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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视纪实观察类节目 《但愿人长
久》 第二季日前收官。刘晓庆、悦悦、孙
嘉灵携飞行嘉宾深入平凡百姓的烟火生
活、平凡岗位，深挖这些平凡背后的闪光
故事，用 48小时的暖心陪伴记录平凡人生
背后的动人与坚持。

无论是警犬基地坚守岗位十余年的带
犬女警于娜和关爱空巢老人、坚持义剪 11
年的“久久爱心义剪团”，还是平均年龄65
岁的“不老骑士团”、维护国门生物安全的

“守门玫瑰”博士郑斯竹，亦或回乡创业带
头致富的“网红”蒋金春和安宫牛黄丸传
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郭凤华，这些平凡
而伟大的人都成为节目镜头的焦点。

节目播出后，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国家广电总局点赞该节目“深入挖掘现实题
材传播社会正能量、创新节目形式打造社会
观察纪实类节目新风向”。 （冯 琴）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电影暑期档，全国
电影市场总票房达到 174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6.74%。其中真正属于暑期的 7、8 两个
月，电影总票房达到 137.87亿元，平均日票
房 2.22亿元，远超全年市场的平均水平。自
2015年起，暑期档占全年电影票房的比重逐
年增加，已成为继春节档之后，中国电影市
场全年第二大支柱档期。由于暑期档比春节
档时间跨度大、上映作品多，因此在中国电
影市场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暑期档”这个概念是来自好莱坞的“舶
来品”。但和美国的暑期档为 6-8月不同，中
国绝大部分学校的暑期都不包含 6 月。更重
要的是，和北美市场相比，中国影院消费的主
力从来都不是学生群体。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北美13-17岁的影院观众占比14%，而
中国仅为 5%，且观影频次大幅低于北美，把

“学校放暑假”解释为中国暑期档的主要成
因，既缺乏依据，也不符合我国国情。

与春节假期所带来的潜在消费者近年来
急剧暴增相比，国内暑期档在市场层面并不
占有“天时”。那么，又是哪些因素支撑起
了这个“全年第二大档期”呢？

谁撑起“不占天时”的暑期档

仅从数据上看，近 3 年的暑期档票房一
直保持着稳健的增长。但在看似稳健的数据
背后，无论是需求端的电影观众还是供给端
的电影产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2-2017 年 中 国 新 建 了 近 6500 家 影
院，影院渠道已经基本上“下沉”到县镇一
级，于是电影消费者的主力群体也由传统的
北上广等一二线城市，开始向三四线城市乃
至更为辽阔的县级市扩散。数据调研显示，
仅在2017年就有约两亿新观众首次走进了电
影院，这些观众的主要特征是：以“80 后”
和“90 后”为主，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不高，
娱乐方式非常依赖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在

对电影的需求方面，他们既不是细细品味艺
术电影的迷影文化主体，也不是消费好莱坞
故事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来自社会底层，过
去被主流文化所忽略。他们的消费诉求，在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普及的时代被前所未
有地释放，潜移默化地改变原有的以一二线
城市中产阶级所主导的审美结构，同时也在
影响着观影人群结构的变化和文化艺术领域
的具体创作。

这些新一代观众对于电影产品的需求，
也促使电影生产者们不断反思和变革。就在
几年前，大家都以为“IP （知识产权） ”和

“流量明星”是解决一切电影消费需求的灵
丹妙药，但之后无数血本无归的案例表明，
这些投机的生产方式并不能满足新一代的电
影受众，电影生产者们于是将重点转向了结
合现实题材的商业类型片的创作。在今年的
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位电影界人士就明确
表达：“所有具有情感驱动力的现实主义类
型电影在中国都会拥有巨大的市场，因为中
国观众就是要看真实的情感冲突和真实的社
会冲突，这也是电影人要在创作和发行的过
程中所应坚持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业界共
识之下，几年来中国本土电影的供给逐渐从

“特效、IP、明星、奇观”等标签转向了更贴近现
实的商业类型电影，并通过《湄公河行动》《战
狼2》《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等优秀的现实
主义影片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2018 年的暑期档就是这一趋势的缩影：
就在几年前，我国曾经在暑期档期间减少好
莱坞大片的引进数量，但在2018年的暑期档
中，即使放开引进，国产电影还是包揽了票
房收入的前 5 名，而其中排前三名的作品都
具有非常浓烈的现实主义创作基底：它们或
是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冲突 （《我不是药
神》），或以贴近现实的方式创作出来源生
活的喜剧故事 （《西虹市首富》），或将现
实社会中的矛盾与人性在极端情境下进行拷
问 （《一出好戏》），这些作品不仅取得了

