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卫视、凤凰网及海内外
十余家华人媒体与全球年度华人
精英日前相约北大，举办了“世
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
盛典 !"#!$!"%&”。

此盛典共颁出 %% 项大奖：
终身成就奖由星云大师获得；科
学领域获奖者是深圳华大基因研
究院执行院长王俊、欧洲人文与
自然科学院和爱尔兰皇家科学院
两院院士孙大文、大亚湾中微子
实验合作组以及顺利完成天宫一
号与神舟九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
任务的神舟九号飞行组；被奥巴
马颁发“美国总统公民奖章”的
“'()个流浪汉的妈妈”关慧群获
得公共领域奖项；体育竞技领域
的获奖者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文
化艺术领域奖由钢琴家郎朗、作
曲家陈其钢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莫言共享；年仅 %'岁的华裔学
生林心瑜获得希望之星大奖。

爱情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亮眼的男女主人公，是感
人至深的台词，是独一无二的浪漫桥段，还是意味深长的结
局？这些都很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需要花时
间好好地培养一段感情。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电影爱得太着急。几秒钟就相
爱，几分钟就爱得死去活来，几个镜头下来，电影里已经演
得歇斯底里、轰轰烈烈，观众们却莫名其妙、无动于衷，像
这样“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电影实在不算少。

太着急，就没法投入，太快了，就没法相信。慢热，不
仅是爱情的圭臬，也是爱情电影的宝典。一部爱情电影，如

果不能让观众去相信这段爱情，再华丽的一切都等于零。
《北京遇上西雅图》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去培养一段感

情。
这部电影至少有 * 次机会，能够让男女主人公完成爱

情。第一次是初到美国在酒吧，文佳佳向郝志吐露内心的无
奈与悲伤；第二次是圣诞节在郝志家的厨房，文佳佳做饭
时，两颗同病相怜的心若有似无的触动；第三次是在酒店的
顶楼看烟花、唱歌、跳舞，三个人共同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第四次是在纽约时，落难的文佳佳求助于郝志时的信任与依
赖。

如果换成着急的电影，这 *次机会每一次都能“成就”
爱情，但《北京遇上西雅图》没有。它让这些机会叠加，让
两个人越走越近，让与他们相关的人也越走越近，把一个出
国生孩子的拜金“小三”与一个移居国外的离异“绝种好男
人”之间原本不可能有的情感交集，一笔一画地勾画出来。

让人去相信，是一部爱情电影的“基本条件”，其实称
不上高明，但在当下过于着急的电影创作氛围中，却显得十
分可贵。与一些爱情电影热衷炒作于性感、裸露、激情不
同，《北京遇上西雅图》简直朴素到毫无噱头。全剧 %!&分
钟，只有两次牵手。一次是两人带着各自的孩子去郊游，他
们读着椅子上写的那些箴言，感情酝酿到最高处。第二次就
是结尾时的牵手。

一部爱情片，底线只是牵手，也可以爱得扎实感人，是
因为他们花了时间去培养感情。从目前观众对其喜爱的程度
看来，这样慢慢来的抵达并没有输。

渐远的朴素理想

%+)' 年，北京马思远茶楼改称为大观楼，是南城最
早的放映电影场所之一。同年，中国第一部电影 《定军
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由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
家谭鑫培担纲演出。片子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
群中放映，万人空巷。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
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老北京见证了这一
刻。

老电影院给几代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隔夜排队
买票、观众聚集在门口等开场、场场座无虚席、电影散场
人潮涌动……散落在现代都市里的各个老电影院，在那个
文化贫瘠的时代，用光与影为人们演绎着梦想与现实的碰
撞。多少老一辈的电影人心怀对老电影的不解情结。“我
十五六岁就来，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紫光影城的负责人
曹先生对记者说。

根据中国行业研究院公布的 《!)%! 年中国影院发展
面临的问题及挑战探析》，当前影院经营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影院服务的可替代品竞争力上升，电视剧分流中老年
观众，网络影视剧分流年轻观众已经成为很突出的现象。
二是租金非理性高涨，票房分账比例正逐步向制片方倾
斜，影院经营的投资回收期延长，微利化将成为常态。三
是同质化竞争导致不少影院之间存在票价的恶性竞争，有
的甚至不惜亏本经营。而在这场院线硝烟战中，传统影院
更是步履蹒跚，衰颓之势显现。老影院，已经成为渐行渐
远的记忆

