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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电影观众因

受线上视频节目等影响的分流成为业界最

迫切关注的问题。回过头看，新世纪第二

个十年以来，中国电影观众人数一直在发

生新的离散组合，如以2015年为计，前几年

观众人次是持续上升的：这一年观众人次

为 12.60 亿，比上年增长 51.80%；2016 年观

众人次为 13.72 亿，比上年增长 8.89% ；

2017 年观众人次为 16.20 亿，比上年增长

11.19%；2018 年观众人次为 17.60 亿，比上

年增长 5.93% ；2019 年观众人次为 17.27
亿 ，比上年增长 0.56% 。正负的分界发生

在 2020 年，这一年观众人次为 5.48 亿 ，比

上年下降了三分之二；紧接的 2021年观众

人次为 11.67 亿，虽比上一年有所回升，但

仍未恢复到2015年的水平。

从表面上看，观众人数的骤减是由发

生在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实

际上早在 2018年，这种递减的态势就已经

显现。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疫情的因素，也

同样会出现这种观众大量流失的现象。这

其实是中国电影在特殊发展阶段和特定社

会历史条件下难以规避、必然会发生的大

概率事件。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弄清楚，究

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变化、这种跌

势？个中的原由当然颇为繁复，但从宏观

和整体层面考察，无非有三：

一是其他新型消费娱乐形式的不

断萌发和迅速勃起。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多媒体和体验经

济的发展，各种新型文化消费形式不断萌

生。以“剧本杀”为例，原本只是北京默契

破冰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社交推理游

戏手机App，因其注重推理和沉浸感极强而

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成为新消费时代一项

爆款的娱乐休闲方式。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线下剧本杀实体店数量已

达 3 万家左右，市场规模将近 120 亿元；在

刚刚过去的 2021年，国内“剧本杀”市场规

模更是迅速超过了150亿元。“剧本杀”产业

发展迅猛，线下门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预

计在2022年中国“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将

增至 240亿元左右。这里需要特别值得指

出的是，参与“剧本杀”消费的大都是与电

影观众年龄重合的年轻人，他们几乎天然

地对“新奇特”的事物抱有很强的心理期

待，以剧本杀为代表的各类新型文化消费

形式正好满足了他们对沉浸式体验和新奇

感的精神需求。从目前消费新业态看，“密

室逃脱”、极限运动体验、付费自习室等也

紧随其后，受到年轻人的大力追捧。这些

新的娱乐形式不仅五光十色，而且消费黏

性强、复参率高，分流的都是原本作为电影

主体观众的适龄人群，对观影人次的变动

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是电影的表现形态缺少新变，

渐趋失去神秘的“迷影”魅力。

世界电影诞生近130年，中国电影也已

有近120年的历史。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

到彩色，从到单声道立体声，从窄银幕到宽

银幕再到球幕电影、环幕电影，从24帧到48
帧再到 120帧，电影的观念、语言和表现形

态历经变迁，滚动式地吸引了一代又一代

的适龄人群。随着电影技术革命的推进，

电影的表现形态百变多样、异彩纷呈。但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好莱坞完成“景观电影”

和“高科技高概念电影”的转圜以来，电影

的表现形态一直处在一种相对恒定的状

态，虽然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电影的

拍摄变得更为便捷，画面更为清晰，放映也

更加自由，但就其整体的理念、语言和场

景，以及主要表现方法手段而言其实并无

根本性的变化，正如苏珊·桑塔格指证的：

电影的“迷影”魅力日渐消散。加之资本市

场的角逐日益激烈，对资本增殖的追求过

度，具有原创性和突破性的电影佳作愈益

难产。这种双重叠加的困扰必然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电影的疲态。作为一种已经面世

