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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拍电影绝不仅仅为票房

石川：国产片戛纳遇冷应以平常心处之

在第 65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华语电影又一

次缺席，只有娄烨的《浮城谜事》入围“一种关注”单元，章子

怡的新片《危险关系》入围了“导演双周”单元。中国电影在

今年戛纳上遇冷，导演王小帅直言：“那是应该的。每年都是

这样，到比赛时就临时抱佛脚，管什么用呢？到现在，很多电影

人都还搞不懂，拍电影绝不仅仅是为了票房。”

当被问到是否今年的中国电影真的没有一部够得上戛

纳的要求的问题，王小帅表示，从源头上来说，目前的中国

电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到底由谁来判定中国

电影的好与坏，是官方还是老百姓，中国电影是拍给谁看

的，中国电影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是赚钱的机器，还是中国

老百姓真正需要的精神食粮？拍一部电影能赚到钱很重

要，但王小帅也发出疑问：“赚着钱了就意味着是部好电影

吗？看看那些经典的超级国产大片吧，有几部是真正接地

气为老百姓拍的？有多少片子是观众边骂边看的？”王小帅

认为，现在很多中国电影人不明白拍电影本身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情况下拍出的电影，能在世界的专业电影节上拿到

奖吗？遇冷那不是应当的事吗？

（来源：《东南快报》）

导演王小帅对中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遇冷表达了自

己的看法，对此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在微博上表示，

西方影展向以“发现新大陆”为己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

国作为新兴国家被西方视为“文化新大陆”顺理成章，这与后

殖民语境密切相关。但今天，西方视中国为全球二号霸权国

家，继续给予关注和青睐的理由已经完全丧失，国产片受冷

落是大势所趋，个别品质特别突出的除外。对此国内影迷应

以平常心泰然处之。

另外他认为，反观国内出征西方影展的策略也有改变。

20 年前，第五代、六代导演凭借电影在西方影展获奖返销国

内。而当下国内市场已具雏形，返销策略失效。因此国产片

西征的目的更多在于诉求广告效应，志在抢眼而非获奖。石川

认为，这也是如今红毯秀、时装秀等电影之外的元素大行其道，

而影片内容风格品质反趋边缘化的原因。

（来源：新浪微博）

影视人语《2012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发布——

成绩与问题并存 行业发展拐点来临
本报记者 于 帆

有话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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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套大型纪录片《舌尖

