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化与大众文化结合，是最能令人赏心悦目的。2015
年，这种基于厚土的意识爆发，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发挥得淋
漓尽致。无论是影片的类型、创作，还是传播、推广途径，无
论是观众视角、品位，还是真实市场反馈，多元正调和出中国
电影市场独特的魅力和“味道”，令人回味——

类型片觉醒

岁末，根据小说 IP 改编的电影《寻龙诀》正式上映，将夺
宝冒险与探墓故事相结合，呈现出国产奇幻冒险电影的独特
风格。纵观 2015 年电影市场，包括《寻龙诀》在内，一众类型
片可谓百花齐放，各领风骚，电影类型上多元化的趋势日益
彰显，各类电影都有自己的市场和票房，内容选取及制作水
平上都有了显著提升。

影片《寻龙诀》的导演，正是当年拍摄《画皮 2》的乌尔善，
他对奇幻和魔幻题材有着浓厚的兴趣，将要拍摄的下一部影
片《封神演义》也是这类题材。在影片《寻龙诀》的实践中，他
坚持自己一贯的类型和风格，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套用
进好莱坞经典的类型片模式，将人物设置典型化、情感设置
极致化、情节设置本土化，最终完成从影片全面类型化的创
作。回顾这一流程，影片的工业化特质早已跳出后期制作的
单一环节，而是在其前期创作时就打下坚实基础，这也为华
语电影的类型化之路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在一众类型片中，今年在市场接受程度上出乎众人意
料，兼取好口碑和好票房的，还有一部动漫电影《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它撷取了中国经典文化的元素，用“历险+励志”的
故事模式吸引年轻人，摸准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在数字时代
的银幕，动画片大行其道早就不是一件新鲜的事，但在此之
前，横行票房的一直都是好莱坞动画。而今年，国产动画电
影愈发精良的制作将给国人带来巨大信心。

2015 年中国影坛最大的黑马非 3D 真人动画《捉妖记》
莫属。这些影片在为后来者制定一个制作水准之外，无疑会
启发更多的想象力，让从业者在挖掘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
天马行空。

影片类型日趋完备，各类中都不乏优秀之作是电影生态
健康起来的标志。随着市场需求越来越强劲，审美需求越来
越多元，类型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我们也应看到，国
产类型片仍有“空白”可以发挥、填补，譬如类似《星际穿越》

《火星救援》之类的科幻片等。

国产片走俏

2015 年 12 月初，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 400 亿元，同比
增长 47.49%。这其中，国产影片的比重占到了 60.25%。值
得一提的是，在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中，国产影片有 6 部之
多，分别为《捉妖记》《港囧》《夏洛特烦恼》《煎饼侠》《澳门风
云 2》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国产片在市场走俏，可以说是
一个令人兴奋的现象。当然，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2015 年
度国产片票房前五名的电影，无一例外都属喜剧片。

国人对国产喜剧片的热情，爆发于影片《泰囧》，并开始
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在 2015 年 4 部票房破 10 亿元的国产
影片中，喜剧电影就占据了三席。再往前看，国产喜剧类电
影表现抢眼，无论是票房还是平均观影人次，已经连续两年
在主要类型片中拔得头筹。将接地气的内容结合社交网
络，通过多元化口碑营销、找到“自来水”等方式进行传播，
国产片拥有的本土市场优势，在对国产喜剧片的观察中也
可以一窥。

影片《夏洛特烦恼》主打青春时光的思考与怀念。它将
“网络段子”中的幽默元素加以改造，使其更适合在电影大银
幕上呈现，并使其融入整个电影的结构和叙事中。较为自然
的喜剧效果不仅得到了网友的肯定，在部分专业影评人中也
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另一部喜剧电影 《滚蛋吧！肿瘤君！》 同样备受关注。
该片更多地站在女性视角，扩展了今年国产喜剧电影的题
材与视野，在豆瓣电影的评分一度达到 7.9 分，票房成绩也
超过 5 亿元，这样的关注度不但对加大影片排片量有所裨
益，而且在网络上形成的口碑也将影片推广带入了“正向
循环”。

