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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阿利 侯丹青

2024年春节档佳作频出
高满意度深化春节观影新民俗

本报讯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4
年春节档调查结果显示，春节档观众满意度

得分 85.9 分，为 2015 年以来调查 9个春节档

的第二名，同时居历史调查各档期满意度第

四位。档期调查的 8部影片中有 4部超 85分

（《飞驰人生 2》86.2 分、《第二十条》86.1 分、

《热辣滚烫》85.9分、《熊出没·逆转时空》85.5
分），数量和 2023年同期持平，均为历年春节

档之最。档期多元化佳作频出，以优质创作

获得观众高满意度评价，再度掀起春节全民

观影热潮。

合家欢底色+温暖现实向创作获认可

四部影片满意度超85分

2024年春节档电影创作综合水准再上新

台阶，一方面多部影片以合家欢喜剧元素为

底色，高度契合档期观影氛围，另一方面实现

对社会和个人命运及成长的观照和思考，植

根现实温暖观众。同时，透过这些优质内容

凸显出专业、纯粹与真诚的创作风貌，得到了

观众的高度认可。

2024 年春节档共调查 8 部影片，与往年

同期相比，虽然今年缺乏满意度高于 87分的

影片，但高满意度影片数量保持领先。档期

共6部影片满意度超82分，高于历年春节档4
部的平均水平；共4部影片满意度超85分，这

一数量和 2023年同期持平，均为历年春节档

最高值。同时与历年春节档影片满意度分差

较大不同，2024 年春节档 4 部超 85 分的“头

部影片”满意度最大分差仅 0.7分，为历年同

期最低（历年分差在1.9分-6.0分之间），精品

佳作竞逐，构成了更广阔稳固的精品内容矩

阵，档期热闹非凡。

具体到单片上，韩寒导演的《飞驰人生2》
展现纯粹的喜剧和直戳人心的热血精神，满

意度 86.2分居档期首位，为历史调查 64部春

节档影片第6名；同时，影片满意度显著高于

韩寒导演往年的春节档影片，成为打破电影

续集口碑下滑魔咒的代表性作品。

张艺谋导演的《第二十条》围绕现实题材

故事，以小人物为切口展示法条背后的公理

人情，将家常式幽默与厚重现实有机结合，影

片满意度 86.1分居档期第二位，为历史调查

64部春节档影片第7名。

《热辣滚烫》是由贾玲导演并主演的第二

部作品，无论是贾玲本身的励志蜕变，还是在

创作中展现出的更克制、更成熟的表达手法，

都给观众带来巨大惊喜和正能量，真诚而勇

敢的作品获得观众高满意度评价，得分 85.9
分居档期第三位，为历史调查 64部春节档影

片第9名。

“熊出没”系列电影历经十年磨砺和蜕

变，目前已成为春节档的“白马”影片，《熊出

没·逆转时空》在故事设定和画面风格上继续

突破创新，进一步摆脱纯低幼标签，向全年龄

段受众拓展，影片满意度 85.5分继续刷新系

列纪录。

韩延导演“生命三部曲”终章《我们一起

摇太阳》以轻松温情的笔触调和病痛与生死

主题的凝重色彩，激发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

得到了观众较高的满意度评价，得分83.9分，

在“三部曲”中居于满意度中间水平，略高于

《滚蛋吧！肿瘤君》0.3分。宁浩导演的《红毯

先生》以“极简叙事”的荒诞喜剧风格观照现

实百态，获得82.0分的观众满意度评价。

另外，2024年春节档还有《八戒之天蓬下

界》和《黄貔：天降财神猫》两部动画影片上

映，但与同期已有广泛固定受众盘的“熊出

没”同场竞技仍需更有竞争力的故事和制作

水准，两部影片满意度均未能进入“满意”区

间（≥80分）。

普通观众最爱《飞驰人生2》

专业观众最青睐《第二十条》

从普通观众和专业观众评价上看，8部影

片中仅 1 部二者排序一致，其余影片满意度

排序均有差异。

首先，居于单片满意度前三位的《飞驰人

生2》《第二十条》和《热辣滚烫》均得到了普通

观众、专业观众的高度认可，普通观众对喜剧

风格更突出的《飞驰人生2》评价最高，题材和

立意相对厚重的《第二十条》则最受专业观众

青睐。其中《第二十条》专业观众满意度评分

86.3分，居历史调查 469部影片的第八位，同

时是 2023 年至今第二部专业观众满意度高

出普通观众评分的影片（另一部为 2023年暑

期档的《长安三万里》，专业观众高出普通观

众0.7分）。

居于单片满意度排序中部的三部影片

中，普通观众对合家欢的动画片《熊出没·逆

转时空》评价略高，专业观众则是对聚焦生命

议题的《我们一起摇太阳》评价更好；《红毯先

生》则均居第六位。

从细分维度评价上看，档期优质影片众

多，观众各有所“爱”。在普通观众评价体系

