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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影贺岁档“硝烟”照常飘起，人们恍
然发现，岁末年初已来到眼前。也不知“报
时”算不算电影在魅力之外，功能性的又一体
现：它告诉我们在理想和现实距离丈量中，时
间往往是那关键的“一步之遥”；它告诉我们
白驹过隙般的悲喜岁月，终一日会在离散记忆
中沉淀为“匆匆那年”。

“变革”似乎可以视为今年电影市场的关
键词之一。有人说，今年是电影市场的“爱情
年”，以 《撒娇女人最好命》、《我的早更女
友》、《微爱之渐入佳境》 为首的爱情片，各显
神通诠释着女汉子拯救草根男的故事桥段。有
人说，今年是电影市场的“兄弟年”，《智取威
虎山》、《狂怒》 带人重温战争年代，刻画出一
条条铁骨铮铮的硬汉。有人说，今年是电影市
场的“英雄年”，《美国队长 2》、《超凡蜘蛛侠
2》、《X 战警：逆转未来》、《银河护卫队》，超
级英雄电影仍然以美国大片的方式引领着全球
电影票房。有人说，今年是电影市场的“科幻
元年”，从“软科幻”《猩球崛起 2》，到“硬
科幻”《超体》，再到一部 《星际穿越》，又让
多少微信朋友圈“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到底什么年，票房还能说了算吗？

尽管票房已经不能完全说明今年电影市场
的成色，不过，2014 年可视作是中国电影的

“黄金时代”，足够所有的电影人“心花怒

放。”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内地票房已突破
280 亿 元 ， 离 300 亿 元 关 口 只 有 “ 一 步 之
遥”，这确实是个热闹的数字。

回顾这一年过眼的影片，想用一个字来
概括形容，几乎是不可能的。爱情、战争、
悬疑、科幻、青春、冒险、历史等众多题材
影片的“乱入”，让观众用脚投票，“任性”
看电影。无论是类型片的雨后春笋，还是口
水片的层出不穷，各类营销夹裹下的市场混
战，一场接一场冲击着我们的感官。这些电
影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一次又一次与亲朋好友
聚会的机会，贴心地为我们奉上一轮又一轮
茶余饭后的话题，同时也消费着我们的时间
和口袋中的钞票。但你我似乎，有点透不过
气来的怠倦。

电影“娱乐派”说，别那么较真，观众
平日里劳碌奔波辛苦了，进影院就是为了哈
哈一笑。电影“文艺派”说，我们这片子拍
得如此用心深刻，但远不及票房带来的现实
深刻。还有那“理论派”说细分市场，“实战
派 ” 说 互 联 网 基 因 ⋯⋯ 市 场 热 闹 、 明 星 热
闹、说法热闹，去年热闹、今年热闹、明年
热闹。其实，电影需要票房，也不全看票
房。观众需要热闹，也不全是热闹。感官娱
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也许，电影已经走在回
归的路上了。

仁川亚运、北京申办冬奥会、李娜澳
网圆梦、丁俊晖首登世界第一⋯⋯盘点
2014 年度的体坛大事，大赛和冠军仍然
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两个话题。早些时
候，体育的魅力就在于为国争光，后来，
在看比赛、追明星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找
到了一种参与的快乐，而在即将过去的
2014 年，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正
在悄悄酝酿着国人体育观念的转变。

这一年，马拉松犹如一道“流动的风
景”在全国各地掀起热潮，有人戏言马拉
松报名堪比春运购票，网络上甚至爆出
最强报名攻略，还有人调侃如今参加马
拉松比赛的名额已经成为最紧俏资源。
对马拉松的热情折射出的是全民健身理
念正在深入人心，健身操、广场舞、乒乓
球、羽毛球、足球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
项目在这一年也相继开展了全国性民间
赛事和交流活动，不断掀起健身热潮。
与此同时，更多接地气的基层草根赛事
也为百姓提供了展示风采、共享快乐的
舞台。还有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崇
礼国际滑雪节等赛事，群众的参与热情
也都明显提高。由于节假日时间的延
长，体育旅游逐渐替代了以往的观光游，
登山、滑雪、攀岩、骑马、漂流、射猎、探险
等项目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这一年，政策利好，体育产业和全民
健身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
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越
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通过健身寻找快乐，
是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大事。国家体育总
局群体司司长刘国永说，“把全民健身上
升为国家战略，这与百姓的需求和社会
各界的关注是不谋而合的”。