正向口碑营销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观众对于优秀影片需
求的提高。人们更加看重影片的观影效果和口碑质量，而不
再仅仅是冲着明星去观影。今年，《小时代 4》上映即在口碑
与高票房高排片形成鲜明对比，再次引发各种争议。当大量
业内人士和观众开始产生“反烂片”的心理与行动，拥有较高
口碑的电影便成为一种“对抗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同档
期上映并制作相对精良的《大圣归来》完成票房“逆袭”，给了
市场充分的信心。

新生代成长

今年的暑期档里，国内电影单日票房曾高达 4.35 亿元。
带领暑期档进入火热境界的《捉妖记》《煎饼侠》《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这 3部影片，3位导演的平均年龄只有 34岁。

回顾 2015 年的中国电影市场，电影导演里的新鲜面孔
也明显多了起来。《心迷宫》的导演忻钰坤，《一个勺子》的导
演陈建斌，《师父》的导演徐皓峰，《大圣归来》的导演田晓鹏
等，都是初次执镜的“新生力量”。他们中既有科班出身，也
有非科班出身跨界转行进入电影行业的。这些多元的背景、
经历和视角，带来了更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影片。

身为科班出身的“少壮派导演”，管虎目前在第六代导演
中风头正劲，先后推出过作品《斗牛》《厨子戏子痞子》和《杀
生》。今年的《老炮儿》阵容抢眼，预期颇高。曾拍过《漂亮妈
妈》《周渔的火车》等文艺片的导演孙周，则开始转型尝试科
幻喜剧片《不可思异》。对于贺岁档来说，他也是新人一枚。

在马上到来的贺岁档，非科班出身导演扎堆儿出镜。陈思
诚、魏楠、邓超等一些“跨界人士”也开始陆续交出答卷。邓超和
俞白眉从《分手大师》后再度联手，《恶棍天使》定档平安夜；演员
出身的陈思诚，继《北京爱情故事》后再接再厉，拍摄的《唐人街
探案》将于今年最后一天上映；拍广告、预告片出身的魏楠改做
科幻喜剧片，为观众带来导演处女作《从天“儿”降》⋯⋯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看来，新势
力的诞生并非偶然，至少有三大因素促成了这种转变。第一，
中国电影市场从中心城市、大城市扩展到二、三线，甚至四、五
线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十多年来，由主流电影消费
人群所主导的电影趣味，新观众催生了电影新势力；第二，与
互联网一起长大的一代人开始成为中国电影
市场的主力消费人群，新媒介造就了电影新
势力；第三，新观众、新媒介、新电影人，共同
创造了电影新势力。

创新和坚守从来都是在相辅相成中达
到平衡的。在“交接”的时代，我们仍然看到
电影与观众在成熟度上的提升空间，仍然需
要大量好作品共同担当起中国电影品质与
良知的魅力，让中国电影的“黄金十年”走得
更加谦卑、理性、健康。

电影多元魅力足
□ 金 晶

分享文化分享文化
多一面多一面

读书不虚度
□ 张 叶

今年，综艺节目这座山头上的英雄真是不少，据
说有 200 多档，其中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也不少。打
打闹闹、让人欢笑的真人秀，耍嘴皮子、卖弄口才的脱
口秀，比拼才艺的选秀比赛，这些综艺节目在几大卫
视上火拼，我手里的遥控器也按个不停。而且，这把
火还烧到网络上，网上值得一看的综艺节目品种也越
来越多，可恨我只有一双眼。

延续了好几年的《中国好声音》和《爸爸去哪儿》
等亲子类节目，是我和周围同事闲聊时的谈资。每到
新一季播出时，我都会扫一眼，看看有啥亮点。如果
有新的创意点，大家就会频频提及，若还是前几年那
些梗，大家就集体吐槽，这也说明了这几档节目在我
们这些观众心目中的荧屏江湖地位。经典节目，不高
人一筹说不过去。

和亲子类旅游节目相似的户外竞技类综艺节目，
如《奔跑吧兄弟》，尽管仍然是明星资源的对决与比
拼，却是我比较爱看的节目。原因很简单，艺人和公
众人物总是我们普通人关注的对象，明星通过节目里
的遭遇所表现出来的性格，更让人好奇。所以，如果
让我选择普通人的真人秀还是明星真人秀，肯定会选

