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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以来，

《哪吒》首让周票房冠军

在本周之前，《哪吒》已经上映了 25
天，并连续收获了四个周票房冠军，本周

虽然让出了“周冠宝座”，但市场表现依

然不俗，单周收获票房3.66亿，稳居市场

第二位。具体看来，在周一至周四（8月

19日-22日）的排座比均接近 40%，其中

周一至周三《哪吒》的票房大盘贡献占比

均超过 40%，周四即使是在《速激》零点

场的冲击下大盘占比依然超过了30%。

8月23日，《速激》上映首日，《哪吒》

的排片比下降至 15%左右，但在记者当

日的采访中，多位影院从业者表示，在之

后几天《哪吒》的排片会出现回升，并对

《哪吒》在《速激》冲击下的市场空间表示

看好，甚至有人认为《哪吒》不仅能够超

越《流浪地球》成为年度票房冠军，并且

在总票房上还有挑战《战狼 2》纪录

（56.83 亿）的潜力。在周末（24 日-25
日），《哪吒》的排片的确出现了回升，占

比回到了20%左右。

除了贡献 44.5 亿票房外，在采访中

有多位市场人士提到了《哪吒》作为头部

影片对于市场的带动作用，“和春节档本

身具备‘吸金能力’不同。暑期档往往需

要实力过映作品的支持，在暑假，以学生

为主的青年观众有了更多的时间，此时

优质影片更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影院，从

而带动电影市场大盘，使档期内上映的

大部分影片受益，并且市场越好，片方在

选择档期的时候就越有底气，如此可以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主旋律影片迎良好口碑

港式类型片获观众满意

在头部影片的带动下，本周也有多

部不同类型的影片对市场进行补充。《古

田军号》、《烈火英雄》、《红星照耀中国》

三部献礼重点影片在本周继续保持长线

放映，其中《烈火英雄》在本周收获票房

1.4 亿元，位居周票房榜的第三位，总票

房15.61亿元，成为2019年内地票房榜的

第六名，《古田军号》和《红星照耀中国》

也在长线放映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大观影

观众的持续好评和纷纷点赞，刚刚荣获

“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的《古田军号》在猫

眼平台上评分更是高达9.5分。

除了主旋律影片，本周港式警匪类

型片也有不错的表现，《使徒行者2：谍影

行动》和《沉默的证人》在周中分别收获

6339万和 4915万票房，位居周票房榜的

第四位和第五位，延续了港式警匪类型

片在今年电影市场上的稳定表现。

来自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
2019年暑期档调查的结果显示：《使徒行

者2：谍影行动》观众满意度得分84.0分，

是历史上调查过的11部港式警匪类型片

观众满意度的最高分，相比之下，《沉默

的证人》虽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但和有系

列基础的《使徒行者2》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记者的采访中，来自放映端的声

音认为：《使徒2》影片质量在近期上映的

同类型影片中属于中等偏上，再加上 IP
加成，目前 6.7 亿的成绩在意料之中，该

片的最终成绩会在7亿左右。

而《沉默的证人》虽然在主创阵容和

影片内容上都值得期待，但一方面市场

近期排映空间比较充足，另一方面该片

之前频繁跳档，反应出片方的信心不足，

目前影片已经收获 1.75 亿票房，预估最

终票房会在2亿元左右。

不仅《使徒 2》，8 月 16 日上映的《愤

怒的小鸟2》和《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也

是两部由 IP改编的作品，在上周分别收

获4666万和1800万票房，排在周票房的

第六位和第七位，表现可能不太理想，但

市场人士表示这两部影片的市场表现在

预期内。

“IP作品改编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破

圈’（突破粉丝圈，吸引其他观众），但《愤

怒的小鸟2》目标受众偏低幼，而且今年暑

期档进口动画市场表现都比较一般，整体

类型的市场空间有限。而《全职高手之巅

峰荣耀》内容偏小众，粉丝性太强，普通观

众缺乏相应的认知度，也不太看好。”

