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 月 19 日（腊月二十八）

走出心中那片“深海”
本报记者 周飞亚

“伫立在隆冬，就盼望来年的春风。”1 月 19 日晚上 9 点

半，北京 UME 影城华星店《深海》点映场，片尾曲放完，全场

一片静默，人们沉浸在影片带来的情感冲击里，难以抽离。

相似的场景在各个放映厅上演。各地观众纷纷写下留

言：“因为要极力控制情绪，走出放映厅之后，我甚至没法开

口说话。”“我逃走了，因为眼睛很红，怕被人看见。”

在动画电影《深海》的观影体验里，“情感共鸣”成为关键

词。《深海》不是应景的“合家欢”类型，没有明星，凭借实力获

得点赞好评。该片的百城点映活动结束后，相关话题迅速登

上热搜榜第二名。《深海》的上映与反响说明，春节档电影正

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深海》讲述一个敏感孤独的小女孩在陌生人的善意关

怀下，直面自我，最终走出了内心的困境。“深海”不仅是电影

里展现的那个奇幻世界，也隐喻着女主角参宿的心灵深处。

“七年磨一剑”，《深海》终于与观众见面。人们赞叹画面呈现

出的视觉盛宴。《深海》全片应用“粒子水墨”技术，将传统水

墨与 3D 结合起来，创新“中国风”，精细度超越以往任何一部

动画作品。这一技术的研发过程充满艰辛，据透露，导演田

晓鹏为制作最初 3 分钟的“粒子水墨”样片，耗时整整两年。

视效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剧情服务。深海世界被渲染得

五彩斑斓、极致绚烂，因为那是孩子的梦中童话，与参宿在心

灵困境中感受到的“灰色世界”形成鲜明反差。片中每一处

细节都是埋下的伏笔，有其存在的深意。正如制片人易巧所

说：“粒子开发必须要跟故事结合。粒子是参宿堆积的整个

世界，是她人生中每一天遇到的人、闻到的气味、记住的数

字、看过的书……”

“在影院里，你也会发现你心中那片深海，也许你曾经潜

入，也许你正身在其中，但深海中那一只伸向你的手，那一团

你拼尽全力想要靠近的光，就在那里，触手可及。抑或，你就

是伸向同伴的那只手，就是别人眼里的那团光。”一位观众动

情写道：“愿每个人都能被善待。”

记者的话：从《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

到《白蛇：缘起》《姜子牙》……人们叫得出名字的国产动画电

影，几乎都是由神话或者经典改编。不借力神话 IP、内容完全

原创的动画电影，创作难度无疑更大，却是国漫真正崛起的必

经之路。因此，《深海》的出现以及获得观众认可，尤为可贵。

2023 年 1 月 22 日（正月初一）

气冲霄汉“满江红”
本报记者 赵偲汝

大年初一下午 2 点半，北京万达影城的检票处排起长队，

这是春节档电影上映的第一天。排队的人太多，几乎遮住了

饮品小吃的售卖窗口，连取票都要绕一个大圈。今年春节档

有多部风格各异、可供选择的影片。眼下正在排队的是 2 号

厅即将开场的《满江红》。影片上映前，就有许多网友在社交

平台发表看法，点评张艺谋导演的这部新作。“两位主演碰撞

出怎样的火花？”“喜剧演员在悬疑片中会有新突破吗？”演出

阵容和有限的剧透让观众充满了期待。

影厅入口处摆放着电影海报，提前到达的观众在此驻

足。从闽江学院返京的大学生王迪雅在海报上找到自己喜

欢的演员，并拿起手机邀好友拍照合影。家住附近的市民张

立带着一家人前来观影，他说：“既有搞笑，又有悬疑，再加上

导演特有的风格，我们第一时间就赶来看。”

