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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突进？看国产电影的2013
本报记者 钱 力

艺术·行走

2013 年对于国产电影来说，绝对称

得上是可圈可点的一年。“逆袭好莱坞”

“转型做导演”“烂片高票房”等一系列

话题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我们终于摆

脱大片依赖症，找到了通向当下观众内

心情感需求、与观众产生共鸣互动的类

型片创作路径。”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

长饶曙光分析。

国产电影逆袭好莱坞？

纵观今年影坛，好莱坞大片独领风

骚的光环正在消退。4月 21日，《纽约时

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好莱坞在华遭遇

票房困境》的报道，说中国内地观众观影

品位正在发生大变化，开始厌倦好莱坞

大量“千篇一律”的爆米花大片。视线转

回国内，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

的数据，前三季度全国电影票房总收入

164 亿余元，其中国产片收入 95.6 亿元，

进口片收入 68.7 亿元。与去年同期比

较，前者增长了 93.8%，而后者却下降了

5%，大大改变了往年的电影票房格局。

与 此 形 成 鲜 明 对 比 的 是 ，去 年 春

天，宁浩导演的《黄金大劫案》、杨树鹏

导演的《匹夫》、管虎导演的《杀生》、张

杨导演的《飞越老人院》集中上映，中生

代导演的集体出击被寄予厚望，但在好

莱坞大片的猛烈冲击下并未取得预期

的票房成绩。在种种场合，他们言辞中

流露出对于“好莱虎”“好莱狼”的惧怕。

去年暑假，在“国产电影保护月”的

庇护下，“好莱坞”不见踪影，《搜索》等

电影挽回了一些票房。再来看看今年的

暑期档，以往的“国产电影保护月”并没

有出现，国人似乎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

迎接“好莱坞”同台竞技。但结果是国产

电影并未受到多大威胁，票房一路见涨。

有专家分析，相比较而言，国产片

故事更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特别是与

电影主流观众——青年群体正在经历

的压力、爱情、就业等情感相通，让观众

产生了共鸣。而进口片的电影类型、故

事模式甚至人物与往年没有太大的变

化，缺乏新意，再加上文化隔膜，观众难

免产生审美疲劳。据悉，截至目前，今

年 34部进口分账片名额已用完，其中 32

部电影已上映，还有《极速风流》、《雪国

列车》两部分账片待上映。距离年底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即便是再加上尚未上

映的几部“批片”与“合拍片”，中国内地

电影票房大局已定。

但与此同时，《富春山居图》、《不二

神探》等被称为“烂片高票房”现象的出

现，也引起影视界相关人士的担忧。技

术依然主要靠“忽悠”，好的剧本寥寥无

几，新人导演不够大气……让不少业内

人士感慨“我们距离真正的电影大国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去年全部华语片在境外的输出只

有 10 亿人民币，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票

房是 88 亿元。逆袭好莱坞还只是一个

梦，离现实还是很远的。”华谊兄弟影业

总裁王中军感叹。

青年导演异军突起

年初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保持强劲

发展势头，一些青春题材电影成为一道

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致我们终将逝去

的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中国合

伙人》等电影在取得优异票房成绩的同

时，也吸引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能把目光

更多地关注在现当代中国人的创业故事、

情感生活，还拍成了充满人情味的商业

片，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电影的风貌正在

悄然发生着改变——更人文更多元，更

具有现实意义，更多思考，中国电影行业

也正在进行着艰难而有意义的重要转

型。与此同时，几年前由《失恋33天》开创

的爱情喜剧也继续在今年呈现出活力。

第三季度的《被偷走的那五年》、《非常幸

运》等影片均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21 世纪的电影市场，21 岁的人是

主要消费人群，习惯在 21 时看电影。”上

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汪天云以此来概

括今年电影领域所呈现出的这一明显

现象。“从《失恋 33 天》、《人再囧途之泰

囧》，到《小时代》、《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这些电影都在告诉我们，观众不再

需要沉重的电影，需要的是健康、快乐、

正能量的影片；不是居高临下地教化他

们，而是能让他们产生共鸣。”他说。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阶段新类型片

的大量出现，与电影创作者的日益多元

关系密切。一方面，一大批青年编剧、

导演开始在电影创作中崭露头角，新的

观察角度、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电影语

言和他们对年轻观众的了解，为中国电

影的创作带来了一股新风；另一方面，

一些电影行业外的人士也开始介入电

影创作——无论是郭敬明的《小时代》，

还是韩寒的《一座城池》，在粉丝效应的

支持下，都收获了不菲票房，中国电影

人从浩瀚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了新的创

作突破口。

从以创作者为中心转向以观众为

中心，是这批电影的一个集体特征。赵

薇凭借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一举获得今年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