了一百多年、多少显得有些“老相”的艺术

消费品，相对于接踵而起的各类新型消费

业态，难免显得有些“气力不逮、丹田不

足”。也就是说，没有内生的演化进取，没

有脱胎换骨的创意新变，电影面临的冲击

是巨大的。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艺术发

展的自然规律和底层逻辑。

三是互联网时代网络观影越来越

方便和实惠。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追寻互动性的

电影观看方式，以求可以自由选择观看的

时间、内容和场合，不仅节约货币支出，同

时也节约时间成本（动辄花费数十元和两

个多小时看电影的成本，不是每一个普通

观众都乐意承受的）。互联网的出现，使人

们的这种夙愿终于成为可能，尤其是 2020
年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们的

出行受到限制，居家的时间大为增加，网络

观影旋即成为时尚。

据 美 国 电 影 协 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报告，2021 年美国/加拿大票房

为 45 亿美元，虽然较 2020 年有所提升，但

依然大大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与此同时，

2021年美国家庭娱乐产品消费为 323亿美

元，较 2020 年上升了 7%，其中数字家庭娱

乐的消费较 2020 年增加了 11%；美国在线

视频/互交娱乐的点击量在 2021 年为 3529
亿次，较2020年增幅达6%。在线电影观看

量/互交点击量较 2020年增长 15%，创造了

历史新高。现有超过 135种提供给美国消

费者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在线服务平

台。同时，全球在线视频服务的订阅数量

在2021年增加到了13亿，其中Netflix和“迪

士尼+”从 2020 年到 2021 年的增长率为

14%，合计用户达到达1亿6410万。

我国的情况大致亦是如此，据第 49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2 年 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4296 万，互联网普

及率达 73.0%，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 28.5
个小时，较 2020年 12月提升 2.3个小时，互

联网普及率达 73%，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

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通过网络观看电

影，成为我国更多观众的一种新的观影选

择，既轻松自在，无需车马劳顿；又经济实

惠，省却一笔开支，何乐而不为？自然而然

地拆分了影院观众这块“奶酪”。

如上三条，其实是交叉重叠、互为关联

的。如果说第一条主要是外在的，那么第

二条主要是内在的，第三条则是交汇的。

但它们不约而同地都指向一个方位，在多

元选择的消费时代，电影不进则退，要留住

传统观众，让更多的观众继续留在电影院，

必须内外携手发力，不断增加和扩大电影

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电影如果不

能与正在兴起的各种消费业态进行有效的

抗衡，如果不能持续璀璨发光保持“生命之

树常青”，如果不能创造出只有在电影院才

能享受到的独特艺术魅力，它就难以萦彩

缕长，维系产业健康运转的“源动力”。试

想，倘无创新创意，电影的“迷影”魅力何以

维系？倘无“绝技绝活”，有什么理由非要

拉观众重回“黑匣子”呢？这个命题既明白

又确凿，既烦难又艰巨，需要电影相关各方

做出极大的努力！

当然，留住观众（保存量）还不是我们

的全部目标，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而言，

比留住观众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吸引新的潜

在观众（促增量）。众所周知，最近几年中

国电影观众的年龄层次正在发生微妙变

化。过去我们一直以为，18—34 岁的青年

观众是中国电影观众的主流群体和中坚力

量，占比要超过80%，但最近的2021中国电

影观众调查报告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选

择影院观影的比例也随之增加，尤其35-39
岁这一年龄段的观众占比最高，达到了

47.4%。相比年轻人这一年龄段的观影意

愿更加强烈，受新娱乐方式的影响相对较

小。年轻观众数量在不断减少，观众的年

龄层次在持续提升，这一动向无疑值得引

起更多的关注，因为“年轻的观众没有观影

习惯，对整个电影市场将形成长期的影

响”。怎样把曾经是“主体”的 18—34岁的

青年观众重新请回影院，巩固电影受众的

基本盘，注定是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

必答题。对此，已有不少专家投入了有针

对性的研究，所以我在这里更想探讨的是

长期被忽略的“一老一小”。

先说“老”。2021年 5月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岁

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我国

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在

“银发经济”已经成为“新赛道”的今天，电

影如何积极主动地走近和服务老年观众，

是一个紧迫而又意义重大的课题。应该看

到，现在的这一代（城市）老人，其实是在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看着电影成长起来的一

