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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臣得悉有奸佞之徒對世子心
懷二心，意圖不軌！」想要篡權的老
臣正對着台下的人群編造太妃謀反的
台詞，滿朝文武一片嘩然……環環相
扣的情節和流暢的線條筆觸，都很難
讓人相信這部名為《雙》的漫畫作品
，出自一個新人之手。辭去廣告公司
的高薪職位，85後的青楓靜晚終於實

現了多年的夢想─當一個漫畫家，
《雙》便是她的首個作品。

「畫漫畫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啊！
」打開青楓靜晚的個人主頁，這樣一
句話被她用來當作自我介紹。從小就
喜歡看漫畫的她，像大多數孩子一樣
按部就班地讀書升學，大學畢業後進
入一家廣告公司工作， 「薪水不錯、
壓力很大」的幾年裏，青楓靜晚心裏
總有放不下的念想─畫自己喜歡的
漫畫，當一個全職漫畫家。

對於她的決定，開明的父母並未
阻攔，但來自社會的壓力卻始終挑
戰着她的勇氣。 「漫畫一直被認為

是幼稚的，是小孩看的」，青
楓靜晚曾以為自己這一代人長
大了之後漫畫就會繁榮，但是
現實卻有些 「骨感」─依然
很多人對漫畫有着刻板印象，
看漫畫等於不成熟，喜歡二次
元等於怪咖。 「雖然現在喜歡
漫畫的人確實變多了，但年齡
段依然偏小，漫畫的地位和所

佔的讀者比例還遠遠不夠。」

首個作品一舉打響
每天12個小時與畫筆為伴─青

楓靜晚的漫畫家生活絲毫不比廣告公
司輕鬆，但她卻樂在其中。從2017年6
月開始連載，這部融合了古風、宮鬥
、武俠等元素的漫畫《雙》已在快看
漫畫平台上獲得5.63億的人氣值，30萬
人關注。

她告訴大公報，雖然收入不及廣
告公司，但她已經能夠 「靠畫漫畫來
養活自己了」。眼下對於她來說，市
場與自我風格之間的平衡是最大的挑
戰， 「漫畫畢竟是商業藝術，必須要
讓讀者喜歡，但也不能完全的迎合市
場，相信每個漫畫作者都是有自己在
作品上的追求……」青楓靜晚正在努
力尋找着兩者的平衡點。

她相信，決定一部作品幼稚與否
的應該是內容而不是表現形式─ 「
希望能夠有更多人能夠放下成見，喜
歡漫畫這種藝術。」

專注文娛投資的乾元資本創始合夥人王晨
宇指出，中國動漫產業的前景非常可期，包括
平台、內容和衍生品是目前三大投資熱點。

王晨宇表示，隨着內容行業的復甦，平台
結合當下年輕人的消費需求，迅速聚合優質內
容，產生了大量的流量效應，是投資的首選。
中國動漫產業的第二投資熱點是內容端， 「它
經歷了很長的復甦階段，2014年前基本一潭死
水，之後一些行業人開始回歸，內容質量有了
很大提升，無論製作能力還是策劃能力都有了
很明顯的飛躍。」

而衍生品則是中國動漫產業的第三個投資
熱點，中國市場幾乎是從零開始。由於此前盜
版氾濫，所以很多東西做不起來，但現在的製
作水平提高、做工精良，加上版權意識越來越
強，因此，王晨宇認為衍生品的將來會有較好
的發展前景。

在王晨宇看來，國漫的前景
非常可期。首先，90後對 「二次元」較為熱衷
，而且他們對 「民族化的東西反倒很有情結」
，多數B站的年輕觀眾都對《我在故宮修文物》
等帶有傳統文化、帶有中國特色、帶有民族情
結的內容 「比較買帳」，所以國漫這幾年開始
盛行，大量的人才開始回歸。 「而在此之前，
日漫的作品都是80後在看。」

坦言盈利模式存在問題
不過，他坦言，不可否認，國漫的盈利模

式仍有較大的問題。 「漫畫的製作周期非常長
，形成IP更是需要培養，像日本的多啦A夢、七
龍珠等都是經過了幾十年的沉澱後，才形成了
強大的IP效應，而國漫才剛剛興起，IP積累厚度
不夠，存在變現上的問題。」