上的中国》在央视热播，令人没有

想到的是，每晚全国各地的观众

守在电视前，坐等这部纪录片播

出。有媒体称这是“全国各地的

吃货死守一场盛况空前的集体自

虐”，因为该片算是大半夜播出的

美食片，其以精巧细腻的画面，将

大江南北的中华美食浓香扑鼻、

闪闪发亮地摆到观众面前，让正

饿着的夜猫子们垂涎欲滴。这部

纪录片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

片子播出时刻，不知道有多少观

众锁定频道在关注，就在微博上，

也随着节目播出时刻都有用户以

“舌尖上的中国”展开话题。有网

友 在 微 博 上 写：看《舌 尖 上 的 中

国》，看到泪流满面。究竟是什么

原因让这么一部在非黄金时间播

出的纪录片，重新回到观众的视

野？并迅速成为一个话题？

笔者在看罢《舌尖上的中国》

后终于理解网友的那句感受——

看到泪流满面，正是因为片中所

讲的美食，除了在深夜令人神往

而不可得的遗憾之外，还因为那

些美食同时也是我们的记忆，正

如有人写：“美食，是可以吃下去

的幸福记忆”。我们的吃法，同时

也是我们的活法。

其实，中国纪录片一直面临

着一种尴尬，出于政治宣教功能

而拍摄的一些文献纪录片虽然不

乏精品力作，但却难以赢得大批

的观众群体，尤其是年轻人。而

《舌尖上的中国》带有浓浓的生活

气息和草根气息。有看过该片的

观众表示，这部纪录片并非只是

对名家名菜、菜系流派的简单展

示，它像讲故事一般将个人记忆放

入其中，以食材、味道、工艺将历史

和文化串起来，令人感受到市井邻

里的亲切，同时也感受到浓厚深沉

的历史人文气质。这样令人感到

温暖的纪录片，一下子就走入了观

众心里，看电视成为一种集体期

待，也成为一场集体怀念，期待一

种美食，怀念一种味道。

笔 者 在 看《舌 尖 上 的 中 国》

时 ，脑 海 里 不 断 浮 现 出 一 部 电

影——《饮食男女》，当时导演李

安将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用做饭、

吃饭这样的隐喻来表现，贴切地

体现出中国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与

食厨相连。这与《舌尖上的中国》

不谋而合，它从文化角度所探讨

的问题并不只是“吃”这么简单，

从传统劳作到食物创新，生活的

艰辛和几代人的智慧结晶，中国

人“吃”的传承和变化已经逐渐凸

显出它特有的国人气质。《舌尖上

的中国》顾问沈宏非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很多年轻人不知道食物来自

哪里，也不了解草根人民怎么吃东

西，这部片子重视的还是人和食材

的关系和状态。“其实它讲的不是

美食，而是深入美食背后讲文化传

承，是现今社会中人要如何善待食

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文化学者

胡野秋如此评价。

《舌尖上的中国》不仅引发众

多观众关注，一个有趣的现象也

在随着节目的播出出现了——这

部美食纪录片带火了淘宝网购。

据了解，片中介绍的美食让淘宝

上的相关卖家大赚了一回。有网

友爆料，每晚只要片子快播出的

时候，自己就会一边开着电视，一

边打开淘宝，时刻搜索着片中提

到的美食以及地方小吃。据淘宝

的数据显示，5 月 14 日《舌尖上的

中国》开播至今，淘宝零食特产的

搜索量超过 400 万次，环比增长

13.54%，共成交 5823954 件。纪录

电 影 导 演 张 同 道 看 过 该 片 后 笑

言，看罢发现原来是一个专业的

食客终于以合法的名义专业地饕

餮中国，活色生香，诱人至深！不

知引得多少食客垂涎欲滴，建议商

业部给剧组颁发“拉动消费奖”。

这当然是剧组在拍摄该片之外并

没有想到所带来的影响力，然而这

充分说明这部纪录片的成功。“通

过中华美食的多个侧面，感受食物

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仪式、伦理、

趣味等方面的文化特质，这是我们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的。”《舌尖上

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说道。

在一部纪录片里寻找中国人

的历史、智慧以及审美，在清雅绵

长的旁白中不断回味，这样的纪

录 片 带 来 的 感 动，真 是 久 违 了。

有评论说，这部纪录片之所以走

红，是因为其真诚。是的，一部真

诚的纪录片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人

真诚的生活方式，正如片子最后

所说：“一位作家这样描述中国人

淳朴的生命观：他们无论是在埋

头种地，还是在低头吃饭，总不会

忘记抬头看一看天。”

“美食，是可以吃下去的幸福记忆”
素 淡

5 月 16 日，中国电影家协会

《2012 中 国 电 影 产 业 研 究 报 告》

（下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

作者、专家学者、业界代表等出席

了活动。与会嘉宾从各自领域出

发，回顾了 2011 年中国电影产业

发展状况，重点剖析当前出现的

问题与症状，为国片把脉。

据《报告》中数据显示，2011

年 ，中 国 全 年 电 影 票 房 总 额 为

131.5 亿元，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和

日本居于第三位，这一数据超越

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甚至超越

了核心欧盟国家的票房总和。然

而，中国电影产业真如数字显示

的那样繁荣吗？

数字背后的问题

《报告》中称，2011 年我国电

影故事片产量为 558 部，总体看

来，电影投融资依然呈现火热的

态势，但据业内人士介绍，其中近

300 部电影投资规模在 100 万元以

下，可见如此的投资决定了电影

的 艺 术 价 值 和 技 术 优 势 无 法 体

现，电影质量偏低，使得大多数影

片无法进入市场，投资成为无效

投资，而这部分资金估计每年超

过 2 亿元。而在进入票房市场的

电影中，估计一半以上的影片制

片投资无法收回，因此《报告》称

目前国内电影投融资领域“虚火”