中，《飞驰人生2》的故事喜爱度、视觉效果、精

彩对白和不枯燥居首位，《热辣滚烫》主要演

员的表演、新鲜感和传播方式居第一位，《第

二十条》的正能量、《熊出没·逆转时空》的音

乐效果、思想的深刻性得分居第一位。

在专业观众评价体系中，《第二十条》的

类型创作、创意新颖度、情节合理度、主要演

员的表演、不枯燥、思想情感的深广度和传播

方式 7 项指标得分均居档期首位，《热辣滚

烫》的情绪情感感染力、精彩对白和健康积极

的价值观念为第一名，《飞驰人生2》的视觉效

果、音乐效果获得档期最高评分。另外，《我

们一起摇太阳》的主要演员的表演、思想情感

的深广度、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念和传播方式

得分也进入档期前三位。

2024年春节档佳作频出

形成热络的节日观影及讨论氛围

2024年春节档优质的影片内容矩阵有效

拉动观影及讨论氛围，档期内有合计90.3%的

普通观众认为档期观影选择空间“非常好”或

“比较好”，这一占比较去年同期高出2.9个百

分点；专业观众这一占比为 88.3%，略低于去

年同期。

同时，在档期满意度三大指数中，传播度

87.6分，为三大指数中最高，居历史调查春节

档的第二位；档期观赏性得分85.5分，思想性

得分 85.4 分，均居历史调查春节档的第四

位。《飞驰人生2》《热辣滚烫》和《第二十条》居

档期传播度前三位，其中《热辣滚烫》是普通

观众传播方式得分最高影片，为 86.7分，《第

二十条》为专业观众传播方式得分最高影片，

达满分100分。

高满意度加持下，2024年春节档观影及

讨论高潮不断，档期观影人次连续六年破亿，

初一大盘票房再破 13亿元，初二初三连续保

持 10 亿+量级，并在 2 月 14 日“情人节”实现

大幅逆跌至近 12亿，同时档期高满意度影片

也出现多次逆跌。档期票房走势稳健且综合

表现显现后劲较强，随着高满意度影片的优

质口碑持续发酵，长线票房仍具备较大增长

空间。

2024 年春节档影片高满意度不断拉升

大盘热度，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进一步

巩固了春节观影这一新民俗。这些带有温

暖现实主义底色的优质作品让观众在龙年

伊始感受到了充分的欢乐、感动和正能量，

同时其凸显出来的创作者对于观众的赤诚

之心，对于创作突破的勇气以及匠心打磨质

量的决心，都是支撑未来电影市场长久健康

发展的关键所在。 （支乡）

2023年的中国电影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显示

出在向新的高潮跃进之中的活跃性，展现了电影

创作不断创新发展的能力和电影市场持续深耕

细耕的潜力。本年度的中国电影评论，即时地从

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追逐透视，努力引导电影

的传播趋向和大众的审美风向；积极回应电影评

论场域中的新现象和新动态，利用新理论与新方

法剖析电影评论的生态之变；同时在数智时代的

大背景下，更注重对电影技术的探讨和创作者艺

术创作理念的挖掘。

一、多视角评析年度电影新作的得失之道

2023年，中国电影在上映影片数量、票房总

成绩和观影人次等方面都显示出后疫情时代强

劲的上升势头。整体来看，2023年度中国电影出

现了如春节档的《流浪地球 2》《满江红》《无名》，

五一档的《长空之王》《人生路不熟》，暑期档的

《消失的她》《八角笼中》《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

部：朝歌风云》《热烈》《孤注一掷》，中秋、国庆档

的《志愿军：雄兵出击》《坚如磐石》，以及《保你平

安》《脐带》《宇宙探索编辑部》《涉过愤怒的海》

《我本是高山》等“百花齐放”的优质作品，体现了

中国电影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步伐，响应了党的

二十大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的号召。

（一）新技术与大产业：新主流电影的品牌系

列开发

《流浪地球 2》是 2023 年初中国电影市场最

为瞩目的作品之一，评论者主要关注作为中国电

影工业美学代表作的系列电影，该片的“前传”特

点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既要在前作基础上在形

式和表达方面有所创新，又要为后续系列的开发

在诸多层面做铺垫。针对三部系列连拍的首作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评论者不约而同地聚