大约百人的观影厅座无虚席。在民族器乐和戏曲唱段

的伴奏下，几个小兵穿梭在小巷中，一场迷局即将上演……

《满江红》讲述的是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 4 年，秦桧率兵与

金国会谈前夜发生的故事。整部电影几乎没有大场景，人物

在古城小巷里穿梭。我所在的影厅，座椅会根据电影情节摇

摆、震动，在一些特定环节增强代入感。伴随着紧张激烈的

背景音乐，场内观众的神经也紧绷了起来，有的直起了腰背，

有的双拳紧攥，仿佛置身事内。

《满江红》从失踪的密信着手，带出了一连串悬疑反转的

剧情。张大这一主要人物在影片开始时趋利避害的性格，加

深了喜剧色彩，现场观众也随着张大的一举一动频频发笑，

谁也料不到他的“歪脑筋”会用在何处。随着剧情的展开，张

大等人谋划多年的行动内容逐渐浮出水面，看似意外却环环

相扣，步步惊险却步步坚决。演员精彩的演绎、剧情意外的

反转，让观众忘记了影片的时长。

影片结束在全军复诵词作《满江红》的气冲霄汉中，甚

至有观众也跟着低声吟诵起来。字幕出现，灯光亮起，观众

意犹未尽。

出了影厅，走廊上，很多观众还在议论片中的数次剧情

反转，而下一场的观众已经检票入场。

记者的话：《满 江 红》这 样 一 部 融 合 喜 剧 、悬 疑 等 元 素

的大片满足了观众的多种需求。我注意到，院线在排片方

面比较充分，取得较高票房也在情理之中。今年的春节档

影 片 汇 集 了 喜 剧 、科 幻 、悬 疑 、谍 战 、动 画 等 类 型 ，选 择 众

多，很多影迷不止一次走入电影院。观众的观影热情还在

持续释放，希望有好的电影源源不断上映，让这种态势一

直延续。

2023 年 1 月 26 日（正月初五）

“流浪地球”里感受真实
本报记者 任姗姗

大年初五早上 8 点半，我来到北京市丰台区的博纳国际

影城方庄店。天气真冷，售票厅里候场的氛围却热气腾腾。

原以为看早场电影的人不会太多，但“流浪地球”的号召力可

真大。人群里有呼朋引伴的年轻人，有大手牵小手的一家三

口，颇让我意外的是，还有为数不少的银发观众。排队检票、

对号入座，不过几分钟，200 多个座位的影厅几乎全数坐满。

直到乐声响起，一束光线从我们的背后照了进来——

“太阳急速老化、持续膨胀，100 年后太阳将膨胀到吞没

整个地球，300 年后太阳系将不复存在……”《流浪地球 2》开

篇，一场百年后的危机让人不寒而栗。作为电影《流浪地球》

前传的这一部，描述了“流浪地球”计划诞生的经过。它续写

了前作的“希望”主题，围绕“人类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

团结一致”展开叙事。

“173 分钟里，我们沉浸在《流浪地球 2》营造的幻想世

界。”坐在我旁边的观众说，在虚构的《流浪地球 2》里，她感受

到了真实世界的鲜活。由沙溢扮演的航天员张鹏喊出：“中

国航天飞行中队 50 岁以上的，出列！”整个影厅的观众瞬间破

防，我听到了低声的抽泣。“我相信，人类的勇气可以跨越时

间……我相信，会再次看见蓝天，鲜花挂满枝头。”李雪健扮

演的周喆直一字一顿，似乎全场观众都在屏息聆听。

“像看一部关于未来的纪录片”，有观众在社交平台写下

感受。《流浪地球 2》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未来世界，既超现实又

有现实的质感。原著作者刘慈欣善用理性编织情节，他所想

象的时空宏大壮阔，又有逻辑和细节上的严谨。在走进电影

院之前，很难想象这一切在影像世界如何巨细无遗地展开。

尤其面对高清晰度的大银幕，一分一秒的言不及义都难逃观

众挑剔的眼睛。画面中，高耸入云的太空电梯、喷出冲天蓝

光的行星发动机、洞悉一切的量子计算机，还有月球空间站、

智能机器人等，壮观又奇异、丰富又逼真，这些细节帮观众建

立了对于故事和人物的信任。据了解，剧组准备了超 10 万字

的世界观概设，字数比原著还要多，创作中也得到以徐工集

团为代表的中国重工业，以及大量科学顾问的全程支持。也

许，这就是沉浸感的来源。

“‘流浪地球’计划，是人类为地球家园奋斗的史诗啊！”

