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2.20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林琳林琳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专栏 7

■文/王小鲁

■文/周 夏

■文/赵 军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2019 春节电影市场的一番狂

潮已过。细加分析有喜有忧。唯

独票价升高这一条不能释怀。春

节是老百姓一年当中最喜庆也最

宽慰自己的节日，我们行业也因此

准备了不少好影片。为什么今年

票价的骤然抬升会激起社会上甚

多不满呢？除了客观原因譬如少

了票补,院线影城自身的原因是什

么？今年的整体节日票房大盘还

是不错，但考虑到足足少了 1500 万

人次，这样的成绩就不能轻易了

然。

人次的大幅度减少绝非好事，

怎么说都可以找到人次下滑的原

因，不是别的，票价的提升是最重

要的因素。这一年春节票价的提

升比较敏感。有人会说春节消费

是影城赚钱的好时机，不能错过，

反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不就

是要花钱的吗？今年的每一个市

场信息对于全年的消费心理都会

是不轻的刺激，是一个通过性价比

的感受带来对于全年经济形势预

判的信号。作为文化娱乐市场的

重要晴雨表，电影人懂得把握自己

的权利与责任非常重要。

仅仅知道从自己角度看问题，

有钱赚立马赚固然没错，但从中透

露出的行业天花板恐慌，就会给社

会传递出电影市场“通货膨胀”的

信号。也让人感到了电影行业没

有太多办法，除了提升节日票价没

有别的创新套路。

关于行业的创新如今已经到

了这样一个关口，没有创新，你的

流量甚至就会下降。这个春节就

比去年少了 1500 万人次，这不是一

个小的数字。行业流量下降才是

真正的行业当下的信号，因为流量

就是明天的市场，流量带出的数据

正是行业的市值。“-1500 万”昭示

的行业市值就是下滑的征兆。

难道因为一部影片的票房成

功，我们就可以把头塞进沙堆里去

吗？直白地说，行业数据的景气与

否，不在一两部影片的票房而在整

个行业显示的流量。而这个流量

不进则退，或者已经在退，有什么

还可以骄傲的呢？

如果行业的涨势大家认同或

者市场信心满满，票价提升是不会

造成反而人次下降的。票价坚挺

而 人 次 增 加 才 是 行 业 看 涨 的 标

志。影城只有在没有更好的人次

流量变现的办法时才会如今天这

般饮鸩止渴、竭泽而渔。这是危险

的信号。失去数据流量的变现能

力，枉顾丧失明天的流量而只图今

日的收入，说明明天这个行业的流

量还会丧失，这个行业的数据还会

下降，这个行业的前景无法评估。

放弃对于流量的追求是这个

春节真正的败笔。有人会这样认

识吗？放弃流量的追求就是放弃

对于行业或者自身影城明天的价

值，这只能是败笔。

“ -1500 万 ”人 次 预 示 着 什 么

呢？它可能预示着今年电影市场

的热情较之于去年还会有更大的

下降。更多的人退回到电影市场

之外寻求其他影视消费和观赏方

式，这种退却也是对中国电影（春

节几乎都是国产片）的冷淡，而非

单纯是对于票价的望洋兴叹。从

这个角度看还真的不能仅仅责备

电影院。评论春节的影市我们可

以在另一个场合，从这个角度大约

只能说我们的影片没有撑得起更

好的票房和人次。

对于人们放弃对于国产片的

追求，票价提升正好成为了一个借

口。在不满于高票价的当下，用脚

投票是市场在性价比角度上对影

片不满的一种表达方式，只是我们

在此落笔于分析院线和影城的问

题。“-1500 万”人次正是预示着经

