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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电影家协会网
络电影工作委员会成立。这真
是一件做得很及时很必要的事。

2014 年，在线视频网站
爱奇艺第一次提出网络电影的
概念。如果说美国商业电影独
霸天下，法国艺术电影一枝独
秀，苏联主旋律电影炉火纯
青，那么网络电影在中国可以
说短短4年间取得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成为我国电影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我国
共 生 产 2193 部 网 络 电 影 ，
2017 年是 1892 部。网络电影
的产业规模也不断扩大，2017
年为 20 亿元人民币，2018 年
预计将达到 30 亿。网络电影
给电影产业培养了人才，很多
年轻人通过网络电影实现了电
影梦，我们也给世界电影增添
了新的业态。

但必须指出的是，网络电
影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
面临着门槛低、题材扎堆、同
质化严重、微色情等为人诟病
的问题。和所有新生事物一
样，网络电影初期也经历了一
个野蛮增长过程，只顾博取眼
球、片面注重经济效益，甚至
恶搞历史的做法，遭到业内人
士口诛笔伐。一些专家甚至认
为，现在网络电影已经进入了
一个关键时期、转折时期，

“生存还是死亡”成为一个现
实性的紧迫问题。中国电影家
协会网络电影工作委员会的成
立，正是基于网络电影发展的
迫切要求。

树立行业规范、行业标

准，引领价值导向，创新行业
模式，促进网络电影健康有序
可持续发展，以健康积极、向
善向上的网络文艺作品占领网
络文艺阵地，是网络电影工作
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中国电影
家协会也应该以网络电影工作
委员会为平台为抓手，广泛联
络新文艺群体电影工作者尤其
是青年电影工作者，进一步扩
大组织活力、向心力、吸引
力、行业影响力，成为真正的
网络电影人之家。

这也是一个在网络电影界
深得人心的举措。主要在线视
频平台和来自网络电影产业链
上的各方代表纷纷参与到这项
工作中。成立大会上提出的现
阶段两大计划，包括4-6期覆
盖数千网络电影人的“公益培
训计划”和为网络电影出品方
开放亿元授信、鼓励新人新作
的“文化金融扶持”计划，十
分振奋人心。近来在文化艺术
界提倡的小投资、大情怀、正
能量，也是十分契合网络电影
的发展理念。

众所周知，在互联网高速
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已经
在一些层面成功实现了弯道超
车，网络电影这一诞生在中国
的电影新生事物，应该得到更
多的关注。相信随着监管部门
力度和科学性加强，随着网络
电影人创作水平的提高，网络
电影行业将向规范化、公开
化、透明化发展，网络电影人
通过共同努力，也将打响这一
文化品牌。

作为 2018 北京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的重要板块，国际文化贸易
创新发展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来
自法国、俄罗斯、德国、中国的中
外学者、专家与企业家探讨“首都
核心功能”背景下构建文化贸易新
格局的有效路径，为中国文化“走
出去”建言献策。专家们还进行了

“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
践与探索”圆桌对话，中外学者专
家为“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创新发
展勾勒出具有实操性的发展蓝图，

并纷纷表示对进一步就文化贸易创
新加强合作充满期待。

论坛主办方北京市文化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爱
晶表示，近年来，国家政府高度重视
对外文化贸易工作，落实文化“走出
去”国家发展战略，坚持以“文”为
本。文投集团作为首都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重要的投融资平台，在疏解
非首都核心功能、京津冀协同发
展、带动民间资本投资等方面进行
了突破创新。 （任 艺）

新的消费群体生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
的时间里，在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了与
省、市、县各级行政单位平行的电影发
行网络，并几乎覆盖到全国各地的每
一个角落。这也是为什么到了 1979
年，居然可以创造出293亿人次的中
国电影观影人次最高纪录。