灯光亮起，我听到几个年轻观众在议论。也许就从这一刻

起，星空在他们眼中已经有了另一种模样。

记者的话：从文学到电影，再到电视剧和动漫，近年来，

科幻题材不断“破圈”传播、走向大众。我们为什么要在科幻

作品中仰望星空？《流浪地球 2》给人以启示，将对技术、文明

与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寄予在充满“未来感”的视觉奇观

中，让人们在虚构的世界里感受真实、获取力量。

2023 年 1 月 27 日（正月初六）

沉浸在“无名”者的迷局
本报记者 王 瑨

大年初六的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中心商务区，热闹非

常。欧式风情街两侧挂着大红灯笼，百年西餐厅“起士林”门

口排起等候的队伍，在天津音乐厅广场拍婚纱照的新人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欢乐祥和的新春气象扑面而至。

上午 11 点，小白楼朗香街地下一层的电影院，熙熙攘

攘。取票机前站满观众，影院游戏机前，幸福之家随处可

见。检票员小李告诉我，大多数场次的票在前一天的下午 3
点前便已售罄。站在我前面检票的市民杨家骅带着家人来

看电影，他在春节前夕便抢购到了天津市发放的电影消费

券：“听说《无名》是谍战题材和悬疑类型的嫁接，家人很感兴

趣。我用‘满 60 减 20’的券，早早在手机上预约买好了票！”

影院走廊，摆放着电影《无名》的大幅宣传海报，走进去，不到

100 人的影厅座无虚席。

电影一开场，观众的注意力就被牢牢吸引。第一个小

时，影厅鸦雀无声。正如一位观众观后所言：“这是创作者送

给我们的一捧七巧板，观影宛如拼图，很有意思”，观众利用

每场戏捕获的信息交叉验证，编织出故事全貌。逐步“拼接”