代，退休后的他们既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又

有相对稳定的退休收入，他们中的大多数

既有与昔日老同学老朋友聚会畅叙的美好

愿望，又有满足和充实精神生活，追求幸

福、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强烈需求。作

为一个数目可观的增量市场，我国老年用

户的电影消费潜力正在被不断印证。且不

说过年过节的“合家欢”观影中活跃老人的

身影，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你

好，李焕英》、《芳华》、《地久天长》、《1950他

们正年轻》等近期频频“出圈”的影片，哪一

部不是也由他们贡献了大比例票房？只是

由于我们过去太急功近利，对于老年观众

市场不以为然，对他们的喜好和研究几近

空白，一些地方曾经出台的吸引老年观影

的优惠措施，也大都无疾而终。现在是到

了改弦更张的时候了。不妨粗略地算一笔

账，如果按 20%-30%的老人一年观影两次

计算，每年就是数十亿的可观票房。倘若

我们能在电影的表现内容和形式、影院的

硬件和软件、购票的服务和便捷、价格优惠

和时间灵活等方面，自觉地给予老人更多

的关照，是否有助于进一步打开老年市场，

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再说“小”。我国现有18岁以下人口约

为4亿人，中小学生2.08亿人。2018年教育

部等部门发布在校学生减负措施以后，中

小学生的时间当值被大量释放出来。前不

久，教育部和中宣部又适时出台了《关于加

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要求用

3—5 年时间，实现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基

本普及，这对于中国电影无疑是一个巨大

的利好。如何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是我

们必须积极主动回答好的课题。中小学生

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层次不一需求多样，遵

循他们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可以使电影

资源得到极大开发。培养他们的观影兴

趣，提升他们的审美水平，有助于把中小学

生由潜在的电影观众转化成电影现实的和

中坚的观众，这不仅解决的是当下的市场

问题，而且攸关未来中国电影强国的建

设。如果考虑到青少年电影消费对全社会

的辐射和对家庭成员的牵引，对这一举措

的估值再高可能也不为过。近年来，中国

高校影视学会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连续

开办“中小学影视教育师资培训班”；笔者

和一批同仁主动在全市中小学校和青少年

活动中心举行电影知识和鉴赏讲座，本意

即在于此。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电影

人的素志和责任。

电影观众“保存量”难，“促增量”更不

易，但都值得我们咬紧牙关努力去做。因

为，正如钟惦棐先生早就指出的：“最主要

的是电影和观众的关系，丢掉这个，便丢掉

了一切”。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

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本报讯 著

名电影艺术家

黄 蜀 芹 ，因 病

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在上海逝

世，享年 83 岁。

黄 蜀 芹 ，

1939 年 出 生 。

1962 年毕业于

北京电影学院

导演系。1964
年入上海电影

制 片 厂 ，历 任

副导演、导演，1996 年兼任上海

电影集团公司新文华影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曾任全国政协第

八、九、十届委员，同济大学电影

学院院长，上海影协副主席等。

2005 年中国电影百年之际获“国

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

誉。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电影

节获奖。

