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年伊始，中国电影喜迎开门红！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最新统计，2021 年春

节档（2 月 11 日至 17 日）全国城市影院票房为

78.39 亿元，春节黄金周内吸引 1.6 亿人次观众

走进影院，双双刷新中国电影春节档纪录。火

爆的市场表现，显示中国电影有足够的应变能

力和内生动力。

今年春节档，优质内容聚合式投放，营销手

段创新灵活，在预售阶段就先声夺人。《你好，李

焕英》《唐人街探案 3》《刺杀小说家》《侍神令》

《人潮汹涌》《新神榜：哪吒重生》《熊出没·狂野

大陆》7 部影片争夺票房“主赛道”。春节档的

火爆证明，电影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必然是内容

为王、质量为王、口碑为王。

类型创新 矩阵分布
满足分众需求

今年春节档影片基本以喜剧为主。《你好，

李焕英》《唐人街探案 3》《人潮汹涌》等都带有

一定的喜剧元素，但并未止于对喜剧类型的单

向开掘，而是主动融合悬疑、荒诞、奇幻、动作多

种元素，避免了同质化倾向。

比如，《你好，李焕英》以喜剧元素为主打，

却将“亲情”尤其是认识母亲、理解母亲、感恩母

亲的“深情”作为影片的核心议题，通过“穿越”

的叙事手法讲述母亲年轻时的梦想，引发关于

亲情的情感共鸣。《唐人街探案 3》通过“喜剧+
悬疑”的类型组合方式讲述神探的较量，两种类

型的融合降低了悬疑推理类型片的观影门槛，

吸引很多观众。

如果说上述喜剧影片契合“合家欢”的观影

氛围，受众群体涵盖了全年龄段，那么《刺杀小

说家》《新神榜：哪吒重生》《侍神令》等影片则着

重满足了青年群体的观影诉求。

《刺杀小说家》是一个值得重点讨论的文

本。影片延续了路阳导演写实动作的类型风格，

并融入奇幻元素，讲述了现实世界与小说家建构

的小说世界，两个平行时空相互交织的冒险故

事。片中两个叙述层次的交叉并行、不断转化，

使观众穿行于虚实之间，获得了全新的观影体

验，具有很强的创新探索意义。《新神榜：哪吒重

生》也是一部具有创新意识的影片。它从中国传

统故事中汲取灵感，融入青年文化，架构一个本

土与异质元素共存的奇幻世界。虽然不同文化

元素的杂糅让影片的叙事深度有所消减，但其以

符合当下青年审美的艺术表达诠释中国古典神

话的创作手法，获得大量青年观众的喜爱。

电影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对少儿观众的培

育。作为春节档唯一主要面向少儿观众群体的

影片，《熊出没·狂野大陆》在延续前作人设、风

格和世界观的基础上，融入具有思辨色彩的科

幻元素，有效拓宽了影片受众，也摆脱了“低幼

化”标签，具备寓教于乐的功效。

视效强大 品牌营销
彰显工业水平

在关于今年春节档的评价中，“宇宙”一词

被频繁提及，反映了一种新的创制倾向。电影

“宇宙”的提法，最早被用于形容由漫威基于共

同的元素、架构、角色制作的一系列电影组成的

架空世界和共同世界，意指剧情宏大、网状叙

事，以及成熟精细的电影工业体系。“宇宙”

被频繁用于描述国产片，意味着中国电

影愈加关注提升工业水平和品牌价值。

这至少具备两个基础条件：一、强大

的视效技术为“宇宙”的想象和视觉呈现

提供支撑；二、成熟的营销策略为“宇宙”的

持续性搭建创造品牌价值。春节档部分影片在

二者上均有突破。

就视效技术而言，《新神榜：哪吒重生》《侍

神令》《刺杀小说家》3 部影片的特效制作，以及

达到的电影工业化新水准值得重点关注。作为

追光动画出品的第五部作品，《新神榜：哪吒重

生》在制作水准和难度上有推动国漫“追光”的

意味。影片中具有特效元素的镜头数达 1838
个，每个特效镜头都由高达几十层的元素构成，

如片中的“闹海”情节不仅需要根据不同镜头搭

建海水的流体模型，还需要将海水的规模、质感

与不同场景灯光渲染物体有机融合，以最大程

度贴近真实效果，创造震撼的视听体验。

数字角色是电影视效难度最大的技术之

一。《侍神令》共打造了 702 个数字角色，数量甚

至超过了《阿丽塔：战斗天使》《奇幻森林》等外

国视效大片。《刺杀小说家》百分百起用本土视

效团队，耗时两年半创下华语电影视效技术的

3 个“第一次”，第一次将虚拟拍摄、动作捕捉、

实拍、计算机动画等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第一

次创造“类人生物”的计算机动画角色，第一次

解决世界级的视效难题。这种突破，不仅彰显

中国电影创制的“工匠精神”，也有效推动中国

电影视效由单纯的模仿、搬运向完全实现自主

创新的目标迈进。更重要的是，上述影片的“东

方美学”精神及其视听呈现获得了本土观众的

认同。

营销策略方面，《唐人街探案 3》《熊出没·
狂野大陆》等影片通过自身 IP 持续衍生出电影

系列进而形成电影品牌的营销策略，也值得借

鉴。《熊出没·狂野大陆》凭借前作的影响力上映

首日便打破了春节档动画类型的票房纪录，《唐

人街探案 3》的品牌影响力形成市场虹吸效应，

其票房近乎春节档的一半。竞争日趋激烈的春

节档和中国电影市场，需要更多电影系列化和

品牌化的尝试，更多元优质的原创作品，才能有

效抵御市场风险。

设置话题 共情共鸣
产生“化学反应”

