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2), 238-243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2037   

文章引用: 严冰冰. 国内作品的跨媒介叙事探究——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为例[J].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2): 
238-243. DOI: 10.12677/jc.2023.112037 

 
 

国内作品的跨媒介叙事探究 
——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为例 

严冰冰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4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31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9日 

 
 

 
摘  要 

在詹金斯“融合文化”的影响下，跨媒介叙事已经成为电影、剧作的一种模式，国内近几年的电影、电

视剧也在向跨媒介叙事的方向发展。本文选取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跨媒介叙

事的策略，并由此提出国内跨媒介叙事存在的问题，初探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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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has become a mode 
for films and plays, and domestic films and TV dramas have also been moving towards the direc-
tion of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elects Eternal Love as a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its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strategy and to identify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domestic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Finally, this research suggests measur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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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跨媒介叙事是由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 2003 年提出的概念。在他的构想中，跨媒

介叙事应该是每一种媒体出色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让内容横跨多种媒体平台展现出来，其中每一个

新文本都对整个故事作出了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1]。虽然跨媒介叙事在西方出现的时间较早，影响力较

大，但是中国近些年也发展了一批优秀的跨媒介叙事作品。本文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作为研究对象，

探析它的跨媒介叙事方法，以期提供给国内其他作品跨媒介叙事思路。 

2. 跨媒介叙事概述 

2.1. 跨媒介叙事的概念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中首次提出了“跨媒介叙

事”的概念，“跨媒介叙事应该是每一种媒体出色地各司其职”是他对“跨媒介叙事”的高度概括。换

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一个具有跨媒介叙事特点的作品，在一部电影中完成了作品开头部分的讲述，在

电视剧中完成了作品主体部分的讲述，在小说中完成了作品的延伸。在这整个过程中，作品根据不同媒

介平台特点分配作品内容，各司其职。同时，新的平台、新的文本也增色了整个作品内容，环环相扣，

最终形成故事宇宙。总的来说，跨媒介叙事是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不同的语言符号和媒介组合在一起，

共同完成故事的叙述。 
跨媒介叙事是一种理想的讲故事方式，这种方式实现了开发者、媒介经营者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

让受众参与到整个故事中来，一举多得。强 IP 下的跨媒介叙事不仅可以将原有作品逐步发展完善，还可

以通过影视作品等输出文化、价值、观点，国外《黑客帝国》《哈利波特》等文化作品通过这种跨媒介

叙事的方式对我国部分粉丝群体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从文化输出这个方面来看，我国的影视作品

也是可以借鉴这种叙事逻辑的。 

2.2. 跨媒介叙事的要素 

跨媒介叙事中必不可少的三个元素是：跨平台、参与创作者的扩充、故事的延展[2]。这三个要素不

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辅助而存在的。 
2000 年，根据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在中国台湾上映，虽然该部影片

的评价一般，但却是中国网络小说改编电影的开始[3]。虽然在现在，观众对于小说改编电视剧、电影并

不陌生，但是跨媒介叙事并不是只有改编这么简单。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这种叙事方法只是跨

媒介叙事中的一环，将作品故事通过书籍、电影、电视剧等不同渠道地出版传播，这是一种跨平台传播

行为。 
如果只有创作者、受众参与故事创作，这也不是跨媒介叙事。在许多跨媒介叙事的案例中，受众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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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费者，也是创作者，而这种粉丝参与能成为跨媒介叙事不是因为他们续写了多少故事，或者在多少

平台上发表，而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故事的重构、生产关系的重构。 
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建立原有小说宇宙，这也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叙事方式，但这只是跨

媒介叙事中的一部分。对原有作品进行扩展的案例有许多，国外的案例比如《漫威》系列、《速度与激

情》系列、《变形金刚》系列等，国内案例比如《盗墓笔记》系列、《鬼吹灯》系列等都在原有的故事

线上进行了扩展创作，这其中不少作品都属于跨媒介叙事的优秀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并没有只停留在故

