、不要有灾难，唤起所有人去追寻我们共同的目标，爱大

自然，爱我们人类自己。”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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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2020上海游戏精英峰会在
上海图书馆举行，《2019-2020上海游戏
出版产业》报告同步发布。数据显示，
2019年上海网络游戏销售收入达到 802

亿元，增长率达到 12.6%，移动游戏市场
占有率提升至 65.4%。在中国游戏营收
TOP50企业中，上海占比达 26%。

未来化游戏体验
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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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盾在大英图书馆“追踪”

到唐代古乐谱和舞谱

文体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