奖。在她看来，电影的成功不在于类型

或者题材，关键在拍摄的出发点——拍

出来的作品能不能与观众有共鸣。这

种创作观与全媒体时代影像所面临的

生态环境不谋而合。随着数字传播和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观众已经成为整合

创作主体、营销模式、播映终端和市场

运作整个电影产业链的主体。可以说，

全媒体时代生动地诠释了“观众是一切

艺术创作的试金石”。

“故事是核心，而演员、外景、音乐

等 因 素 只 属 于 让 电 影 更 好 看 的 加 分

项。”《北京遇上西雅图》导演薛晓路摸

准了观众的脉搏，她告诉记者，在明星

阵容、完整叙事、好看景色、好听音乐、

曲折多元的电影语言之外，更要重视的

是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人再囧途之泰囧》导演徐峥也同

样重视与观众的交流，在他看来，这种

交流一是来自于表演，即什么样的节奏

和表达会让观众笑得更舒服；二是来自

于思考方式，即如何把观众放在这个故

事体验者的位置。“观众喜欢一部电影，

不仅是因为这个电影能让他发笑，更重

要的是这部电影能够与日常生活发生关

系，看了以后觉得很亲切。”他说。

红色题材全新演绎

今 年 的 主 旋 律 电 影 也 是 收 获 颇

丰。《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迄今票房突破

7000 万元，在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更

被誉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的鲜活教材”；10月 1日上映的电影《门

巴将军》在大片云集的国庆档吸引了诸

多观众的目光；电影《兰亭》以其真挚浓

郁的情感令众多观影人士潸然泪下……

长久以来，一些主旋律电影的确存

在主题观念化、人物脸谱化、叙事模式

化、台词口号化、思想空洞化等缺陷。

而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却以影像

的方式“活化”了 1961 年周恩来总理一

行在四天四夜里，调研革命老区河北省

武安县伯延公社的这段历史。为了还

原历史，主创人员 7 次奔赴伯延采访亲

历者、搜集材料、体验生活。他们将追

寻历史真相和表达人物的真情实感结

合了起来，真事、真话、真情、真意，构成

了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元素。导演陈力

告诉记者：“这部电影如果能打动一些

人，我想是因为它的真实。如果不体验

生活，我们无从获得这些细节。”

主旋律电影打动我们的不止是深

刻的思想内涵和深厚的人文内涵，还有

它们在主流价值观与商业类型化叙事

结合上的努力，尤其是注重现代电影的

视听品质、视听冲击力和感染力，从而

让影像的质感以及艺术意蕴达到一个

新的境界。在文艺评论家丁振海看来，

“ 这 种 融 合 与 超 越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收

获”。无论是《门巴将军》在美丽的雪域

高原所上演的西藏军医事迹，还是《兰

亭》所围绕着的小人物的悲欢，都在这

些方面进行了尝试。“让主旋律放下身

段，才能让观众心悦诚服地去接受主旋

律作品的观点而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

样式，所以《兰亭》里使用的可以说都是

回归人性的最本真的语言，《兰亭》的故

事也是几个月实地走访获得的历史真

相。”电影《兰亭》编剧程晓玲说。

贺岁档期待圆满收场

贺岁档是每年圣诞节、元旦、春节

档期的统称，但是由于近年来大片越来

越多，这一档期也被一再提前，通常 11月

下旬就开始“打头炮”。今年的贺岁档再

度提前，11月 20日，好莱坞口碑影片《地

心引力》率先抢滩贺岁档，紧接着又有

《饥饿游戏 2》。国产片方面则是 11月 22

日吴彦祖担任监制并联合姚晨等主演

的高智商犯罪大片《控制》上映。

从这之后，每周都有至少一部大片

公映。先是陈木胜执导，刘青云、古天

乐和张家辉主演的警匪巨制《扫毒》于

11 月 29 日公映。12 月 3 日宁浩的《无人

区》上映，主演徐峥、黄渤和余男的阵

容，加上无数次被叫停的“饥饿营销”法

则，业内认为该片很可能成为一匹黑

马。12 月 6 日则有陈嘉上执导的 3D《四

大名捕 2》上映。12 月 12 日是刘德华和

姚晨主演的 3D《风暴》。12 月 19 日和 12

月 24 日，两部重磅电影——冯小刚执

导、葛优主演的《私人订制》和成龙主演

的《警察故事 2013》相继公映，两片在阵

容和内容上旗鼓相当，并且都是历年的

贺岁片之王。而由倪妮和井柏然主演

的《等风来》将在 12月 29日公映，虽然风

格偏文艺，但却是贺岁档独此一家的纯

爱片。业内预测，国产电影在今年的贺

岁档会有一个好的“收成”，2013 年中国

电影票房突破 220亿元指日可待。

2013 年前后，一批国产小成本电

影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分

手合约》、《中国合伙人》、《青春派》、

《人再囧途之泰囧》等不仅获得了票

房，也赢得了口碑。

一批小成本电影的出现是对自

身 电 影 类 型 的 进 一 步 拓 展 与 深 化 。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迄今为止在国际