焦于“中国神话史诗”这一核心题旨，从史诗电影

的本土化探索、古代神话故事的现代改写以及系

列电影的叙事创新策略等角度，分析其给予中国

电影在多个层面的诸多积极启示意义。《志愿军：

雄兵出击》，是陈凯歌导演“志愿军三部曲”的开

篇之作，“全景式”和“史诗”等是评论者集中标注

的关键词，体现出此系列电影不同于近年出现的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展现出了宏大的叙事视野和

还原历史的大格局，如何在保证单部影片的叙事

完整性和艺术特质的前提下，兼顾作品与续作的

内在关联，是该系列电影需要处理和取舍的重要

逻辑问题。

（二）跨类型与跨媒介：类型电影创作和宣发

的融合出新

张艺谋导演在 2023 年度有《满江红》和《坚

如磐石》两部电影上映，这两部电影在剧作创意

和类型创新等方面均展现出诸多亮点。众多专

家学者对电影的剧作基础以及“悬疑 +喜剧”的

类型融合表达了一致的认可，认为电影中呈现出

了契合当下年轻观众审美的游戏思维，尊重观众

的情绪和情感需求，将传统文化巧妙转化并体现

了当下的主流价值观。在暑期档电影中，《消失

的她》和《孤注一掷》因获得高票房和高关注度，

使电影的商业属性与聚积的社会效应被成倍放

大，电影持重的“反转叙事”契合了当下观众对反

转快感的追求，而在电影上映后的系列宣发过程

中有意通过对社会议题的挪用制造“爆款”话题

的现象也是影评者侧重讨论的重点。《长空之王》

中呈现出国族叙事以及主题与人物的鲜明时代

特征，延续了新主流军事电影的蓬勃发展之势。

本年度的《保你平安》和《无名》都倾向于在类型

叙事的基础上，加入作者的个体表达和风格杂

糅，在类型的融合和拓展方面值得探讨。

（三）精准化与破圈层：泛类型分众电影的大

众联动

本年度系列现实主义电影和部分动画电影，

在有着较为精准的受众目标基础之上，凭借电影

自身的口碑和有效的传播，形成了破圈层的大众

联动的局面，也成为年度影评热点。《八角笼中》

取材于真实事件，对格斗孤儿群体的关注以及导

演王宝强自身经历的“折射”，拉近了融合体育、

励志、温情多面向的现实题材电影与社会现实的

关联。“老年电影”《我爱你！》在深度老龄化的当

下，电影在题材选择、艺术表达、社会文化内核呈

现等方面，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涉过愤怒的

海》在上映初期迅速收到破圈层的功效，导致电

影口碑的两极分化，这一复杂过程值得深入的探

讨。《长安三万里》作为暑期档的焦点，除了影片

质量造就的口碑基础之外，还在于其全龄化、合

家欢的电影定位，体现出新时代以来中国动画电

影开创出的独特拓新路径在得到不断的验证。

（四）新力量与新挑战：青年导演作品的亮点

与争议

本年度的青年导演作品在亮点背后也引出

了不少争议，体现出作为新力量的青年导演在成

长历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和需要应对的新挑战。

作为导演孔大山长片处女作的《宇宙探索编辑

部》，获得平遥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等多个奖项，

收获了 6700 多万的院线票房，同时在评论界也

获取了高关注度和高评价，评论者从叙事学、知

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伦理学以及哲

学等多重视角评议这部类型风格鲜明的作品。

青年导演魏书钧在2023年度同样有两部作品公

映，与《永安镇故事集》322.7万票房和《河边的错

误》超过 3 亿票房的悬殊对比相似，两部电影在

不同领域和不同语境中也得到了相差较大的评

价，引起的争议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二、多维度审视电影评论场域的生态之变

（一）以档期为观察窗口，洞悉中国电影的创

作风向

本年度多位学者对几个重要档期做了盘点

观察，总结出了诸多有益的观点，针对问题提出

了切中肯綮的建议，如彰显“亲情正义、社群正义

和机器人正义”等三种正义的电影最能引发观众

共鸣；观众的新鲜感“开始更多来自于故事和类

型的创新，文化共鸣带来的本土优势，以及情绪

分享的代言表达”的结论，对中国电影项目的立

项开发和艺术创作颇有参考价值。针对撤档电

影背后的多重因素，以及市场博弈中发行方主动

和被动选择下所遇到的共同困境等问题，有学者

给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二）聚焦视频类影评，检视电影评论的新形态

