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为新力量建

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青年人想听到

的，是行之有效的经验之谈，是通往成功的

正确路径，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所有技

巧和套路都是不堪一击的。对观众、对创作

的真诚，对电影事业的热爱，才是最本质、最

持久的力量。

坚持艺术理想，并不是将个人意志、自

我表达凌驾于观众之上。只有从观众的需

求出发，把观众的期待与感受摆在个人艺术

追求与商业回报的前面，才能用真诚换取真

诚，用尊重赢得尊重。

青年电影人要学会把自己摆到观众的

位置，以观众来校准自己的认识和表达，训

练自己的感知力、共情力、创造力，才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钥匙，把对世界的深切感悟、对

人性的入微勘察、对艺术的不倦探求转化为

让观众可知可感的电影语言，才能真正打开

通往好作品的那扇门，做到“为人民抒写，为

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去年，中影启动了“中影青年电影人计

划”。截至目前，已从近千部剧本中筛选出十

余部项目进入创作，并签约十余位青年电影

人。我们满怀期待，希望以中影的一份力量，

给新力量提供更好的舞台，在这个过程中，也

帮助青年电影人更好找到方向、实现理想。我

们期望的“新力量”，应该是不拘一格的，不被

旧话语、老观念所框定，不迷失在“复制爆款”