成分较高，风险高。

《报告》的作者之一、北京电

影学院图书馆馆长刘军在发布会

上透露，2011 年，全国城市影院数

量突破 2800 家，全国城市影院可

统计观众人次超过 3.68 亿，同比

增长 29.5%。银幕以每天 8.3 块的

速度增长，总数突破 9200 块，其中

90%具备数字放映条件。然而刘

军同时提出，当新影院如雨后春

笋般遍地开花时，影院经营也面

临同质化现象。在票价、片源、设

备、服务、经营模式和服务理念上

能否找到差异化的竞争力，成为

影院之间较量的关键。《报告》中

也提到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战略的

弱点之一，即表现在影院和银幕

建设爆炸性增长的速度能否保持

方面，各大院线投资商的激烈竞

争，推高了影院地产的租金，使影

院的资本回收期延长。此外国内

一些中心城市的影院和银幕密度

接近饱和。

发布会上，刘军依然提到了

这几年一直备受各界质疑的票价

过高问题，对此刘军认为电影票

价需要降低到与居民生活水平相

适应的标准。北京华星影院总经

理陆遥表示，票价高和影院经营

成本相关，同时也源自价格机制

的混乱，“影院的挂牌价是很高，

但问题是没有多少观众是按挂牌

价买票，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以低于挂牌价的价格买到票，比

如会员卡、团购券、兑换券等，这

种混乱的价格机制，当然会导致

很多问题，比如影院与片方结账

的时候，就会遇到不少麻烦。”