择 有 话 题 的 那 一
种。

但给我带来惊
喜的却不是这些颇具大众话题的电视综艺节目，而是
在网络上播出的、适合网络传播的综艺节目。这些节
目包括《奇葩说》《你正常吗》，网上热议也很多。毕竟
这是一个观点时常对立的年代，价值观的变化、生存
压力以及生活状态都会令人困惑，到底什么是正确的
生活态度。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再去看网络自制的这
些综艺节目，就对我很有吸引力了。

我认为，综艺节目比电影、电视剧更能反映当下
普通人的心理诉求。如果电影、电视剧展现的是人们
的理想或期望，那么综艺节目可能更适合宣泄人们在
工作后的紧张情绪和对生活产生的疑问。这是我喜
欢看综艺节目的初衷，也看到了这些节目这些年越来
越好的变化。

据新闻说，明年综艺节目的数量更多，大投资、大
阵容、大制作，更是层出不穷。不过，对观众来说，我
们爱看的不是排场，而是能够给不同人带来欢乐和趣
味的节目。

遥控器忙不过来

□ 杨 燕季节真像是爱换衣服的美人，一转身就穿上了
线条分明的冬装。2015 的春花秋韵余香还在，便步
履匆匆望见了漫天的飞雪。回首这一年，花月年年
只相似，岁月不留痕。唯有那些读过的书，像是日子
的书签，轻轻一拨便荡开一圈圈记忆的涟漪，勾起无
限的温暖。

不得不承认，由于网络的冲击，读书需要一种能
静下来的能力。我也曾陷于网络的纷繁热闹中沉迷
忘返，在网上可以随时搜索到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话
题，轻易满足任何好奇心，然而，对于我们这代读纸
质书长大的人来说，几日不读书，便觉着心里空了，
人也蔫了，甚至眼神都有些飘忽涣散，再有一些偶来
的悲悯情感，都不知道何处抒发安放。习惯了台灯
下持卷而眠，像对香烟美酒上瘾的人一样依赖而亲
爱。于是，索性还回到从前，闲暇时仍然与书作伴。
古云“书香多情似故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如何丢
得下他的故友呢？我生性又有些执拗，喜欢挑战认
为不易之事。自此，便将网瘾、手机瘾戒了，继续买
书看书。好在守着个全省最大的图书城，跟自家后
花园似的进去后变成老饕，饥餐一晌后还要搬回数
本。拿着七折贵宾打折卡，每次还要花上二三百，平
日再怎么抠唆却惟独买书不心疼。去年岁尾时，曾

见大学闺蜜在空间晒书，暗自咒骂她如何读了 15 本
书，于是去年元旦便发誓今年要早早读一摞等着她。

从去年 1 月开始，买回了厚厚的《邓小平传》《巴
金传》，年假里回老家都没敢怠慢，和父母聊着天，膝
盖上都翻着。春天工作奇忙，去书城时间稀少，恰好
有初中密友赠订的《天涯》，瞅准中午饭后休息的时
间，给一篇篇啃了。周末有时去超市购置日用品，旁
有一个报刊亭，见了《小说月报》《人民文学》类自是
不能自持，钱多钱少买了再说。一些深深浅浅的文
字清晰地印在了心里：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让我
从更多角度认识了她；十几本系列《几米漫画》以悦
目童真的方式解读了成人的沉重；细读《三国演义》
愈加品出历史大幕下跌宕不凡的江山传奇；现代作
家白落梅著的《在最深的红尘里重逢》以诗一样的语
言拨动了读者紧绷的心弦，与仓央嘉措同乐同悲；而
重读《诗经》及《唐诗三百首》，古人那简约又深湛的
语言像新雨初雪般涤荡了我的内心⋯⋯

读书与不读书有区别吗？书对于精神那种润物
无声的滋养，个中妙处，我想，只有读过的人才能神
会。太平盛世，岁月静好，窃以为，这一年我读书了
才不算太虚度。在书香中作别 2015，新的一年，仍
然从书香中绽开。

2015年，文化与人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联系：人们在电影院中透过一个个迥异而异想天开的故事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穿过

手中的遥控器企图看到明星光鲜外表下真性情的另一面，翻过晕染书香的图书寻找异时异地的同好⋯⋯是的，我们像每一年那样在

文化中收获精神财富，比每一年更努力地把这取之不尽的收获分享给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