的逻辑里。应该有独属于青年人的风貌与品

格，不唯名利、不存偏见。应该尊重观众、尊重

市场，守护好观众对电影的信任，市场对电影

的信任，让电影与观众的联结越来越紧密。

经历过今年暑期档，我们感受到内容宣

发“出圈”难、观众注意力更多元。我们还发

现，如今观众对电影的话题讨论更热烈，自

主表达的意愿更强烈，观众的观影喜好越来

越个性化，这些声音作用到电影上会产生非

常快速且重要的影响，很多电影还没上映甚

至刚起宣，就已经面临了很多围绕电影内外

的讨论，这也让后续的营销压力倍增。

面对这些情况我们有一些思考。在创

作环节，我们要创作和观众更贴近的作品，

共同挖掘贴近观众真实生活、让观众共情、

给观众极致观影体验的好片子。这里的“极

致”，不仅指创作上的极致，也是极致的共鸣

和情绪价值，归根结底，就是要给观众最直

接的观影理由。

在宣发环节，我们不仅要做更贴合影片

本体的宣发，更要做让观众共情的宣发，要

从影片本体撬动社会向“破圈”，吸引不同地

域的观众陆续进场，并针对影片的即时反馈

做动态调整。

在观众表达和舆情方面，我认为首先要

正视观众的多元表达，同时也需要重视舆情

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片方创作者和宣发方应

该从观众的视角出发，在与观众沟通时注意

尺度，理解不同的声音，也要及时建立与

kol、观众之间平等、真诚、有效的沟通，用心

聆听意见，做好合理的引导和及时的调整。

企业要生存、产业要发展，必须是良性

的循环和发展，创作力断层、商业成功的年

轻导演减少，我觉得它和大环境有关，这两

年观众在流失，电影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变

弱，一系列行业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正在推

出“时光跃幕计划”，希望能够打造一些新

的模式，更好地服务和陪伴青年导演、青年

创作者，让他们的作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呈

现在大银幕上，也能够让投资方用最少的试

错成本拿出更多的作品。“时光跃幕计划”提

供了“1+1”的模式，幕后会邀请一位经验丰

富的人给新导演进行把关和指导，也会邀请

一位实力演员，一位新鲜面孔同台演绎，为

那些追逐梦想的年轻人们保驾护航。

这个计划是一个从互联网到影视产业

放映端结合的新模式，它还是短片连接长片

的新计划。一个几千万的长片投资风险非

常大，我觉得应该从短片开始，根据短片上

映后观众的反馈，来启动未来的长片孵化，

以此为新人们提供短片先导的实验机会，为

新力量增添更多的可能性和保障。

多年的从业经验告诉我，现在观众需要

的不仅仅是讲好一个故事，还有创作者对于

一个故事的思考，对于一个故事的思考是作

者创作这个故事所要投入的情感和创新的

切入点。在创作中，技巧不能解决所有问

题，更多是对当下现实的思考。从我个人来

讲，有一些东西是恒久不变的，比如说传统

文化当中很多的东西，经过很长的时间，中

国人的情感方式，中国人对日常生活经验的

理解，是恒久不变的。

我个人创作过程当中，想的也是这一

点。从最早好多年前写过《一代天骄成吉思

汗》这部片子，国外评论说这部电影写的是

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它说的就是关

于我们中国人或者是东方民族关于母子情、

夫妻情、兄弟情独特的理解。

建议青年创作者深入观察观众，注重市

场的要求，要扩大观众面，必须要深入观察

思考。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参与到电影创

作当中来，在创作上大胆创新，对现实有独

特的理解和思考，使我们的创作焕发出更大

的活力，有更多的新意，更独特的风格，跟当

下的青年观众产生更多的共鸣。

◎郑志昊（猫眼娱乐CEO）：给观众最直接的观影理由

◎陈祉希（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时光青春跃幕计划”为青年影人保驾护航

◎冉平（《封神第一部》编剧）：关注日常深入观众

◎傅若清（中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影股份董事长、总经理）：
用真诚换取真诚，用尊重赢得尊重

观众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组成

要素。数据显示，2024年暑期档，年轻观众

占比自 2020 年以来首次回升，但人均观影

频次从去年同期的1.85次下降至1.6次。

同时，我们发现观众对影片的评价行为

在悄然发生改变。购票平台数据显示，今年

暑期档，“未购票评论”数量有所提升，有更

多网友将评论行为前置，在看电影之前就对

影片进行了点评。同时微博、抖音电影热度

均有所下降，并且部分电影热搜与内容本体

相关性不高，很多网友已经在讨论更多电影

本体之外的信息，在娱乐渠道、娱乐方式多

元的当下，电影的部分宣传动作并没有激发

网友对电影本身的兴趣。

我们认为，当形式多样的内容消费都在

争夺用户有效注意力时长，电影人更需要极

致放大电影艺术的独有价值，以真正具有

“电影感”的“头部巨制”赢得观众。今年，阿

里影业有《东极岛》《镖人》《群星闪耀时》《抓

特务》四部“头部巨制”先后开机，这体现着

我们与众多合作伙伴对中国电影创作者的

信心、对坚守中国故事的决心。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定投入头部巨制，

坚定支持年轻导演的成长，加强与全球优质

电影的紧密交流、引进合作，坚定维护产业

良性发展秩序。

◎李捷（阿里影业总裁）：以“头部巨制”赢得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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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碰到很多的影片临时调档和撤档，

这非常不可取。要给影院和观众稳定的上映

信息，才能够让放映场所和观众的观影有计

划地提前安排。档期的确定以及档期合理协

调非常重要，现在的影片内容放到全年层面

上，绝不能说充足，如果主要的影片都集中在

重点档期，必然会造成平时的档期“吃不饱”，

重点的档期“吃不下”的情况，重点合理分配

内容资源，精细化引导市场也非常重要。

建议片方加强影片的营销、宣传、推广，

如果想让观众来影院看电影，从业者应该

“主动出击”。当下信息爆炸时代，精准有效

的触达以及分阶段有侧重的投放，其实对于

我们的发行和放映工作来说非常关键。出

场就是“王炸”，一定能够最大程度博取观众

的眼球，因为现在的影片非常多，平均每家

影院也就是六七块银幕，一天排多少场电影

都能算得出来，所以出场“王炸”对于抓住影

院的排片空间来说非常关键。

中国电影市场一直处在螺旋式上升的

趋势，上升发展是不变的方向，我们现在可

能遇到一些停滞和发展缓慢的现象，但是我

觉得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中国电影依旧能够

大步向前。

◎于超（首都电影院常务副总经理）：档期合理协调非常重要

（上接第4版）

（下转第6版）

我是从话剧的舞台上走到电影行业的，从我

有想拍电影的想法到今年夏天，我的第二部电影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刚刚上映，探索的十年

间，凭借的只有不懈的努力和一直没放弃的坚持。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电影公司的投资

人、监制、制片人，有更多的途径去熟悉一个青年

导演，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渠道让一些青年

导演被看到。如果市场能给更多导演第一部作品

的机会，也许这个“十年”就可以更短一点。

作为电影的新生力量，其实我自己更愿意去

来做一些实践上的表达。《21克拉》《我才不要和你

做朋友呢》这两部作品也是通过我自己的话剧舞

台先做“实验”，然后转化到银幕上，我日后也会继

续用这样的方式，通过话剧舞台来实现故事，然后

在得到一些基础观众的认可之后，将它变成大银

幕的作品。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能加速电影故事的

优化程度，同时发挥了我自己将两门艺术融合的

特长，对我来说是在最快的时间当中能生长、完成

出一部电影的方法。

我应该是新力量中最新的一位，我的首部喜剧

刚刚制作完成——中秋档上映的《大场面》。作为

年轻的创作者，我希望能吸引更年轻的观众进入电

影院。

这部影片我选择了 10 位《一年一度的喜剧大

赛》中的“喜人”加入团队，新导演应该勇于和新的

演员合作，让银幕更有生机。《大场面》里聚焦了小

人物的喜怒哀乐，也写了自己的真情实感。

作为新人，我还需要跟在座的前辈们学习。我

非常喜爱的闫非导演上午说过，观众们需要笑声，

我会努力跟随前辈们给大家提供笑声，相信在未来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电影天天都是“大场面“！