济规律对于行业的警醒。这个数

字分布到全国院线也许不会引起

很大的地震，唯有那些非常具有互

联网思维的朋友，会明白产业的滑

坡不是耸人听闻。

因为这个滑坡发生在春节行

业数据流量最好看的时节，而从

2016 年开始我们就知道 3 月来临

后，春节的热闹就会消失，全年下

来 的 三 个 季 度 会 面 临 更 大 的 挑

战。2019 年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四

十 年 以 来 出 现 最 严 峻 局 面 的 一

年。中央也发出了变中有忧、迎接

挑战的号召，正因为这样，作为在

近二十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

国电影行业，如何为国分忧不应该

当是空话一句，把握好行业和产业

的格局，把握好市场整体的发展节

奏，在全年结构调节安排上运筹帷

幄，适足是我们的责任。

产业与行业怎样稳住继续发

展的势头，如何不能减少人次而且

全年保持匀速进步，应该展开多场

讨论，这样的讨论应该既是务实的

也是务虚的，而且不能够光听好

的。按照国家对于院线影城的发

展规划，未来中国还要大幅度加大

影城的建设，增加银幕的数量，人

次如何不再减少，人次如何不能仅

凭增加影城而增加，单体影城的上

座率怎样提升（提升上座率是硬道

理），回答这一切，中国的院线影城

发展才能更加健康、更加良性。

否则一方面提倡增加影城建

设，一方面人次仍旧在下降，这是

不可思议的。人们说，没有更多的

好影片，增加影城建设会否恶性循

坏。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中美贸易谈判自然涉及电影

进口方面。美方要求增加引进数

量，要求提高分成比例，在在都没

有超过我们的意料。下来电影市

场上进口影片当会继续放开数量，

也会在外方的分成比例上做些调

整，我们曾经议论过的进口影片的

改革都会进行，从这个角度看，电

影市场人次降低是不应该的，当然

这也仅仅是片面的角度。市场靠

片吃饭可以是一般而言，如果因此

可以提高我们的信心，我们愿意接

受这样的预判：2019 中国电影市场

人次应该上升。

剩下的就是政府怎样适应进

口影片增加的各种操作压力，使之

真正有助于院线影城的业绩，同时

更鼓舞起院线影城坚持阵地，创新

发展。至于国产片的进步人们应

该有信心。多角度、多类型、多题

材 的 影 片 今 年 来 确 实 在 不 断 试

水。冲着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制

片公司不可能不努力，有想法的编

剧导演们透露出来的信息更是跃

跃欲试。我们专门另辟场合讨论

当下国产影片的不足。本文只是

藉此说明，院线影城丧失斗志、没

有想法是说不过去的。

在一个最好的档期人次下降

不能再有理由，不能一再出现。唯

一要知道的是，如果等观众上门不

足以提升人次，是否就应该改变运

营方式，是否就应该大幅度展开跨

界与社交等创新努力，是否就可以

有充分理由证明创造数据流量变

现是当下院线影城进步的题中之

义。

挽救中国电影市场人次的努

力高于追逐票房上涨的价值。互

联网有一个最通行的原则，万物互

联，说的是所有流量只要存在于彼

此相关的领域就都可以互导。院

线影城的流量与其他商业、行业的

流量是可以互导的，彼此是可以相

互引流的。而首先院线影城即中国

电影市场已经自带流量。这些流量

本身就没有成为真正的资源被充分

利用起来，利用起来的原因也在于

它将因此变现，创造新的客户价

值。创新就是创造客户，创造新市

场，创造市场的未来。丢失或者再

丢失行业自身的流量真是犯罪。

档期的热度不是抬升票价的

理由，而是我们策划开发流量资源

价值的理由。院线影城现在似乎