市场上得到认可的类型就是武侠类

电影，从 2002 年中国的第一部大片

《英雄》到 2013 年的《一代宗师》，甚至

合拍的《功夫熊猫》等，到输出到国外

的影视人才诸如导演吴宇森，武术指

导袁和平，演员章子怡、李连杰、成龙

等，基本都和武侠有关。与此相对应

的是，其他的电影类型如

动 画 片《喜 羊 羊 与 灰 太

狼》，喜剧片如《疯狂的石

头》、《非诚勿扰》，科幻片

如《长江七号》等的创作

都处于摸索的阶段，尚未

成为成熟的电影类型，也

没有取得国际影响力。

而 2013 年 出 现 的 一

批作品，对于国产电影的

类 型 是 一 种 拓 展 和 发

展。从类型上说，喜剧如

《人再囧途之泰囧》，青春

偶像片如《致我们终将逝

去的青春》、《分手合约》、

《小时代》，爱情片《北京

遇上西雅图》等拓展了国

产 电 影 类 型 。 从 表 现 手

法 和 电 影 语 言 来 看 ，如

《人再囧途之泰囧》等深

化 了 喜 剧 的 表 现 方 式 。

影 片 用 王 宝 强 傻 根 式 的

造 型 表 现 了 中 国 式 的 狡

黠与质朴，用巧合的桥段

白 描 了 中 国 底 层 百 姓 的

人情世故，无论是对电影

语言的运用，还是讲述的

具体内容，都表现出中国

喜 剧 的 本 土 化 特 征 。 这

既 和 英 国 “ 憨 豆 ” 的 逗

笑形成了区别，又和葛优

的幽默拉开了距离，简言

之，这种喜剧是中国亿万

底 层 民 众 生 活 方 式 的 缩

影和处世态度的写照。

一 批 小 成 本 电 影 的

出 现 标 志 着 中 国 电 影 产

业 化 的 渐 趋 成 熟 。 电 影

产 业 成 熟 的 一 个 标 志 就

是票房。对于影视来说，口碑好票房

高、口碑差票房高等两端的作品是少

数 ，大 多 数 都 是 无 口 碑 无 票 房 的 作

品。而 2013 年的电影作品有的获得

了高票房，有的赢得了好口碑，在整

体的票房上远远超过了进口大片《速

度与激情 6》等的份额，这是中国电影

人多年努力的结果。电影产业成熟

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续集的创作。从

艺术质量上而言，一般续集的产品难

以逾越原作，但从产业的运作来看，

续集具有“扩窗效应”，及时抓住原作

积 累 的 人 气 ，多 能 获 得 商 业 上 的 成

功，如英国著名的《007》系列，美国《魔

戒》、《星球大战》、《加勒比海盗》、《变

形金刚》、《教父》、《哈利·波特》、《蝙

蝠侠》、《黑客帝国》、《大白鲨》等系列

都是如此。而在 2013 年的小成本电

影中就有两个突出的续集电影，分别

是《小时代》和《人在囧途》。回顾近

年来的国产电影，除了《喜羊羊与灰

太狼》连续出了 5 部之外，其他还没有

类似的产业化运作。虽然从成就上

难以和欧美成熟的产业化运作相媲

美 ，但 能 够 及 时 推 出 自 己 的 续 集 作

品，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批小成本电影的出现使国产

电影摆脱了对于武侠大片的依赖，为

中 国 电 影 的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的 活 力 。

简要回顾中国电影 10 多年来的发展，

就 可 以 清 晰 地 发 现 这 一 明 显 变 化 。

自 1994 年引进美国《亡命天涯》等大

片以来，中国电影开始了自己艰难的

跋涉之路。1998 年，《泰坦尼克号》以

凄美的故事、绚丽的画面、动人的音

乐、精细的制作卷走了 3.2 亿元人民

币。在好莱坞大片刺激下，国内影人

开 始 探 索 自 己 的 大 片 模

式：大明星、大导演、大制

作、大营销；而在 2000 年

李安《卧虎藏龙》的奥斯

卡 指 引 下 又 确 定 了 武 侠

的方向。终于，经过多方

的努力，中国武侠大片陆

续和观众见面：2002 年的

《英雄》，2004 年的《十面

埋伏》，2005 年的《无极》，

2006 年的《夜宴》、《满城

尽 带 黄 金 甲》…… 直 到

2013 年 的《一 代 宗 师》。

尽 管 也 有 其 他 各 种 电 影

类型的尝试，如《集结号》

与《投 名 状》、《十 月 围

城》、《赤壁》式的战争题

材，人物传记式的《梅兰

芳》，《非诚勿扰》式的爱

情 ，《长 江 七 号》式 的 喜

剧，《喜羊羊与灰太狼》式

的动漫等等，但从整体而

言，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

电 影 类 型 。 在 武 侠 一 枝

独秀、其他类型走不出国

门的尴尬局面下，2013 年

众多在内容上贴近生活，

在类型上趋于多样，在制

作 上 投 资 小 的 电 影 陆 续

获得成功，这无疑给艰难

跋 涉 的 中 国 电 影 开 启 了

一扇新的大门，为国产电

影 的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的 活

力 。 虽 然 距 离 走 出 国 门

还比较遥远，但首先取得

国 内 的 成 功 就 是 走 出 去

的基础。

小 成 本 电 影 取 得 成

就的同时，也应看到自身

的提高空间。首先电影的主题内涵

略嫌单薄，有的还存在拜物炫富等价

值观方面的导向误区；其次在故事讲

述上不够圆熟，比较一下《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和《北 京 遇 上 西 雅 图》就

