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来钱去》：以编导演三者兼具的才华
向西安城市文化致敬

聚焦6 中国电影报 2024.12.18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广告广告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
文/

甄
岩

今年，广州的影院压力巨大，多部大片没

有火爆，小片就更难推销，一部小片在一家影

院收1万元都不容易。

“黑马”杀出！在广州青宫电影城（简称

青宫影城），珠影拍摄的一部小成本儿童片

《我，就是风！》，放 52场共收 10.2万元，超过

大片《焚城》（9.8万元）、《重生》（9.7万元）、

《解密》（9.1万元）、《危机航线》（8.2万元）。

在青宫影城，《我，就是风！》场均收入（近2000
元）高于该影城今年上映的所有大片，放映盈

利较可观。小片获此佳绩，有何奥妙？

“靠的是‘差异化发行’！”青宫影城策划

总监祁海说，“《我，就是风！》取材于真人真

事，描写广东独臂少年张家城打篮球用一只

手打赢肢体健全人的两只手，从新角度体现

新一代的自强精神，并塑造了优秀校长和好

父母的形象，既真实感人又传奇有趣，特别适

合孩子、家长、老师和残疾人士观看，只要实

行‘差异化发行’，就有市场。”

如何落实？青宫影城主要靠两招：

一、分众发行

青宫影城营销人员认为，商业大片的观

众主体是未婚青年，主旋律大片的包场客

户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各单位工会，《我，

就是风！》并非这两类影片，不宜大量开零

售场，也无法大面积发动社会各行业包

场。《我，就是风！》应找准某些对口的局部

市场，精耕细作，推销重点应是中小学、街

道和残疾人团体，以包场为主。

中小学学生人数多，理应是一个大市

场。但广州的许多中小学没有包场积极

性，一是怕打乱教学计划，二是学校组织包

场，要家长交票款，若家长不肯交钱就很麻

烦。因此，如不是学校上级部门要求观看

的影片，学校不轻易包场。

广州中小学的上级部门没有发文要学

校包场看《我，就是风！》，这就需要青宫影

城自己想办法吸引校长和家长，让两个

“长”都认为确有必要让孩子看该片。

青宫影城不会只图省事，推销一部影

片会编制多套宣传资料，根据不同对象的

接受心理，用不同的宣传口径。青宫影城

给中小学发送《我，就是风！》的推文就有两

套，宣传角度有所不同。第一个推文是专

门给校长看的，着重介绍剧中的校长如何

用新观念培养出一名独臂篮球高手，校长

们当然感兴趣，乐意包场。第二个推文是

专门给家长看的，标题是：“独臂男孩成篮

球高手感恩父母栽培”，内文着重介绍剧中

的好爸爸好妈妈如何关爱孩子，由学校将

这个推文转发到家长群，家长看了很暖心，

都乐意交钱，学校代收票款就没有阻力。

营销公关，需要多种知识和信息。广

州某家中学离青宫影城很远，组织学生去

影院看电影不方便，打算在“七一”前后组

织教职员工的党员看《我，就是风！》。该校

上级部门提出：这部影片的一号人物不是

共产党员，并非红色电影，用党费包场观看

是否合适？青宫影城营销人员向对方解

释，说红色经典儿童片《闪闪的红星》《小兵

张嘎》的一号人物也不是共产党员，是描写

孩子如何在党的引导下成长为革命战士。

《我，就是风！》塑造的校长，其生活原型陈

锡荣校长是云浮的“优秀党务工作者”，该

片小主人公当选广东“新时代好少年”，正

是党培养教育的成果，该片就是现代的红

色电影。对方认为言之有理，批准这家学

校用党费组织 141名党员观看这部儿童片。

商店售货，售品是卖点，商店品牌是卖

点，售货员独特的优质服务也是卖点。同

理，影院营销人员本人也可以成为促销资

源。青宫影城策划总监祁海对各家学校领

导说，他上中学时，学校组织学生包场看了

