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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市场冷眼对待文艺情怀

近日，文艺片《一个勺子》终于公
映，最后以约19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
为自己历经波折的命运画上句号。

这是又一部令人慨叹“口碑好，票
房惨”的文艺片。去年，明星云集的文
艺大片《黄金时代》最终总票房仅5151
万元；《推拿》获得第 64届柏林电影节
银熊奖等奖项，但国内票房只有约
1290 万元；今年，《闯入者》《念念》《心
迷宫》等文艺片总票房都是 1000 多万
元。票房低至不可思议的，是具有文艺
元素的传记片《启功》，总票房只有约
40 万元，差不多等于目前市场上启功
书画作品一平方尺的价钱。

这些文艺片几乎每一部上映后，
都会走一遍口碑好、票房惨、骂院线、
怨社会，最后不了了之的过场。

与文艺片不尽如人意的票房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组数据：

《捉妖记》总票房24.38亿，《港囧》
16.2 亿；《夏洛特烦恼》14.39 亿，《煎饼
侠》10.81 亿，连动画片《大圣归来》都
取得了 9.56 亿的票房。这些是今年取
得票房佳绩的电影。

10 月 30 日起公映、至今尚留“星
星之火”的文艺片大热门、贾樟柯的

《山河故人》被网友称为“票房惨淡的
年度最佳影片”，目前的总票房为约
3000 万元。此次该片的宣传营销由业
界翘楚自在传媒进行，从多年前的刘
杰执导的文艺片《青春派》开始，自在
传媒一直对国产文艺片有推介托举之
功。此次，《山河故人》的宣传声势浩
大，无论常规宣传还是话题营销，线
上线下的互动活动以及全方位的跨界
推广，用该公司总裁朱玮杰的话来
说，都“堪称近年来文艺片市场声量
之最”。贾樟柯也自称这次“把自己
能做的事都做了”。跟贾樟柯以往的
大电影比，《山河故人》 确实已经达
到他执导影片的票房之最，业内人士
甚至觉得在文艺片里也不算低了。
2006 年他的 《三峡好人》 获得第 63
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国内公映获
票房约 300 万元；9 年过后，电影票
价基本没涨，《山河故人》 的票房增
加了10倍。不过贾樟柯在接受《北京
青年报》 采访时表示，《山河故人》
的总票房说明这部电影约有 70 万观
众，可他的理想是150万。

电影票房研究专家刘嘉在《中国
电影报》发表文章认为，从中国电影产
业起步至今 13年来，没有让更多中小
影片享受到改革的红利，没有营造出
与市场规模扩大相匹配的电影多元
化。很多人对今年五一档上映的《闯入
者》导演王小帅发公开信求观众“挺
我”的事件记忆犹新。他感叹：“这是商
业片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
最坏的时代。”

是什么缚住了文艺片的翅膀

采访中，大家提到的文艺片低票
房原因有以下几点：

缺乏有票房号召力的大明星，因
为太贵，而文艺片投资一般较小；

没找好档期，同时上映的外国大
片和国产大片太强，不得不沦为炮灰；

年轻主流观众被好莱坞电影喂
大，看不了文艺味的闷片，欣赏层次还
停留在感官愉悦上，只愿意娱乐，不愿
意思考；中年以上的国人又忙于事业、
家庭，没有走进影院观影的习惯；

有些是宣传推广不力，没有玩路

演、到国际电影节出头露面甚至获奖，
再把影响力折射回国内这些套路，影
片没有找准目标人群；

有些院线急功近利，压缩文艺片
排片，或只排清早、半夜等无效场次；

有些出品人唯利是图，造成现在
中国电影只有惊悚片、喜剧片、科幻
片、武打片这几个类型赚钱，其他片子
都沦为小众电影。

《启功》导演丁震分析该片票房失
利原因时认为，这个电影其实缺乏商
业元素。作为传记片，必须写真人真
事，也不能编造什么私密性的、反映深
刻人性的情节，结果就是“现在电影让
家属、国家、专家都满意了，就是观众
不太满意，发行和宣传都没有真正跟
市场挂钩。”

“《一个勺子》确实当不了风口上的
猪。”影评人韩浩月说，原因首先在于它

是当下商业电影中最不受欢迎的农村
题材，其次缺乏网络段子拼接、流行词、
新新人类生活方式、大场面等娱乐元
素，最重要的是它揭示深刻人性的严肃
主题，会让当下主体观众觉得沉重。

