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冰冰

2013年2月25日 星期一文化万象
责编：苗 春 邮箱：!"#$%&'()**+,-"(#.%$!

《人再囧途之泰囧》 （以下简称《泰囧》），一部总投入约 //**万元

人民币的中等成本的公路喜剧片，上映 01 天，一路欢腾，最终斩获 +).0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让许多人觉得讶异。甚至有人质疑，《泰囧》的火爆与

《江南 -2345》红遍全球的骑马舞一样，没什么内涵，都火得无厘头。真的是

这样吗？

笔者通过采访，得出答案：并非如此！《人再囧途之泰囧》是有其

文化底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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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首部好莱坞巨制《霍比特人》登陆内地
由奥斯卡金奖导演彼得·杰克逊执导的好莱坞史诗级魔幻巨制《霍比特人：

意外之旅》近日登陆内地银幕与观众见面，这也是开年后国内院线的第一部好
莱坞巨制 67电影，持续了春节档影市热度，激起一轮更强烈的观影热潮。
《霍比特人》的故事发生在《指环王》三部曲大约 0*年左右，作为这部史诗巨

作的前传，电影中众多的人物、巧妙的情节和与《魔戒》的渊源都被《魔戒》迷们津
津乐道。《霍比特人》改编自英国作家托尔金的同名小说。作品融合了史诗气派与
童心稚趣，于 +869年首次出版，到现在已被翻译成 0:种语言，销售超过 +亿册。
托尔金以其为种子，培育出更丰富、磅礴的传奇故事，打磨 +9年后推出了《指环
王》系列小说，也就是席卷世界的电影《魔戒》系列的原著。 （张小松）

播音主持人“金话筒奖”颁奖典礼展风采
)*+)年度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颁奖典礼已录制完成，将于 )月 )/

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
作为国家级的颁奖盛典，此次颁奖典礼是我国播音主持人职业形象的大展

示，全国百余名德艺双馨的播音员、主持人欢聚一堂。典礼共设 0次颁奖，由
播音员、主持人表演品种多样的节目，包括舞蹈、朗诵、歌曲、相声、魔术
等，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我国播音主持人喜迎新春的大会师。颁奖嘉宾团也颇
具特色，不仅诸多为人熟知、拥有动听声音的广播、电视播音工作者将参与颁奖，
还有“最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等登台。此外，播音员、主持人嘉宾还将讲
述在工作、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并为盲童义务捐赠有声读物。 （张 强）

影片讲述的是徐峥和黄渤
饰演的两个公司白领为了一项
新发明的利益而引起争执，为
了找大股东拿到一纸授权书先

后来到泰国，一路上发生的各种囧事。片中对竞争戏剧化、夸张化的表现
方式，简单直白却让许多观众乐于接受。

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教授说：“《泰囧》讲了一个追
求个人的发展、期望‘咸鱼翻身’的故事。角色之间的竞争，反映了当今中
国社会真实的工作环境。不过他们对于利益的竞争也只是相对‘和平’的，
不是特别残酷狡诈。这种职场文化是吸引诸多观众的原因之一。”影片也
对物质财富追求的新认识，引导着观众去塑造一种和谐的职场文化。

从《杜拉拉升职记》 到《泰囧》，国产电影对于职场文化元素的使
用越来越多。这也使得电影更加贴近观众忙碌的生活，越是身边发生的
故事，越是有吸引力，越有可参照性。

作为一部欢乐的喜剧电
影，《泰囧》充分满足了观众
抱着爆米花走进电影院的需
求。丰富的流行文化元素，时

兴的网络文化特色，《泰囧》的台词和行为风尚，使这部影片成为体察
流行文化的窗口。

文化评论人韩浩月说：“《泰囧》就像口水歌《老鼠爱大米》一样，
是流行文化的产物，它打开了我们观察中国流行文化的一个窗口，里面
充满各种各样的桥段以及略带粗鄙化的台词和流行的行为模式，造成了
观众的爆笑。流行文化现在已经被网络文化占领，这也就是网络文化的
特点。影片的台词也充满暗示和隐喻，有一种内码需要破解，观众得慢
慢琢磨和领会，塑造着并利用了一种全民心态。”

除此之外，《泰囧》还蕴含了武侠文化、旅游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比
如，片中王宝与泰拳高手对决、追车、与古董商的打斗等桥段，是符合中国
的武侠电影传统的；片中浓浓的泰国风情，充分地发挥了电影旅游
地标的作用，《泰囧》的火爆，给泰国的旅游业添了一把火……

时至今日，《泰囧》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新风尚和风
向标，没看过就是“落伍”，看很多遍不稀奇。
“《泰囧》 现象”，已经成为彻头彻尾
的文化现象！

从 +869年的《马路天使》
到上世纪 :* 年代的 《万家灯
火》、《小城之春》、《乌鸦与
麻雀》，再到 1*年代的《二子

开店》、8*年代的《卡拉是条狗》、 《活着》 等，小人物一直从未缺席
中国的大银幕。对普通小人物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描写，也一直是中
国电影人的强项之一。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汪方华说：《泰囧》是延续着中
国式小人物喜剧精髓的。徐峥、王宝强、黄渤饰演的都是这个大社会中的小
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与社会是息息相关的。这种小人物承载着时代中比
较奋斗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但他们身上也有毛病、有缺点，他们最终获得
成功的喜剧模式，经从 6*年代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并且不断获得中国百姓
的强烈共鸣，对他们起到了励志作用。”

