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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贴春联、剪窗花、看春晚、拜年等传统民俗
赋予春节传统之美，观看电影、运动健身、手机红
包、假日旅游等新民俗的兴起则为过年注入时代
感、时尚感和生命力，显现出国人对美好生活、高
品质生活的追求乃至“升级换代”。2019 年春节档
正月初一 （2 月 5 日） 至正月初七 （2 月 11 日） 上映
的影片自然以“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的姿态吹响
号角，向全国观众呈现新时代中国电影新发展、新
景观。《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

《新喜剧之王》《神探蒲松龄》《小猪佩奇过大年》
《廉政风云》《熊出没·原始时代》 等影片联手上阵，
以喜剧、科幻、动画、犯罪、嫌疑、奇幻、动作等
类型以及类型杂糅，有效进行类型拓展，形塑了风
格各异、制作精良、题材丰富的创作格局，口碑与
质量均有所提升，满足了当前不同观众群体日益多
元化、差异化的观影诉求，最终以 58.4 亿元的票房
收官。春节档及其“后春节档”——正月初八 （2
月 12 日） 至十五 （2 月 19 日） 频现亮点，打破全球
影史单一票房最高纪录等诸多欣喜让电影再次成为
全社会、全媒体讨论的话题中心。可以说，春节档
电影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已经介入大众精神生活，显
现出基于本土经验和全球视野的东方美学气质。

融汇积极的中国精神内核

纵观近年来的春节档票房冠军，从 《美人鱼》
《西游伏妖篇》 到 《唐人街探案2》，洋溢着合家欢式
的喜剧精神，今年的《流浪地球》则让喜庆的春节迸
发出想象未来的磅薄气质，再加上 《疯狂的外星人》

《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 等四大春节档“种子选
手”发挥较为稳定，各有特色，在市场表现之外还显
现出丰厚的美学气质和文化意味。比如郭帆执导的

《流浪地球》，在“人类把地球推离太阳系”的镜像
中，传达了中国人孕育于农耕文明之上的对土地和家
园的深沉情怀，其中所承载的愚公移山精神和集体主
义内核，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与
表达。再如《疯狂的外星人》以荒诞性和底层性为底
色，用喜剧和科幻类型恰到好处地包装起指涉现实生
活和人类文明的寓言故事，在世界公园这一象征性空
间里，即便外星文化、西方文化与市井文化的碰撞和
冲突显示出解构与反讽的格调，却在驯化与被驯化的
关系里蕴藏关于“文明和个体彼此平等”的深层追问
和思索。还有韩寒的情怀之作 《飞驰人生》，用更为
纯熟的喜剧类型讲述了跌落人生谷底的赛车手在逆境
中奋进的故事，其间所传递出的对理想不屈不挠的热
爱，温暖和打动着银幕前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观众。
再有周星驰的 《新喜剧之王》，讲述了怀揣理想的平
民小人物执著追逐梦想的故事，尽管被诟病为略显俗
套导致票房未尽如人意，但能解其中味的观众也不在
少数，梦想被“践踏”的尴尬里透露着不变的“奋
斗”和“努力”，在不露声色的长镜头里诠释了周星
驰对人生“如梦”的真正注解。

毕竟，好电影总会与人心相遇，如若提炼这几部
影片的关键词，“生存”“平等”“理想”“奋斗”等关

乎普通人现实生活的字眼，无不拨动着银幕前观众敏
感的神经。而周星驰、宁浩、郭帆、韩寒等老中青导
演已然驾轻就熟地在类型化叙事中融汇积极的中国式
精神内核，逐渐显现出主流商业电影的成熟姿态。正
如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我们都
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春节档电影作为一
种新民俗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或许就在这里，笔者将之
称为春节档美学，它不仅是当前社会文化的折射，也
将成为对我国电影生产观念、制作技术以及类型探索
的一种综合检验。

从某种程度上说，春节档电影的热映所引发的社
会舆论更像是一种文化现象，比如刘慈欣科幻小说再
次掀起热潮，科幻迷关于烧脑硬核科幻知识的争执讨
论，电影台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
范，亲人两行泪”开始覆盖苏州等城市的高架，作为
映前广告的网络短片《啥是佩奇》刷屏朋友圈……电
影在春节档的助势下更突显出作为媒介的力量和角
色。作为话题的电影已经成为春节期间社交活动的重
要内容乃至“亲情纽带”，将会在嵌入春节习俗的同
时迸发出影像媒介的巨大力量，“一切皆有可能”。