朱玮杰认为，《山河故人》之类电
影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决定了它不可能
跟爆笑喜剧片一样疯卖。冷静客观地
看，文艺片这些年在市场反应等方面
已经比过去好了很多。现在电影院多
了，银幕多了，想看文艺片的观众已经
比过去有幸了。以前影院根本不给排，
现在好歹也给排了。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文艺片在任何国家也都不是大
众消费。

想拍文艺片的人请继续修炼

事实证明，大规模路演造势、海内
外获奖的光环、主人公是有深远影响
力的名人，这些因素似乎都无法让文
艺片的票房在现阶段有大的改观。

几乎所有业内人士都认为，积极
培养文艺片观众以及培育影迷的多元
消费是迫切而重要的。贾樟柯说，文
艺片观众“是需要唤醒的，是有过程
的”。让他欣慰的是，在这次 《山河
故人》巡回宣传的过程中，他已经感
觉到一些青年观众的“觉醒”，比如
在一些“零排片”的三四线城镇，会
有年轻人集体去影院请求放映这部影
片。

丁震说：“我相信观众的欣赏习惯
慢慢会有所改变。市场上确实需要有
人拍些商业大片来对抗好莱坞的入
侵，但是有情怀、有社会担当的文艺片
导演也要一直坚持去做该做的，其实
就是修炼，时间久了，自然能找到一条
既实现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又能娱乐大
众的路。”他认为，刚拍了《老炮儿》的
管虎做到了这一点。

韩浩月则称赞《烈日灼心》的套路。
获得超过3亿元票房的《烈日灼心》以犯
罪、悬疑、警匪元素，包裹了文艺片的内
核，而且有亮点，有卖点。他说：“文艺片
应该进行适当的包装。好作品应有好
票房，这是所有人的一致期待。”

听朋友介绍，民间收藏家李烈钧收藏了大量地契，在北京市通州区整
理。百闻不如一见，到了李烈钧的收藏点，整层楼800多平方米的储藏室、
整理室里堆满了一叠叠发皱发黄、纸质已磨得近乎透明的老契纸，8万多张
地契令人眼界大开。

原国家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赵建新说，地契是中华文化特色文物。几千
年的农耕社会，土地始终是维系国家安定和百姓生存的根本，无论官方还
是民间，都视土地契证为珍宝。不管历经多少沧桑，不管契证上的土地流
转多少次，发黄的契纸清晰地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土地交易过程、规
则以及土地管理、交易及纳税制度的变迁，既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又承载了中国厚重的历史。我国民主革命
时期实行“耕者有其田”，有些地区把标志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地契付之一
炬；新中国成立后，统治阶级的土地被没收，翻身农民焚烧地契；“文革”
时期，地契是“烫手山芋”，收藏地契就是抱着“变天账”，想“反攻倒
算”。在没有保险柜、没有干燥剂的时代，这些脆软却一纸值千金的地契躲
过一次次社会变动，顽强地流传至今，其间原因也值得探讨。

即使在国家级博物馆也不多见的明代地契，李烈钧居然拥有 50 多张。
藏品中年代最久远的，是距今510年的明正德元年 （1505） 的地契；很多地
方博物馆一纸难求的清代乾隆以前的地契，这里居然有数千张之多。

李烈钧说，3 年前她第一次接触到古老的地契时，惊讶地发现，这种
“地主阶级”的东西，竟然还没被历次运动“消灭”，源于很多拥有地契的
藏家对地契历史价值的认可。各地的收藏者感受到李烈钧收藏地契的执著
追求与坚定信念，觉得老祖宗遗留的财富交给李烈钧放心，就将积攒多年
的地契精品转让给李烈钧。

80多岁的原通州区文物所所长周良认为，李烈钧收藏的地契文物，种
类齐全，而且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具有多重“样本”的意义。从朝代
看，明代、清代、中华民国 （含黄帝、洪宪、大同、康德、成纪年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四朝十九代的地契都有，跨越500多年，此外还有香港、台
湾等地区的地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说，这么多古代地契，不
想用“绝后”形容，但一定称得上“空前”。

李烈钧收藏的契种的样本，既有木、石、铜等雕版印刷的“官契”（官
府印刷的契据）、“红契”（民契过税后加盖了县州府衙大印）、“龙契”“虎
契”，又有手写的“民契”“白契”（未经官府验证的契据），还有“官契”
印刷和“民契”手写混杂的。契纸样本用纸五花八门，既有纤细光滑的

