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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1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理

论研究室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承办的

2023中国暑期档电影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

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家协会

分党组书记张宏；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周由

强参加研讨并发言。黄渤、黄晓明、张博、于洲、

陈思诚、申奥、段越豪等暑期档影片片方及主创

代表，傅若清、饶曙光、袁新文、周宁、丁亚平、皇

甫宜川、王雷、胡建礼等一线电影从业者和专家

学者进行了研讨。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

记、秘书长闫少非主持研讨会，中国文联理论研

究室副主任胡一峰，中国影协分党组成员、副秘

书长刘冰，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虹

子，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勤及

中国影协青年会员代表参加会议。

本次研讨会以“新时代、新趋势、新成就”为

主题。与会嘉宾认为，暑期档的持续火热，国产

电影的持续发力，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高质量

作品的需求，更折射出中国电影人在艺术创作当

中的成熟与进取。

与会专家表示，好作品才是硬道理，唯有质量

过硬、内容精彩、类型多样，才能真正留住观众。希

望各位电影人继续潜心创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奋斗，为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

发展、实现2035电影强国目标不懈努力。

好作品才是硬道理

青年电影人是中国电影的希望

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一个火热的夏天。国

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暑期档电影票房

206.19亿元，观影人次 5.05亿，放映场次 3461.7
万场，三项指标均创档期新高。档期内，全国单

日票房连续 72天破亿元，也刷新了全国单日票

房连续破亿纪录。

“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正在通过自己的努

力，实现艺术创新、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频

共振”。张宏认为，今年暑期档最大的启示，依然

是好作品才是硬道理，唯有质量过硬、内容精彩、

类型多样，才能真正留住观众。

张宏在发言中表示，今年暑期档影片题材多

样，给观众提供了差异化的观影选择，有效丰富了

电影市场的供给。这些影片有的在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当中卓有成效，有的在类型化探索方

面作出了新的尝试，进一步拓展了国产类型片的

边界。暑期档的持续火热，国产电影的持续发力，

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高质量作品的需求，更折

射出中国电影人在艺术创作当中的成熟与进取。

“衷心希望我们的创作者能珍惜良好的政策

环境，珍惜当下的产业氛围，珍惜广大电影观众

对中国电影的信任和期待。希望广大创作者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标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发扬十年磨一剑的创作精神，因势而动、乘势而

上、潜心创作，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积极奋斗，为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

展、实现中国电影强国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不

懈努力。”张宏说。

周由强表示，今年暑期档的头部和腰部电

影，都在关注当代人精神世界和面临的困境，电

影人用历史和现实唤醒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也唤醒了当代精神的崛起。“今年暑期档告诉我

们，真正优秀的电影既有艺术性也能赢得市场，

而且文无定法、艺无定法，正是各位电影人的创

造性，勇敢地探索出了这个火热的暑期档，也找

到了中国电影往前走的一条正道和大道。”

这个夏天，多位才华横溢、个性鲜明创作者

的涌现同样让行业欣喜。周由强表示，今年暑期

档，一大批青年电影人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中坚力

量，这是中国电影的希望，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

体现，“他们这一代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具备

更加开放的眼光，触摸世界的方式和手段更加多

元，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视角也更加丰富，相信他

们在未来能给中国电影带来更多可能。”

暑期档火热的背后

“观众更爱吃中国菜了”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黄渤是今年暑期档

的“劳模”，不仅主演了《封神第一部》《热烈》《学

爸》三部电影，还是《封神第一部》和《学爸》的监

制。黄渤在发言中表示，很高兴看到观众在今年

暑期档能回到电影院。“市场在变化，观众的口味

在变化，创作者的关注点、创作方法和影片的营

销方式也在调整，我们的创作者也在适应。”他认

为，今年暑期的成绩表明观众重新开始相信电

影，重新把电影作为暑期的重要消费方式，“这也

能鼓励更多的创作者拿出更加专业的态度来对

待自己的作品。”