一部歌颂志愿军孤胆英雄一人击退数百敌

兵的励志片《英雄儿女》，他看后终生难

忘。30年后，祁海斗胆一人下广东全省推

销小片《复仇的女人》，票房收入击败美国

巨星史泰龙主演的《黑狱灾星》，也成为“孤

胆英雄”，被评为广东省劳动模范、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凡是到青宫影城

包场看《我，就是风！》的学校，祁海就以成

功人士身份去该校开讲座，给学生讲他如

何通过看一部电影改变人的一生，让学生

更理解看《我，就是风！》的意义。这种“观

影+讲座”，颇有新意，可成为学校思政课建

设的创新亮点，因此，多家学校都同意包场

看《我，就是风！》。

暑假期间学校无法包场，但青宫影城

没有停止推销《我，就是风！》，立即发动街

道或企业，出资组织社区少年儿童或企业

员工的子女包场观看《我，就是风！》，作为

暑期的社会文化活动，很有意义，得到街道

和企业的支持。

影院推销影片还可以借助本地的社会

生活大事。明年粤港澳将举办几个全国性

或国际性的体育运动会，青宫影城借此机

会策划第十二届全国残运会、第九届残特

奥会“倒计时一周年”的盛大活动，放《我，

就是风！》，请广州的残奥会金牌得主周杨

静到场与观众互动。这场活动吸引了热心

人士赞助，有票房收入，更重要的是其新闻

效应可推动更多的残疾人团体包场看该

片。

二、多轮次发行

许多影院放小片，场次极少，排片不超过

1个月。放儿童片仅限于“六一”儿童节前

后几天。《我，就是风！》在今年“六一”节前

夕首映，6月正值广州中小学忙于迎接期末

考试，无暇包场看电影，该片若只放一个

月，多数学校来不及包场。

青宫影城营销人员认为，《我，就是

风！》的主要收入靠中小学包场，排片应适

应学校的工作规律，实行长线放映，于是建

议该片发行方将密钥有效期延长到下一个

学期的期末，这一建议被采纳。9月中小学

开学之后至明年寒假之前，青宫影城继续

组织《我，就是风！》的包场，有较充裕的档

期让学校安排包场时间，该片场次大增！

一部小片在一家影院的排映长达 8个月，这

种韧劲实属罕见！

青宫影城在 19年前创建“国产小片高

产出试验田”，至今已救活了 29部多数影院

不看好的国产片。青宫影城店长沈艳认

为，卖座大片匮乏之时，影院如果只会等客

上门，就是“坐以待毙”。影院只要积极落

实国家电影局倡导的“差异化发行”，主动

出击，许多影片都有销路。

近日，由王大治导演兼主演，三横一竖（陕

西）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福画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竹荷堂文化、鼎吉（海南）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芷芸（西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的电影《钱来钱去》登陆院线。影片以

诙谐荒诞的方式描写平凡人物路小毛“误诊癌

症”的跌宕人生经历，健康与疾病、金钱与情感

的冲突交织其中，勾勒出路小毛认识自我、体

悟人间真情的生命弧线，个体生命与西安城市

图景的情感耦合充盈其中，形成了都市题材新

西部电影的新探索。

悲喜交融的叙事策略

近年来喜剧电影表现不俗，从《你好！

李焕英》《热辣滚烫》到《红毯先生》《飞驰人

生 2》再到《年会不能停》《抓娃娃》，电影以

贴近生活的真实感与超越生活的幽默感引

发了全国性的观影热潮和社会讨论。喜剧

在中国电影产业和文化书写中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喜剧电影的市场前景和文化功能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优势。