主要电影作品及获奖情况：

《青 春 万 岁》

（1983）获第八

届塔什干国际

电影节优秀影

片纪念奖；《童

年 的 朋 友 》

（1984）获首届

中国儿童少年

电影童牛奖及

文化部优秀影

片奖；《人·鬼·
情》（1987）获

第八届金鸡奖

最佳编剧奖、第五届里约国际电

影节最佳故事片大奖及第七届

美国圣·巴巴拉国际电影节最佳

导演奖；《画魂》（1993）；《我也有

爸爸》（1996）获第十七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华表奖

优秀儿童片奖、第七届童牛奖优

秀 故 事 片 奖 ；《嘿 ，弗 兰 克》

（2002）。此外还执导电视剧《围

城》等。

本报讯 著

名电影艺术家

王玉梅，因病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87岁。

王 玉 梅 ，

1934 年生于济

南。1959 年参

演个人首部电

影《敢想敢做

的 人》。 1964
年，主演剧情

电影《丰收之

后》。1978 年，

出演剧情电影《平鹰坟》。1981
年，凭借在电影《喜盈门》中饰演

仁文妈妈，入围第 2 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女

配角奖。 1984
年 ，凭 借 出 演

剧 情 电 影《高

山 下 的 花 环》

的梁大娘一角

获得第 8 届电

影百花奖最佳

女配角奖。曾

任山东省文联

副 主 席 、山 东

省电影家协会

名 誉 主 席 。

2005 年中国电

影 百 年 之 际 。

获“优秀电影艺术家”荣誉。

（支乡）

本报讯 近日，扬州·中国电影世界

发布 IP 创意大赛征集令。从 5 月 1 日

起至 8 月 1 日 24 时止，面向国内外企事

业单位、机构、设计师、艺术家、院校师

生等，征集反映扬州·中国电影世界项

目特色的宣传标语、IP 形象和文创产品

设计，个人及团体均可作为参赛单位。

各参赛单位可以登陆光线电影世

界公众号下载《扬州·中国电影世界 IP
设计大赛报名表》报名表格，提交作品

时参赛作品打包压缩并与《扬州·中国

电影世界 IP 设计大赛报名表》一同以

附件的形式发送至主办方电子邮箱：

yzmovieworld@ewang.com。邮件主题、设

计方案、登记表均需按照“方案名称+
参赛者姓名+手机号码”规范命名。

在评审阶段，各参赛作品将通过网

络投票、专家评审、公示发布三个步

骤。按照目前规划，8 月上旬，经过初

筛，通过“光线电影世界”宣传矩阵，对

征集到的作品进行网络投票，择优选

取部分优秀作品进入专家评审环节；8
月底前，将邀请专家组建专家评审委

员会，综合各个方案的整体情况，评选

出最佳设计奖 1 名、优秀入围奖 10 名；

9 月下旬，将向社会公示获奖方案，发

布扬州·中国电影世界 IP 形象。

此次征集活动，设立最佳设计奖 1
名，奖励人民币 5 万元（含税），颁发获

奖证书，还将设立 .优秀入围奖 10 名，

各奖励人民币 1000 元，颁发获奖证书。

该项征集活动由全线实景娱乐扬

州有限公司主办，征集令中提出了 5 项

要求：标志性。作品应以“不断生长的

电影世界”特色为基础，设计具有鲜明

的象征意义的形象，可为单个形象或

一组形象；艺术性。作品需符合扬州·
中国电影世界宣传定位，视觉形象鲜

明、认知度高、寓意深刻；整体风格积

极向上；实用性。便于运用各种工艺

手段生产和制作，适合在公函、信笺、

宣传品、纪念品、平面媒体、网络媒体

等多种载体和环境中制作应用；原创

性。应征作品必须为原创设计，设计

风格和类型不限，不得抄袭、仿冒或侵

害他人知识产权；此前未以任何形式

发 表 过 ，也 未 以 任 何 方 式 为 公 众 所

知。曾经参加过其他设计竞赛或已在

为第三方服务的设计作品不得投稿。

应征者负责作品侵权责任；合法性。

设计中不得含有任何违反国家宪法、

党内法规及法律规定的内容。

扬州·中国电影世界位于扬州市空

港新城范围内。项目规划占地约 4000
亩，涵盖影视、文创、科技、旅游、金融、

教育等多领域，形成“产业园区、实景

娱乐、商业街区、文化品牌”互融共生、

资源共享的创新发展模式。规划建设

扬州影视基地、超级水景基地、西浦光

线电影学院扬州教育基地、影视娱乐

中心、光线电影乐园、影视外景地六大

核心板块。

（姬政鹏）

著名电影艺术家黄蜀芹逝世

著名电影艺术家王玉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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