此外，现实题材作品《送我上青云》

在周中收获 1427万票房，虽然票房仅排

在单周第九位，但由于聚焦社会话题，在

上映之后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

上形成了广泛讨论。而在上周五（8月23
日）上映的《保持沉默》和《昆虫总动员2:
来自远方的远征军》则受到《速激》的直

接冲击，排片较少，市场表现比较一般。

首周末之后，《保持沉默》收获票房 1423
万元，《昆虫总动员2》票房1081万元。

《速激》成功接棒

多个纪录有望被刷新

《速度与激情》系列在中国电影市场

是为数不多可以和《复仇者联盟》系列

“掰掰手腕”的进口片，《速度与激情：特

别行动》也是今年暑期档业内公认实力

最强的进口片。在记者的采访中，市场

人士一致认为《速激》能否接棒市场，直

接决定这个暑期档和今年 8月票房能否

再创新高。

8月 23日零点《速度与激情：特别行

动》上映，零点场票房 3500万，上映首日

2.81 亿，首周 7.08 亿，按照目前走势来

看，这部《速激》外传极有可能超越《蜘蛛

侠之英雄远征》（14.12亿）成为今年暑期

档票房最高的进口片。与此同时，今年8
月和暑期档的票房纪录也有可能同时

刷新。

虽然《速激》外传和该系列“正式版”

有一定差距，但考虑到接下来直至中秋档

期，市场上都没有足够影响力的新片上

映，以及目前市场的接受度和该影片的预

售情况，业内对这部《速激》的最终票房预

估基本保持在15亿-20亿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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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数据显示，上周（8月19日-8月25
日）全国电影市场共排映影片 263万场，共产出 14.63亿票房，

共吸引4157万人次观影。

在单片方面，已经上映近一个月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以

下简称《哪吒》）在上周中收获3.66亿票房，依然是国产影片中

票房贡献最高的一个，而于 8月 23日（周五）上映的进口影片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以下简称《速激》）首周拿下 7.08亿
票房，在《哪吒》连续四周领跑周票房榜之后，接过了支撑市场

大盘的重任。

除了两部“头部影片”之外，本周还有多部不同类型的新

片上映，补充市场，丰富观众的观影选择。其中《古田军号》、

《烈火英雄》、《红星照耀中国》等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重点

影片依然保持长线放映并收获不错口碑；港式警匪类型片《沉

默的证人》和《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表现稳定；IP改编作品《全

职高手之巅峰荣耀》和《愤怒的小鸟2》吸引各自粉丝走进影院

观影；文艺片《送我上青云》在上映之后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

话题讨论并实现票房逆袭。

在多部影片的合力助推下，今年8月票房很可能超过2017
年 8月（73.72亿）创下历史新高，今年的暑期档也很有可能超

过 2018年暑期档（173.99亿）刷新历史纪录。此外，截至 8月
25日，8月的25天中国电影市场单日票房均过亿，2019年8月
也有望成为中国内地首个单日票房全部过亿的月份。

两个时代的舞龙

——“心齐方可成龙”

《古田军号》以舞龙作为开头，

舞龙表演也同样出现在影片中间

和结尾。但舞龙在影片中的作用，

并不仅仅局限在首尾呼应上。影

片的开头，是一个新时代的舞龙场

景，随后通过一个“蒙太奇”式的剪

辑，将毛泽东的形象展现在了观众

面前，进而展开了小号手孙子的旁

白叙述。这是一个别具匠心的设

计。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舞龙也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技艺。龙本来