黄晓明是中国电影家协会青年和新文艺

群体工作委员会会长，在今年暑期上映的《最

后的真相》中担任主演和监制。《最后的真相》

是导演李太阁的首部长片，黄晓明在发言中坦

言，律政题材在中国电影里并不是热门题材，

“但它是一个比较感动的东西，导演也是第一

次拍电影，如果我不去的话，可能他电影这个

梦想就没有了。”他呼吁业界给予青年创作者

更多的关注，“电影行业里其实有很多优秀的

年轻创作者，不管是导演还是其他的工作者，

都需要行业帮助。”

“电影在暑期档取得的不仅是票房成绩，在

用户传播上的成绩也令人兴奋。”猫眼娱乐高级

副总裁、猫眼影业总裁张博对暑期档电影的传播

力印象深刻。她表示，今年暑期档电影在抖音平

台的视频播放量比 2019年增长了 163%，点赞数

增长了95%，“以《消失的她》为例，在抖音平台讨

论量里有四分之一的数据是来自于电影之外的

话题，这些话题在抖音平台发酵之后，非常好地

命中了中国观众的当下情绪，并在人与人之间产

生了很强的传播力。”

今年夏天，《长安三万里》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助力下掀起观影热潮。追光动画总裁、

《长安三万里》监制于洲将项目经验总结为“中

国团队为中国观众讲中国故事”。他说：“我们

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着深度的热爱和深厚的包容，通过《长安三

万里》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观众对于这段历史、

对于唐诗的热爱之深厚。”他透露，追光动画新

作《白蛇：浮生》正在紧锣密鼓创作中，有望于

明年暑期和观众见面。

陈思诚是中国电影家协会青年和新文艺群

体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也是电影《消失的她》的监

制。在他看来，今年暑期档国产影片表现优异，

说明“观众更爱吃中国菜了”。“ 疫情过后，大家

对于世界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会有一些重新的

思考和梳理，我觉得现在的中国观众更加关心身

边的事，更加关心能对自己产生影响的内容，所

以更愿意选取符合中国味道的电影，所以我觉得

电影创作需要更多触达到每一个个体的关注，这

值得创作者们深刻思考。”

由申奥导演、编剧的影片《孤注一掷》以

35.17亿元的成绩位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冠军，

在上映前，该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

和热度高涨，给行业留下了深刻印象。发言

中，申奥分享了《孤注一掷》的短视频宣发经

验。他表示，在为短视频选取题材的时候，会

选取主创和演员兴趣最大的题材，而不是抖

音观众最会点赞的题材，“我们在设计演员台

词跟动作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这句话

会被模仿。”

申奥也认为创作者不能过分依赖短视频平

台的流量效应，“可能我的下一部电影不会做热

门题材，也不会有大量的流行、经典场面。”他认

为，现在观众其实往往更喜欢与自身有关的电

影，“只有电影故事人物跟观众的生活深度贴合，

能让观众在茶余饭后有讨论的欲望，这个电影才

会取得成功。”

电影《力量密码》编剧段越豪介绍了影片的

创作经历。该片剧本创作历经两年，做了四稿，

“对于讲述革命前辈经历和抉择的影片，这样的

初心是必不可少的”。在谈到对影片的预期时，

他表示希望片中人物的生平和事迹能够被更多

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所了解、所认识，“我参与

了几场路演，其中有两场是在浙江和北京的高

校里边，影片主创和到场的大学生观众们有过

一些交流，看了片子的这些年轻孩子们都了解、

理解并认可我们所传达的想法和情感，我感到

非常欣慰。”