在中国电影院线制改革之前的历
史发展周期，电影还差不多是全民都
可以共享的文化娱乐方式，在剧场、在
露天观看电影是一种高度普及的群众
文化活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上世
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电影的观
影人次急速下降。1991年，中国电影
的总观影人次下降到 144 亿，而到了
1992 年观影人次又下滑至 105 亿，呈
现出断崖式下跌的趋势，原有的省、
市、县的垂直式的生产、发行、放映模
式开始分崩离析，到了世纪之交几近
难以为继。这也构成了中国电影产业
化改革的史前史。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中
国电影的内部正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
迁，并演进到新一轮“新变”周期。
2010 年之后，中国电影市场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在票房突破百亿门槛之
后的摧城拔寨过程中，来自三四线城
市和广大县级市的，40 岁以下的，
未经受过高等教育，收入不高，也并
没有稳定工作的海量“小镇青年”群
体，由于商业地产不断向三四线城市
和广大县级市下沉，开始走进电影
院，成为中国电影的新观众。伴随着
新一代“小镇青年”电影观众持续登
上历史舞台，在今天，观众、明星甚
至电影的本体概念，都在被他们的文
化娱乐消费诉求所改写。

电影内部结构性新变

新世纪以来，艺术电影和中国式
古装特效大片显然太不适合三四线城

市和广大县级市的“小镇青年”。对
外 部 世 界 还 充 满 兴 趣 的 “ 小 镇 青
年”，但凡存在一丝选择和空间，都
不可能对在世纪之交诞生、专注于表
达一线城市文化经验的冯氏喜剧贺岁
片产生真正的兴趣。

对于改革开放走到第 40 个年头
的中国电影而言，我们正面临着一个
前所未有的文化情境：“小镇青年”
既不是相对精英的迷影文化主体，也
不是适用于好莱坞电影框架的新兴中
产阶级。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
好莱坞特效大片，对21世纪第二个十
年浮出历史地表的“小镇青年”，也并
不具有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
产业化大幕开启之际，所曾预想的

“狼来了”式的摧枯拉朽的杀伤力。
所以毋宁说，好莱坞也未曾处理过如
此复杂的文化情境。

因此，以电影为代表的我国文
化产业，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
好莱坞的初级阶段，充分重视中国
电 影 内 部 结 构 的 这 种 新 的 历 史 生
成 ， 及 其 在 当 下 所 面 临 的 时 代 挑
战，对于站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历史
节点上的中国电影，具有面向未来
的重大历史意义。

爱国题材受欢迎

“小镇青年”正逐渐被纳入到我
国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格局中，
成为新的电影观众，并扮演着前所未
有的增量角色。但“小镇青年”究
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有着什
么样的特征，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具
体文化娱乐消费诉求到底是什么，
是否自动就会成为中国电影乃至我
国文化产业的增量？这些问题对于
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而言，有着关
系到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是我们
讨论当前国产电影内在危机和挑战
的最直接抓手。

相关数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
2017 年，在我国 7.67 亿的城镇人口
中，影院观众有 3.3亿，占城镇人口
的 43%；在这其中 18 岁至 39 岁的青
年群体是我国影院观众的中坚力量，
占比高达 71%；包括兼职、自由职
业、在校学生、无业、退休在内的事
实 性 无 正 式 工 作 人 群 占 比 则 高 达
67%。而在城镇人口中另外的 41%的
非影院观众，则通过其他渠道，在过
去3个月人均看了12部影片。

“小镇青年”的这一数据特征，
也得到了来自互联网领域的数据统计
的旁证。截至2018年1月，我国网民
规模达到 7.72 亿。其中 40 岁以下的
网民占据了73%，本科学历以下的网
民高达 88.8%，包括兼职、自由职
业、在校学生、无业、退休在内的事
实性无正式工作的网民多至 58.8%，
单是月收入 3000 元以下的网民就有
56.5%，8000 元以下的更是达到了
91.5%， 农 村 网 民 已 增 至 27%； 而
且，迄今为止，依然有1.18亿网民在
通过网吧上网，也就是每6个网民中
就有1人还在走进网吧。

不难看出，这两组来自两个不同
领域的数据统计，有着相当程度的重
合。和过去的迷影文化的影迷亦或新
兴中产阶级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娱
乐消费者相比，“小镇青年”已经实
质性地改变了过去电影观众的外延，
并开始一步步渗透，甚至正在改变过
去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天经地义的电
影的内涵。

这就既充分解释了近些年来由全
新的文化娱乐消费诉求所引发的一系
列惊人文化现象及其一系列连锁反
应，也深刻地说明了当代中国电影是
依托和生长在怎样的现实土壤——超
过所有既往的预期，真正将海量的

