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晚报：电影版《快乐星球》进度如何？
张惠民：一个文化品牌想要进行产业升级，

必须要通过电影来实现跨越。所以我对电影版
《快乐星球》是慎之又慎。去年，电影版《快乐星
球》开机两次，停机两次，也正是这个原因。早在
2007年，我们就开始了电影版《快乐星球》剧本的
创作，去年剧本总算比较满意了。最初是想拍摄
低成本电影——近年来低成本电影大获成功的
例子不少，可后来进行市场论证，发现投入不
够。虽然不能把影片的成功
盲目地寄希望于高投入，
但至少要适度投入，这样
才能保证质量，才能出精
品，才有可能让影片去冲
击亿元俱乐部；不这样，
绝对完不成产业升级的
任务。

郑州晚报：制作3D版，也是出于产业升级的
考虑吗？

张惠民：从某个方面来说，3D是一种趋势，目
前，全国一共开了六个3D频道。但不管怎么说，
3D还是一种形式，注定是为内容服务的。电影不
同于电视剧，观众要拿钱拿时间去观看，最起码
要对得起观众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在此次招
募小演员的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不知不觉中，
《快乐星球》已经形成了一批新成长起来的小观
众。《快乐星球》动画版播出后，那些看着动画片
长大的小观众们快速被吸引，并成长为新的“快
迷”。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快乐
星球》，对年龄偏小一些的孩子来说，带来的是一
种与动画片截然不同的新奇和魔力。后几部的
动画版也正在有条不紊地制作中，我们也早就计
划打造剧场版，成立剧团巡回演出。不管形式怎
么变，内容都是根本。

郑州晚报：枣酪好像是 2011 年新流行的饮
品，没想到快乐星球这么快就跟进了。

张惠民：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各方面的因素
都结合起来。对于饮品，我认为健康是第一要
素，我反对儿童喝碳酸饮料。所以，我们之前生
产过矿泉水、苏打水、金银花水。大枣是我们郑
州的特产，枣饮品把各方面有机结合起来。非常
符合我们的定位，所以很快就生产试运行了。

郑州晚报：2011年年底，郑州市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已经挂牌了，接下来我们应该会有一些大
动作吧？

张惠民：快乐星球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
图书、音像、饮料、玩具、文具等多种产品的产业
链，但每年1亿元的产值对全国文化产业3000亿
元的总份额还是显得很“渺小”。目前，《快乐星
球》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快速发展，下一步将重点
推进主题公园和网游相关产业建设。各级政府
对快乐星球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郑州晚报：快乐星球基地是许多小朋友梦想
参观的地方，会不会影响剧组拍摄进度。

张惠民：这也是我一直头疼的问题，其实，目
前的快乐星球基地是不具备参观功能的，这里就
是一个供拍摄所用的影棚，参观只会让观众失去
神秘感。所以，快乐星球主题公园势在必行。而
且，一个大型的《快乐星球》文化产业园区也已列
入发展计划，这个文化园区除了拍摄儿童科幻剧
以外，还包括与之相对应的影视学校、儿童游戏
产品、儿童文具类产品、儿童饮食类产品、儿童服
装类以及儿童玩具类产品的开发。这个产业园
区可以为少儿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并且将
成为一个全国大型的儿童科幻片拍摄基地。我
们希望这个园区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全国亿万
少年儿童为之神往的“快乐根据地”，我们也憧憬
更美好的未来，建立快乐星球大厦，把和快乐星
球有关的一切都汇聚在这里。

以文化带动产业，以经济促进文化，
张惠民对于《快乐星球》的产业化充满信
心。 如何固本，是张惠民一直在思考、
丝毫不敢放松的重中之重。

“儿童剧往往不儿童，许多儿童剧用
的是成人视角、成人思维，是板起面孔来
讲道理，孩子们接受不了过于沉重的成人
元素。”张惠民说。分别于1988年和1992
年播出的优秀儿童剧《霹雳贝贝》和《小龙
人》，曾给一代孩子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
回忆，但这些片子很快销声匿迹。相比较

国外的《机器猫》《猫和老鼠》等剧集的长
盛不衰，国产儿童剧似乎只能昙花一现。

按张惠民的本意，他是不准备拍续
集的，但各方面都有拍续集的要求，第五
部也是如此，央视已经初步定下了今年
暑假播出的计划。“已经不单单是一部电
视剧的问题了，它代表了一个独有的类
别，作为国家级电视频道，所播剧目题材
的完整性也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国
产动画片近年来已经日趋丰富起来，但
少儿领域中科幻题材仍然是《快乐星球》

独领风骚。如果不拍，那就将面临版图
缺失的严峻后果。张惠民又一次迎难而
上，如今，演员已经到位，各项工作都在
紧锣密鼓的进行。

无论是《快乐星球》收视率与票房有多
高，无论快乐星球的产业链能做多大，对张
导来说，一直支持着他走下去的，是一种精
神，那就是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与一代人
共同成长。他经常想象着，将来有一天，有
不同年龄的那么一些人无限幸福和感慨地
说，我就是看着《快乐星球》长大的。