专家建言中国电影

深入观众、了解观众、赢得观众

在今年暑期，共有 140部新片上映，影片数

量创 2019年来暑期档新高；观影人次 5.05亿，

对 比 2022 年 和 2019 年 分 别 上 升 115.83%、

0.47%；平均上座率 11.52%，对比 2022年和 2019
年分别上升 97.60%、1.77%。优质影片的持续

供给和观众高涨的观影热情在这个夏天实现了

“双向奔赴”。

中国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认为，今年

暑期档的火热表现，是这几年来中宣部、电影局

带领行业团结协作、承压前行的结果，是投资方、

制片方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推进创作、打磨精品

的结果，也是发行放映体系共渡难关，在防控政

策调整后迅速调整状态、积极响应市场的结果。

傅若清表示，暑期档作品所呈现的时代风貌

和审美追求，给中国电影创作者带来了不少启

示，“不仅要充分重视文化自信的需求，深度挖掘

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用好艺术素材，用好博大

精深历史文化中蕴藏的创作资源；还要注重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

立，通过表达拓展想象力空间，充分展示电影作

为技术与艺术结合体的优势。”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电影归

根结底是注意力经济，需要有更多的话题和活动

来助推电影成为社会热点，这样才能够可持续地

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来。在引导观众观影的同

时，还要不断拓展新观众群体，同时加强对观众

审美属性和关注内容能力的培养，让执着于内容

创作、追求艺术品质的影片能够得到合理的市场

空间。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认为，今年暑期

档影片类型丰富、品质过硬、叙事精彩、制作精

良，有十余部高票房的头部作品，既满足了观众

的审美需求，同时又实现了双效双赢，用实力撑

起了暑期档的良好口碑。他建议各位创作者从

传统文化中取材时，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深刻认知和深度开掘，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营造广

阔的艺术空间，找到创新表达的切入点、找到传

统文化与当代价值的契合点、找到古今相融虚实

相生的支撑点。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周宁

从各家电影上市公司的财报入手，对暑期档进行

了分析。他表示，目前头部电影的出品方中往往

包括了制作、院线、宣发、票务平台等产业链的多

个环节，“多个产业链环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现象愈加普遍，大家合力推动电影产业繁荣发

展，这符合大多数从业者的期望，也有利于产业

的良性发展。”

“优异的票房成绩背后，是现实题材、主旋

律、类型片、商业片等类型交叉重叠形成的良性

互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中国高

校影视学会会长丁亚平认为，今年暑期的优质影

片都是多种影片元素和类型的糅合，“今年暑期

良好的市场表现给了创作者很大的鼓励，希望未

来更多坚守现实主义原则的创作者和作品能得

到观众肯定。”

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融媒体中心主

任、研究员,《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皇

甫宜川看来，今年暑假档的市场表现表明，基

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社

会实践与科技进步的中国电影创作与生产具

有充沛的活力和可持续的创新能力，也说明中

国电影行业近年来创新发展所积累的人才培

养、市场能量和市场基础正在得到有效释放，

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还对暑期观众的观影热情印象深刻。在

互联网媒介高度发达的传播环境下，观众自发参

与电影相关话题传播的热情显著增强，体现着中

国电影观众对国产电影的热情和需求的持续高

涨，“观众的热情和需求是中国电影持续、高质量

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皇甫宜川说。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院长王

雷表示，《长安三万里》和《茶啊二中》等暑期动画

电影的上映和热卖，开拓了国产电影的题材边

界。“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面

貌会和现在很不一样，会有更多的新类型的动画

电影出现。”由于动画电影的跨文化壁垒相对较

小，王雷看好中华文化借助动画电影走出海外，

在全球讲述中国故事，“最近两三年来，中国动画

电影在海外市场的发展形势相当好，追光动画的

《白蛇》系列以及《伍六七》《罗小黑战记》等国产

动画作品在国际市场上都很受关注，国产动画电

影未来几年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方面大有可

为。”

《孤注一掷》《八角笼中》《热烈》《学爸》等现

实题材影片在暑期深得观众青睐。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秘书长、《影视风向标》主

编胡建礼在分析其原因时表示，现实题材影片除

了选材准、立意高外，还需要导演和编剧从大量

生活真实中提炼艺术真实，采取类型片的叙事手

法，“这就要求电影创作者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要沉心静气、深入生活、体验生

活，提高艺术表现力。只有在现实问题中找到观

众的共鸣点，用符合电影艺术规律的手法创作影

片，才能赢得观众。”

聚焦“新时代、新趋势、新成就”
——2023中国暑期档电影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