随着融媒体技术的更迭和短视频的勃兴，最

能体现评论互动性特质的视频类影评应运而

生。作为一种处于持续演进的新形态，目前视频

类影评的命名、范畴、内涵等方面都处于混沌的

状态，“短视频影评”“视频类解说”“电影解说短

视频”“速食电影”等概念被放置在不同语境中界

说，而各种范畴的界定又都存在交叉、重叠的部

分。其对传统形态电影评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

的，而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形态的

变体和新问题，本年度的电影评论界在视频类影

评的特征、发展现状和趋向等方面，给予了多视

角的观察总结和分析判断。

（三）探寻评论的理论方法新路径，完善电影

评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命名有别，但当下的电影评论大体可分

为大众影评、新媒体影评和学术影评，各个评论

形态有不同的参与者和受众，也各有侧重和优

势，三者相互交织、互补，共同构成电影评论的场

域生态。诸多学者认为，数字时代的电影评论已

不同于以往主要针对电影艺术质量分析判断和

阐释的主要目标，而更多是对舆论场的争夺，在

争夺和引导过程中，学院派的电影学者要主动担

负起重建电影评论新秩序的重任，引领、参与和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电影评论体系。

三、多向度探照年度佳作主创的创作之法

2023年度中国电影不乏优秀力作，佳作主创

者视角的电影创作谈，包括导演、编剧、演员以及

摄影、美术、声音、视效等专业领域，解析电影制

作中更多幕后的细节，多向度、精准化拓展了电

影评论的经纬。

（一）探察电影主创者的创作理念

本年度张艺谋导演的两部作品均由陈宇担

任编剧，自《狙击手》上映后，陈宇提出的“叙事动

力学”得以通过访谈形式进入公众影评视野，陈

宇将《满江红》视作“叙事动力学”的实践总结，以

片中主角动作、人物、主题、情节不同维度的“升

维”为例阐释了这一叙事理论，同时提出了“叙事

动力学”的三个理论锚点。在《流浪地球2》中，视

效团队的工作首先要在被整个电影团队认可的

“视觉概念”统领下进行，设定视觉风格基调，设

计视觉方案，进而展开具体的如虚拟拍摄等的视

觉技术运用。《无名》的摄影指导蔡涛提到，电影

整体呈现出以色调来区分空间环境的设计。叶

锦添美术团队确立了设计思路，融合了多个年代

不同形式的画作等元素，搭建出《封神第一部》独

特的美学系统。

（二）探究电影导演的艺术观念

张艺谋提到《满江红》是其在风格类型杂糅

方面的一次尝试，电影所呈现出最鲜明特质的豫

剧音乐是导演在剧本未成型前已敲定的，传统艺

术理念中的“走马灯”的形式和最终推翻一镜到

底的实验，都是在为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

而设定的方案。郭帆认为，对于目前中国科幻电

影的工业化生产和系列化开发来讲，相对于视听

系统技术部门的硬件，导演、制片等管理部门才

是亟须提升的短板。乌尔善认为真正的电影工

业化应该是完整体现在创作、制作管理、技术应

用等三个维度。《长安三万里》创作者提到文献研

究和实地考察对创作的重要性，针对动画电影中

是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表演体系问题，是未来

中国动画电影要持续思考和问答的问题。

总之，2023年度的中国电影评论立足于中国

式现代化的文化强国建设目标，与中国电影事业

和产业发展相向而行，秉承“大文艺观”，坚持电

影评论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引领，通过对诸多焦点

新作和热点现象的评议和透视，始终紧贴大众意

义上的观众审美潮流，即时回应电影评论场域出

现的新形态和新趋向，以新理论和新方法分析研

判，加深与年度佳作创作者的广泛交流，在具有

国际视野和前沿技术观照下强化电影创作技术

观念与艺术发展趋向的融合，建构了蔚为大观的

中国电影评论图景。

（张阿利系西北大学电影学院院长、教授、博

导，中国高校影视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天津师

范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侯丹青系西北

大学电影学博士研究生）

2023年度中国电影评论热点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