电影《钱来钱去》以喜剧类型呈现复杂

多维的现实生活，以路小毛的跌宕人生与

“钱路波折”为线索，在挖掘角色内心细微

想法的同时铺陈真实现实生活的焦虑氛

围，引发观众深切的共鸣。一方面，电影剧

作以“癌症误诊”为核心巧妙设计情节巧

合，人物身份与戏剧情境的错置与反差感

为电影情节的推进提供了笑料。另一方

面，王大治充分发挥自身喜剧电影表演经

验，路小毛的肢体动作与言语冲突的夸张

化演绎成为电影引发观众笑意的重要来

源。幽默诙谐的台词将生活中的危机得以

缓解，引发观众阵阵笑声。电影用喜剧方

式解构了路小毛人物形象的崇高感，在一

个刻薄者与虚伪者的二元结构之中，喜剧

实现了个体从既有话语中的解脱。

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影片并没有止步

于“钱来钱去”的风波闹剧所带来的喜剧性

氛围之中，而是以现实主义作品的人文观

照意识演绎生活，片尾路小毛情感纽带的

维系与放逐将电影情感基调拉至另一极

点，俯视喜忧参半的人生和复杂曲折的现

实生活，通过全知的、对人生和社会历史的

整体性的把握来营造一个悲喜交融的审美

境界，并在其中渗透着某种超越性的哲理

认知。

底层生命状态的温暖描摹

《钱来钱去》敏锐而真实地捕捉以路小

毛为代表的底层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与悲欢

离合，塑造了新时代人物群像。同时，敏锐

捕捉蕴藏于现实褶皱中的社会课题，以温

暖现实主义为主基调，表现人对真善美、光

明和未来的追求，提升了电影文本的深度

与广度。

电影以现实主义手法观照以路小毛为

代表的人物群像的情感逻辑与性格特征，

通过人物形象的立体化、群像式塑造，揭示

复杂的人性“灰色”地带。在影片中，路小

毛无疑是最富戏剧性的角色。在一次体检

中，路小毛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在此情况

下，他决定散尽家财，好好活一次，善待生

命中的每一个人。影片最大戏剧性在于，

路小毛的癌症是误诊，可怕的癌症竟然是

普通的鼻窦炎。他希望向家人、朋友、情人

要回已经送出的钱，重新回归普通的家庭

生活。在此过程中，他在他人的目光中审

视自己，反思自己对朋友与家人的不堪过

往，变卖徒弟的施工图纸，抛弃家庭关系出

轨，漠视父亲的情感需求，在冷漠无趣的生

活中虚度生命。他在疾病身体到健康痊愈

的生命转折中珍视爱的价值，进而实现电

影的共情效果。

在本片中，路小毛所面临的疾病恐惧、

金钱与情感的尴尬抉择等问题有效关联当

下的人民生活的真实境遇，与观众所处的

现实形成对照与互动。突如其来的疾病打

破了平静的生活，解构了健康身体所带给

人自身的自足，精神与心灵层面的疾病暴

露出物欲横流的生活之中人自身的异化状

态，身体的脆弱与无助得以被表现。通过

这一偶然契机，路小毛得以正视生命与亲

情的价值，实现了对现实生活中人类渴望

亲情的呼应。

陕西地域元素的镜像呈现

《钱来钱去》注重展现独特陕西地域标

志的文化视听景观，增强了电影艺术的生

活现实感与历史厚重感，在带来观看流量

和口碑传播效应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推动

了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传播。

该片取景西安城大街小巷，人物与西

安城市图景的情感耦合充盈其中，多维度

呈现了西安的人文历史景观和现代都市风

采。影片对西安形象的展现主要涉及城市

公共空间与城市私人空间，冷峻的办公室

空间、温暖的家庭空间与凛冽的都市空

间……电影空间与人物心境有效耦合，从

而超越物理空间的一般意义，转化为指涉

内涵意指的空间符号建置于叙事进程之

中。作为一部展现底层小人物生活的电影

作品，路小毛和妻子、弟弟、朋友们的对话

台词多处以方言的形态呈现，方言元素从

声音样态层面还原了生活本身，让平凡生

活的粗粝与温情得以完整呈现，从而得到

观众普遍认可。关中方言的语言特点，背

后折射出的是西北人待人接物、为人处世

的性格和精神。在路小毛罹患癌症与医院

误诊危机解除的悲喜境遇中，他与弟弟、妻

子之间的搞笑对话展现了陕西人“生冷硬

蹭”的性格特点。

陕西的地方戏曲代表秦腔、陕派说唱

等元素也不时在影片中出现，从声音艺术

层面展现出陕西地域文化创作的丰富性与

多元性，成为塑造人物性格、深化情节寓

意、拓展画面精神空间的重要手段。在片

中，路小毛在“要钱”中看尽人生冷暖，勾画

了人物命运起伏沉沦的生命弧线，现代都

市底层生活图景得以真实浮现。导演巧妙

借用秦腔丑角戏《为挣钱》比照路小毛的生

命状态，“有人为钱发熬煎，有人为钱把腿

跑断。有人为钱祈苍天，有人为钱把法

