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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实验中心揭牌仪式暨
2014 年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数据发布会”在
北京举办。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等多
位专家学者出席揭牌仪式，并对调研数据作出解读。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黄会林主持公布了 2014年中
国电影国际影响力调研数据。她表示，该调研项目自
2011 年启动以来，已连续进行四届，并在数据调研的
基础上形成了8万多字的调研报告和3本论著，为中国
电影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量化基础和创新依据。
而本次调研涉及五大洲 66 个国家不同年龄、不同学
历、不同职业的人群，部分调研结果如下。

“外国观众观看中国电影的频率仍然较低。”黄会
林介绍，1592 个有效样本中，53.45%的外国观众只看
过1到5部中国电影，26.32%的外国观众没有看过中国
电影。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对构建

“和谐中国”的国家形象具有促进作用，对构建“飞速
发展”的国家形象并无促进作用。

同时，“免费电视频道”和“免费网站”是外国观
众观看中国电影的主要渠道。而外国观众选择走进

“电影院”观看中国电影的均值也较低，五大洲观众通
过“电影院”这一渠道观看中国电影的差异较大：大
洋洲观众通过“电影院”观看中国电影的人数最多，
其次为非洲、亚洲 （中国除外），而以美国为主的美洲
观众和欧洲观众走进“电影院”观看中国电影的人数
最少，远远低于其他大洲。

外国观众对观影渠道的选择受到电影推广方式的
直接影响。黄会林介绍，“户外广告”、“社交媒体宣
传”和“网络传播电影宣传片”的推广效果最好，但
利用率较低。“社交网络”和“报刊杂志”中意见领袖
的作用较为重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对中国电影
的态度和观赏行为。

调研结果亦显示，文化猎奇仍然是外国观众观看
中国电影的诉求所在，不同大洲观众对中国电影承载
的中国元素的偏好度具有显著差异。地理差异、民俗

差异、人种差异直接影响到不同大洲观众对中国电影
中中国元素的偏好：与中国地理距离较远、地貌和风
俗差异较大的地区观众，对中国电影中“风土人情”
的偏好度较高，例如大洋洲、非洲观众对中国电影中

“风土人情”的偏好度相对较高，欧洲、亚洲观众的偏
好度相对较低。

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常务副主任戴元初博士对本次
发布进行了点评，认为本项目“既有国际视野，又有
中国立场；既有宏观展示，又有微观分析；既有总体
感观，又有深度挖掘；既有现状描述，又有策略思
考。”戴元初还建议，今后在研究中适当注重大数据的
方法，做出精细且实时的分析，同时兼顾目前采用的
抽样调查的宏观把握。

据悉，作为主要针对中国电影在全球市场已有的
表现进行的数据调研，该数据调研计划已经积累了大
量数据，可望通过持续进行跟踪研究得到更多更有价
值的成果。 （上官云）

2014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调研
电视频道和网站是观赏主渠道

继 《老有所依》、《有你才幸福》 等受到好
评之后，又一部以关注当代老年人为选题的电
视剧《嘿，老头！》在近期的荧屏上热播。它以
一位患阿尔兹海默症“老头儿”的生活经历为
主要叙述线索，首次用电视剧这种覆盖面极广
的大众文艺形式，聚焦了这一看似特殊却渐成
社会问题的老龄群体。主创者在剧中试图通过
展现一对父子在一场突发事件之后角色关系的
微妙演变，来揭示各自所完成的人生救赎。这
种敢于正视和碰触“真现实问题”的勇气，以
及在艺术之维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对情感
与人性的真诚叩问，颇值得观众的点赞。

在艺术表达上，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是这部
剧的最大亮点。“老戏骨”李雪健虽然首次尝试
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刘二铁”这一角色，但其
以多年修练的精湛表演功力，加之身份跨度、
性格张力给予他的更加宽广的施展空间，甫一
出场便令观众拍案叫绝、大呼过瘾。随着剧情
的铺陈，李雪健通过鲜明而细腻的刻画，将人
物嗜酒如命的不堪经历、铁路工人的职业特
质，尤其是一个普通父亲和丈夫的内疚心态、
一位“老年痴呆症”患者“情感幼稚、行为荒
诞”的身心特征，既毫无违和感又入木三分地
融于一身，举手投足、一悲一喜之间都出神入
化，让观众从其多面性、立体化的角色演绎中
感受到人物的真实、自然、亲切。另外两个主
要人物——黄磊扮演的“刘海皮”和小宋佳扮
演的“易爽”，二者之间的情感关系与话语表达
则是地道的北京小伙与北京大妞的代表，其间
矛盾纠结的友情、爱情构成了本剧的又一条线
索，两人纯真的、温情的、喜剧的甚至略显夸

张的表演风格，与较为沉重的社会问题、人性
剖析相得益彰，常常营造出一种“笑中带泪”、

“悲喜交加”的独特氛围。值得探讨的是，似乎
黄磊的表演有时显得太满、太赶，让人物常处
于一种眼神游离、话语磕巴、神情慌张的焦虑
状态，固然某些情况下是剧情所需，但如果能
更注意一下“留白”，给观众以更多的舒缓和思
考空间，“刘海皮”这一形象或许更加饱满、更
有层次感。至于岳云鹏饰演的“木成”这一配
角，虽具有性格与气质的绝对独特性，却稍有