而成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党在上海的隐蔽战线通过错

综复杂的敌后情报系统，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故事。

非线性的叙述方式、交叉蒙太奇式的剪辑手法、充满伪

装性的人物设计，让这部电影的沉浸感很强。一些场景反复

出现，伏笔合而见义。比如，影片开头的变节者及其自白，帮

助塑造了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冷酷的伪装形象，当这个场景

再次出现，却成为何主任潜伏任务转入下一个阶段的关键事

件。影片中后段，类似这样丰富的细节和揭秘印证着观众的

疑问和猜想。观影者成为“参与者”，影厅中时不时传来“没

想到啊”“原来是这样”的低声感叹。

电影片尾字幕“无名”出现时，不少观众仍不舍离席。北

京交通大学的学生王一然告诉我，两个多小时里她全神贯

注。“感觉每个镜头都被赋予了生命。电影中，‘无名’的他们

用信仰铸就了英名，个个鲜活，都留在我的脑海里。主题曲

《无名》响起时，那种久久的激动、感动、震动，是电影给我的最

深刻感受。”走出影厅，不少观众饶有兴致地交流电影的叙事

时间线，还有年轻观众打开微博，第一时间写下自己的感悟。

电影的生命力，在与观众的互动中生根开花。

记者的话：这部带有鲜明“作者风格”的电影为今年的春

节档注入了独特的色彩。《无名》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观影

体验的丰富，更是延展思考的空间、回味的后劲儿。观众的

口味是多元的，也是不断变化的。期待未来春节档电影的文

化盛宴中，拥有类型更加丰富、质量更加上乘的“菜系”，满足

观众多元的观影需求。

2023 年 1 月 28 日（正月初七）

“熊出没”飘红影院
本报记者 黄晓慧

大年初七晚上 7 点，海南省万宁市的春天国际影城 3 号

厅，初一学生吴俏岩和自己的弟弟、妹妹准时落座。硕大的银

幕上，总能给他们带来欢乐的熊大、熊二“呼哧呼哧”地喘气出

场了，72个座位的放映厅瞬间被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填满。

“一到过年，我就想到电影院看熊大、熊二，看他们憨

萌、勇敢的样子，比收到压岁钱还开心。”吴俏岩说，每年春

节后的新学期，电影《熊出没》都会成为她和同学最先聊的

假期趣事。

《熊出没·伴我“熊芯”》是“熊出没”系列电影的第九部，

也是熊大熊二的妈妈在时隔 8 年后首次出现在大银幕。吴俏

岩的妈妈卓晶晶这次特地陪孩子们观影：“今年讲的是熊大、

熊二救妈妈的故事，温馨又暖心，提供一个很好的拉近母子

情的机会。”因为孩子是“熊出没”的发烧友，卓晶晶也对这部

动画耳熟能详，她很信任“熊出没”的内容和品质。

据影城店长魏秀国介绍，这个春节，领跑当地电影院的

除了《满江红》《流浪地球 2》等大片，就是这部动画电影《熊出

没·伴我“熊芯”》。“‘熊出没’系列拥有广泛的受众群和稳定的

品质保证，使得本地中小学生成为固定的观影群体，他们‘不

请自来’，是最有保障的票房来源。”

大年初一、初二两天，魏秀国曾在黄金时段排了一部喜

剧电影，但 66 个座位的厅只卖出 46 张票。“这部电影品质上

乘，可惜片中大量北方的‘梗’，南方观众接不住。”魏秀国在

初三后不再排这部喜剧电影，取而代之的是《满江红》和《熊

出没·伴我“熊芯”》场次的增加。

过去 3 年，这家影院经历月均亏损 10 多万元以及裁员等

波折，终于在今年呈现转机，6 个放映厅在初一至初七的 7 天

里创下 93 万元票房、15700 观影人次的佳绩，票房收入较去

年春节同期增长 40%。尽管观影人次还没有恢复到 2020 年

之前，但魏秀国看到了复苏的希望：“本地年轻人、中小学生、

来海南过年的‘候鸟’人群，构成主要观影人群。”

在万宁市，还有另一家“旗鼓相当”的影院华影电影城。

店长林诗潭告诉记者，该影院每天排 6 场《熊出没·伴我“熊

芯”》和 10 场《满江红》，上座率均达到 65%以上。初一至初

七，该影院票房 97 万元、观影人次 1.8 万。“2022 年同期，观看

‘熊出没’系列电影只有 1778 人次，今年显然是‘大卖’，就拿

初七来说，晚上 7 点档 130 个座位的厅卖了 128 张票，即便 9
点 20 分的晚点档，这个厅也卖出 100 张票。”林诗潭说。

记者的话：每年与观众相约春节档的“熊出没”系列电

影，一直在求新求变。定位清晰、持续探索，培育国产动画品

牌，是“熊出没”系列电影的特点，也是国产动画行业共同的

目标。这个春节档，“熊出没”的高票房来自于好口碑，好口

碑则源于过硬的质量，也源于持续深耕春节档与观众所达成

的默契。期望我们的国产电影中有更多这样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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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这个春节，，我们一起看电影我们一起看电影
从大江南北电影院里人潮涌动，到一张张社交平台上“晒”出的电

影票根；从 2023 年春节档创下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的好成绩，到春节

档观众满意度取得调查以来的最高分……看电影、评电影、分享电影，

成为假期文化消费一道生机盎然的风景。

透过一部部春节档上映的影片，我们看到电影工作者的匠心和创

造，看到他们想方设法把故事讲好、把人物刻画好、把电影的魅力展现

出来。透过观众的选择与热议，我们看到观众对电影的热爱和电影创

作的多样性、丰富性，看到电影市场的复苏回暖，看到中国电影的内在

韧性和巨大潜力。

新的一年，期待中国电影从“开门红”到“满堂彩”，不断实现突破，

取得新的更大飞跃。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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