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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跨年的回眸与凝望：

中国电影迈步从头越
■文/陈旭光 张明浩

本报讯 近日，成都金沙院线

在成都市温江区、双流区、新津区

多地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全国公

益电影“时代楷模”主题影片展映

活动。

成都金沙院线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为当地群众放映电影

《文朝荣》，当地群众听到放电影消

息，不顾寒冷，陆续赶到放映点。

该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原型人

物是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

原党支部书记。海雀村属喀斯特

地貌，不适宜人类生存，上世纪八

十年代以“苦甲天下”闻名。1985
年 6月 5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曾对《国内

动态清样》作出重要批示:“请省委

对这类地区 ，规定个时限，有个可

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

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文

朝荣同志正是在这种条件极其艰

苦、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几十

年如一日带领群众求生存、谋发

展、开荒育林，书写了绝处逄生的

感人传奇，淬炼了不向贫困弯腰的

奋斗精神，使海雀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观影的群众纷纷表示：

“文朝荣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带领群

众求生存、谋发展、开荒育林，不向

贫困弯腰的感人精神让我们为之

震撼。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立足

岗位，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对待工

作，热爱生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国家的美好未来贡献自己的力

量。”

喜迎二十大全国公益电影“时

代楷模”主题影片展映活动将继续

在成都全市开展，将《刘伦堂》、

《文朝荣》、《天渠》、《喜迎代村》等

多部优秀影片带给人民群众，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

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筑牢基层意

识形态阵地。

（支乡）

本报讯 鸽子作为最早被人们

所驯化的鸟类，已与人类共同生

活了超过五千年的时间。如今鸽

子已是和平、友谊、团结、圣洁的

代名词，同时在中国它还是“信

使”的象征。国内以养鸽、赛鸽为

题材的院线励志轻喜剧电影《你

好,鸽先生》近日发布消息。

在中国信鸽协会的支持下，

《你好 ,鸽先生》由河北盛达琳影

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中蔬

潞康信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

品，开创者国际赛鸽俱乐部、北

京艺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

出品，北京帅鸽影业有限公司制

作。该片导演刘泳辰，从业十几

年，参与了多部影视剧的编剧和

执导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

验。故事从一个“富二代”杨步

成 (王一 饰演 )身上引起，其父希

望他可以跟“草帽哥”高建鹏 (李
卓霖 饰演 ) 多亲近。杨步成则

发誓一定要在信鸽比赛上与高

建鹏一较高下。随着比赛的开

始，高建鹏发现，事情远远没有

那么简单，他正在陷入一场蓄谋

已久的危机。除以上演员外，片

中 还 有 苗 皓 钧 、张 春 年 、韩 乔

生、祝涛、潘时七等观众熟知的

面孔。

该片出品人高建鸥正是本部

影片中“草帽哥”的原型人物，他

是北京开创者第二届铁鹰鸽王综

合总冠军，百鸽园 2015 年总冠

军，2020 年天津开创者一岁鸽四

关鸽王大奖赛冠军得主。他表

示，《你好，鸽先生》力图展现出最

真实的养鸽和赛鸽的生活环境，

采用真实场景拍摄。

（支乡）

本报讯 近日，电影《奇迹·笨小

孩》导演文牧野与主演陈哈琳、公

磊，特别出演王传君一起亮相“热

土人间”全国路演——北京站“团

圆之力”的第二场路演现场，与留

京过年的观众们一起观看这部春

节档给人幸福感的合家欢电影。

映后见面会现场，导演文牧野

表示：“成功是过程，幸福才是终

点。影片其实描写了一个男孩为

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努力追求幸福，

最终收获一群异姓家人，所以这个

电影是写家，尤其中国人概念里家

的故事。”映后也获得现场观众评

论表示：“在这部影片中看到的不

是青年创业，也不是成功，而是感

受到家庭的温馨与幸福。”