产业发展拐点到来

结合近期国产电影遭遇好莱

坞大片夹击的现象可以看出，国

产片当下正遭遇盈利能力下降的

困境，新影联院线副总经理高军

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产

电影票房收入仅占总票房的38%左

右，制片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资深电影市场研究专家刘嘉

直言，虽然从数据上看，中国电影

产业在 2011 年达到了一个很高的

高度，但如果把中国电影产业放

在经济全球化大的背景下来看的

话，这个总量在全球化市场中还

是比较微弱的。从《报告》上看，

2011 年大片市场表现乏力，几乎

走进了“只热一周”的轮回，首周

热映后昙花一现，次周跌幅超过

50%。而中小影片的市场表现相

当不错，在刘嘉看来，这样的变化

体现了国内电影市场逐步开始进

行受众的细化，开始注重营销目

标的准确性和观众的多元化。因

此，专家认为，中国电影产业的拐

点已经出现，值得引起重视。

《报告》中指出，中国电影产

业长期依赖于靠投资扩张的外延

型增长发展模式已近于瓶颈。影

院银幕增速远超票房增速，对此

陆遥说：“票房增幅之所以赶不上

银幕增幅，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影

院建设投资过热，盲目投资偏多，

银幕数量增加不仅没把票房这块

蛋糕做大，反而稀释了蛋糕，单块

银 幕 的 产 值 下 降 明 显 。”另 外 ，

2011 年末，“八大院线”与片方的

利益之争反映出近年来国内市场

的悖论——多数影片不盈利与多

数影院盈利。其原因在于中国电

影市场发展长期处于依靠产品驱

动而获利的单一模式中。对此刘

嘉认为，行业各方亟待出现一个

共同交流沟通的平台，行业协会

的作用应更加体现出来。

对于中小影片的异军突起，

刘嘉表示，制片业应转向，在注入

新鲜血液的同时，还要找到贴合

市场、贴合受众群体的新的消费

力 量 。 最 后，刘 嘉 表 示，建 立 新

型的发行体系，创新发行模式对

目前国内电影市场的变化有着重

要意义。由于市场逐渐转为靠内

生 性 增 长 模 式，发 行 的 精 细、产

业链条的完整都是开拓电影市场

的关键。

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关键

尽管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存

在一些问题，行业在发展进程中

需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创新商

业模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

拥有巨大的电影市场，其未来发

展潜力不可估量。刚刚过去的第

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洽商

交易总额创中国电影节展交易额

新高，再次证明了“当今的中国是

电影发展的最好时期”。而日前，

博纳影业对外宣布，将引入新闻

集团的战略投资；万达院线斥资

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集团 AMC

的消息也引起了业内人士关注。

可见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

许多公司也加紧向海外进军。

不过，刘嘉坦言，国产电影的

“走出去”之路举步维艰，“外国人

都想进入中国市场，但我们把自

己的电影发行到国外却很难，中

国 电 影 的 对 外 影 响 力 还 是 很

小。”对此，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

长饶曙光表示，中国电影目前的

确存在缺乏人文关怀、缺乏美学

追 求 等 现 象 ，电 影 存 在 文 化 短

板。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电影

“走出去”的关键在于能否创作出

更富有全球视野和普世价值的作

品，否则像万达并购 AMC 这样的

事件，并不能成为中国电影走向

海外的机遇。看来，高质量的内

容，仍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基

础。国内电影作品质量问题，究

其原因，刘军在《报告》中写道，我

国的高级电影创意和创作人才队

伍薄弱，世界级的电影精品为数

不多，电影人才的培养存在一定

的片面性。而且电影产业的科研

技术独创能力不够，政府对于电

影产业的自主和支持政策还不够

完备、具体和透明。

但从近期国内电影业界出现

的 新 现 象 来 看，中 国 电 影“ 走 出

去 ”的 传 统 模 式 或 许 将 得 到 改

变。新闻集团全球资深副总裁、

中国投资与战略发展首席执行官

高 群 耀 谈 到 与 博 纳 的 合 作 时 表

示：“中国电影市场迅速崛起，已经

成为美国本土市场之外最受重视的

第二市场。我们选择与中国最优秀

的电影企业合作。博纳上下游全产

业链整合的业务模式，完全不同于其

他中国电影公司。我们看好博纳的

市场领导地位，企业定位以及未来

成长前景。这也是吸引新闻集团

战略投资博纳的主要原因。”博纳

影业董事长于冬表示：“合作同时

也说明，博纳影业集团的财务状

况、盈利模式和未来前景，得到了

行业和资本市场的认可。将不仅

帮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也利于

民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

5 月 22 日，在第 65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美国影片《温柔地杀死他们》主创人员、美国演员布拉德·皮特