“官宣”纸 （清代安徽产）、地方自产粗纤维的不够细滑的“土宣”纸，又
有蚕丝纸、红纸、绢布，还有专供官府印刷用的文书用纸和棉纱纸。地契
书写的字清美飘逸，行文有规合矩，既有绳头小楷、中楷，又有行书、行
草、隶书，还有少数民族文字如满文、维吾尔文。从“契色”来看，有红
色的，如印有“中华民国”年号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鲁豫边
区、华北区 （1948 年 5 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区）
等共产党政权颁发的地契，这种“红色”地契是契中之“尊”，弥足珍贵。
也有黑色的，是“伪”政权颁发的。

目前，国家民族博物馆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对如何发挥李烈钧
收藏的这8万张地契的作用，已有初步思路：建设一个规模大、地契收藏丰
富的专题博物馆群。

人们热切期盼着！

一天，孔子和众弟子乘坐马车到一个地方去讲学，
见前面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在路上堆土玩，子贡便大喝
一声，要赶车轧过去。可是那个孩子把路一挡，高声叫
道：“站住，前有城池在此，过不去了，你们退回去绕道
走吧！”

子贡赶紧停车，喊道：“你这顽童休得胡闹，这是孔
夫子的车，快放过去！”“不管谁都得讲道理，我来问你
们：到底该城躲车还是车躲城？”小孩有板有眼地说。

子贡又气又急正要发作，孔子从车上走下来忙拦住
说：“小孩讲得在理，你们不要乱来。”说着，孔子走上前对
小孩搭躬施礼道：“神童在上，老夫有礼了。我们有要事在
身，万望高抬贵手，借个路让我们过去吧！”小孩问道：

“你们有什么要事呀？”“周游列国呀。”“周游列国是作啥
呀？”“讲学传道啊。”“讲学传道就得有一套本事和才
学，你知道些什么呀？”孔子回答道：“不是老夫夸口，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什么事我都略知一二。”小孩又
问：“那你知道自己的眉毛有多少根吗？”孔子说道：“眉
毛本人看不见，怎么能知道呢？”小孩眼珠一转，接着
问：“那天上的星星看得见，你知道有多少颗吗？”“天上
的星星浩如烟海，如何数得过来呢？”孔夫子为难地说。
小孩笑着说道：“那日头就有一个，早晨像冰盘，晌午赛
玉环，我来问你，什么时候近什么时间远？”孔子想了半
天还是回答不上来，便诚恳地对那个小孩说：“本人才疏
学浅，以上事情确实不知，愿拜你为师，望多指教。”说着，
磕头便拜。

后来孔子以此事教导众弟子说：“不要强不知以为知，
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莫忘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点评：
满腹经纶、声名显赫的孔子却拜7岁孩童为老师，其

谦逊、实事求是的态度让后人肃然起敬，也说明了孔子
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不是一句空话，他说到做到。我们也需要这种求真
务实、不耻下问的精神，汲取各方面的精华以完善充实
自己。

选自《中华传统故事百篇》

日前，由陈国富监制，杨庆执
导，陈坤、白百何、秦昊、喻恩泰领
衔主演的电影《火锅英雄》宣布定档
明年4月1日。

影片全程在防空洞遍布、以火锅
出名的重庆拍摄，其主要情节是：三个
好兄弟合伙开着一家火锅店，由于经
营不善，打算转让店铺还债。为了店铺

能“卖个好价钱”，三人打起了“扩充门
面”的主意，自行往洞里开挖。没想到，
在扩充工程中却凿开了银行的金库。在

“拿钱还是报案”的思想拉锯战中，三兄
弟偶遇现在银行上班的另一个女同学
于小惠。这个略显尴尬的洞，引发了一
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据悉，这也
是一部重庆方言喜剧。 （小 西）

2015年12月2日，是第十个“全国
交通安全日”，由中央电视台联合公安
部交通管理局共同主办的专题特别节
目《平安行·2015》于当晚在中央电视
台12套社会与法频道播出。

该特别节目以“拒绝危险驾驶，安
全文明出行”为主题，分为一线行动、
酒驾之痛、校车之殇和警徽闪耀4个篇

章，通过全国各地对交通违法行为的
执法情况和酒驾事故、校车事故所引
发的悲剧以及感人至深的交警故事等
内容，警示人们重视安全出行。评书表
演艺术家田连元老人也来到节目中，
用自己失去至亲的痛苦，忠告人们“不
要因为你的不负责任，带给别人一辈
子的伤痛”。 （张 强）

秉承推新人、出新作，选拔民间喜
剧幽默人才宗旨的第五届北京喜剧幽
默大赛目前已经正式鸣锣开赛。12月1
日至6日，本届大赛北京赛区的初选作
品在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播出。2015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6 年 1 月 6 日，北京
电视台文艺频道将连续在晚间播出大
赛的晋级赛、排位赛和颁奖典礼。