就是由多种图腾拼结而成的一种

虚拟形象，聚则成形，散则无形。

舞龙多次出现在影片中，似乎时刻

暗示着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

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中国人民的意

念之中。它是整部影片的一个主

题，我们不难发现，舞龙的画面每

一次出现，都与毛泽东的形象紧紧

相连。舞龙在整部影片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象征意义。

影片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毛

泽东站在舞龙的队伍中，发起了深

思“心齐方可成龙”，可以说是这部

影片的点睛之笔。二十年代末，闽

西的舞龙表演，还并未像今天那样

精彩。色彩暗淡无光，每个表演者

七零八落地手持自己所舞的部分

各自为政，而表演者所持之龙头在

影片中还有一个特写。龙头象征

着一种精神的走向与精神领袖，是

毛主席本人乃至毛泽东思想的象

征。这一镜头似乎在隐喻，中国共

产党当时领导阶层内部的分歧。

陈力导演指出：“过往表现古田会

议的历史题材对朱毛之争都选择

避而不‘演’，而在《古田军号》中我

选择正视这段历史……”因为古田

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军内斗

争的产物，是正确思想战胜错误思

想、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产

物。”影片通过舞龙的细节，客观而

真实的再现了当时党内领导阶层

的分歧，以富有诗意的方式深刻而

明确地提出了“心齐方可成龙”的

主题。我们不难想象，中国共产党

之所以能够领导工农红军走向胜

利，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执政党，

与龙头所象征着的毛泽东思想的

正确引导是分不开的。

同样，独木难成林，单人难舞

龙。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

民，把这一条龙舞得更加精彩，与

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思想上的高度

认同和行为上的齐心协力密不可

分。这也正是“心齐方可成龙”的

精髓所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坐在一

条板凳上的特写镜头，接着再一次

用十分壮观的画面呈现了一个色

彩鲜艳的舞龙表演。那表演是异

常的壮观与完美，似乎也暗示着，

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引导下，在中

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

怀着齐心协力的意念，已经将这条

巨龙越舞越好。作为中华民族象

征符号的巨龙，已经开始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奋起腾飞。

从红薯到馒头再到“瑞雪兆丰年”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队伍，其物

质资源是极其匮乏的。这一点《古

田军号》中也通过朱德给战士打欠

条的方式客观地呈现给观众。在那

个战乱纷繁的年代，红军战士只能

靠红薯勉强果腹。影片中有一个众

人一边吃红薯一边开会的场景，不

仅仅在于客观再现当时红军队伍的

艰苦条件，更是导演有意味的安

排。在影片的后半段，“毛委员”托

乡亲为朱德带来了两个馒头，并特

意嘱托他总吃红薯对身体不好。从

红薯到馒头，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

党领导阶层对同志的关心与同情。

而朱德分馒头的情节，更是一种别

有匠心的安排——最后分给刘安恭

的那一半馒头，静静地躺在桌子上

直到天黑，似乎意味着刘安恭的思

想，难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走

向最终的融合。

影片在后半段给这种饮食极其

匮乏的条件安排了一个极大的反衬

——“瑞雪兆丰年”。虽然闽西地区

的雪很少可以大到“兆丰年”的程度，

但“瑞雪兆丰年”背后所代表的文化

意蕴，却使得这一幕高于生活的艺术

构思呈现出了另类的艺术效果。这

或者是仅有红薯供给的红军条件的

反衬，又或许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领导人心中的美好希望，同时

也似乎暗示着，毛泽东等人对未来全

中国迎来更大的丰年期盼。

军服的韵味

影片中林裁缝为红军队伍赶制

军服的情节格外深入人心。这一过

程也显示了红军队伍除了仅有红薯

供给的饮食条件极其恶劣之外，穿

着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为了给战士

们赶做新衣，毛泽东、朱德、林裁缝

等人也是倍加上心。其中，军服分

冬装和夏装的细节，以及为小号手

做大一个号军服的细节，更是体现

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对战士的关心

与体贴。在赶制新军服的过程中，

有一个细节安排值得注意。为了纪

念列宁逝世五周年，刘安恭提议在

新军服的红领章上加黑边。当林裁

缝拿着带有黑边的领章找朱德等人

参考的时候，刘安恭却以黑边不够

大而要求重做。毛泽东认为，虽然

列宁是无产积极革命的重要领袖，

但红军队伍中的战士由于文化程度

等诸多因素，很少有知道列宁的是

谁的。而这样的纪念，势必会变成

一种形式主义，这一切被书卷气极

浓的刘安恭所反对。 影片在这一

细节的处理上，埋下了一个意味深

长的伏笔。当刘安恭牺牲之后，毛