“小镇青年”，转化为中国电影实实在
在的票房增量的最大文化公约数，并
不是好莱坞大片，而是以爱国主义为
基调的影片。这也是从 《湄公河行
动》 到 《战狼2》《红海行动》，在这
一 波 中 国 电 影 新 变 周 期 的 “ 主 旋
律”，不断具象化为各种商业类型的
真切历史情境。

经 过 改 革 开 放 40 年 的 风 云 变
幻，随着综合国力的稳步增长，以
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必须找到和
我国与日俱增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相适应的自身特色和定位。数以亿
计的“小镇青年”，这些中国电影的
新 观 众 ， 正 在 构 成 中 国 电 影 “ 内
部”的新坐标。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爱是
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
夜。”这句话道出了爱无可比拟的
价值与力量。爱是永恒的动人旋
律，是高级的人性之美。湖南卫视
播 出 的 电 视 剧 《如 果 ， 爱》 以

“爱”为核心，以现实生活为横切
面，延展了爱的维度，不仅有男女
爱情、父母之爱、亲情之爱，更有
以往影视作品鲜少提及的“自我之
爱”与“理想之爱”。

该剧讲述了万家三朵姐妹花或
励志蜕变、或华丽逆袭、或暖情治
愈的故事。大女儿万嘉玲、小女儿
万嘉妮以及儿媳郑晴天如同3位女
性代表，鲜明地体现了当下女性对

爱的不同理解。“全职太太”万嘉
玲善良纯真，她的爱体现在对儿子
的无限思念和对夫家生活秩序的传
统顺从上；风风火火、奉行“不婚主
义”的万嘉妮有着年轻人的主见，对
爱保持“距离”；“女大厨”郑晴天认
为爱就是对家庭忠诚，对事业尽
心。她们的爱，一度局限了自己，也
让她们各自遭遇不可预知的变故，
终致遍体鳞伤。该剧以平凡之爱入
局，真实呈现了隐秘的生活之痛，
揭示出爱的真谛和幸福的内涵。

《如果，爱》 更以万嘉玲为核
心，讲述了“爱”的成长。剧中，
生活的磨难和亲情的纠葛没有将万
嘉玲击倒，反而让她更坚强，更明白
生活的意义。外表柔弱的她，乐观
坚强地面对生活，从一个逆来顺受、
为别人而活的“受气主妇”蜕变为理
想而奋斗，充满自信充满阳光的女
强人。万嘉玲这种“爱的觉醒”也感
染了他人：丈夫宋乔植学会了爱；婆
婆张怡荻放下了恨；备受婚姻打击
的郑晴天活出了自己，开始了新生
活；逃避爱的万嘉妮接受爱的安
排，等到了她“生命中那个对的
人”。就连万爸万妈也在 3 个孩子
的感染下，勇敢蜕变，重新审视自
己，回归最初的美好婚姻。《如
果，爱》就像一面镜子，如实照出
了生活的纷乱，也照出了浮躁社会
中稀缺的大爱以及清新的灵魂。

大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方的
水路大动脉。中国戏曲向来有“水路
传播”一说，不同剧种在运河沿岸重
镇交流融合，不断繁荣发展乃至形
成新的种类，并凭借着大运河的便
利交通不断扩散。大运河就是中国
戏曲水路传播的活化石，它促进了
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奠定了运河
两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大运
河沿岸的一些重镇，比如杭州、苏
州、扬州、南京和济宁等，历来是
戏曲种类密集的区域，也是戏曲演
出最繁荣的区域之一。

日前，由北京电视台文艺节目中
心承办的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
项目 《国粹+ ——水路戏路大运河
年度戏曲精品大汇》在北京全国地方
戏演出中心举行了一场戏曲精品公
演。京杭大运河沿线的 11 个专业戏

曲院团都派出了精兵强将，带着本团
最具特色的经典节目前来参加，包括
北京京剧院、中国评剧院、北方昆曲
剧院、天津京剧院、天津评剧院、河
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山东省吕剧院、
安徽省徽京剧院、扬州市扬剧研究
所、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浙江小百花
越剧团。