电影的内容质量、制作水准和营销策略，

对于吸引观众至关重要，但仅有这些还不够。

中国电影市场不乏以“共情度”战胜“商业大

片”的案例，《你好，李焕英》的市场逆袭再度证

明，对于春节档这样弥漫着“团圆”“喜庆”“合

家欢”氛围的档期，情感诉求和倾向对于观众

的选择发挥着很大作用。唯有通过情感的连

接，尽可能满足观众的情感心理诉求，让观众

与影片产生最大层面的“共情度”，才可能实现

票房突围。

作为贾玲导演的处女作，《你好，李焕英》之

所以受到广泛欢迎，主要原因在于“亲情”的核

心议题与节日氛围、就地过年的情感诉求产生

了“化学反应”。片中，贾玲怀念母亲的真情流

露，满足了观众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进

而产生了共情、共鸣与共振，形成了很强的话

题性。

作为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新兴电影市场，

迄今为止，中国电影市场上获得高票房的影片

大都具有两个重要因素：话题性和共情度。唯

有在保证影片水准的基础上，主动设置“议题”，

千方百计扩展话题，以创作者的真心、真情换取

观众的真心、真情，影片才可能获得更长的市场

生命力，实现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社会价值与

经济价值的统一。

总的来看，春节档影片在类型、工业、美学

表达上均有提升和突破，彰显中国电影市场强

大的韧劲和活力。春节期间电影市场的火爆状

况还在持续，或将进一步推动“后春节档”从愿

景成为现实，形成电影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应有

的“长尾效应”，进一步提振和扩容电影市场。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春节档的聚合式投放

并非常态，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科学规范档

期秩序，加大优质内容投入，从变量中寻找常

量尤其是增量，有效拓展春节档的生成配方和

发展空间，才能让更多观众看电影从“过年”变

为“过日子”，推动春节档由“现象级”走向“常

态 化 ”。 这 是 需 要 不 断 深 入 研 究 和 思 考 的

课题。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内容和口碑始终是“硬核”
—2021年电影春节档观察

饶曙光

电视剧《甜蜜》开播了，我在微博发了一句

话：“你想象中的甜蜜生活是什么样子？”这是

我对观众的发问，也是我走进这部剧的入口。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甜蜜，但人生没有

完美的模板。我们会遇见各种各样的路口，很

难预知下一个路口通向哪里，途中遭遇什么路

况，所以很难用一个姿态走向终点。当你无法

预知地跌入困境时，该作何选择？这是这部剧

要直面的生活课题，也希望能映照我们每个人

的生活。

我不是特别高产的演员，但《甜蜜》让我萌

生了很强的创作欲。这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

故事，观众在里面可以找到熟悉的生活。我饰

演的主人公田蜜，原本生活优越，突然跌落人

生谷底。面对困境，她接受了，她认为这就是

生活本来的面目，看清生活的同时也看清自

己，一步一步用自己的双手将苦涩酿造成蜜。

剧中，田蜜对阻止她迎接困难的人说：“你

玩过滑翔伞吗？风来的时候，你要拼命向前

跑，跑出悬崖，迎风而起。悬崖并不是终点，而

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人生的路口有可能是悬

崖，需要做好准备随时起飞，从苦难、苦恼、苦

涩中寻找甜蜜。这也是我所理解的甜蜜生活。

我非常欣赏田蜜身上的契约精神。在这

个有关逆风飞翔的故事里，契约既是有形的契

约，也是关于人生观价值观坚守的无形的契

约。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

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在加快，这让几乎每个人

都承受了很多压力，甚至是一种现实的考验。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什么是稳固的安全

感？田蜜的答案是不断成长，更加独立，在与

生活风浪的搏击中变得更强大。

我很喜欢田蜜和常胜这对人物。他们算

是同为天涯沦落人，常胜情场失意，田蜜家庭

变故。常胜因为工作关系与田蜜相识，双方从

屡屡碰壁到真诚合作，从产生分歧到互相认

同，相携走出人生的至暗时刻。他们在很大程

度上是相像的，彼此价值观人生观大方向一

致，比如，契约精神、职业道德、重情重义。这

也是我认同和敬佩的。

只有对生活有感而发，创作者才会有准

确、深刻、有意义的表达。于我而言，田蜜的故

事是熟悉的，也是新鲜的。我比较熟悉都市题

材的戏，但田蜜一开始的家庭主妇身份，后期

创业的经历都是我不了解的，这是最大的挑

战，我也因此获得了成长。

（作者为演员，本报记者任姗姗采访整理）

酿造生活的蜜
海 清

图片自上而下分别为电影《你好，李焕

英》《新神榜：哪吒重生》《刺杀小说家》《唐

人街探案 3》剧照。 制图：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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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庆 祝 建 党 百 年