今年的大赛由北京电视台、济南
电视台、长春电视台、石家庄电视台共
同打造，并在 4台共同播出。初赛在北
京和济南设立两大赛区，收到来自全
国的报名作品 500余件，报名人次 400
多。大赛今年首次面向海外华人和港
澳台地区招募选手，其中不乏优秀选
手，比如有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女选手

就以一口流利的京腔引起关注。
本届大赛担任主评委的是相声演

员刘伟、小品演员巩汉林 （下图） 和
喜剧演员张海燕，点评嘉宾包括李伟
建、苗阜、裘英俊、李鸣宇、王玥波
和高晓攀。 （万思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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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者》导演王小帅发公
开信求观众“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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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以美食概念为主打的电视节目火热荧屏。如何突破“眼球经济”的
从众趣味，让节目既引人瞩目又具备温暖情怀的社会价值，从而实现社会、文
化、经济等多方利益的共赢？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的《中国味道·寻找家
常菜》悄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聚焦普通人的传家手艺，传承中华美食文化精
髓，讲述美食故事背后的坚守和感动，展现和谐温情的多彩人生。

中华美食蕴含着醇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创造、总结、流传下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民以食为天”，中国的烹饪文
化凝聚了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和情感，承载了中华民族深刻的历史记
忆。烹饪文化作为一种文明载体，自身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中，也在描绘和构建
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图景。因此，“寻找传家菜”的看点，不只是美食本身，更重
要的是菜品传承和创新的背后、菜品传承人或创新者身上所蕴含的浓厚的中
华文化基因。传家菜的设定以普通人为切入点，围绕着“家”和“历史”，一个个
鲜活的故事完美诠释了“民以食为天”背后蕴藏的真善美。

当喧嚣的浮夸成了潮流，我们不禁要问：复杂善变的就是好的吗？46岁的
郑树国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把简单的做好才是最难的，坚守和匠心才是最
可贵的。郑树国是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锅包
肉”这道菜的第四代传人。一道工艺看似简单的“锅包肉”，在郑树国手中成为
一门艺术，一份值得广为传播的文化财富。面对“100万元买断技术，并且合作
开专门店”的合作条件，郑树国委婉拒绝。他提到自己的家训：“将来无论生意
做多大，无论多有钱，都不能忘记自己作为手艺人的本分！”面对不菲的金钱
诱惑，郑树国不为所动，坚守自己的传统小店，并提出“500元教会，愿正宗的
技术广为传承”的心愿，让在场的所有人惊讶之余，也由衷地为他鼓掌喝彩。

市场经济环境下，面对利益的诱惑如何保持忠诚的情操？出自三代厨艺
传承世家的客家人郭科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郭科带着祖传的烹饪秘诀和
创新的烹饪技法，以一道“姜蓉鸡”征服了所有评委，多家企业开出优厚条件
邀请他合作经营。郭科谢绝了所有的合作邀请，理由是“菜可以转让，人不会
离开。自己不会背叛现在的老板”。他的忠诚赢得了全场所有人的起立致敬，
并最终收获了180万的高额技术买断，这不仅是对郭科厨艺和菜品的认可，更
体现了对他忠诚品德的由衷赞赏。

对年过花甲的高燕来来说，一道几近失传的惠州传统小吃，既是藏于市
井的传统风味小吃，更是老人家儿时记忆中的父亲的温情。独特的烹饪手法，
让普通的食材有了令人惊叹的独特口感，其中还蕴藏着花甲老人高燕来与自
己父亲之间在58年前的一段温暖父子亲情。《中国味道》的舞台让“酿春”这道
几近失传的地方小吃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更大范围的传承，也传递了简单朴
素的美食中几代人的浓浓挚爱亲情。

节目中，心口相传的烹饪技法、触动心灵的传承故事，都被以一种符合时
代审美的方式崭新地呈现出来，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生活智慧通过美食技艺
的传承绽放异彩，由味觉记忆这个直抵内心的角度，从一道道耳熟能详的馋
人美味传家菜开始，展示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全民族的坚守。希望
有更多的中国故事通过《中国味道》，走向更多人的心中！

美食传承中国味道
董克平

《中国味道·寻找家常菜》节目现场

据乐观估计，今年电影年度总票房有望达到4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的296亿元有大幅提升。如今

的电影市场上，单片票房超10亿元都不稀奇，银幕总数也已经超过了3万块。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

是，国产中小成本影片尤其是严肃电影、文艺片，票房绝大多数仍然不尽如人意。

有人说，现在的国产电影就是风口上的猪，因为赶上了好时势而大有作为，但文艺片并没有跟着

一起飞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