事续写上。 
以上三个部分都不能说是错误的，跨媒介叙事的确需要多种平台传播，的确需要参与创作者参与叙

事，也的确需要将原有故事进行扩展延伸，它们都是构成跨媒介叙事不可忽略的要素。反之，如果用个

别要素来定义跨媒介叙事，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3.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跨媒介叙事逻辑 

虽然观众对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它跨媒介叙事的策略方法是值得其他影

片借鉴的。本文将从跨媒介叙事的要素，即从跨平台、参与者和创作者的扩充、故事的延展三个方面来

探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跨媒介叙事方法。 

3.1. 跨平台传播 

3.1.1. 原作小说叙事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最早以网络小说的形式发布在晋江文学城，2009 年首次出版，实体书销量超

过 500 万册，在线阅读点击率超过 10 亿次，拥有大批忠实书粉[4]。《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网络小说作

者是唐七公子，故事讲述了青丘帝姬白浅与天族太子夜华三生三世的爱恨纠葛故事，由于其诙谐轻松的

语言、精彩的剧情，《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文字传播阶段就有衍生其他作品的趋势。小说以白浅化身

凡胎素人素素渡劫作为开篇，以渡劫结束后回到白浅上神的经历作为主线，将白浅第一世的司音神君经

历作为回忆穿插呈现。 

3.1.2. 电视剧叙事 
2017 年 1 月 30 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同名电视剧上映，并且在 2 月跨屏电视剧收视排行榜中

钧位列第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同名电视剧并没有采取原作的写作手法，而是以白浅第一世的司音

身份开始，首先讲述第一世司音在墨渊门下拜师，第二世化为凡人素素渡劫，最后回到第三世白浅上神

的故事。电视剧改编原作小说的叙事顺序主要是由电视剧的特点决定的，电视剧的受众更广，受众体量

远远超过小说粉丝，因此想要让大多数人都能明白电视剧的故事情节，就要做到故事的连贯性，层层推

进，逐渐将故事的发展推到最高潮，吸引观众步步紧跟剧情。除此之外，电视剧从第三人称视角讲述故

事，推翻原有小说的第一人称视角，更符合大部分电视剧的人称习惯。 

3.1.3. 电影叙事 
2017 年 8 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影上映，在这部 100 分钟的电影里，叙事的结构和小说大体

相似，但是更加注重视觉上的体验效果。电影的服道化都和电视剧不同，它借助先进的技术，向观众展

现了精美的“十里桃林”，给观众带来了极致的视听效果。由于电影的时长限制，想要将《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这样一本长篇小说完全讲清楚就需要有所取舍，因此《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电影版并不是首

先推出的，而是在已有小说和电视剧的铺垫下才上映了电影，这样大大减少了叙事不清的问题。 
围绕《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小说，衍生出了各种多媒体产品，除了电视剧、电影，还有书籍、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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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等。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推出以来，各语种版本销量已经超过了 110 万册，是行业平均销量的

183 倍[5]。 

3.2. 参与创作者的扩充 

参与创作者的扩充是跨媒介叙事的主体，既包括了故事原作者、出版方，还包括消费者和粉丝。这

部分将主要谈一谈粉丝参与对《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跨媒介叙事的影响。 

3.2.1. 粉丝同人小说 
同人小说的创作基础应该是小说或者其他以虚构为前提的作品[6]。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小说大

火之后，许多粉丝参与到同人小说的创作中。有的以原作小说的主人公白浅和夜华为蓝本，创作新的故

事情节；有的以小说中其他人物例如连宋、成玉为主角扩充新的故事；有的以原作小说中的四海八荒为

宇宙，建立其他人物和故事线。但不管是什么题材，什么类型，这种同人小说的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粉丝对原作的关注和认可，并且以这种途径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热度从十多年前延续至今。

粉丝同人小说是跨媒介叙事中最常见的一环。 

3.2.2. 粉丝成为故事中的人 
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中提到：“对粉丝群体既无直接知识也无社群内