北京紫光影城是有着 ')多年历史的品牌影院，在北
京的电影院中，有过骄人的业绩。但影院负责人曹先生对
市场的开拓却不无担忧，“现在的影院市场发展比较无
序，缺少足够区域规划，中关村、朝阳 ,-.等商业中心
影院数量扎堆。这样下去，会有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估计几年之内会有较大的洗牌。”曹先生表示。无疑，单
一的影片放映已然成为老电影院渐行渐远的朴素理想，泯
灭在新潮中。

谨慎的乐观

不少老电影院正在成为褪去的光影，谈及这背后的原
因，山东省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副主任唐锡光认为：“老影
院是和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看电影是那个时代人
们文化生活的中心内容。影院也是城市中心标志性的建
筑，与那个时代合拍。老电影院可以成为一种文物化的存
在，成为怀旧的一种标志性记忆。”但老式的建筑风格，
这一老电影院所特有的优点，同时也成为改造的最大阻
碍。谈及一些老影院尴尬的生存现状，他也毫不讳言：
“一些老影院的确不行。被替换的影院一般是处于生活区

而非商业区，与人们的休闲文化相关度比较差。”
老城区变成低端消费地区、老影院设备差功能单一、

票价低新片大片少，成为老影院衰落的三大硬伤。由于改
造成本高、商业卖点不足、投资回报率低、人才紧缺等问
题，老影院经常被排除在商业放映体系之外。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曹先生依旧持谨慎的乐观
态度。“影院的进一步发展，还是要以适应市场为导向，
不断开拓市场。当然，肯定有困难，也有机遇，但机遇大
于困难。”观众对品牌的认可也促使他们坚守下去。“我
们也不单是做商业经营，也有传承发展企业文化，发展品
牌价值的责任和义务。不少观众也和我们一样对国企品牌
有着信任和感情。”

根据中国行业咨询网的分析：!)#& 年电影具有升级
为主要娱乐方式的多项优势。一方面，中国视频娱乐群众
基础雄厚；另一方面，院线的快速发展为观影提供了更大
的便捷性，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看电影变成相对低廉
的娱乐消费方式。数字化也是把双刃剑，它在替代胶片拍
摄的同时也凭借其先进的数字修复技术拯救了很多早期用
胶片拍摄的老电影。

数字突围战

对于曾经辉煌过的老影院，人们也在充满感情的回望
里思考着它衰落的原因，同时期待它能在数字时代努力突
围。

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程
惠哲看来，这场数字突围战，传统电影院大可不必一上来就
束手就擒。“电影本来就是技术和艺术结合而来的结晶。
在电影的支撑性技术已然发生革命性巨变的情况下，电影
院只能是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以保持自身的发展。要适应
新技术条件下的电影，电影院势必也要在技术、设计等方
面升级换代。”就老电影院的“涅槃重生”他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一是可以做成‘特色’影院，成为放映胶片电
影、体验老式观影方式的‘博物馆’电影院。二是升级成
‘专业’影院，改造成满足数字时代电影新技术需要的影
院。三是扩容成电影文化消费、娱乐场所，以数字、多厅
影院为基础，形成一个围绕电影文化的消费链、产业链、
价值链场所。”

唐锡光说，电影已经不是人们文化消费唯一方式以至
中心内容，影院中心地位失去了，为更大的房地产项目所
取代。现在影院向超市，大卖场集聚，这符合新的人群集
聚方式。谈到老影院的未来发展，他建议有些老电影院可
以作为一种文物化的存在，或者随着周边商业的发展融入
新环境，那么在新的城市化进程中可以继续保有原来的地
位。

老电影院空凌绝顶、小视众山的辉煌早已远去，苦守
着朴素理想已经无法适应数字洪流的冲击，面对日益被抢

占的行业高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多少带有几份
忸怩。当然，“摩登”并非老院线的救世主，在数字化时
代的新兴消费方式和娱乐方式裹挟之下，有市场的特色说
不定就能“曲径通幽”。张爱玲曾在 《多少恨》 中说：
“现代的电影院，本是大众化的王宫。”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升温，网络商场崛
起，团购更是成为各大城市白领的首选消费方式。这些都
为老电影院的新生提供了借鉴。

结语：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在“文革”时，曾写过一

首诗 《老黄牛》———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等扬鞭自奋蹄。不少曾经辉煌几十

年，成为老一代人主要娱乐方式的老电影院悄然告退，尚

有余力的则改弦易辙，打着其他算盘。始建于1983年的

劲松电影院，经过了几次装修改造，电影大厅、温馨小厅

并举，先进的放映设备加首映式、明星与观众见面会、老

电影回顾展等活动深受观众喜爱，“老劲松”正在焕发着

新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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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央视举办的第 15届全国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复赛历经 4天比