路演现场，有位早上从外地坐

高铁特地参加见面会的观众表示：

“二刷影片依然感受到幸福，我和

景浩同岁，从他身上也看到自己的

影子，让我想起在人生中那些曾经

在我身边帮助过我的人，也感谢这

部电影带给我信念感。”

还有观众坦言：“已经三刷影

片，每次的泪点都是在妈妈离开景

浩的那一幕，作为母亲看到这段还

是挺触动人心的，所以这次特意带

着母亲一起来看。感谢导演和主

创把这么好的电影带到我们身边

来，让我们在虎年对自己、对家庭

进行新的审视。”

影片还发布了“笨小孩”奇迹

之旅制作特辑。特辑中，文牧野携

手幕后主创在深圳进行大量走访

调研，戮力同心用好故事创新，用

光影表达情感，用色彩构建空间。

（杜思梦）

《奇迹·笨小孩》发布
“笨小孩”奇迹之旅制作特辑

成都开展
“时代楷模”主题影片展映活动

《你好，鸽先生》
带你揭秘信鸽比赛“潜规则”

2021年的中国电影，在疫

情的压力下仍表现出强劲的生

命力与较为可观的发展前景。

市场票房达到472.58亿，连续

两年成为全球票房冠军；全国

银幕数达到82248块，稳居世

界第一。无论是票房，还是银

幕数，都表现出中国电影的生

命力与巨大的市场潜力。春节

档、国庆档取得“历史最优”的

成绩；新主流电影不断开辟题

材的新领域，出现了“集锦式”、

多导演合作等新的叙事形态和

工业美学业态；“想象力消费”

类电影在网络电影领域表现突

出；动画电影、类型电影有新的

尝试与突破——

总之，2021年中国电影在“后疫

情时代”逆境重生，成绩颇为可观，

并给未来电影发展留下诸多有益的

经验和启发。例如，宜加大“腰部电

影”即中小成本类型电影的生产，尤

其是软科幻、影游融合、悬疑探案等

类型，打造电影生态的均衡合理格

局；宜适时总结“集锦式”或“拼盘

式”新主流电影生产之得失；宜合理

规划题材，警惕过度消费主旋律题

材；宜探索新主流电影的“内向化”、

“民生化”、类型化等“可持续发展”