（右二）及其他主创人员出席拍照式。影片改编自乔治·V·希金斯创作于 1974 年的小说《柯根的交易》。该片

与其他 21 部影片竞逐金棕榈奖。 新华社记者 高 静 摄

北美电影市场连续两年衰退，总票房创 10 年来最低。相

反的，华语电影市场票房年年创新纪录，“亿元导演”逐年增

多，一片欣欣向荣。台湾著名电影学者、影评家焦雄屏近日

在文章中对中国电影目前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文章

中她提到，卡梅隆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

以“疯狂”来形容，“这个快速成长的市场，跳过了 20 世纪，直

接奔向 21 世纪。”每天增加 8 块银幕，且以数字影院为主的增

长方式，正像“天堂”一样在召唤着好莱坞的商人们。对此，

焦雄屏认为，的确，大陆的电影市场是直接“ 跳过了 20 世

纪”，但中国电影忽略了文化和品位的累积，抛弃传统、拼

命 追 新 追 大，“ 结 果 就 是 现 在 的 乱 象，扰 人 耳 目 的新花样

——电脑特效、高价位却不能保障票房的明星，缺乏考据的服

装造型——越来越多，但是电影的文化品位却并不见提高。

焦雄屏也在反思，“这几年我觉得真正好看的华语电影

是什么？数来数去也数不出几部，华语电影到了盛世，我却

更加怀念《童年往事》、《阮玲玉》、《阿飞正传》和《盗马贼》、

《黄土地》那个物质匮乏但是精神饱满的年代。”同时，焦雄屏

也在感慨：戛纳电影节上，一堆人哀叹竞赛单元不见华语片

身影，原因还用说吗？老百姓用钱支持了华语片，但产业回

报他们的是什么？

（来源：《南方都市报》）

（于帆 整理）

焦雄屏：中国电影需在“盛世”有所反省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白瀛）

由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国

电影资料馆共同主办的“民族电影

展”5月22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

术影院启动。为期1个多月的展映

期间，将放映21部民族题材影片。

本届民族电影展以“民族文

学与电影”为主题，放映影片包括

《永生羊》、《唐卡》等影片。启动

仪式上，北京市民委向中国电影

资料馆颁发了“民族团结教育基

地”的授牌。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傅红星

说，中国电影资料馆将通过与中

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民族文

学》编辑部的合作，挖掘、培育少

数民族个性化、多样化的人文资

源，激发少数民族作家的原创力

优势。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与民族影视的有机结合，搭

建二者相互转换、相互依存、相互

激励的桥梁。

本报讯 由国土资源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天

山电影制片厂等联合摄制完成的

电影《生死罗布泊》日前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该片已入

选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向党的

十八大重点献礼影片之列，定于

5 月 22 日在全国院线同步上映。

电影《生死罗布泊》以地质工

作者寻找我国稀缺资源钾盐为背

景，讲述了我国几代地质勘探工

作者勇于担当、不畏艰险，在“死

亡之海”罗布泊历经艰辛、排除万

难，最终为国家寻找到了罗布泊

钾盐储藏地的故事。

担任《生死罗布泊》导演的是

国家一级导演董玲，2011 年曾凭

借电影《杨善洲》夺得第 14 届中

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钟 和）

《生死罗布泊》 在人民大会堂首映

本报讯 （记者白炜）5 月 24

日，微电影《梦想的力量》之公益

系列《寻找失去的孩子》在北京

举行上线启动仪式。本次活动

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与合润

传媒联合主办，邓飞以“ 微博打

拐公益基金发起人”及“ 微电影

《寻找失去的孩子》监制”双重身

份出席，用“微电影——《寻找失

去的孩子》”这一影像记录形式

向全社会分享了微博打拐的成

功经历，同时启动“ 微博打拐公

益基金”，以号召更多力量支持

这项公益行动。

邓飞宣布，由他与韩寒“零费

用”共同监制的这部公益微电影

将 于 5 月 28 日 在 新 浪 、乐 视 首

播，该 片 一 共 8 集，用 独 特 的 视

角，记录了多个家庭与个人，在

经历拐卖儿童事件背后不为人

知的故事。

据了解，《寻找失去的孩子》

作为纯公益性的纪实微电影，所

筹善款将全部定向用于资助给正

在寻找丢失孩子的人以及帮助他

们寻找孩子的志愿者。

公益微电影《寻找失去的孩子》即将上线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许晓

青 孙丽萍）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组委会 5 月 23 日揭晓“金爵

奖”首批入围名单。今年共有来

自 10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43 部影

片报名参加“金爵奖”角逐，俄罗

斯、芬兰等国的名导新作入围。

据了解，今年“金爵奖”入围

影片共 17 部，首批公布的 10 部影

片是《蛹》、《天空的颜色》等，出品

方覆盖英国、德国等 13 个国家，其

中不乏名导新作。

同一天，上海国际电影节“亚

洲新人奖”单元评委会及入围影

片也同时揭晓，入围影片包括《奢

侈日记》等，其中来自海峡两岸及

香港新锐导演的作品《甜蜜十八

岁》等影片多角度呈现出华语电

影新生代的活力。

据悉，将于 6 月 16 日至 24 日

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将首次

举办“上海发布”专场活动，独家

公布“电影摇篮”上海的产业进展

和最新政策。

1643部影片竞逐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

“民族电影展”展映21部民族题材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