對於創業者，王晨宇建議，首先應思考如
何讓公司持續的運轉下去。 「很多公司都在做
To B（面向企業客戶）的生意養自己，從而支
持較長周期的IP創作。」

此外，他強調， 「一定要定位好作品，切
精準的人群，做比較輕的體量反倒變現比較容
易。」他舉例稱，去年暑期上映的《快把我哥
帶走》，這就是 「快看漫畫」上很經典的IP。 「
它內容做得比較輕，講述的是兄妹生活的點點
滴滴，每幅畫是生活中的小段子，切入的人群
是暑期學生，比較容易打動人心，用極小的製
作成本卻取得了3.57億票房─這是典型的靠討
巧的作品獲得可觀變現的例子。」

「從0到100萬用戶，你用了多久？」
面對投資人這樣尖刻又現實的問題，多數
創業者都避之不及，而快看漫畫的創始人
陳安妮的答案卻能讓投資人立即掏出300
萬美元，因為她只用了 「三天」 。

我的偶像不是人
內容
為王

投資人：國漫前景可期

靠畫漫畫來養活自己了成就
念想

投資
者說

「爸爸，又更新啦！」聽到兒子的歡呼聲，同樣作為香港熱門
IP《西行紀》粉絲的文娛投資人王晨宇也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來到
了兒子把玩的手機前，只見屏幕中呈現的正是父子二人的偶像 「唐
三藏」。王晨宇告訴大公報，他在乾元資本研究各種IP的過程中，
深深地被優質內容所吸引，追更唐三藏一晃就有好多年。 「在偶像
經濟充斥的年代，我的偶像是人，卻也不是人。」

在香港漫畫家鄭健和、鄧志輝的創作下，這位唐三藏既不同於
西遊記裏的呆板木訥，也與周星馳電影裏囉嗦到令人爆炸的唐僧形
成了極大反差。王晨宇介紹稱，《西行紀》號稱史上最具顛覆性的
西遊系列，唐三藏搖身一變成了取經小分隊的核心力量，不僅武藝
高強，性格也相當的接地氣，精明、暴躁、不拘小節、玩世不恭成
了他的代名詞，且把攔路的妖怪、天神耍得團團轉。聽起來無比荒
誕的人設卻又讓人覺得合情合理，試想西行之路兇險異常，沒有過
人的頭腦與本領，哪能保得自身周全。 「這個更加貼近生活的設定
讓唐三藏變得有血有肉、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贏得了大家
的一致好評，不愧為騰訊S級佳作。」

作為一個父親，王晨宇認為成功的教育需要趣味靈活性，目前
漫畫市場充斥着一些較為低俗的內容，不知不覺就為下一代帶來了
負能量，因此好的作品其實是最好的老師，對他們的思維方式都有

很大促進作用。《西行紀》除了畫風精良外，突破天際的腦洞也
讓人大開眼界，完全跳出了西遊的框架，宏大的世界觀、
巧妙的人設都加分不少，跌宕起伏的情節讓人欲罷不
能。如今，唐三藏已經成為了不少年輕人的偶像，相

信這個全新、搞笑、對理想堅持不懈的硬漢正在
深深地影響着熱愛他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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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浪潮
大公報特約記者 孫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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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碼

關注新經濟故事

2000年初，去街角的漫畫書店租一本日本
漫畫，還是少數學生們的 「小眾」愛好。如今
，許多年輕人手機裏都裝着幾個漫畫APP，上班
途中就能看完自己喜歡的國漫最新連載……被
冠以 「二次元」的動漫行業因其3億多的受眾、
1500億元（人民幣）的產值，已成為名副其實
的 「主流」。中國動漫產業經歷了十餘年的發
展，迎來公認的 「黃金時代」。左擁情懷，右
攬資本，創業公司和大型視頻平台紛紛入局，
以筆為劍在 「二次元」界一爭高下，陳安妮便
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揮袖辭錦玉 隻身闖京華
陳安妮的22歲跟多數人不太一樣。2014年

廣州陰冷的冬天裏，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們都
忙着到處投遞簡歷，她卻早早實現了財務自由
、過上了人人艷羨的網紅生活。這個當年因負
擔不起學費而不得不放棄美術專業的汕頭姑娘
，大二開始在微博上發表自己的漫畫作品，如
今已成了坐擁千萬粉絲的漫畫家。但出乎所有
人意料的是，安妮決定與眼前的錦衣玉食告別
─去北京創業。