只会抬升票价来攫夺档期的潜力

了，这当然不是好的兆头，是说明

院线影城没有创新意识和没有新

经济、新零售的知识和想法的兆

头。2019 年在任何行业，新经济的

浪潮都会席卷而至，而在传统的电

影行业，新零售必定起而代替传统

的经营方法。我们的知识更新应

该开始了。朋友们，记住你的人次

才是你最大的财富。

你的人次才是
你最大的财富

春节档的几部国产影片，我陆续

地看了四部。我在这里写一下当时的

观感，也许不是很准确，毕竟时间已经

过去好多天了。我首先看的是《疯狂

的外星人》，电影很热闹，电影院里儿

童的笑声很热烈。宁浩电影跟别人说

的那样，都做的很完整。不过我还是

产生了一些不适感，影响了对电影的

评价。为什么会有这种不适感呢？我

可能是在质疑这部电影制造快感的途

径。

观众显然在黄渤虐待外星人的过

程中产生了观影愉悦，他们都笑得很

开心。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

该给予外星人以人格？这一点其实是

科幻电影制作中必然牵涉到的，也算

是伦理问题吧。我不知道《疯狂的外

星人》算不算科幻，但仍然会有这个问

题。有些国外的电影导演对外星人很

友好，比如斯皮尔伯格，将外星人设计

得很“卡哇伊”，有一些导演在电影中

让人类向外星人严肃地宣战，但很少

见到《疯狂的外星人》那样对外星人施

加虐待和精神羞辱的。

当然黄渤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是

一个外星人，这个倒霉的外星人在电

影中被当成猴子耍了，黄渤用鞭子抽

它，逼它做规定动作。这样对待外星

人也未必是创作者所认为正确的做

法，但是电影用这些做法来激发人的

欢笑，这是它的快感机制，其中总透露

出一些什么来。

电影里面耍弄外星人也耍弄地球

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 C 国特工。当然

电影中交代了耍弄它们不是没有原因

的，因为他们太高傲，太没有平等感，

所以这就为整他们提供了理由。这在

逻辑上似乎给搞通了，但在我的心理

上为什么没有被说通呢？这就是很微

妙的部分，我认为影片在叙事的均衡

上可能有点问题。

基因球从黄渤身体里面排出来，

再让那个 C 国特工放进嘴里，还有把

外星人泡在酒里面，有人觉得这太有

创造力了！人和人的观影感受差别真

的很大，有的人已经笑的半死了，有的

人却无动于衷。那个笑的观众觉得你

的冷静让他看起来像个白痴，就试图

走过来告诉你，这个情节后面为什么

应该笑一下。所以在网上，我看到大

家为此发生的争吵很热烈。

但我个人有点厌倦黄渤的表演风

格，他的表演风格以及这种表演风格

所擅长表现的“屌丝”生存，其中有一

种自轻自贱的意味。那个外星人的造

型和表情也很没有创造力，感觉好像

它在已经在人间的生活酱缸里泡了几

百年了，所以那个奴性和骄纵的表情

都是人间的表情。所以我觉得太简单

化和没有想象力了。但是关于这个，

人和人之间也很难沟通。也许有人认

为它就是用这种给予你的不适感，逼

你去思考现实呢？似乎也说得通啊。

你究竟选择哪个层次的评价呢？这真

是个难题。也许电影在立意上是有所

躲闪的，让我不知道落点所在。

我们都看过很多科幻电影，所以对

外星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位，纵然

我知道你这是一个搞笑片，不是一个常

规科幻片，但电影里面这种处理外星人

的方式，还是让我感觉到一点意淫的意

思。这和电影中处理地球最强大的 C

国(电影台词显示的是美国)人一样，那

些人的表演风格全是照我们的想象来

设定的，那个特工使小性子、摔杯子，一

举一动感觉全是按照开心麻花和赵本

山大舞台的风格来经营的。

电影最后的结局是一切都被解决