拼，40支参赛队伍共有 120组选手

（132人） 入围决赛，创历届入围决赛

队伍数量之最。 （2013年 3月 31日

《北京晨报》）

此次青歌赛是在其 30岁生日之际

举行的。从此次比赛来看，入围者高

兴，没有入围者则感到了一种痛惜和惋

惜。有评论家认为，没有入围者并非不

如入围者，就是那些惜败的选手，也有

人强于获胜者。

几位很有声望的选手抱憾离开青歌

赛的舞台后，经过总结发现，一方面是

心态不好，没有把握好心态，尤其是对

胜负看得太重，结果个个被“挑翻马

下”。另一方面，主要还是没有真正从

专业方面去创新，或者说没有完全从创

新上去追求，结果只能是败下阵来。他

们抱怨，青歌比赛是比赛青春，并非是

比赛歌声。

笔者觉得，青歌赛主要是比赛歌

声，并非是比赛青春。青春是青年的标

志，青春也是青歌比赛的一部分，正是

青年才能进入青歌比赛，老年人就不可

能。但是青春是敲门砖，不是通行证。

青歌比赛的通行证是歌声，是技术，是

水平，是歌声的吸引力。

可事实上，参加比赛的选手似乎仅

仅是来比赛青春的，因此，从年轻的思

维，更从一些观众和评委好奇心方面入

手，不是去从歌声上去把握，从歌声上

去创新，从歌声上去钻研，而是从脸

蛋，或者服饰，或者其他方面去征服评

委和观众。这样浪费了一些选手的时

间，更浪费了一些选手的精力，因此他

们就会把胜负看得特别重，把自己的水

平的提高和歌声技艺的提升看得太轻，

或者说忽视掉。正是这样，一些以前入

围者，此次纷纷“落马”。本届复赛有

个难以忽视的特点，就是“熟脸”惜

败，那些很多已颇有声望的选手抱憾离

开青歌赛的舞台。

有句广告词说的好，“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的确是这样，心态好，

心有向往，自己的舞台就更大，水平提

升就更快，在舞台上发挥才会自如。无

论环境如何变化，服饰如何装扮，心却

永远决定着自己的艺术路，歌声更是获

胜的通行证。

《百年巨匠》丛书再现大师魅力

日前，随着央视同名纪录片的热播，大型系
列丛书《百年巨匠》 （第一辑）由读者出版集团
同步推出。丛书第一辑分为 《齐白石》 《徐悲
鸿》 《黄宾虹》 《张大千》 *部人物传记。

在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文化报社主办的
新书发布会上，主办方介绍说，该套丛书特邀国
内谙熟美术史及巨匠人生的作家、资深记者撰写
而成，以年谱为线索，穿插大师生活中所发生的
逸闻轶事，启发读者思考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传
统美术的发展走向，理解不同时期的几代画坛巨
匠对艺术技巧和技法的开创性探索，同时客观还
原大师原貌。 （徐 蕾）

乐视网发布智能机顶盒

随着多屏联动趋势的增强，向家庭进军正在
成为不少互联网公司的新方向。视频网站乐视网
日前就在京宣布联合央视播控平台正式推出乐视
盒子 ,%>，进一步拓展其在机顶盒市场的竞争
力。这已是乐视网今年推出的第二款机顶盒产
品。

据了解，乐视盒子 ,%> 将由富士康专业制
造。此前，乐视网与富士康达成战略合作，宣布
乐视 ?@=超级电视以及互联网机顶盒产品将由
富士康提供全套解决方案。此外双方还将成立合
资公司，建立更具价值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据介绍，乐视网拥有行业最全的正版影视剧
版权库之一，内有 +)))) 多集电视剧、'))) 多
部电影，丰富的动漫、风尚、纪录片、体育赛事
等内容。此外，乐视网兄弟公司乐视影业，每年
制作和发行近 &)部大片，也可提供丰富的上游
内容。 （张意轩 高 畅）

如今的电影业已全面进入了

数字化时代，有数字显示：2011

年，数字银幕以及数字票房均占

到其市场总量的 90%。2012年，

随着全球首台 S2K数字电影机

NC900C-A+影院正式商业启动，

数字化放映成本进一步降低。在

数字院线和视频网站的双重夹击

下，曾经服务过几代人的老电影

院，逐渐褪去昔日的光影，在城

市里的位置越来越模糊。是集体

失语、苦守既有的经营模式，还

是整顿转型、寻求新出路？

老电影院：在突围中求生
杨 芹 文/图

给我时间好好培养一段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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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11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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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观楼影院

大观楼影院大厅的旧时放映员雕塑

旧时老胶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