的感情投入，却将他们心目中对大众文化危险的恐惧、不安和幻想投射在粉丝圈上，这种远距离的视角

阻碍了传统学者理解粉丝文化这一复杂现象。”[7]粉丝并不是全都不理智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

跨媒介叙事上采用了许多粉丝的建议，粉丝也成为了故事中的人。微博账号“青春剧未央”在《三生三

世十里桃花》电影开拍前向粉丝征集白浅和夜华的演员人选。该微博仅仅发布了半个月，转发将近 1 万

次，评论达到 4 万多条，点赞量超过 2 万次[4]。最终经过制片方的多方考虑，选定杨洋为夜华人选，刘

亦菲为白浅人选，许多粉丝对该结果表示满意，并且为能看到自己喜欢的演员参演自己喜欢的故事而高

兴。这种选角方式为后期的宣发奠定了粉丝画像和基础，提供了流量上的保证。粉丝为自己支持的演员、

小说、电影宣传更加利于扩大电影的知名度。 
粉丝作为受众群体中最积极的一群人，对于作品的宣传具有积极作用。由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电影在正式上线之前是对外保密的，出版方想要宣传该电影就需要制作其他海报进行宣传。但是男主角

的参演者杨洋的粉丝在出版方没有进行宣传时，就已经在内部进行了海报征集，并选择了粉丝投票数最

高的海报进行宣发，而后期电影官方也对该做法表示认可和赞同，转发了粉丝制作的海报。这一方面提

高了电影的知名度，一方面让粉丝拥有了参与感。 

3.3. 故事的延展 

在跨媒体叙事系统中，依托幻想世界“地图”所完成的世界数据库叙事是“故事世界”背后的真相

[8]。《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跨媒介叙事还体现在原作者创造了一个“四海八荒”的宇宙。在跨媒介叙

事中，能否激发受众的讨论对维持故事的寿命至关重要。“四海八荒”的上古世界给受众带来了奇妙的

仙侠体验，针对故事中的不同地界，受众之间进行了不同的探讨。这也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成功

之处，通过不同的故事延展，创造出了一个宇宙。除此之外，唐七公子完成了《三生三世枕上书》的创

作，这本小说并不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续写，而是一条新的故事线。主人公是《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中略略提及的东华帝君和凤九。同时，这部小说也完成了电视剧的制作及开播，由迪丽热巴和高伟

光主演，在腾讯视频 IP 电视剧排行榜排名第 19。值得一提的是，在电视剧中穿插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没有完成的白浅大婚情节，该剧集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除此之外，唐七公子还创作了《三生三世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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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描写了连送和成玉的故事，以及《三生三世菩提劫》等小说。这些小说，都是三生三世系列跨媒

介叙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积累了大量的粉丝。 

4. 国内跨媒介叙事存在的问题 

4.1. 多平台传播重复现象明显 

正如上文所说，单一地将小说改编为电视剧不是真正的跨媒介叙事，但在国内，一些大 IP 的小说，

例如《全职高手》《雪中悍刀行》《花千骨》等小说拥有大批的书粉，这些小说粉对于书改剧的要求极

度严苛，甚至有小说粉对改编电视剧进行了抵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视剧虽然从小说改编而来，

但是在台词上几乎没有变动，满足了一些小说粉的要求。这看似满足了“尊重原作”，但是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说是一种重复劳动现象。而同名电影在整个故事叙事结构上更是几乎照搬小说，更像是将文字转

化了一种表现方式——视频。这种现象在国内的影视剧制作中并不罕见，例如《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电

视剧版本，用粉丝的话说是“高度还原”，而对于没有看过小说的受众来说，他们对这种四平八稳的剧

情并不感冒，电视剧中的书面化台词在剧中略显木讷。 

4.2. 建构宇宙问题 

跨媒介叙事需要建立起一个宇宙，但国内对这种“宇宙”的理解并不深刻。对于架空的剧作来说，

建立起一个宇宙似乎并不难，例如九州系列、仙剑系列，都将故事宇宙呈现得清楚明白。但是近几年国

内的神话系列基于的中国神话宇宙却较为混乱。一方面中国几千年来的神话故事没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体