拍一部电影、写一个剧本，其素材可以来自生

活、来自新闻和周围的朋友，来自听说的故事，林

林总总各样的来源都可以产生拍一个电影的欲望

和想法。我们在写剧本的过程当中要和资方、制

片人沟通我们的想法，他们往往会问谁要去电影

院看这个电影？或者说你吸引什么样的观众看这

个电影？用数据反推对你想法的验证。对于我而

言，我们想拍商业电影，就需要思考如何在不改变

更多素材的情况下，让剧本创作与市场更加贴合，

能够让观众看完电影之后被感动。

张艺谋回答了他的疑惑：“这就是一个修改的

过程，任何想法，当你跟数据不符，你预测市场可

能不行，或遇到各种各样的原因，你就得改，没办

法。但在修改时，你要注意不要丢掉你的核心东

西。导演要有随机应变的潜力，在多次修改、多次

妥协后依然不忘初心的定力，以及能抓住核心东

西还能表达创作初衷的能力，我觉得都是现在特

别需要的。”

电影导演对于我来说是新的身份，我本是一

个高校的老师。从学校走入电影工业，老师变成

导演，从象牙塔中走出来看电影是怎么样的故

事？是大学老师又读了一遍大学，电影创作时间

正好是四年，我非常有收获。

《落凡尘》是从学生毕业设计孵化动画电影

的，其间，我们也和咏声动漫进行了一次校企合

作，我初始的想法是希望学院中的创意被更多人

的看到，暑期我也“圆梦”了，电影能够上映迈出了

第一步，我们也是国内首次从学生的毕业作品孵

化成电影项目的案例。

在创作中，我们努力做了很多的创新，在选材

上我们并没有选“封神”“西游”这样的大 IP，我们

发掘牛郎织女的故事，相当于填补了创作的空

白。我们也创造了线和织布为主体的新神话世界

和二十八星宿，这些对于观众来说也是很新鲜的。

《落凡尘》项目经过 2000多位艺术家参与，50
多家外包公司一起努力，最终得以上映。电影上

映后我能感受到观众对我们的认可和喜爱，我们

的口碑也确实还可以。也能感受到观众对我们影

片的文化认同，同时更新对自己的认知，不仅仅能

做好一个老师，也能做好导演的工作。

虽然影片市场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市

场“上的一课”，我对市场特别陌生，确实也有一些

疑虑、一些疑惑，未来会好好进行复盘和反思，做

一些总结，希望能为未来的创作提供很多的支持。

电影的完成已经是圆梦了，上映让更多的人看

到是我实现了之前的理想，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更好

的结果回馈给资方和帮助过我的人。对于我来说，

唯有坚持创作创新，用更好的成绩回馈大家。

◎李季（《大场面》导演）:让银幕更有生机

◎徐伟（《灿烂的她》《黄雀在后》导演）:“修改时不要丢掉你的核心”

◎钟鼎（《落凡尘》导演）:从学生毕设到动画电影

◎何念（《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导演）:
通过话剧舞台“实验”成就电影梦想

我认为创作者一定要看得见自己、看得见他

人，只有这样，才能看得到更广大的世界。我一直

不断要求自己，努力做到在每一次表达中，既能去

描摹生活的样子，也能去呈现生活的影子。

在《我的姐姐》路演的时候，很多观众从座位

上站起来，向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当我与

他们的眼睛相遇时，我真正感觉到，我完成了这个

作品。当我的表达与观众的心声碰撞在一起的时

刻，作品才被点燃了，有了真正的生命力。

去年，我完成了我第三部长片《野孩子》，在等

待它与观众交流、见面的这段时间里，我也开始思

索、创作新的项目，我非常感激一路上能有志同道

合的伙伴，我们步调一致地向上攀登着，努力为我

们心中的电影尽一份力。

电影是我们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小部分，我

们和其他艺术门类一起，是并行的溪流，最终会汇

入文化、生活、人类生命的大江大河中。我想，无

论是电影里的事，还是电影以外的事，人类的情感

是永恒的，我会一直表达下去，好好拍人物，好好

讲故事，珍视每一次与万千观众对话的机会。

◎殷若昕（《野孩子》导演）:珍视每一次与观众对话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