了，C 国人被搞定了，外星人被同化

了，他载着一飞船的酒离开了地球，学

会了中国式的问候：一切都在酒里

了。这也让我有不适感。我觉得这是

一个一厢情愿的和谐愿景，这么设计

太简单粗暴了。这么缺乏国际与星际

交往的伦理原则，不会平等交流，也没

有硬本领，把人折磨一顿，事情就能这

么轻易的了了？我们都看了很多科幻

片，也看了不少《飞碟探索》，知道能到

达地球的外星人都是特别厉害的，电

影中他们的高科技也是十分了得的，

所以千万别当外星人都是非洲猴子。

看到那些傻笑的小朋友我都替他捏把

汗，C 国人和外星人可能正赶在灭你

的路上呢。

观看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直觉，觉

得电影在表面文本后又设计了一个隐

喻文本，学者们有福了，又遇到一个可

以操刀实践的机会了。笔者也曾热衷

于这项工作，但在有限表达的文化格

局下，很多隐喻文本千疮百孔，意义投

射若有若无，由于表达上缺乏一套扎

实、严密和有效的逻辑话语系统，所以

一些揭秘和发掘、在一个文本下面看

到一个更深层的文本的做法就显得特

别捕风捉影，这种话语游戏有点无聊，

在这个现实情况下，韩寒的新电影似

乎对当下中国电影创作局面做了一个

很好的说明。

我觉得韩寒越来越职业范儿了，

它拍了《飞驰人生》这样一部特别“纯

粹”的电影，已经基本完全没有那种在

《后会无期》里面的复杂诉求了，那时

候韩寒还老想搞点批判性和社会隐喻

什么的，现在看来他已经死心了。

这部《飞驰人生》还是一个小人物

的故事，赛车手沈腾被禁赛又打算复

出，当然十分艰辛，电影为他设计了很

多小障碍，体现了韩寒式的幽默，对我

来说这比黄渤式幽默更好接受一些。

但韩寒作为一个作家，在塑造人物上

似乎也没有什么层次感。

电影后半部分我觉得还不错，它

有点像赛车的说明文，对于赛车这种

比赛的配置以及著名的巴音布鲁克拉

力赛做了一些很好的展示。韩寒作为

一个成功的赛车手，发掘并表达出了

赛车这种体育运动本身的紧张感。

看《流浪地球》的时候，由于过年

熬夜，所以我在电影院睡了差不多一

个小时，中间被影院音响震醒，看一眼

银幕，还以为我是在看《2012》或《后

天》呢。

在这四部国产片中，我比较喜欢的

反倒是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若你

了解周星驰的人生阅历，你就会知道这

影片和《喜剧之王》一样带有自传性。

女主角和上铺去面试，谁知道上铺被选

中，自己被抛弃，当年周星驰和自己的

邻居梁朝伟一起去面试，发生的故事和

电影中也差不多。《新喜剧之王》的女主

是片场一个最不起眼的群演，但天天捧

着斯坦尼的《演员的自我修养》研究表

演，她演一个非常次要的戏，都要求合

理化，希望表演出层次来，这种较真让

她被现场副导演几乎扔出片场。这个

细节其实也来自周星驰的生活经历，据

说他当年在片场曾被李修贤奚落：你演

戏何必像狗一样卖力！

女主角遭遇了各种被夸张了的厄

运，当她被猛揍一顿的时候，关心她的

人就问她怎么样，要不要紧，她很郑重

地说：以后别再问我要不要紧，真的根

本就不要紧！

电影中的表演方法可能不是斯坦

尼的表演方法，而是周星驰独有的表

演方法。女主角的从容镇定让人忍俊

不禁，但是却让人感受到一丝心酸，同

时也能感觉到一种对她的敬意。这里

面体现的人生态度对于观众，其实很

有感召力和启发性，其中有独特的生

活观念的暗示，这跟黄渤式的油滑不

一样。当我看到女主角最终成功了的

时候，这种夸张的电影风格仍然会让

观众留下真实的眼泪。

又是一年春节档，每到这个档期

总是弥漫着欢腾喜庆的气氛，这也是

容易诞生现象级影片的最佳时机。

果不其然，硬核科幻片《流浪地球》就

这么横空出世了，截至 2 月 19 日票房

逼近 40 亿，成为仅次于《战狼 2》的国