思想得到解放是在 2004 年。在中
国儿童剧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横空出世
的《快乐星球》可谓带来了久旱逢甘露的
惊喜，继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且持久
强烈的“快乐风暴”。视察团、考察团、参
观团、策划公司轮番来到基地，他们带来
的“产业化”思想让本定位于导演的张惠
民茅塞顿开。

“尤其是深圳一家策划公司提出的
‘向市场叫卖项目’的四句箴言在我听来
真是振聋发聩。都是完全跳出电视剧的
思维。在国外，少儿影视剧的收入 75%
来自相关产品的开发，票房收入仅占
25%。为什么中国的儿童剧做不到国外
的那样长盛不衰？其原因之一，就是没
有搞好产业化。”

思想转变后，张惠民便开始了尝
试。先与北京外语与教学研究出版社合
作出版了《快乐星球》同名系列小说和漫
画。书一上市即受到少年儿童的追捧，
销售量一度超过《哈利·波特》，位居全国
5 万多个少儿图书品种销量第二名。

2005 年 9 月，由郑州小樱桃卡通公司出
版发行的《快乐星球》第一部剧照版图书
一套 26 本上市，至第二年年底，该书就
发行近 200 万册，创下了中国图书市场
上的奇迹。

图书是电视剧的直接衍生产品，参
照其他品牌的经验，张惠民还将触角伸
向食品和饮品的开发。

“第四部剧本创作伊始，我就给编剧
说，要有自主创新的意识，要有进行产品
开发的想法。然后我们一边创作，一边
找厂家谈闹钟的设计与制作，不断完
善。”一时间，“闹闹”什么时间上市成为
快乐星球官网论坛上“快迷”们争相讨论
的话题。表面上，闹闹不过是剧中主角
日常使用的闹钟，其实，它是张惠民产业
开发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的明证。

但这些始终不是张惠民最想要的。
关于《快乐星球》，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
梦。那就是自主创新机器人品牌。

“《快乐星球》从诞生起，就带着‘科
技’的标签。而能把科技与生活密切结

合的产品，非机器人莫属。刚才接到日
本朋友的电话，还在讨论这个事情。”多
年来，张导一直在关注机器人领域的一
切信息，不仅委托国外的朋友代为考察，
自己也跑遍了国内各知名高校的机器人
研究中心以及国际机器人大赛现场。

“目前所能提供的都只是 30厘米高
的机器人。但我想要的是 1.2 米左右的
机器人，只有这样的机器人，才能成为孩
子的伙伴，而不是玩具或工具。也只有
这样的机器人，才能真正以一个‘人’的
身份进入家庭，缓解独生子女孤单的难
题。而机器人本身的智能性，也将成为
一把开启孩子科学精神的神奇钥匙。”

相比其他产品，高科技含量的机器
人想做到自主品牌、自主创新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张惠民嘴里也喊难，可神
情却没有现出焦虑。习惯厚积薄发的张
惠民，习惯外松内紧的张惠民，一定会在
某年某月给我们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
正如他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还在路
上，快乐的路还很长。”

2012年3月9日 星期五 统筹 李枚 校对 薛梅 版式 唐学勤

文化产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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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民：“快乐”的路还很长

2012年3月6日，位于西四环南段的快乐星球基地院内，静谧安详。车子顺湖驶过，一群在地上觅食的鸽
子懒洋洋地飞起，似乎不太习惯有人打扰。在办公楼前等待《快乐星球》总导演张惠民，四处空无一人，可以
想象楼内人们的忙碌。央视已经计划今年暑假播出《快乐星球》第五部。张导和剧组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小
演员的深度培训中。

这已经是第三次采访张导。招待我的除了茶，还有快乐星球品牌新开发的产品——枣酪，一边是清清淡
淡的苦，一边是糯糯软软的甜，以基地为家的张导，生活应该就是这样的双重味道吧。 记者 苏瑜

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梦

制造影响一代人的精神产品

对
话

“我就是一个导演，做事也是导演思维：抓一个好本子，带一个好班
子，拍一部好片子，挣回该挣的票子。如果能再拿个奖，那这个圈就画得
相当完美了。”曾几何时，张惠民还是一个唯拍戏至上的导演。

“《快乐星球》品牌化进程正在稳步加快。产业化开发格局已经初
步形成：我们称之为‘固本开源’，‘固本’就是巩固核心产品，也就是电
视剧《快乐星球》本身；‘开源’就是充分利用电视剧的辐射力，构建一个
儿童产品体系，将《快乐星球》打造成全国知名品牌，形成电视剧、电视
栏目、图书、音像等相互结合、相互推动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品
牌

《快乐星球》海报《快乐星球》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