系，那么作品就会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神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库，人人都可

以使用，这就造成了创作主体不明确的问题，版本较多。[9]各种故事线之间联系不大，难成一套。国内

有许多关于孙悟空的优秀作品，但由于创作者的不同，各个故事之间即使设置了“彩蛋”，也容易造成

观众“对不上号”的状况。这种神话宇宙更类似于结合现有的 IP，把主体人物放在现有的宇宙下。 

4.3. IP 与象征对象不对应 

象征性商品具有一种双面现实，它既是一个商品，又是一个象征对象。[10]布尔迪亚的文化场域理论

也说明艺术品只有在被人们认识和识别的情况下才能作为象征性对象存在。也就是说，如果跨媒介叙事

只停留在在同一个 IP 层面，而不是同一个象征对象中，观众对作品的理解会大打折扣。在《三生三世枕

上书》中，主要人物成玉元君的扮演者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扮演者不同，除此之外，许多其他演

员也进行了更换，但观众并不想原班人马更换，这就是 IP 与象征性对象不对应。又例如我国的《鬼吹灯》

系列，主角胡八一至少有六位演员先后出演，虽然经济利益没有受到侵害，但象征性对象会带给观众“宇

宙世界”上的混乱。 

5. 应对策略初探 

5.1. 增强作品与平台的契合度 

跨媒介叙事的作品应当根据平台、媒介的特点将作品进行改编及创作，让作品更加贴合平台的传播

特点，提高传播效果，减少重复劳动。如果将小说改编为电视剧，更应该强调故事的完整性，注重剧情

化，弱化书面语言，改编台词里呆板木讷的内容。同时，由于电视剧时长的优势，在电视剧里适当添加

小说里没有的人物线也可以作为电视剧的爆点。如果将漫画改编为电影，则更应该注重讲故事的方式，

把漫画里最值得关注的内容放在大荧幕上，适量削减“二次元”、“中二”等属性，优化受众的观影体

验。在作品改编叙事的过程中，不仅制作方要发力，原作粉丝也应当提升自己的宽容度，对于增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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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试着去接纳，不囿于原作小说的台词。 

5.2. 注重宇宙统一性 

中国神话系列跨媒介叙事作品应当建立完整的神话谱系以应对各种版本神话故事的问题。一方面，

要注重故事的连贯性，提升作品的持续影响力，让大多数受众衔接上新的故事和旧的故事，逐渐在受众

的世界观中建立起一个独立于其他 IP 作品的中国神话宇宙。另一方面，要增强作品的辨识度，形成品牌

效应，让受众看到某个作品就会联想到某个特定宇宙。漫威系列作品给受众创造了一个漫威宇宙，关键

在于它的故事内容以及人物 IP，甚至每部电影开头的红色底色 logo 也是它的标志属性。最后，不管是哪

吒封神宇宙，还是狄仁杰神探宇宙，国内目前的神话宇宙都应当横向、纵向相结合发展，既要保证续写，

也要矩阵式填充内容，给受众以沉浸式体验。 

5.3. 提高 IP 和象征对象的匹配度 

目前我国跨媒介叙事作品 IP 和象征对象匹配度不高的原因在于，IP 的象征对象——演员不能持续出

演某个角色。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跨媒介叙事作品的影响力较小，作品本身不够优秀，演员

本身觉得后续作品与自己的预期不契合；二是演员档期、片酬、理念等与作品不匹配。提高 IP 与象征对

象的匹配度需要多方合力，作品原创者、编剧、导演、制片人等要严格把关作品质量，为作品预留创作

的空间和可能性；IP 的象征对象要克服“唯片酬是图”的思想，为好的作品预留档期，为中国影视作品

的跨媒介叙事贡献一部分力量。 

6. 结语 

我国的影视行业已经在跨媒介叙事中尝到了甜头，但想要将故事讲得完美，走出国门，在全世界都

起到影响，还需要多改进和学习，要将商业利益和文化价值相结合，创作出更多有意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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