内影史票房亚军，票房季军是去年春

节档爆款《红海行动》。有人戏称国

产电影前三甲被陆空海三军占领，还

真是这么回事，《流浪地球》所带来的

全民振奋不亚于 2017 年创造暑期档

票房奇迹的《战狼 2》，中国人的强国

梦在这三部影片中得到了彻底释放

和强烈共鸣。人类命题，超级英雄，

未来科幻，大银幕的主角从美国人变

成了中国人，那份惊喜、那种自豪是

油然而生的，不仅为中国电影工业化

水平的大幅提升而骄傲，更是为这种

大格局、大想象、大无畏的精神鼓舞，

中国电影连续三年发力都体现了制

作国际范儿大片的实力，这对于看好

莱坞奇观大片长大的我们无意是一

种重新出发的激励。

回到电影本身，除了气势磅礴的

视效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全球危机下

的自救行动带给我们的燃点，更感动

的是硬核下所包裹的无限柔情，父子

情、战友情、兄妹情……所带给我们

的泪点，这种守卫家园保护家人的中

国式情感深深打动了作为观众的我，

同时，这种情感也是国际化普世性

的。科幻实现了类型的突破，但归根

到底，电影还是要讲故事，塑造人物，

很庆幸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的科幻

片并没有一味制造视效奇观而忽视

人类相通的情感，在巨大的灾难面

前，人类是那么渺小，却又是这么团

结，每个人都是英雄，那种勇于探索

的人类精神，那种忘我的牺牲精神，

都让我联想到观看《星际穿越》时的

泪流满面，这才是科幻片正确的打开

方式。当然，《流浪地球》并非十全十

美，热映中所产生的争议和质疑声不

绝于耳，但不管怎么讲，中国硬核科

幻片的第一步是扎实的，是提气的，

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注定要载入中国

电影史。

与《流浪地球》的光明正大浩然正

气恰恰相反，同样改编刘慈欣科幻小

说的《疯狂的外星人》却呈现出来完

全不一样的面貌。这部有十足喜剧

卖相的拜年影片集合了宁浩、黄渤、

徐峥“黄金铁三角”，外加这几年冉冉

升起的笑星沈腾，预售期的票房直冲

春节档影片之冠。可能宣传与期待

值有偏差，观影过程中反而有种种不

适应，没有笑出来。外星人-C 国精

英-中国草根，这条所谓按优等生物

排序的鄙视链条中，充满了底层人对

所谓高等人的误读、戏耍与捉弄，一

边是本土风俗：耍猴、人情、酒文化，

一边是“降临”般的高科技对话，科幻

表现得土洋混杂，戏谑荒诞解构之下

对民族自身劣根性有反思，但是所谓

的黑色幽默讽刺之间总是显得自作

聪明，缺乏善意。

同样是沈腾主演的《飞驰人生》倒

是在观赏性、娱乐性和思想性上做得

比较综合和均衡，作为韩寒的第三部

电影，明显成熟了不少，而且直面自

己酷爱的赛车生涯，充满了个人趣

味，却又与大众的诉求相贴合，价值

观很正面很主流。前半段抖机灵的

笑点处处，韩式冷幽默总是在观众进

入煽情情境之时突然又将主人公打

回原形，自黑自嘲一把，落魄赛车手

的种种不容易让人笑中飞泪；最后的

赛车实战段落燃情励志，飞起一跃代

表了多少人热爱的梦想。全片没有

一个反派角色，就连“高富帅”的竞争

对手都充满了正能量，遗憾的是张驰

和养子之间的父子情并未做太多渲

染。韩寒电影还有一个特点，穿插的

多首老歌都焕发出了新的味道：《平

凡之路》、《我是真的爱你》，包括韩寒

本人演唱的《奉献》，作为同代人很有

怀旧的代入感。同样在讲述对职业

热爱的还有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

说实话，看预告片的时候居然看哭

了，喜剧片吗！？这明明是部泪点大

于笑点的悲情片。影片翻拍 20 年前

的经典之作《喜剧之王》，由此引发了

不少争议，不少粉丝留言“星爷”江郎