犯”，人物的心灵状态在雄浑激昂的秦腔唱

词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为贴合电影主

题的内在肌理。

从处女作《再见汪先森》到 2024年上映

的《钱来钱去》，王大治以温情姿态注视现

实生活，在社会底层角落中探析生命的情

感样态，在视听语言中留存陕西本土文化

元素，丰富了陕西电影的样态与风格。该

片在探索新时代底层人物命运与情感冲突

喜剧化表达以及地域景观与人物塑造的融

合方面提供了新颖的方案，期待西部电影

导演以更为自觉的姿态凝视西部都市现实

生活，更加重视西部地域空间的文化内涵

的影像化诠释，为新时代新西部电影发展

提供新的想象力。

（作者为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西

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西部电影的主流成就，是以乡土

题材电影为主要叙事内容的成就。这些影

片追踪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

展变迁，既是一部部记录了改革开放伟大

成就的生活史，也是一部现实主义艺术观

念在中国银幕上永葆理论青春的创作实践

史。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全

国各地新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成为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城市生活为主

要表现对象也成为电影生产过程中的主要

选择，因而在近年来取得优秀票房成绩的

电影中，城市题材的影片占据了其中绝大

多数。——在这种题材选择的态势中，西

部电影近年来的重要影片，依然选择的是

乡土题材：曹建标导演的《书匠》、田波导演

的《柳青》、白志强导演的《拨浪鼓咚咚响》

以及龚洵的《最后的心事》，都是如此。这

些导演和他们的作品延续了经典西部电影

的主流成就。

黄建新导演青年时代的创作，是少有

的关注城市生活的作品。但这种关注在近

年来的西部电影创作中，有所降低。王大

治导演的《钱来钱去》接续了这个角度，并

且更加关注对西安城市生活和文化底蕴的

呈现。影片不仅展现了观众熟悉的西安历

史文化符号，更以富有动感的镜头，呈现了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西安城市建设

的新地标，并以人物活动为线索，深入市民

生活的细微之处，将城市生活与人的生命

经验和精神世界的苦乐进行了有机的互动

结合，是以电影书写城市的令人惊喜的成

果。

《钱来钱去》充满着喜剧元素。如何在

引人发笑的同时，还能够发人深省，这也是

《钱来钱去》在艺术上进行探索的方向。影

片在描绘了遭遇中年危机的主人公路小毛

的种种可笑行为的同时，也极为真诚地描

绘了他的努力、无奈、挣扎和对人格尊严以

及道德底线的坚持。这种创作态度，即便

是放在当下我国相当丰富的喜剧电影创作

的领域中，也是相当独特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钱来钱去》的演

员团队，绝大多数是活跃在银幕和荧屏上

的西安籍的演员：在《我不是药神》和《三大

队》当中塑造过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的

杨新鸣老师，西安青曲社相声演员苗阜，形

象美好、总能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性格的

苗圃和柴碧云，以及王大治本人，还有音乐

人马飞，他们在扮演角色的同时，也是在阐

释他们对于西安城市文化的理解，是在表

达他们对于这一座城市的情感。《钱来钱

去》的群众演员，也是观众熟悉的秦腔或者

话剧表演的前辈艺术家，他们既表达了导

演王大治对于自己的师长的感恩，也是对

于形成了西安城市文化底蕴的艺术家们的

致敬。

作为演员，王大治在过去的三十年的

影视剧中塑造过不少动人的角色，作为编

剧和导演，他同样殚精竭虑、倾其所有的姿

态，进行着精益求精而又热烈奔放的创

作。期待大治导演不断有好的作品问世，

不负才华，回报时代。

（作者为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钱来钱去》：都市题材新西部电影的新探索
■文/ 张阿利

■文/ 裴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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