“出戏”之感。
与人物塑造相比，本剧的故事讲述似乎有

更大的可商榷之处。说到底，电视剧呈献给观
众的是艺术化的荧屏故事。故事性是电视剧的
第一艺术性征。电视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难在
能够让故事情节持续并强烈地吸引着观众的注
意力。一部好剧通常从每一个场景到每一个序
列，从每一个段落到整个故事，既环环相扣又
无繁枝缛节，通过每场戏所传达的正负 （负
正） 能量的相互转化，循序渐进、由小至大地
建构出“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叙述逻
辑，用经得起推敲的因果联系，从艺术角度对
善恶美丑做出直指人心的理性评判。坦率而
言，《嘿，老头！》 和这样的优秀之作还有不小
差距。首先，剧作情节铺陈的节奏不明朗，缺
少“突转”和“发现”（亚里士多德语），故事
发生、发展、高潮中的轻重缓急并未得到恰切
的彰显，温吞的讲述使得一些本应凸显戏剧冲
突张力与魅力的环节明显力道不够、效果不
佳；其次，有些可有可无的场面设置有注水之
嫌，使剧情发展比较拖沓，虽然李雪健的表演
是亮点，但剧中在表现其父子亲情时，大同小
异的情节和细节过多过滥，缺乏精剪雕琢，碎
片式的堆砌、冗余的段落很容易令观众绷紧的
神经松懈；第三，剧中的一系列“三角恋”关
系与父子亲情这一“戏核”关联不大，且爱情
线索中的强戏剧冲突比亲情线索中的平直琐屑
更加吸引人，因而有喧宾夺主之感；最后，某
些情节桥段和因果关联的设计太过随意，或由
于缺少穿针引线和前后铺垫而突兀离奇，或为
了刻意制造喜剧效果而显得不合逻辑，比如易
爽妈在婚介所与“假导演”的“错位长谈”、木
成仅仅因为易爽漂亮便立刻为其开出高额薪
酬、相处几十年的发小竟然忘了真实姓名以及
刘二铁不可思议的恋爱经历、媒体对一次街边
好人好事的疯狂炒作等等，凡此种种不切实际
的编排，使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在真实性上打了
折扣。

今年开始施行的“一剧两星”政策增加了
播出单位的电视剧购买成本，电视剧制作方也
随之增添了一些市场风险与压力，但其根本性
对策只能是恪守“内容为王”，以质取胜。当
下，许多都市情感剧的一大通病在于“见人不
见事”，将有价值的主题创意、有光彩的人物形
象淹没于琐碎无序的蹩脚叙述中，无形中消解
了剧作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口碑与收视双
赢的都市剧，必须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既见“人物”又见“故事”，任何一方的偏废都
将使作品与“精品”、“经典”失之交臂。

《嘿，老头！》：

敢于直面真现实
闫 伟

225年前，四大徽班进京，为中国戏剧史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225 年后，新的意义上的

“徽班”即将在北京展开一系列演出，再现当年
历史辉煌。日前，安徽新创精品剧目晋京展演
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隆重召开。从
4 月 10 号到 5 月中旬，将有 7 台新创精品剧目
在首都各大剧院进行集中展演。本次展演由中
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主办，安徽省文化厅、安徽
演艺集团承办，据悉，本次展演剧目都是近年
来列入安徽省委宣传部重点打造的“演艺品牌
剧目”。

据介绍，此次晋京展演整合了安徽省黄梅
戏剧院、安徽省歌舞剧院、安徽省话剧院、安
徽省京剧院、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安庆市
黄梅戏艺术剧院6家省市演艺院团，精心组织了
黄梅戏 《小乔初嫁》、舞剧 《徽班》、话剧 《徽
商传奇》、徽剧《徽班进京》《惊魂记》、黄梅戏

《寂寞汉卿》、黄梅戏《半个月亮》7台新创精品
剧目，共进行14场演出。

这次展演的精品力作包括了黄梅戏、徽
剧、话剧、舞剧等，不仅极富安徽特色，还在
各类赛场纷纷荣获国家级、省部级重要文艺奖

项。舞剧 《徽班》 曾荣获中宣部第十二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黄梅戏 《小乔初
嫁》 和话剧 《徽商传奇》 曾荣获中宣部第十三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徽剧 《惊
魂记》 和黄梅戏 《半个月亮》 曾荣获第十三届
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徽剧 《徽班进京》
和黄梅戏 《寂寞汉卿》 都是安徽省重点打造的

“演艺品牌剧目”。
值得一提的是，七大精品剧目的主要演员

大多是近年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演员，这也是
本次展演的一大显著特点。如 《小乔初嫁》 的
主角梅院军、何云，《徽商传奇》男女主角刘建
福、李青临，《半个月亮》主演王琴，徽剧《惊
魂记》 和 《徽班进京》 的主演汪育殊等，是青
年人才培养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