票房的成功，也得到了观众的好评。可以
说，无论是去年 《战狼 2》 的一枝独秀，还
是今年现实题材的全面爆发，正是这些回应
了新一代电影观众切实需求的优秀作品被集
中于暑期档中，才能让本不占“天时”的暑期
档，在“地利”（优秀作品）和“人和”（观众需
求）的共同作用下取得了票房的佳绩。

市场呼唤更加多元的影片供给

在这个暑期档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供
需失衡的案例和隐忧，比如在映前备受关注
的知名 IP 改编电影 《爱情公寓》，上映后第
二天的票房跌幅超过 50%，而拥有多名大牌
明星的 《欧洲攻略》 和主打经典情怀的 《新
乌龙院之笑闹江湖》 在上映第二天的票房跌
幅超过了 70%，都说明依托旧有生产模式的
影片即使花大价钱请来大明星或手握国民级
IP，仍然可能被观众抛弃。而且，在主打学
生群体的动画电影、主打年轻女性的爱情电
影方面，今年暑期档的影片供给也乏善可

陈，没有释放出这些细分人群的观影热情。
一个成熟的电影市场，应能做到各类影

片的多样化、差异化供给，因为新一代消费者
对电影产品的需求是多样化、差异化的，没有
哪一种电影类型或题材会满足他们的全部口
味，这就要求电影产品必须完成从“合家欢”

“人见人爱”的制作模式向“小众人群引爆”
“长尾效应”等多样化、差异化供给的转变。

与此同时，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电影
市场中，市场管理机制方面也存在着亟需改
革的领域：比如面对全国市场巨大的地区差
异，一刀切式的单一院线制是否限制了电影
产品的多样化、差异化供给？比如如何为商
业目的性没有那么强的艺术电影创造空间，
让更多类似《小偷家族》《北方一片苍茫》《大
三儿》的艺术电影也能在暑期档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2018 年的暑期档是“了不起”
的。随着我国电影产业的不断健康发展，尤
其是符合受众需求的产品在充分的市场竞争
中取得成功，不仅对今后的暑期档，甚至对
整个中国电影产业而言，都将是未来可期。

“打开艺术之门”闭幕
日前，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为期58天

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落下帷
幕。今年艺术节演出平均上座率达 90%，
夏令营共迎来 966 位小营员的参与，名家
讲堂活动有 4000 余人聆听。图为打击乐
夏令营的孩子们在参加活动。苏冠名摄

中国美食走进法国，是今年中法文化交
流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此为背景的湖南
卫视 《中餐厅》 第二季，选择了走进法国东
北部浪漫梦幻的科尔马小镇，用工匠精神做
令人骄傲的中国味道。节目开播以来，获得
了法国旅游发展署、法国驻华大使馆重视，
而且切切实实在推广中华美食传承、促进中
法文化交流、沟通两国人民情感层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也让美食本身蕴含的“家文化”
气息弥漫开来。正如总导演王恬所说：“我们
把这个餐厅开到国外，首先是为了弘扬中华
美食和传统文化，传递善意与友好。同时中餐
厅也是海外游子们的一个家，大家可以在这里
沟通交流，分享故事和抒发情感。”

跟随 《中餐厅》 的镜头，中国观众通过
唯美画面感受到了科尔马浪漫的自然风光和
悠然的生活气息，也更好奇这群远道而来的
中餐厅经营者们如何用中式厨艺征服同样以
美食文化闻名世界的法国食客。随着经营渐
入佳境，合伙人也不断给自己提出挑战，因
为他们的初衷就是希望用中国美食带给每位
食客独有的文化记忆，身体力行做中华文化
的传播使者。

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在这档节目中展露
无遗，不少客人也将他们人生中十分重要的
日子交给中餐厅，收获一份来自东方的浪漫
与感动。每一道菜都是桥梁，连接着关于情
感的真挚分享。《中餐厅》带到科尔马的不仅
是食物或者一档节目，更是一种对中国美食
的传承、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推出的
“文物守护认领”模式，获得了 2018 年福
建省志愿服务项目优秀项目的荣誉。“文
物守护认领”行动于 2016 年 10 月发起，
目前共有近 350人参与。按照思明区文体
出版局的规定，认领文物的志愿者每个月
要对认领守护的文物点进行两次以上的巡
查。由于这项规定的实施，目前，思明区
199 处未定等级不可移动文物点的日常状