才尽，炒冷饭，令人失望。看了影片

虽然觉得不尽如人意，比如模仿致敬

周星驰和张柏芝表演的经典段落还

是差了许多，整个剧情也比较单薄，

但是这次加入了父母的视角还是增

添了几分新意，看到片尾父母看着女

儿曾经跑龙套受的苦又泪目不已，

《新喜剧之王》拍出了小人物的辛酸

与执著，虽然很多是老梗，但对娱乐

圈 底 层 草 根 的 尊 重 和 情 怀 依 然 还

在。其实《飞驰人生》和《新喜剧之

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糖衣里包

裹着苦涩的核，只是《飞驰人生》的表

现手法更新颖更现代，充满了韩寒对

赛车的热爱，就像周星驰对表演的热

爱一样，而且，都逆袭成功。

今年春节档有三部港片上映，除

了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还有成龙

领衔的《神探蒲松龄》、“麦庄”组合的

《廉政风云》，相比内地的硬核科幻

片、赛车体育片的创新，港片的确显

现出老态，套路深重，开创性不足。

按说《聊斋志异》IP 本可以改编为东

方奇幻系列大片，可惜近年来奇幻片

时运不济，而主打悬疑探案的《神探

蒲松龄》演绎的却是人妖之间的虐恋

戏码，这让本来冲着看成龙动作戏的

老影迷有点不买账，整部影片也有点

乱炖的感觉，好像是部“《狄仁杰》+

《捉妖记》+《倩女幽魂》+《画皮》+《画

壁》”的杂合体，过于庞杂。其实，分

开看，镜妖打斗一场戏挺精彩，还有

各种 CG 小妖各显其能，插科打诨，成

龙饰演的聊斋先生从书生演变为手

执阴阳判的捉妖武将，让人联想到钟

馗，很善于成人之美，作为“闹春片”

总体还算及格吧。至于犯罪动作片

《廉政风云》，最大的看点就是两位

“影帝”刘青云和张家辉之间的飚戏，

但是整个戏路的设计很容易让人猜

到谁是幕后黑手，而大反派的出场简

直太随意太脸谱化，情节平淡，心理

悬疑感较差，又缺乏紧张刺激的动作

戏，难怪票房是八部春节档影片中最

低的。

比《廉政风云》更无滋无味的当属

今年的应景之作《小猪佩奇过大年》

了，先是以预告片《啥是佩奇》先声夺

人，结果雷声大雨点小，收获了一片

嘘声，整部影片就像一部春节联欢晚

会大串烧，过年 MV 串联起几个小猪

佩奇动画短片，平庸无聊。当然，我

是带着成人视角的偏见，如果低幼儿

童能打分，不知道打几分，孩子们看

到动画短片就精神抖擞，看到真人部

分就自动休眠，编导是不是真得很懂

得儿童心理呢？！故意这么穿插安排

让孩子们有时间玩耍一会儿。另外

一部合家欢动画片就是以质量稳定

取胜的“熊出没”系列，作为国产动画

大 IP，这次的《熊出没·原始时代》依

然诚意满满，没让人失望，熊大、熊

二、光头强三人组穿越到石器时代，

开始了一段冒险之旅，叙事饱满，人

物、动物设计有萌趣，小灰狼飞飞和

熊大之间的友情很感人，很温暖，还

有追求勇气的立意对孩子很有教育

意义。

综上所述，相较于 2018 年春节档

品牌系列片的繁盛，2019 年的春节档

更具有开创性和话题性，呈现出新旧

交替的局面，科幻片成为新宠，体育

竞赛片也有一定的创新性，当观众对

老套的类型片逐渐审美疲劳，是需要

新类型来开拓观众的视野，刺激观众

的心灵。而香港主创所擅长的东方

奇幻片、犯罪动作片、无厘头喜剧片

都逐渐式微，亟待新的元素的注入。

针对儿童电影市场，合家欢动画片成

为了春节档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只不

过，借力风靡全球的电视动画形象的

同时也要有自己独特的创意，才能乘

帆远航。

科幻领航 花式拼盘
——2019年春节档电影观察笔记

对春节档四部贺岁片的观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