有人统计：《泰囧》全片
共 +8*处笑点。清华大学影视
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教授表
示：“《泰囧》 在制作上节奏

掌握得比较好，全片笑点特别密集，是一个笑点堆砌的喜剧片，这是对
当下人们追求物质金钱的浮躁情绪进行的一种宣泄和治疗，可以释放观
众的压抑。”陈旭光也认为，“在 )*+)年刚刚过了所谓的‘世界末日’，
又恰逢贺岁档的时候，这样一部历经波折实现梦想的电影很能迎合观众
对喜剧片的诉求。”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晓峰则指出，“《泰囧》 的成功之
处在于，它让电影回归到了最初的娱乐形态上。电影最早期的本质与杂
耍玩意儿没什么区别，无非博人一笑。”他认为，“从最早的电影《火
车进站》开始，当人们第一次看到从幕布上奔驰过来的火车时，吓得在
影院里四处逃散，这就是电影要达到的效果，即感官刺激，包括视觉的
冲击、听觉的享受。在最初的电影形态里，重视的是满足观众对电影娱
乐性的需求，具有感染力和感召力， 《泰囧》 很好地还原了电影的本
质。”

迷路的丈夫满脸失落无奈
地趴在方向盘上给妻子打电
话：“我迷路了”；一路上坚
持抱着给妈妈祈福的“健康

树”的儿子，在异国佛寺虔诚地叩拜并写下充满对母亲关爱的旅行日
记；本来可以获得巨额收益的授权书拿到了，丈夫却撕毁这张千辛万苦
获得的东西，回归家庭……这些温情镜头的出现，都让观众暂时停止了
欢乐地吃着爆米花的动作，笑中含泪。
《泰囧》背后蕴含着中国人注重的家庭温情文化。“《泰囧》让我们

明白，亲情最终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中国人千百年不变的注重亲情的文
化传统。一些人在过于功利的囧途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该回归亲情、回
归传统了。”烟台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谭诚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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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有感于 2012年电影市场的惊喜交

集、波诡云谲，我在微信上感言：现在的电影市场越

来越看不懂了。有朋友回应：因为观众变了，时代变

了。我很受启发。

王国维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他的本意大概是指中国文学史上不同时

代诞生或者勃兴了不同的文学样式，而每一种文学样式的产生都有赖于特定时

代背景的孕育。其实文学艺术从来都植根于时代，百余年来，不同的社会基

础、不同的审美观念孕育了中国电影不同的品类和样貌，这些影片也满足着不

同年代和年龄的观众的口味。尤其是这十几年来，因为电影的商业属性和产业

特征愈加明显，电影工作者格外关注观众的需求，体察时代的风尚。

大约15年前，曾听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很大部分国产电

影其实应该是拍给情侣看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调查，影院一半以上的观众是双

双对对的年轻情侣，所以应该根据他们的特定审美要求和喜好，去调整国产影

片的内容和样式。那时这话听来多少有点像“海上奇谈”。如今，电影市场的

发展和繁荣已经远非10多年前可比，看电影已经普遍成为年轻人休闲娱乐的

主要方式之一，中青年城市人群大多具有了观影习惯，当然并非限于情侣。这

个庞大人群幸运地长时间生活在太平盛世，较少折腾而惯于升平景象，较少见

到社会冲突而习见安稳逸乐，喜欢简单轻松，视个人婚恋家庭为主要幸福指

标，关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所有的小小悲欢，向往也有能力、有机会去外面的

世界看看，所以，近年来《失恋三十三天》、《人再囧途之泰囧》 等影片一再

成为票房黑马，就因为它们抓住了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理需要，体现了他

们的品味和爱好，偶然出现的电影受到欢迎，也就成了必然。

如果你问年轻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大部分人的回答可能会是信息

时代、E时代、互联网时代或者新媒体时代等。前些天网上有人发了一个令年

轻人颇有同感的段子：现在是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用，电视当摆设或者

顶多当收音机用。也许，电影工作者应该庆幸：艺术载体发生了这么大的变

化，电视机竟成了老年人的“老伴”，但这段子里没包括电影，电影仍然需要

在影院看，不能在电视或者电脑上“瞎凑合”，因为那还不能达到年轻人要求

的观影体验：通过一个大大的黑匣子营造与现实隔离的梦境，甚至用那句最俗

的话说：享受一场视听盛宴———关键是两个字：享受！好在载体没变，可是当

下的国产电影真的变了。

还有不得不说的是，电影不仅应与时代共生、与年轻人同乐，电影工作者

还应该比快速发展的时代更快，以激活民众的想

象力，开启社会新风。该如何引领青

年观众、引领时代？

国产电影还有许多

工作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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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有一代之电影
苗 春