能 发 现 ，前 者 用 甜 蜜 的 故 事 讲 述 残

酷 的 现 实 ，后 者 用 残 酷 的 现 实 讲 述

甜 蜜 的 故 事 ，两 者 之 间 高 下 立 显 。

遗憾的是，当前很多故事都是如此，

如在《小时代》里，匍匐在地的林萧

需 要 仰 视 霸 气 凌 人 的 老 板 ，用 甘 做

奴 役 的 杂 工 换 取 应 付 差 事 的 旧 稿 ，

这 些“ 苦 药 ”并 没 有 包 着 梦 想 的 甜

皮，要让掏腰包的观众咽下去，必然

会 遭 到 剧 烈 的 吐 糟 。 最 后 ，就 票 房

而言，在国内取得了较好的票房，但

在国外并不理想，如《致我们终将逝

去 的 青 春》在 美 国 市 场 票 房 收 入 只

有 9990 美元，《人再囧途之泰囧》只

有 5.7 万美元，这表明这一批电影在

国 际 市 场 上 还 没 有 竞 争 力 ，难 以 进

入欧美的主流院线。

11 月 9 日至 22 日，中国民族博物馆

“多彩中华——中国民族文字展”赴美国

展演。全程活动分为两部分，一是在美国

东部地区为期4天共计13场的巡回展演，

二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为期3天的展览。

此行的目的在于通过中国书画这

一传统表现形式，传播中国绚丽多姿的

民族文化，并从这一独特的角度向美国

民众乃至全世界，宣传我国的民族政

策、民族工作，展示我国各民族和睦相

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关系。

4天展演13场

此次展演，全团一共 16 人，其中书

画家 4 人，导演 1 人，主持人 1 人，记者 1

人。每场演出的灯光音响、舞台布景、

服装道具等工作，全部由这 16 人承担。

人员少，但展演质量高，每位团员身兼

数职，兢兢业业；每场演出精彩纷呈，叫

好叫座。

前期展演活动仅 4 天，完成演出就

高达 13 场。其中首日转场 3 次，完成演

出 4 场，创下了“多彩中华”单日演出场

次的新纪录。早出晚归成为大家的常

态，但能够亲身践行传播中国民族文化

这一崇高使命，使得每个团员都忘记了

疲惫，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

此次活动，分别在华盛顿特区、马

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市等地共

举办了 13 场展演，先后走进了美国的社

区、小学、中学、大学及养老院等，全方

位地与美国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普

通民众进行交流，在展示中国特色鲜

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同时，更重

要的是加深了了解、缔结了友谊。展演

中，场场爆满，互动热烈，观众纷纷打出

“欢迎你们，中国朋友”“谢谢你们”的标

语。演出结束后，现场观众更是争相合

影并提问，久久不愿离去。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11 月 19 日，在

联合国总部举办的“多彩中华——中国

民族文字展”开幕式上，联合国副秘书

长盖图，以及来自 140 多个国家的近 200

名来宾出席。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

结一大使在致辞中特别向来宾全面介

绍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情况。这

是此次展演活动最大的收获，也是此次

交流活动为服务国家外交、民族工作两

个大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入住美国家庭

此次交流活动，突出互动，着力创

新。一方面通过教美国学生、老师及普

通民众学习书画，让他们亲身体验和感

受中国民族文化的特殊魅力；一方面所

有团员入住美国普通家庭中，与他们同

吃同住，开展面对面、零距离的接触和

交流，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时间虽

短，却已结成了朋友，每次离去都是难

分难舍、依依惜别。

演出活动部分，以中国传统民族文

化为骨，以现场书画表演为肉，辅以中