的历史时刻，反映中国

共 产 党 创 建 历 程 的 电

视 剧《觉 醒 年 代》一 经

播出，即引发广大观众

的热烈关注。

电 视 剧《 觉 醒 年

代》以 1915 年 到 1921
年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之

前 的 这 段 历 史 为 叙 事

空 间 。 这 是 一 个 国 运

飘摇、民不聊生的艰难

时 世 。 辛 亥 革 命 并 没

有 彻 底 改 变 旧 中 国 的

面貌，面对贫穷落后愚

昧的现实，面对日本帝

国主义侵华野心，面对

袁 世 凯 企 图 复 辟 帝 制

的 倒 行 逆 施 ，有 人 迷

茫 ，有 人 愤 怒 ，有 人 消

沉，有人奋起。在这样

一 个 宏 大 的 历 史 背 景

下，一代先进分子登上

历史舞台，开始了救国

救民之路的艰难探索。

电视剧开篇，日本

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

件，诱迫袁世凯签署“二

十一条”。消息一传出，

李大钊慷慨陈词：“必须

唤起民众觉悟，推翻封

建 思 想 ，振 作 民 族 精

神。”新文化运动、五四

运动等一系列影响巨大

的历史事件铺展开来，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

宣传新思想、提倡白话

文，李大钊发表《庶民的

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

胜利》，介绍俄国十月革

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胡适在

美国撰写《文学改良刍

议》，蔡元培出任北大校

长……电视剧《觉醒年代》精心描画这一幕幕历史风云，

把观众带到一百多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历史环境，清晰

再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思想文化土壤，

也艺术地描绘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文化思想风貌。以

如此大开大合的“史笔”，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

这在以往的电视剧中尚不多见。“觉醒年代”四个字的提

出，既是对该剧的主题概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那个

历史阶段的“艺术命名”。

电视剧《觉醒年代》真实细致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写出了一批民族先进分子，研究探

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探索

思想和发现真理的过程，艰辛而曲折。该剧以艺术典

型化的方式，表现了在各种思想和主义的交锋之中，马

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胜出的过程。毛泽东、周恩来等

一大批青年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探讨人生价

值意义的思考与选择中，走上革命道路。这些内容让

这部剧的历史叙事，处处闪耀灼人的思想光辉。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所展示的历史环境中，众多风

云人物纷纷登场，他们面目各异，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纷

繁和复杂：袁世凯在厅堂里试穿龙袍，张勋在紫禁城领

兵复辟，辜鸿铭在北大讲台上拖着辫子端着水烟袋大讲

国学……这一幕幕在剧中都有着各自生动的表演。剧

中最具风采与魅力的人物形象，依然是那个时代里思想

先驱和文化先驱们的人物群像：沉稳厚重、朴实坚毅的

李大钊，激情四射、慷慨率性的陈独秀，目光高远、充满

理想、性格刚正的青年毛泽东，冷峻孤愤、以笔为枪的思

想文化先驱鲁迅等等。在北大红楼，还有一批在新思想

的激励下，洋溢着爱国热血的青年学子。剧中的这一大

批角色，既真实准确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也刻画了一个个让人过目不忘的艺术形象。

电视剧《觉醒年代》以独特的艺术审美，让革命历

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具有了更加感人的艺术魅力。一

是作品所采取的叙事手法和史诗风格，与作品所讲述

的历史内容，浑然一体，形质交融，让观众既感受到强

烈的思想震撼，也获得了雄浑悲壮的审美体验。二是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更加注重细腻、委婉、深情、动人

的情感渲染、人性剖析和对人物独特性格的揭示。剧

中那些随处可见的生动的细节捕捉，不但让观众能见

史见人，更让人物有情有性，让历史叙事有厚度又有温

度。三是努力运用影视审美的方式，真实准确地呈现

和还原历史环境，电影式镜头让作品充满艺术质感。

比如，老北京城的黄沙、骆驼以及路面上深深的车痕，

在片头运用木刻、剪影、塑像等艺术元素，加强艺术呈

现的新颖度和表现力等，可以说是做到了精雕细刻。

在艺术表达上，这部作品追求精品的创作态度也非常

值得认可。

这部剧全景式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程，以厚

重的历史内涵、丰富的文化意蕴、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具

有创新意义的审美表达，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

史必然性和道路选择的正确性，更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和饱满的情感灌注，致敬先驱伟业，颂扬了在那个觉

醒年代里，一批共产主义者们的初心之纯、主义之真、

信仰之坚和理想之美。它不仅是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电视剧的优秀之作，也是一部党史教育的生动教材。

（作者为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图片为电视剧《觉醒年代》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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