理性审慎对待业界的繁荣

不过，从市场层面来讲，这一曾被预期“史上最
拥挤、最激烈”的春节档虽精彩纷呈，却表现出“高
开低走”的疲软姿态，合家欢电影也并未显现出理想
中的增速，一切都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今年春节档总
场次达 289 万场，同比增长 23%，观影人数 1.3 亿人
次，同比下降近 10%，场均人次为 47，同比下滑
12%。今年春节档58.4亿元的票房成绩，相较去年同

期的 57.71亿元，同比增幅 1.2%，几近停滞，远远低
于去年66.94%的增幅，相较于正月初一势如破竹般的
各种历史性突破，初二之后的大盘下跌让业界开始理
性审慎对待业界的繁荣。

这一巨大反差的背后折射出内地影市的诸多问
题。在笔者看来，观影人次的指标比票房指标更重
要，更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事实上，因为中国电影
的票价一直偏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观众观影习惯
的养成，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中国电影可持续发
展。从今年春节档来看，观影人次及观影热情都明显
下降，尤其是被称为春节档票仓的三四五线城市，主
要原因在于高票价消磨了不少观众的观影热情，平均
44.8元的高票价创历年春节档新高。往往与高票价相
伴而行的是盗版成风的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 90 年
代中叶就有过相似的问题，当时分账大片的引进在将
观众拉回电影院的同时，也刺激了票价的大幅上涨，
如 1998 年 《泰坦尼克号》 的票价就高达 80 元一张，
这之于彼时刚从通货紧缩压力中走出来的普通观众来
说，无异于奢侈性消费。2004年，中国电影家协会曾
对北京、上海等城市作过一项电影消费的报告，结果
显示，恰恰囊中并不富裕的人是最有观影愿望的，这
些人在电影观众群落中占比最高。由于高票价的阻
挡，看 10 元的盗版光碟成为坊间流行的新趋势。20
年后的今天，由于供需关系的变化和票补的减少，电
影票价较往年有所上涨，相同的问题再度发生，今年
春节档上映影片悉数被盗版，损失巨大，以致于国家
版权局将这8部影片列入“2019年度第一批重点作品
保护预警名单”，可以说，高票价、高清盗版不仅是
今年春节档的天敌，而且对于中国电影长期可持续繁
荣发展的消极意义、“蚕食作用”不可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影存在的市场结构性问题
在春节档也开始爆发出来，主要表征为资本驱动下的
市场乱象迭出，究其本质原因，制片、发行与放映之
间激烈的利益博弈从未真正的休止。今年春节档的一
些问题发生在直接决定票房的排片环节，这高达8部
的拥挤踩踏，分流效应明显。由于业界对市场激烈把
握不足，缺少科学的票房预测系统、量化分析体制，
导致排片问题迭出，比如《新喜剧之王》遭遇“停秘
钥”，甚至还有发行方为了提高排片，对影院有额外
的“排片奖励”等潜规则，这种自杀式的操作其实也
暴露了我国电影主要靠票房一决胜负的尴尬局势，这
些问题都亟待中国电影业进行结构性优化调整和法治
规范。

对春节档的认知误区亟待纠正

笔者认为，当前电影业对春节档产生了一种认知
误区，认为整个春节档的电影之于观众来说是一种刚
需。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观众的观影需求在正月初
一、初二一定程度上是刚需，这时价格偏高的因素对
于观影行为影响并不大；但是初三之后，短途旅游、
走亲访友会提上很多家庭的日程，看电影则成为众多
文化娱乐、旅游等活动中的备选项，电影票价格偏高
的因素就被推向前台，成为将观众挡在电影院门外的
重要因素。不少网友集体性吐槽期盼“车厘子自由，
奶茶自由，电影票自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和深入思考。