国少数民族服饰展示，现场效果十分突

出；展览活动部分，以少数民族文字为

载体，通过图片、展板、实物和多媒体等

形式，集中展示了多方征集的以“和平”

为主题的 100 多幅书法作品，以及 60 枚

中国印。用中国书画的形式，表现中国

的民族文化，这是“多彩中华”的首次尝

试，这一大胆创新在美国观众中引起了

共鸣，更赢得了赞誉。

“ 多 彩 中 华 ”品 牌 自 2002 年 创 立

以 来 ，已 经 走 过 了 12 个 年 头 ，其 间 已

在 3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展 开 展 演 。 特

别是曾数次配合国家重要外交活动进

行，多次得到外交部、文化部等部门的

高度肯定。目前，该活动已成为民族

领域对外交流的一大重要品牌活动，

在国内外积累了广泛的影响和良好的

声誉。

本报讯 （记者刘淼）由北京人艺

影视中心历时 3 年制作的大型人物传

记片《演员、导演、教师——苏民》，于

12月 1日在北京电视台开播。

该片总共15集、450分钟，全片用丰

富翔实的影像资料，讲述了北京人艺元

老级戏剧家苏民的艺术人生。

苏民自幼勤奋好学，能诗善画，打

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在他 60

多年的艺术实践中，成为了集演员、导

演 、教 师 于 一 身 的 学 者 型 戏 剧 艺 术

家。他成功地创造了《雷雨》中的周

萍、《蔡文姬》中的周近、《胆剑篇》中的

范蠡、《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的格路

莫夫这些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

苏民导演的《李白》成为了他导演

艺术的代表作，也成了北京人艺的经

典保留剧目，久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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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首都高校“风采之星”大赛落幕

本报讯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5 日，

由北京油画学会、北京银河空间美术

馆联合举办的“诚至高原”耿万义西

藏人物油画展在京开幕。

耿万义从事油画艺术创作 30余年

来，先后20余次深入西藏写生，贴近藏

民生活，收集并记录了无数藏民生活

的创作素材，对藏文化有着深刻的认

识与见解。此次展出的 80 余幅画作

以西藏人物为题材，是他积数十年创

作底蕴，激情迸发推出的经典力作。

耿万义的油画作品浸透着藏族的质

朴气息，展现了藏民博大的胸襟和深

厚的情感。 （清 筝）

民族文字展在美国演绎“多彩中华”
闵 博

《《中国合伙人中国合伙人》》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北京遇上西雅图北京遇上西雅图》》

书画家冀有泉、郭正英、狄少英、姚伟荣共同创作的书画作品

传记片《演员、导演、教师——苏民》开播

本报讯 （记者钱力 张晓楠）11

月 29 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第十

届首都高校“风采之星”才艺选拔大

赛决赛晚会在京举行。经过近两个

月的选拔，9 名选手（组合）走上了决

赛的舞台。

今年恰逢“风采之星”走过的第

十个年头，大赛的主题“拾光”既承载

着对往届比赛的回忆与致敬，又寄托

着对未来舞台的憧憬与展望。

活动邀请到了中央电视台综合频

道吉尼斯中国之夜执行总导演叶璐、

流行歌手海明威、北京说唱组合“龙井

说唱”、“五洲唱响”主唱季托、原创民

谣歌手邵夷贝、《中国好声音》第二季

人气学员崔天琪等担任评委和嘉宾。

最终，“蝴蝶童谣”组合成为第十

届首都高校“风采之星”才艺选拔大

赛决赛的冠军——星光奖。北医爱

乐乐队、胡西塔尔并列获得亚军，王

策位列季军。根据现场媒体代表的

投票，最受媒体关注奖颁给了“蝴蝶

童谣”、北医爱乐乐队、王策、王佳楠

和胡西塔尔。

耿万义展出 80余幅藏民画作

艺术·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