這個大膽的想法源於她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 「汕頭長大，廣州上學，從沒去過北京」的
陳安妮，被邀請赴京參加李開復的聚會， 「聚
會內容我全忘了，但因為參觀創新工場，我第
一次接觸到了風投、創業等概念」，安妮對大
公報說，北京良好的互聯網創業氛圍讓她萌生
了來此創業的想法， 「做一個原創平台，扶植
像我這樣的漫畫作者。」

於是，安妮來到北京，在五道口的華清嘉
園，租下120平米的房子，開始了創業，僅有的
12個員工大多是慕名而來的粉絲。 「如果不創
業，我也可以繼續當個微博網紅，一年能賺不
少錢，可以每天畫漫畫，日子也比較輕鬆。但
創業之後，壓力和挑戰就變得很大，肩負一個
團隊的責任。」

遇阻再執筆 資本先震驚
事實上，安妮的創業也並非一帆風順， 「

沒經驗、沒資源、沒人」成為她創業初期的攔
路虎。 「當時我們就是一群剛畢業的大學生，
沒有工作經驗，也招不到有工作經驗的人，投
資人也不相信我們能做好一個漫畫平台。」沒

有投資，安妮只能靠先前做網紅
的積蓄苦撐，在團隊的努力下，2014年12月，
「快看漫畫」APP上線，卻鮮有人問津。

創業的經歷和痛苦使安妮再次拿起畫筆，
當月，一篇名為《對不起，我只過1%的生活》
的漫畫在微博上激起千層浪，超過2億的閱讀
量為快看漫畫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度─連
續三天登上蘋果應用商店App Store榜首。快看
漫畫這才開始獲得認可，第一筆投資也終於入
囊。

拿到投資，安妮啟動了 「30萬元正版計劃
」，篩選優秀原創漫畫，之後又舉辦了一系列
扶持國漫的政策，如今快看漫畫已經擁有了
2000部正版漫畫作品，近千位簽約作者。2017年
12月，快看漫畫宣布獲得1.77億美元D輪融資。
目前，快看漫畫總用戶數超過1.7億，月活超過
4000萬，成為內地最大的漫畫平台。

江湖仍風雨 賴有佳作生
2014年至2017年，不僅是快看漫畫的黃金三

年，也是內地漫畫行業的黃金三年。在資本的
驅動下，三年間內地共成立163家漫畫創業公司
，佔目前總數的53%。騰訊、網易、愛奇藝、
UC等互聯網巨頭都將觸角伸向漫畫領域，資源
投入以及布局角逐將愈演愈烈。中商產業研究
院發布的《2018-2023年中國動漫行業市場前景
及投資機會研究報告》預計，2019年，中國動
漫產業市場規模將進一步增長至1765.6億元。正
如安妮所說： 「國漫正在迎來最好的時代。」

高速發展也暴露出快看漫畫的不足，安妮
坦言目前團隊成員太年輕還需要成長，亦缺乏
國民級的IP（知識產權）作品，作品的質量和數
量都需要不斷提升。面對日益激烈的角逐，以
付費閱讀、廣告和IP開發為主要營收來源的快看
漫畫，正在探索廣告植入、付費閱讀、衍生品
、電商、遊戲等新模式， 「我們希望搭建起一
個良性且多元的收入體系，將漫畫打造成一個
產業，為創作者謀取更多的福利」，安妮說。

在她看來，當下內地熱門的影視劇大多改
編自80、90後追捧的網絡文學作品，而三五年
後，中國最火的IP一定改編自95、00後所看的漫
畫。 「漫畫承載的使命不僅僅是漫畫本身，還
是中國年輕文化IP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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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期上映的《快把我哥帶走》，用極小
的製作成本取得了3.5億票房 網絡圖片

▲漫畫《雙》的作者青楓靜晚稱，市場與
自我風格之間的平衡是最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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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艾瑞北極星

◀快看漫畫創始人陳安妮用自己擅長的插圖繪畫講
述了自己的創業經歷，並勉勵想要進入漫畫行業的
新人： 「請堅持你的熱愛」

◀快看為過億用戶提
供充滿正能量的作品

▲

漫
畫
《
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