事实上，保障高票房的关键是高品质和好故
事，好口碑对影片票房走势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提
前，越来越明显。在笔者看来，观影人次的增长，
更多观众观影习惯的养成，更多观众观影频次的提
高，以及更多观众对国产电影的信任度、美誉度的
提升比单纯的票房指标更重要。毕竟，观众对国产
电影的信任度、美誉度将会定义中国电影的未来。
近年来春节档的市场意义就在于，它启示我们要从
制作技术、类型融合、工业经验、专业人才、传播
渠道等层面进一步升级换代，用高技术讲好中国故
事，并且从单一的票房经济转型升级为真正意义上
的产业经济、版权经济，有效提升中国电影的整体
实力、综合实力及其市场竞争力。当然，最根本的
是中国电影必须与观众保持血肉关系，与观众达成情
感的沟通，打造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共同体美学”。

几年来，在国家政策鼓励和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发
展的背景下，科技类综艺节目相继涌现。这些节目通
过跨界混搭的形式把科技同娱乐、对抗等综艺元素相
结合，或展现科技前沿发明，或科普趣味知识，或开
展人机竞技，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

浙江卫视公益性科技综艺节目《智造将来》没有
沿袭既往科技类综艺节目推崇的炫酷、烧脑和刺激的
噱头，而是将目光从科技本身转向科技改变生活，立足
当下。防火抗压耐久的新型涂膜材料，处理精细化工
作的机械臂，应用在衣食住行等领域的 3D打印……

这些中国“智造”展现出科技改变生活的无限可能。
节目讲述了许多通过科技实现梦想、点亮人生的温情
故事：P帕系统辅助器帮助行动不便的帕森斯患者稳
步前行，3D 打印帮助不能正常行走的少女重获新
生，微小卫星把普通人的梦想发射到太空中……这些
故事释放出情怀和力量。巧妙的发明、震撼的挑战和
动人的故事，使综艺与科技同频共振，帮助青年观众树
立起把科技发展与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用科技服
务社会、造福人民的信念。

《智造将来》 把幕后科技工作者放到聚光灯下，

给青年科技创新项目提供了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也
让青年了解到惠及百姓的这些科技项目背后艰辛的付
出，科研也一改沉闷、枯燥的刻板印象，变得既有趣
又有益。

文化意义与市场探索文化意义与市场探索
——2019春节档及“后春节档”电影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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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外星人》

《飞驰人生》

《新喜剧之王》

出品方之一、中影股份总经理喇培康：2014 年
初，中影股份正式决定启动 《流浪地球》 拍摄计划。
郭帆导演对拍摄科幻电影有独到的研究，而且特别有
激情有想法，我们定下郭帆就充满信心。2017年北京
文化加盟进来，还担任了这部影片的承制方。今天这部
电影大获成功，虽然是意料之中，但成功到这样的程度，
确实没有想到。《流浪地球》的胜利，是出品方和宣发方
主创团队的胜利，更是中国电影体制的胜利，没有十多
年来中国电影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没有全体中国电影人
的艰苦奋斗，形成积淀，就没有《流浪地球》的厚积薄发。

出品方之一、承制方北京文化董事长宋歌：这几
年从 《战狼》《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 包括 《流浪
地球》 的成功，我们总结出几点经验：首先，中国电
影的题材和类型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被拍摄到的，还可
以进行很多方面的创新。第二，整个电影一定要有让
整个社会和民众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第三，要用观众
喜欢的电影语言、用最先进的电影技术来拍摄、制作
电影。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部学部长高晓虹：这部影片
用艺术的手段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非常重
要的主题。影片中最终的任务虽然由中国人提出并且
实施和完成，但是整个计划是全人类群策群力的结
果。所有的主角都是英雄，而且都很努力，拯救地球
靠大家。这是用电影语言表达科幻内容，其实也是一
种希望。全球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为了同一个目标，为
了让地球和人类存在下去，团结在一起，共同抗争，
正是所谓“和而不同”的理念。

剧作家、电影评论家赵葆华：《流浪地球》是在中
国电影业的一个关键节点上出现的一个关键性作品。
上个月前，中国电影业还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认为中
国电影业遭遇寒冬，可持续发展动力丧失，数量下降，好
作品流失，这是一些人的判断。可是《流浪地球》的出现
却给我们带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的力量，让电影业的可
持续发展依然动力十足。《流浪地球》也是中国电影由电
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一个标志性、代表性作品，无论
书写方式、制作方式都是颠覆性的，充满创新性的。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我们
把这部电影作为第一部收藏电影收藏到中国科技馆。