为了让更多喜爱安徽戏剧的群众能够走进
剧场，共享安徽戏剧的艺术魅力，本次展演活
动极具公益特色。据主办方介绍，除面向市场
和社会公开售票外，本次晋京展演每场将有1/3
的票价在百元以下，最低的仅需 50元。主办方
表示，集中展演还将拿出部分公益票回馈普通
劳动者，并正在积极联系“送戏进高校”活
动，真正把艺术惠民落到实处。4月10日，由安
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带来的原创黄梅戏 《寂寞
汉卿》 亮相保利剧院，这出 2014年度安徽省重
点打造的“十大演艺品牌剧目”拉开了本次晋
京展演的序幕。

（李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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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歌在哪里？
聂 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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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我在马
路 边 ， 捡 到 一 分 钱 ， 把 它 交 到 警 察 叔 叔 手 里
边。”……曾几何时，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儿歌，伴随
一代代中国人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近年来，我
国每年能创作出 1000多首儿童歌曲。然而，在各地
许多小学、幼儿园“00后”“10后”孩子的生活中，
儿歌的“阵地”却越变越小，被各种爱情题材的流
行歌曲挤占，孩子们最熟悉和偏爱的歌曲，竟然是

《老鼠爱大米》、《最炫民族风》、《爱情买卖》、《小苹
果》等，此中原因何在，颇令人思索。

（一）

近年来我国的儿歌创作，除 《别看我只是一只
羊》 等少数几首外，大多传唱不广，甚至“养在深
闺人未识”。而在多家网站评选的“十大经典儿歌”
中，《歌声与微笑》《让我们荡起双桨》 等依旧名列
前茅。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教育家周海宏认为，
目前国内儿童音乐创作中，对儿童接受心理、接受
习惯的关注明显不足，经常以成人的思想、视角来
揣测孩子们的需求，导致不少所谓儿歌并不适合儿
童演唱。

多位一线音乐教师及学生家长反映，目前中小
学音乐课本中不少歌曲的选择，距离孩子们的日常
生活太远，导致接受困难。

“我时不时翻看儿子的音乐课本，发现有的唱的
是江南水乡，有的唱的是异国他乡，真正与孩子家
乡有关的少之又少。我觉得应该增加些有地方特色
的曲目，这样可以让孩子们在学习歌曲的同时，也
更了解、热爱自己的家乡。”市民王先生说。

（二）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每年学到的儿歌也不少，
但大多是通过幼儿园、小学学到的，而在家庭和社
会上却学不到新的儿歌。

对此，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指挥家杨鸿
年，日前在人民音乐出版社举办的“繁荣少儿歌曲
创作与出版”座谈会上表示，每年中国儿童音乐的
创作远不止 1000首，但能传到孩子耳朵里面并被他
们接受和喜爱的却寥寥无几。这里有通道不畅的原
因。每一期音乐杂志都发表好多首，但老师拿不
到，拿到也不会唱。这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好作品
出版了，却未被挖掘，甚是遗憾。

“新儿歌虽有，但能广泛传唱的却很少，市场认

可度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家梅志罡教授说，近
年来，社会上存在着儿歌创作难、出版难、传播难
这“三难”现象，而这与儿歌创作所取得的经济效
益难以超过流行歌曲有关，歌词曲作者更热衷于流
行歌曲的创作，所以造成了新儿歌不多，能广泛传
唱的经典儿歌更少。

“虽然我国每年能创作出1000多首儿童歌曲，但
是通过电台电视台播放出去被广大群众接受的少之
又少。因为推荐力度不够，创作者的积极性无形中
被削弱。”作曲家秦咏诚指出。

（三）

“现在年龄小的孩子们还在唱那么几首老儿歌，
最多也就唱一唱 《喜洋洋灰太狼》 等动画片的主题
歌，大一点的孩子都在唱流行歌曲，这个现象应该
引起人们关注。”有市民呼吁，政府应该建立激励机
制鼓励儿歌创作，儿歌创作者也应从孩子内心出
发，创作出让孩子接受的儿歌。

词作家李幼容觉得，给孩子创作的作品，首先
要快乐。孩子的歌曲应该以玩为主，玩中有学，玩
中促学。快乐是孩子的本性，我们要顺着他们的本
性去创作，所以以玩为主，要写孩子的童心童趣，
在童趣当中展开他们无限的幻想，启发他们的智
慧。在歌词创作上，我们一定要写美好的东西。世
界上流传最广的那首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大人
小孩都会唱，其实它首先是一首儿歌。儿歌是一切
艺术的摇篮，进行儿童歌曲创作只有好处没有坏
处，一个作家、一个音乐家保持善良的童心非常重
要。

“要推出朗朗上口的少儿歌曲，把握好题材至关
重要。唯有这样，作者才能创作出艺术性强、流传
久远的经典作品。我们现在的歌曲数量很多，但是
都略显浮躁，真正深入人心、能流传下来的歌曲较
少。在内容方面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缺少团
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内容，这正是需要在现在的孩
子之间强调的。” 作曲家龚耀年认为。他表示创作
队伍还应该不断地发展壮大，尤其需要年轻的作者
加入进来，一起为儿童歌曲创作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