泽东主动提出使用他所挑选的那款

黑边极宽的领章作为最后的确定方

案——红军战士或许可以不知道列

宁，或许可以不必纪念列宁，因为列

宁离他们是那样遥远。但他们不能

够忘记刘安恭、不能够忘记倒在自

己身边的一个又一个曾经拥有鲜活

生命的战友。同样的黑边红领章，

后者所代表的现实意义是远远大于

前者的。或许，这也是这部影片背

后深层的意蕴之一。

宣纸所承载的文化

片中毛泽东在低谷期也并没有

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开始尽自己所

能为穷苦的老百姓普及识字，宣传

革命思想。在那样一个岁月里，想

要改变穷苦百姓的生活，不是有一

个或者几个丰年，让他们吃饱、穿暖

就可以行得通的。几千年的封建思

想和剥削压迫，使得老百姓的文化

知识匮乏，被奴役、任天命的思想极

其严重。当毛泽东做教书先生的时

候，他发现年幼的孩子竟然说出了

人不如牲口的话。长时间以来深入

群众，毛泽东对闽西地区下层百姓

有了更深刻更客观的认识。甚至在

造纸厂劳动的妇女，都是婆婆趁丈

夫不在家而卖出去的。

一个又一个凄惨的故事，让毛

泽东奋起勇气，希望用思想和知识

改变贫苦人民的命运。所以他做起

了教书先生。在这一段的故事中，

或许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细节：在

毛泽东即将离开的时候，造纸厂的

老板抱着几大卷宣纸为他送行，而

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张素娥则提出

了也要当红军的要求。毛泽东没有

答应张素娥的请求，而是让她继续

留下来，为下一代传播思想、传播知

识。我们不难发现，宣纸背后所承

载的也是一种文化意蕴。中国是造

纸术起源的国家，中国的造纸术不

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它传播到欧洲

以后，也极大推动了欧洲思想文明

的传播。影片中造宣纸的这一个细

节，无疑暗示着传统中国的文化连

带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思想，

在以纸为文化媒介的传播途径下，

逐渐由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

其深刻的用意，可见匠心。

孩子·老人和号

《古田军号》中出现了两个重要

的贯穿全剧的形象。一个是小号手

而另一位则是该剧旁白的叙述者、

小号手的孙子。看似两个时代的

人，却被导演别出心裁地结合在了

一起。我们不难发现，小号手的形

象在整部影片中少有语言，而但凡

影片需要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时

候，往往都伴有小号手孙子的旁白

和小号手形象的特写。小号手孙子

的声音与小号手的童年形象十分融

洽地结合在一起，也意味着年轻一

代准确地通过年老一代对历史的追

溯把握住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

录，从而更准确地达到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艺术实践效果。

此外，儿童形象一直是陈力导

演艺术技巧中重要的表现手段，这

种手法在其早期作品中既有所酝

酿。诸如电视剧《少年毛泽东》中，

童年的毛泽东用稚嫩的双手紧紧攥

着两把大米，跑着送给了本被父亲

驱赶出去的乞讨母子；电影《战争童

谣》中，那个平凡而又伟大小女孩山

草，以及影片中反复回荡着的她口

中的那句“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

出头”的童谣；电视剧《梦醒五棵柳》

的片头，那一群群戴着红肚兜，时而

趴着窗张望，时而怀抱着玉米穗以

做娃娃的天真无邪的男童女童……

但在《古田军号》中，这一儿童形象

得到了一种升华。小号手成长为

103 岁的老人，那号依旧紧握在手

中，这位百岁老人的形象，进一步拉

近了观众与古田会议时代的距离。

可以说，这位 103 岁的老人，是儿童

形象的一种升华，这一升华在影片

《古田军号》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

撼效果。

《古田军号》是一部处处充斥

着文化意蕴的红色题材电影。无

论是吃红薯还是分馒头，无论是裁

军装还是做宣纸，无论是“瑞雪兆

丰年”还是“心齐可成龙”，其背后

所呈现的一点一滴的文化底蕴，无

不彰显着中国红色文艺电影的高

超艺术技法与合理的情节布局。

而这一系列的文化底蕴的背后，都

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电影独特的艺

术魅力。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心齐方可成龙”
——电影《古田军号》的文化意蕴

■文/宋雪伟

由著名导演陈力执导的大型史诗性影片《古田军号》以饱含深情的笔墨重塑

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队伍。通过富有哲理意味和

诗性的文化意蕴的表达，呈现出了红色题材电影中极具民族文化底蕴的高雅艺

术形态。《古田军号》中的文化意蕴，成为其艺术地再现历史真实的重要手段。

电影《古田军号》以史诗性的表达方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古田会议前后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片段。而影片最富有意味的表达方式即是通过许多具有传统

文化意蕴的元素将那段具有红色记忆的历史再现给了当代的观众。传统文化意

蕴在全剧中的象征意味，是《古田军号》以文艺韵味展现宏大历史的最为巧妙的

艺术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