况都能得到及时巡查和反馈。
笔者认为，这个“文物守护认领”模式

值得推广。一方面，文物是宝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不可再生也很难复制，保护好每一
件文物，是各级各地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公
众的责任；另一方面，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来
保护所有文物不现实，必须打一场保护文
物的“人民战争”。我国历史悠久，文物浩
如烟海，体量大小不一，而相关部门的人

力、财力、物力都有限，难免捉襟见肘、顾此
失彼。据统计，我国仅不可移动文物就有
约76万处，散落在各地、未登记在册却具有
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更是难以计数。

思明区开展“文物守护认领”行动的
成果有目共睹。志愿者相当于文物保护工
作的线人，延展了相关部门的功能和视
角。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也是在潜移默
化地提高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守护认领
文物的志愿者，既要有热爱文物的情怀，
还要掌握必要的文物知识，他们的所作所
为和文化担当可以影响感染周围的亲友共
同守护城市灵魂，延续我们的文脉。

期待更多志愿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来，让文物保护工作“走入寻常百姓家”。
也期待有更多地方开展此类行动，让百姓
将对文物的喜爱转化为保护的自觉。

威尼斯当地时间 9月 2日晚 7时，威尼
斯国际电影节主场地丽都岛，中国出品的
全球首部“一带一路”纪录电影 《共同命
运》首次发布。

当晚，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英
国、美国、日本、西班牙等 30多个国家的
电影公司、发行公司代表，国际制片人、
影评人和多家国际主流媒体以及影片主创
团队共数百人出席电影推介会。现场放映
了这部纪录电影的3个片段。

影片在以一天24小时为线索的架构里，
让观众跟随时间的脚步，从人类起源之地东
非跋涉到欧洲，从中国新疆到中亚，从北极
到南美，看到一个个普通但又鲜活的生命故
事正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悄然发生。

清晨的肯尼亚，第一缕阳光照射在东非
这个人类的起源地，一个喜欢画画的12岁少
女第一次看到现代化的火车在自己家乡飞
驰而过，她想尽办法要搭上这列火车；

中午的中国新疆喀什，丝绸之路重
镇，一个爱好篮球的维吾尔族少年，每天
都在迷宫般的古城里刻苦练球，因为他想
见到自己的偶像姚明；

下午的西班牙昆卡，68 岁的桑托斯是
西班牙最后一位手工造纸的传承人，完成
最后一个订单后，老人贴上了停业的告
示。他要出门远行，去造纸发源的国度，
解答自己内心的疑惑；

傍晚的智利 ALMA，全世界最高的天文
台，38 岁的菲戈教授是一名天文学家，对于
未知的渴望让他对星空探索痴迷如醉，他想
用星空为女儿制作一个别致的礼物；

深夜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
点，货车司机老吴带上自己的宝贝——一架
旧相机又出发了，这一次他的终点不是霍尔
果斯，而是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

“我感觉这是一部关于命运改变的电
影。我能够从中看到每个人的迷茫、挣
扎、觉醒和自我实现，我非常期待这部电
影。”国际著名影星皮尔斯·布鲁斯南说。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纪录电影的创作，
也是第一次参与中国电影的创作。因为这
部电影讲述的是全球不同地区的人们面对
的共同命题。”英国著名编剧盖·希必特
说。他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

主创团队也首次披露了这部跨越全球
电影的制作细节。300人的创作团队，在两
年时间里，行程 40万公里，在全世界寻找
故事，酷暑、寒冷、疾病、饥饿、语言、
战乱甚至民族差异，都是无处不在的障碍。

“我两年前就接触过这个题材，我本人
也创作了一些纪录片。当时我感觉这个片
子不太可能完成，因为各种限制太多，难度
之大不敢想象。但他们完成了这个看似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清华大学教授雷建军说。

《共同命运》由北京市影视出版创作基
金重点扶持，纪录中国理事会协调制作，
它不仅是首部以“一带一路”为背景创作的
纪录片，制作规模、投资规模、国际化程度也
创造了中国纪录电影新高。主创团队由来
自中国、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的资深电影、
纪录片创作者组成。全片预计于 2019 年上
半年在海内外电影院线、国际主流媒体、“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媒体平台同步播映。