两部历史大片
《王的盛宴》 和 《一

九四二》重磅推出后，贺岁喜剧
片《人再囧途之泰囧》 （以下简

称《泰囧》）、 《大话西游之除魔传奇》
（以下简称 《西游》）、功夫巨制 《十二

生肖》、 《一代宗师》波澜迭起，情人节档影
片《爱情不 ;<》、《+*+次求婚》、《在一起》

不断播撒温馨甜蜜……刚刚结束的 )*+)年贺岁档期间，
国产电影可谓有惊有喜、有声有色，令人难忘。

★ 票房“井喷”鼓舞人心
贺岁片 《泰囧》 和 《西游》 因达到超高票房备受瞩目：

《泰囧》收获 +).0亿元人民币，刷新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西
游》 )月 +:日单日票房达 +.))亿元，目前累积票房已达 1 亿
左右。另外，《十二生肖》的内地票房也突破 1亿，稳居中国
最卖座动作片。

文化评论人韩浩月认为，“今年贺岁片票房出现的‘井喷’现象，是
以前从未有过的。)*+*年整个电影界尚在为年度电影票房过百亿而努力，
大家都认为国产电影票房会有一个正常增长的状态，但都没想到如今票房
增长得像现在这样快”。他说，虽然目前国产电影在质量上并没有出现既
有很好口碑又有很高票房的经典，但应该注意到，现在的国产电影尤其是
贺岁片，“都很遵守电影制作的流程和规律，也很尊重市场，这是值得肯

定的”。比如，今年带有系列片特点的贺岁片票房都不错，除了 《泰囧》、 《西
游》，还有《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闹龙年》、《快乐大本营之快乐到家》、《在
一起》等，它们依托片名的相似性、演创人员的稳定性、风格的一致性以及前期
的良好口碑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体现了主创人员注重市场和借助商业规则推动

影片产销做法的渐趋成熟。

★“接地气”的电影深入人心
“《西游》迎合了当下青年观众的想法和理念，在题材选择和表现形式上非常接近青年观

众；《泰囧》反映当下职场人士的喜怒哀乐和白领的生活压力，也恰好契合他们的现实情
况。”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张慧瑜认为，这是这两部电影受追捧的主要原因。

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教授也表示，“接地气”的电影今年更受欢迎。贺岁爱
情片《+*+次求婚》中黄渤饰演的是一个“样貌平淡、身材平庸、工资平价”的剩男，意外邂逅林
志玲饰演的大提琴文艺“女神”，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人却上演一段美好的浪漫爱情。无论这段“美
女野兽恋”看上去多么不和谐，他们还是在不和谐中逐渐磨合，最终守住了真爱。这样的故事当然
能受到普通人的喜爱并引发他们的向往。

★ 低龄化观影人群已成为主力

按往年的惯例，《一九四二》、《王的盛宴》这样的国产大片，放在贺岁档上映，应该是票房主力。
但今年《一九四二》没有预期中的大卖，《王的盛宴》票

房更不尽如人意。而《泰囧》和《西游》的火爆，特别能看出
观众的趣味。张慧瑜分析认为，“目前的观影人群已经低龄

化，‘1* 后’、‘8* 后’和‘** 后’已经成为整个文化产业的
消费主力”。电影主创也已经认识到电影市场的这些变化，而主
要针对青年观众拍摄制作电影。
此外，今年贺岁片票房的走向也表现出观众已经有某种成熟、理

性的判断，“只有大明星、大噱头，不能再吸引观众，贺岁片的口碑
力量和实际观影效果才是他们要不要看电影的判断标准”。张慧瑜认
为，往年一部影片一方面恶评如潮，一方面票房高涨的现象，在今后
的贺岁片市场将不复再现。

★ 主攻贺岁档的电影减少，受众分流

陈旭光感到今年贺岁档的影片总数不是非常多，显得并不太拥挤，
排片与往年相比也更趋合理。“因为贺岁档比较成熟，票房往往较高，
过去有几年，大家都一股脑地挤进贺岁档，都来充当贺岁片，可以说挤
得一塌糊涂。但今年很有意识地要攻贺岁档的电影其实并不多，这也说
明贺岁档的市场已经有所分流，要做贺岁片的电影团队就上心、努力做
到最好。”

烟台大学新闻与传播系讲师李轶指出，“今年的贺岁档不再如往年那
么拥挤，不过贺岁片将会越来越难拍。因为受众已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

★ 为 )*+6国产电影飞跃奠定基础

很多业内人士谈到，归根结底，贺岁片还是应该以喜庆、欢快、热闹为
主题，《泰囧》和《西游》的成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同样以喜庆、
欢快、热闹为主题的 《爱情不 ;<》、《百星酒店》 票房也不错，这都体现
出普通老百姓辛苦了一年，还是喜欢看一些轻松、愉快的贺岁喜剧。“普通
老百姓还是把电影放在一个消费文化的角度，让他们去电影院看沉重的、引
发思考的历史题材大片确实有点难度。”陈旭光说。

而韩浩月的看法显然更兴奋、乐观：“贺岁档的高票房和国产片的崛
起，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国产电影可能在 )*+6年进入一种‘井喷’状态，
达到很高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