《流浪地球》推动中国科幻走向世界，也预示着我们的科
普、科幻系列作品正在迎来黄金时代。中国科幻作品发
展历程中，《流浪地球》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一
个标志性的作品，这次横空出世是一个里程碑，预示着
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的新时代。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陆红实：从 《流浪地
球》 看到了新导演的崛起和观念的演进。他们身上体
现出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创作特质，一是更接地气，也
就是说对时代和生活的新变化更加敏感；二是在美学
上有站在前沿面向未来的气质。具体到 《流浪地球》
来说，是具有非常鲜明的当代性或者时代性，年轻一
代对于虚拟世界的认知和体验，提升了我们的科幻想
象力；在中国融入全球化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导演，有了更宏伟的世界
观，或者说宇宙观。当然这部片子还是借鉴了好莱
坞，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性。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中国电影的
创作有一个惯性思维，被认为习惯于向后看，美国电
影是向前看，我们电影写历史的多，写未来的题材微
乎其微。但 《流浪地球》 极大地适应了中国老百姓的
观影需求，中国太需要这样仰望星空的电影作品了。
这部影片没有把钱花在流量明星上，而是用在电影场
景、道具、特效、数字制作上，这是新观念、新方
法、新表达结出了新的成果。有人说春节档放灾难性
的影片不合适，应当多放合家欢电影，但我觉得 《流
浪地球》恰恰很契合春节档另类合家欢的主题，《流浪
地球》 实际上表达的就是流浪和回家，人们为了生存
到处流浪、探索、拼搏、奋斗，为了回家不顾一切地
疲于奔波、迁徙、辗转、劳顿。春节大团圆，看这样
电影是天时地利人和。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流浪地球》已经成为一个
社会文化现象，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电影可以在文化
中发挥作用，通过这部电影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证
明。春节期间大家都在讨论“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
泪”和“北京第三区交通委”等。电影工业过去现在
未来都面临压力，2018 年我们国内国外都面临压力，
但是民族精神喷发的时刻被我们这个电影抓住了，可
能是无意中的，也是必然的。整体来看，这是一部关
乎民族精神、关乎中国社会的指标性作品。

网络影视评论专家汪海林：在观影过程中，我心中
升起一种骄傲之情，这骄傲从哪儿来？可能是多年以来
中国电影艰难的发展历程，跟《流浪地球》 描述的史诗
性苦难历程有某种暗合。看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我们
电影人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跟好莱坞抗衡的
历史时刻到来了。

网络影视评论专家谭飞：电影的整个故事可以演
化为三个成语：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和宁为玉碎不为
瓦全，这是特别中国化的故事。这部电影很大的一个
优点就是准确：背景交代准确，剧本画面剪裁以及配
乐准确，煽情点准确，演员选角准确。

（本报记者苗 春整理）

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原创大型创意季播节目 《哎哟，没想
到！——第二届全国中小学生创意大赛》日前启动。

大赛依托央视少儿频道创意栏目《看我72变之创意少年》，聚
焦6至14岁核心观众群，从即日起至2019年暑假，集结全国少年
儿童，通过“发现创意少年”“展示创意少年”“激发创意少年”“成
就创意少年”4个阶段的比拼，全方位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激
发创造能力，提升孩子们的人文艺术修养和科学素养。

最后的3支团队将在演播室“艺术化”呈现创意作品，通过
评委会点评和投票，决出全国冠亚季军团队及单项奖。大赛将
制作成10期电视节目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 （关 昀）

第二届全国中小学生创意大赛启动第二届全国中小学生创意大赛启动

电影《流浪地球》

广受赞誉

春节档电影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已经介入大众精神生活，打破全球影史单一票房最
高纪录等诸多欣喜让电影再次成为全社会、全媒体讨论的话题中心。春节档虽精彩纷
呈，却表现出“高开低走”的疲软姿态，观影人数下降，票价升高……业界应理性审
慎对待电影业的繁荣，纠正对春节档的认知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