演出一开始，便以一段刚劲有力
又挥洒飘逸的功夫水袖开启《运河的
传说》，随即11个院团的领军人物以
中国戏曲守望者和传承人的身份集体
亮相。在一声“不到园林，怎知春色
如许？”的感慨中，带领观众跟随轻
歌曼舞的杜丽娘走进“牡丹亭”，又
跟着粗犷豪放的钟馗去嫁妹，一柔一
刚彰显出南北昆曲的不同特性。

整台公演紧紧围绕大运河对中华
戏曲的传播和对沿岸戏曲的滋养这个

主题，由各院团领军人物提纲挈领式
地讲述串联起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
节目，令观众充分领略到大运河留给
我们的宝贵戏曲财富。伴随着运河水
的涛声，各院团争奇斗艳。有徽剧

《水淹七军》、越剧《西厢记》和京剧
《春闺梦》 等优秀传统老戏，也有近
现代佳作吕剧 《李二嫂改嫁》、扬剧

《百岁挂帅》、评剧《红高粱》和《母

亲》等。河北梆子和京剧共同演绎的
《大登殿》让人想起了上世纪50年代
河北梆子艺术家进京集体拜师，从而
开创了京梆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公演结束前，北京京剧院代表全
体参演院团，向大运河说出了大家共
同的心声：一定要守护好大运河留给
我们的宝贵戏曲财富，让它在新时期
发扬光大。

近日，讲述小镇女孩罗海燕在
上海奋斗打拼践行梦想成长进阶的
优酷独播剧 《上海女子图鉴》 在社
交网络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它聚焦
都市独立女性群体，再现她们的人
生轨迹，表达了对当代女性生活现
状的关注和追求自我的肯定。

《上海女子图鉴》 没有一线演
员，顶级流量，也没有巨额投资，
天价团队。作为一部长度 20 集、每
集 20 分钟的小体量网剧，它需要用
有限的篇幅讲述精彩的故事，传递
核心思想吸引准确的受众，才可以
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剧市场占据一席

之地。《上海女子图鉴》 的制作团
队将女性题材再度细分，明确作品
主角和目标受众都是寻求自我实现
的独立女性。而制片人金屹菲对女
主的第一要求是有演技和可塑性。
角色设计也注重多样立体，囊括了
外来女性和本地女性，既有渴望在
职场上呼风唤雨的女强人，也有希
望在生活中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等，
同时，故事跳出了都市剧女主“只恋
爱不工作”，或“只斗法不生活”的悬
浮窠臼，女主罗海燕从小白到精英的
进阶路上，熬夜加班拼业绩，梳妆
打扮变漂亮，不借助他人飞上枝头

变凤凰，都靠自己个人奋斗，明确
的事业规划和清晰的人生蓝图让她
存在的合理性大大提高，更容易得
到都市女性关注和认可。

《上海女子图鉴》 不美化职场女
性，也不粉饰家庭主妇。剧集前半
部分采用了AB剧场的形式呈现罗海
燕在人生十字路口的犹豫，并随着
剧情推进，逐渐消失，寓意其在成
长过程中越来越坚定，能更直接地
面对诱惑，拥有说“不”的底气，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最后，“独立女
性”理当拥有自由，包括经济自
由、选择自由和精神自由。

女性题材向来是影视剧市场的
香饽饽，但一味的重复套路或空喊
口号，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市场
和观众的需求。《上海女子图鉴》 保
留了现实题材的特点，最大限度地
呈现了真实：真正的现实，没有夸
张的女权至上，也没有刻意的戏剧
冲突，从而展现出对现实生活把握
的分寸感。

加强网络电影监管正当时
□苗 春

加强网络电影监管正当时
□苗 春

《上海女子图鉴》

聚焦当代女性生活现状
□孔 令

《如果，爱》

展现爱的多重维度
□李 军

国际文化贸易创新发展论坛举办

张柏芝在剧中饰演女主角万嘉玲张柏芝在剧中饰演女主角万嘉玲

大运河聚起一台大戏
□文 依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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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汇入江河汇入海
□孙佳山

《湄公河行动》这类爱国主义题材电影深受“小镇青年”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