道路；宜加大新力量导演的扶持资

助，鼓励他们的类型创新和“想象力

消费”。整个电影市场都应该积极

适应观众不断年轻化的现实和未

来，大力支持科幻电影、影游融合等

新趋势。还有，在电影创作美学即

故事讲述与情感传达等方面，宜注

重情感表达，致力于讲好“中国故

事”，追求最大程度的“共情”和最

大、最广泛可能的受众群体。本年

度在这方面最为成功的《你好，李焕

英》就具有“合家欢”效应，满足了多

层次几乎全民性的观众情感需求。

回眸凝望，继往开来。而今迈

步从头越。中国电影继续走在大

路上！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

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明

浩，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

4
本年度中国电影的类型格局，

呈现出千帆竞发之势，各有千秋也

各有劣势和潜力。

其一，新主流战争题材历史大

片顺应时势表现突出。《长津湖》超

越了战争大片的宏大模式，着重于

战争中个体英雄的成长，英雄成长

叙事与性格史与情节发展相一

致。《跨过鸭绿江》通过对战争全景

审视的“宏观全景”构架与格局，呈

现战争从决策出兵到各个主要战

役的进程。《1921》把“一大”的举办

演绎成惊心动魄、危机四伏、悬念

丛生的悬疑惊悚类型美学效果，体

现了新主流电影在政治正确前提

下的大胆求新。

其二，悬疑、探案片表现出良好

发展势头和巨大潜力。2021年在冷

档期或普通周末上映且票房破 2亿

的作品共12部，其中犯罪/悬疑片有

7部，占比一半以上，即《悬崖之上》、

《扫黑·决战》、《追虎擒龙》、《秘密访

客》、《扬名立万》、《门锁》。此类片

种积极探索新形式、新题材、新内

容。《悬崖之上》作为张艺谋的探索

之作，融合悬疑谍战、革命主题和冰

雪下哈尔滨的表现性风格，口碑票

房皆可，还获评金鸡百花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奖。《门锁》关

注单身独居女性，融合悬疑类型与

女性话题，不过整体剧作不足，剧情

转折过于仓促。《扬名立万》从游戏

的角度看则是“密室逃脱”型，戏剧

冲突集中，且暗合当下颇为时尚的

“剧本杀”娱乐产业，并与现实互文，

对影视行业颇有讽喻性。

近年影视剧创作中，悬疑/犯罪

类型与游戏心理或游戏精神的结

合，体现了游戏文化对受众影响力

的不断增强，也表现了当下受众审

美的变化，“游生代”受众已经不再

仅仅满足于看电影，还要玩游戏，体

验闯关、密室逃脱和智力挑战，昭示

了影游融合发展的未来空间。

其三，喜剧是大众文化时代的

重要娱乐消费形式。《你好，李焕英》

的“黑马式爆款”创造了中国电影的

奇迹。《大红包》的冷档期逆袭（2.4
亿）以及年末的《李茂扮太子》（4.22
亿）都证明喜剧的“人民性”魅力。

《你好，李焕英》以穿越时空的想象

力架构故事，《李茂扮太子》涉及身

份互换想象，《我和我的父辈》中偏

喜剧风格的《少年行》则是本年度难

得的科幻短片。这些趋向也许表明

了喜剧美学的“年轻向”和“想象力

消费”趋势。

其四，奇幻片探索影游融合，高

扬“想象力消费”。《刺杀小说家》

（10.35亿）、《弑神令》（2.73亿）、《古

董局中局》（4.29亿）等具有“影游融

合”趋势或特征，打造充满想象的超

现实的“异世界”。《刺杀小说家》中，

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并置，互相影

响，平行发展，情节以主人公“寻

找”、“过关”为纽带；小说家虚构的

平行世界游戏风格浓郁，充满“游戏

梗”。《古董局中局》虽为现实题材，

但内容奇幻，想象成分巨大，堪称一

个“电影版的密室逃脱”叙事。

其五，本年度动画片表现出“影

游融合”趋向。如《白蛇2》、《哪吒重

生》都有很多游戏元素，《新神榜：哪

吒重生》中多处出现哪吒骑着摩托

穿梭于各个“关卡”之中，类似于真

人CS、CF中很多设置。

《雄狮少年》是难得的“现实向”