据统计，2014 年，全国体育社团已
有 15000 余个，网络体育组织也达到 80
多万个。各类社会体育组织已深入乡镇
街道，组织参与居民健身锻炼的同时，也
为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提供了更
多选择。在历时半年的北京市体育大会
期间，37个协会的 41个体育项目围绕全
民健身主题开展了活动。在北京昌平回
龙观地区，由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的回龙
观足球超级联赛已经走过第十一个年
头，成为一个响当当的民间赛事品牌。
由社会力量参与组织的“城市乐跑赛”、

“全民健身挑战日”、“世界行走日”、“吃
动平衡走向健康”等品牌活动也让广大
百姓练在其中、乐在其中。

良好的群众基础是下一步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的前提，以健身休闲、竞赛表演
为核心，以场馆运营、体育培训、体育科
研、体育会展为依托，以体育地产、体育
建筑、体育用品等为补充的体育产业体
系已经具备雏形。如果有一天，无论是
体育爱好者、玩球的少年，还是晨练的老
人，每个人都有运动的场地，体育事业和
体育产业的发展才会迎来真正的春天。

这一年，我们身处变革
□ 于中谷

电影，

在热闹中等待回归
□ 金 晶

综艺，

玩不好，你就OUT了
□ 敖 蓉

综艺，

玩不好，你就OUT了
□ 敖 蓉

体育，

奔跑吧，

所有的人

□ 姜天骄

关乎文化的事儿，大多纷扰

不少。它看似波诡云谲，充当了

人们茶前饭后的“谈资”，实则与

社会风尚、时代变迁密切联系。

拨开 2014 年文化风云，民

间办文学奖升温，各路争议回归

文学本位；24 小时书店勇敢开

张，点亮夜读明灯；文艺团体“对

外交流”繁华不再，国外“镀金”

叫停；“且行且珍惜”、“也是醉

了”等网络热词争奇斗艳，彰显

网民才华；《废柴兄弟》、《匆匆那

年》等网剧让观众大饱眼福，推

动电视剧行业变革⋯⋯这些都

是文化领域的新尝试，新动向，

更是新体验。

突然一夜间，文化产业被视

为最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平均每

6 天就会在行业内发生一起影

视类产业并购案，1600 亿元资

本蜂拥而至。看中文化产业价

值的，有诸如阿里、百度、腾讯等

互联网巨头，让一向被视为“小

圈子”的影视传媒圈在资本的高

烧下“痛并快乐着”。在政策、资

本、市场三重雨露的共同滋润

下，国内文化产业在变革中展现

出与以往不同的魅力和精气神。

资本进场后，这一年多了好

些好玩的、好看的、好读的、好听

的，有的一阵风，有的留得住，但

总归是各有滋味，阑珊之间，足

见魅力无限。如，以民国时期金

融反腐为题材的电视剧《北平无

战事》，细腻出众的镜头，淋漓尽

致的表演，把当时尖锐复杂的冲

突矛盾深深地刻到了荧屏上，在

社会的激荡之下，突显个人的无

助和不堪承受之轻。

人们常说，文艺创作不能被

动地回到文学、电影、电视剧、音

乐等各自的小圈子，而是要植根

于时代文化风尚中。其实，文化

的交流、传播、继承过程中，都充

满着创新的意义，只有贴近时

代、社会、大众的，文艺才能实现

不断创新，焕发新意。

2014 年“文化”也不再限于

“ 小 文 化 ”，而 是 通 过“ 跨 界 融

合”，行进在“大文化”形成之路

上。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正在

渗透到制造业、互联网业、人居

环境、旅游、特色农业、体育业等

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为培育国民经济新的

增长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

产业竞争力，发展创新型经济、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

转变、加快实现由“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发挥了巨大的

带动作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也已成为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