这部电影的宣传手册因为上面印的一
句话而被许多来宾收藏：“这是你的故事，也
是我的故事，这是昨天的故事，也是今天的
故事，更是我们共同迈向明天的故事。”

2018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将
于9月24日晚向海内外播出。

据总导演李申、景欣介绍，今年秋晚主
会场选定山东济宁曲阜。这里是中国儒家
至圣先师孔子的诞生地，也是中华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秋晚还第一次跨出国门，在
海外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澳大利亚悉尼设
立分会场。吉隆坡是“一带一路”的重要
节点，中华传统文化和节俗在当地华侨华
人中保存良好；地处南半球的悉尼国际
化、时尚化特点鲜明，华侨华人社团数量
多，影响力强。晚会的时长将由原来的120
分钟延长到150分钟，通过3个会场的交替
互动，晚会将更立体、更全面地展现全球华
人过中秋、天涯海角共此时的美好场面。

据悉，今年秋晚将分为“不舍昼夜”“悠
悠我心”“大道之行”3个部分，参与的中外演
员有杨坤、雷佳、霍尊、成方圆、宁静、周一
围、杜江、霍思燕、容祖儿、许茹芸、胡德夫、
张卫健以及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等。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是经典电视连续剧《水浒
传》 开播 20周年，水浒英雄聚义的梁山泊
一带就在曲阜附近，梁山和曲阜都在济宁
市辖区内。原版电视剧的演员们将汇聚一
堂，在秋晚上再度唱响《好汉歌》。

近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儿童青少
年戏剧协会 （ASSITEJ） 艺术交流大会，在
北京圆满落幕。来自五大洲的近 200名青少
年儿童戏剧领域的艺术家、专家、教育工作
者以及院团代表，在8月19日至21日的3天
里，碰撞文化理念，探讨合作方式，共谋青
少年儿童戏剧未来。众多国外儿童戏剧工作
者来到中国，对中国儿童戏剧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强烈的感知，与此同
时，他们也将国际青少年儿童戏剧理念带进
中国，开阔了中国儿童戏剧工作者的视野。

在“东西方文化对儿童戏剧观的影响”的
主题对话中，来自中国、日本、德国、丹麦等国
家的儿童剧工作者分享了不同的儿童剧发展
理念。ASSITEJ日本中心主席、编剧、导演藤

田朝介绍，与中国儿童剧基本在剧院上演不
同，日本儿童剧 70%是学校公演，20%由学生
母亲们主持的团体组织上演，10%在公共场所
演出。与中国儿童剧相同的是，日本的儿童
剧也十分重视剧作的故事情节和教育意义。

丹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中心CEO、丹
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节主席亨利·科勒表
示，在丹麦没有固定的剧院提供儿童剧演
出，而是把艺术交给孩子，让剧团去学校巡
演。丹麦大概有 150个儿童剧团。丹麦儿童
剧的题材比较宽泛，比如虐待、离婚等，与
孩子产生联系的题材都有所呈现。

随着科技发展与文明进步，孩子们接受
的文艺样式越来越多，儿童戏剧必然要找到
独特的审美特点，才能独秀于丰富多彩的文

艺样式中。在各国儿童剧工作者心目中，戏
剧始终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ASSITEJ中国中
心主席尹晓东表示，戏剧是了解世界、参悟人
生的重要形式，戏剧可以告诉我们过去的事
情、过去的人是什么样子。ASSITEJ德国中心
副主席、ASSITEJ执委斯达芬·菲尔斯说，生活
中总会有某个时刻打动你，但换一个时空就
不会了，因此走进剧场，把自己沉浸在戏剧氛
围中，这种感动是其他艺术样式不能给予的。

“儿童剧作为戏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创作者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儿童戏剧无
疑也受到各国文化的影响。应当坚持‘求同
存异，异质互补’的原则，用多元开放的眼光
观照世界文化，去建设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合
理、更具人类性的儿童戏剧。”各国儿童剧工
作者对东西文化的认识达成一致共识，引起
在场所有人的共鸣和响应。“虽然东西方戏剧
观略有差异，但对于戏剧的热情和探索却是
一以贯之的。相信这次艺术交流大会的成功
举行，将更好地促进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儿童
戏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尹晓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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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人长久》深挖现实题材

节目主持人悦悦（前排左一）和嘉宾刘
晓庆（前排左二）、孙嘉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