动画电影，关注现实生活，讲述少年

成长和“不忘初心”，但在故事的偶

然性，人物的符号化，说教味等方

面，还是让人颇觉遗憾。“现实向”动

画电影的未来发展之路还有相当多

的不确定性。

其六，文艺电影积极创新。《吉

祥如意》关注素人家庭，及社会问

题，跨越纪录片与剧情片的壁垒；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以18个章节讲

述 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等等，颇

有创新性。当然，文艺电影也需接

地气。“第六代”导演娄烨的《兰心大

剧院》融合黑色电影和艺术电影，归

于复杂的戏中戏结构，极强的作者

风格、令人费解的人物关系体现了

导演的一贯风格。

3
非现实题材，具有“想象力消

费”特点的电影表现出类型融合、多

元探索、题材创新等特征。

在网络电影中，想象力消费类

电影表现突出，几乎蝉联网络电影

头部。2021年网络电影“TOP20”中
有 11部都为“想象力消费”类电影，

如《兴安岭猎人传说》、《黄皮子坟》、

《硬汉枪神》等。

想象力消费类电影还积极探索

“影游融合”趋向。如《刺杀小说

家》是“游戏+想象力”的结合作：加

特林手枪，斩马脚战术，层层闯关

式弑神关卡，道具、人物行动与叙

事游戏化，都在魔幻玄幻基础上积

极开拓“影游融合”。《硬汉枪神》、

《白蛇 2:青蛇劫起》、《新神榜：哪吒

重生》等也有很多游戏化内容和叙

事的探索。

此外，奇幻、科幻等想象力的元

素大量融入玄幻、魔幻类电影，呈现

出杂糅特征。《白蛇 2:青蛇劫起》、

《新神榜：哪吒重生》都有主人公骑

摩托、重机械等情节设置，格斗、枪

战元素与经典游戏《侠盗猎车手》极

为相似，具有科幻/游戏双重性。

2
新主流电影持续发展，继续占

据主导与主流的地位，题材、类型

也有自己的新探索和新拓展。《长

津湖》融合英雄成长叙事与家国战

争叙事，在宏大战争背景下，打造

视听、动作奇观，渲染家国亲情。

《我和我的父辈》以“父”与“子”主

题贯穿四个短片，通过不同时代父

子亲情故事折射深蕴的情愫，甚至

指向未来。《中国医生》塑造了疫情

灾难下白衣战士的群像。《1921》将

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事件化”、情

节剧化，几乎成为一部悬惊险类型

片。《穿过寒冬拥抱你》细腻表现疫

情下武汉的各色普通人的坚守、爱

情、亲情及灾难中的人生感悟，温

婉动人。影片中这些素不相识，在

匆匆人生道路上常常擦肩而过的

普通人，汇成了影像世界的“命运

共同体”。

但部分新主流电影也表现出叙

事庞杂、故事老套、人物脸谱化等问

题，引起了受众“审美疲劳”，故需冷

静思考，探寻可持续循环道路。

未来新主流电影的可持续发

展，一是要合理规划题材，避免题材

撞车，在同一时段出现过多主题过

于集中的电影，拉长并分散受众观

影行为。二是要尊重受众，叙事应

力求简练、集中，故事力求线索明

晰，节奏感强和类型化。

另外，应该积极探索“内向化”

的“新主流现实主义”电影。如《我

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你

好，李焕英》等内向化，情感向，富有

喜剧元素的作品，既朴实易懂，投资

不大，而且价值观念开放包容，具有

与时俱进的青年时尚性。

1
疫情反复的 2021 中国电影产

业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同时面临新

的挑战与新的机遇。

电影市场有序恢复，多元电影

格局中，“头部”效应突出，“腰部”

力量不足，“情感向”与“探案/悬疑

类”“中层工业美学”的“中小成本

电影”需要大力开发。2021 年票房

超过 10 亿的作品有 10 部，《长津

湖》（57.75 亿）、《你好，李焕英》

（54.14 亿）、《唐人街探案 3》（45.24
亿）三部作品就近乎占年度总票房

的 1/3。但 TOP3 之后，就直接变为

了 10亿出头的作品，腰部力量明显

不足。

创作队伍上，中老年导演宝刀

不老。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徐

克等创造力仍然颇为旺盛。新力

量导演则继续成长，担纲主力，后

继有人。2021 年中国年度电影票

房 前 50，青 年 导 演 占 比 超 过 了

80%。《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

3》、《刺杀小说家》、《扬名立万》、

《我的姐姐》、《误杀 2》等都为青年

导演操刀，囊括了爱情片、喜剧片、

战争片、魔幻玄幻片、灾难片、悬疑

片、动画片等各种类型，并且都有

探索创新。

电影生产的品牌化优势突出。

《我和我的父辈》、《唐人街探案

3》、《误杀 2》等的成功离不开品牌

化。品牌性与品牌战略已经成为

电影工业的重要内容。“唐探”系

列、“我与我的”系列均有了自己的

IP，但需要珍惜品牌效应，进行可

持续发展。

电影产业方面短视频营销越来

越占位重要。以抖音、快手等为平

台的短视频为电影营销提供了渐

进式营销、话题+演员渲染式营销、

长尾营销等新模式，也改变了电影

产业的构成和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