催生新兴业态、带动就业、满足

多样化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的重要途径。

在文化繁荣的进程中，文化

企业更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

2014 年 1 月至 10 月，中国文化及

相关产业新增企业 2.4 万户，同

比增长 56%。截至今年 10 月底，

中国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16.6万户，注册资本4053.6亿元。

在 大 文 化 的 视 野 下 ，2014

年中国体坛也是充满坚守和进

退，传承着“不屈”的精神：李娜

赢得职业生涯的第二座大满贯

后，选择了急流勇退；仁川亚运

会男子 100 米自由泳决赛中，21

岁的阳光大男孩宁泽涛以 47 秒

70 的成绩获得冠军；世界杯决

赛中，张继科险胜马龙后飞腿踢

碎广告牌，“任性”十足。

在学校，改革的新路正激发

新的校园文化。用创新思维教

书育人，勇敢地面对变革，有朝

一日，今日的辛苦耕作定会迎来

桃李满天下。如高考（课程）改

革落地，破解“一考定终身”，课

外活动更多了；将足球作为学生

体育必修课，扭转青少年体质下

降趋势；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

学，力争实现“无择校”；师德“红

线”划出，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

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

历史虽远，人心却近；山有

高低，大地为根。从文艺创作到

文化万象，并非“触不可及”，其

实就在那“一步之遥”。迈出去

一步，就踏进了新领域，触到了

新浪潮。把着时代的脉搏，文化

的旋律才会动听。

2014 年，100 多档真人秀节目涌
向电视荧屏。综艺节目在上一年井喷
之势下，各地电视台继续全速发力，
重磅砸下了各种各样节目形态决战荧
屏，争夺遥控器，已经可以用“综艺
比剧红”来表达今年综艺市场的火爆。

和去年的“唱歌”和“亲子”雄
霸市场不同，今年的真人秀呈现多元
化趋势，喜剧类、旅游类、亲子类、
竞技类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仔细看
来，虽然每一家电视台在选择节目上
各有不同，实际上依然是明星资源的
对决与比拼。

在花样层出不穷的同时，综艺类
节目的收视表现和市场价值，更被广
受认可。第三季 《中国好声音》 总决
赛收视高达 6.511%，创下中国卫视综
艺节目纪录。各大广告主纷纷为热门
综艺埋单，第三季 《爸爸去哪儿》 以 5
亿元的冠名天价惊呆了业界。综艺大
热也催生了“制播分离”大潮，自从
推出 《中国好声音》 以来，“灿星制
作”成为市场的佼佼者。从 2014 年年
初开始，华谊兄弟、英皇娱乐等影视
公司向综艺领地发起猛攻，推出了

《私人订制》《十二道锋味》 等节目，

群雄逐鹿，好不热闹。不仅如此，在
电视台内部，“制播分离”也加剧分
化，就连央视也敞开大门办节目。

真人秀节目在综艺市场中成为最
抢眼的一域。大投资、大阵容、大制
作，此前一度是顶级电视剧的“标
配”，而今年，火爆一时的户外综艺
节目简直豪华到让人醉了。纷纷献出
各种综艺首秀的明星们，在各类综艺
节目中爬山入海、下田种地。浙江卫
视 《奔跑吧，兄弟》、江苏卫视 《明
星到我家》、天津卫视 《囍从天降》、
东方卫视 《两天一夜》 ⋯⋯在这些节
目中，明星们和以往端坐在镜头前以
完美的外表示人的光鲜全然不同，简
直遭遇了被“往死里整”的待遇，吃
不好睡不好住不好，还要完成高难度
的任务挑战。在这些检验明星“成
色”的节目中还想端着玩？那就只有
一个结果：OUT！

当然，综艺节目的镜头里，抢眼
的不光是明星，《汉字听写大会》 让多
少语文老师都哭了，不是因为自己没
有教好学生，而是后悔自己没去当数
学老师。央视这位综艺节目的“老大
哥”这一年在“春晚”这个播出了 20

年的经典作品之后，终于墙里开花，
《中国好歌曲》、《汉字听写大会》 都赢
得了遥控器和冠名权的追捧。其中，

《汉字听写大会》 共有 4.3 亿不重复的
观 众 收 看 ， 首 播 平 均 收 视 率 达
1.099%，远高于今年所播出的其他知
识文化类节目，居于榜首。

另一个数字是 4.2%，它是央视索
福瑞统计的今年综艺节目 CSM50 城首
播收视率的最高收视纪录数字，但表
面的繁荣，掩盖不了的是综艺节目内
在的缺失和遗憾——版权烦恼依然让
人忧心忡忡。引进国外模式制作本地
节目，更进一步成为国内综艺节目制
作的趋势。这两年，每档成功的综艺
节目都会引来电视台或制作公司对原
版节目两次甚至多次复刻，然而“师
出同门”的综艺节目不断增多也导致
了版权纠纷的频繁出现。综艺节目版
权之间的抄袭或许能给某个电视台或
制作公司带来一时的利益，但是长此
以往，并不利于培养整个综艺节目行
业的原创能力。

在国内综艺节目最好的年代，不
拿出中国创造的招牌，综艺节目的火
爆又能火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