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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厉害的人，

其实很“简单”
□ 牛 瑾

在平凡的日常中，细细打磨正在

做的事情，一点一点积存天分，承载住

时间的流转，收获流光溢彩的明天。

一事而精的“简单”，就是你在世界上

游走时最大的安全感。

7月20日，空荡了几个月的电影院座椅，迎
来了首批观众。

国家电影局日前下发通知明确，低风险地区
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
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随着影院复
工、观众重归、影片相继定档，“后疫情时代”电影
行业将如何发展，行业人士和观众都在努力寻找
答案。

影院营业：“就像老友重聚”

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戴着口罩的观众依次
测体温、扫健康码后，进入上海SFC上影影城影
院。在校研究生虞鑫宁作为复映后首批观众，兴
奋地对经济日报记者说，“排队时就隐约听到放
映厅内响起熟悉的背景音乐。与以前观影相比，
现在虽然闻不到诱人的爆米花香气，与朋友之间
也隔了一定距离，但是大家一样兴致盎然”。

对许多人而言，看电影是一件有仪式感的
事情。虞鑫宁说，他有收集电影票的习惯，收
藏夹里放着上百张片名和时间逐渐褪色的电影
票。“之前我几乎保持着每周观影的习惯，这是
我生活的一部分。电影回来了，感觉就像老友
重聚，很久没见，重逢只会更亲近。我相信，
明天会更好。”

当苏宁影城上海大区经营部总监凤维强缓
缓推开了久违的影院大门时，不禁感叹：“回家真
好。”那一刻，他思绪万千。

作为从业12年的“院线老兵”，凤维强的生
活早已与光影的故事交织一体。“说实在的，最近
忙得没空睡觉，但就是兴奋。复工前，大家热热
闹闹地为影院进行了全面清洁和消毒，符合防疫
要求后，向主管部门申报开业。待复工检完成，
再向社会公告影城开业信息、开业期间观众需要
配合的点位。”凤维强对记者说，疫情期间他们也
从未懈怠，通过网上商城以及线上直播等形式，
销售电影衍生品。

“大家时刻准备着，就等着这一天，和影迷们
一起‘回家’。”凤维强说，“我们对行业信心满满，
绝不会让观众白等。请相信中国电影和我们的
院线，一定会更好。”

疫情逐渐散去，电影像一道光，与步入正轨
的日常彼此照亮。影迷高飞翔告诉记者，影院复
工首日的观影体验不仅很“亲切”，还很有“安
全感”。“入场前每人都需要验证健康码，测体
温、填信息，防护措施很严格。”为了参加上海
国际电影节，他早早等候在线上和全世界的
影迷抢票，还特地请了5天年假，计划全程参
与这场光影之旅。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7月20
日上午开票，仅10分钟就出票超过10
万张，宣告着国产电影行业的‘复
活’。”高飞翔高兴地说。

行业破局：“内容为王”

受疫情影响，电影行业直面新挑战，锤炼
硬功夫，是破局的关键。疫情期间，线上院线
发展迅速，多家影视公司开拓多元业务抵御风
险，更多电影人潜心打磨佳作，等待时机厚积
薄发……变局之下，中国电影人坚守初心，始
终在努力。

影城重新开业首日，恒业影业出品的去年票
房“黑马”《误杀》续档再映，在复工次日票房表现
突出。恒业影业北京公司副总经理廖文斌告诉
记者，疫情期间，公司没有受困于疫情，迅速调整
战略方向寻求突围，“内容为王”的核心不会
偏移。

“行业没有其他路径可走，疫情期间也是个
冷静期，大家必须做出更多兼具艺术性、商业性、
娱乐性的作品。”廖文斌表示，随着影院复工，《误
杀2》《中国乒乓》等影片的片单也随即发布，“我
们有信心，以优秀的影片继续为中国影视行业注
入新动能。”

为帮扶影院尽快恢复活力，许多片方也宣布
下调分账比例让利于影院，各地也为影院复工出
台了许多举措。广东影迷刘子源告诉记者，广东
省开展“走，看电影去——广东优秀电影5元观
影活动”，为当地观众带来故事片、动画片、戏曲
片等13部优秀影片。

受疫情影响，人们的观影模式改变了，但对
于院线电影的热忱始终不变。疫情期间，刘子源
也选择了网络平台观影，利用弹幕功能和其他观
众分享交流。“在线观影很便捷，但我认为院线观
影的沉浸感始终无法被取代，希望院线尽快复
苏，满足我们这些影迷的观影需求，新作也能尽
快与大家见面。”

在刘子源看来，线上观影增加了观影的便捷
性，而线下体验性更佳，二者优势互补；线上更适
合故事片、文艺片放映，而实体院线则更能给观
众带来“大制作”影片的视听盛宴。

网络电影和线上院线是否会对实体影院产

生冲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电影家
协会副主席兼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尹鸿表示，

“观影活动本身是具有社交性、消费性的体验性
行为，就像观看风光片和实地旅游之间存在的客
观差异，去看电影是一种生活体验的选择，这点
并不会因为疫情就被彻底改变”。

针对疫情对行业产生的影响，尹鸿表示，从
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都有很密集的政策对行业
进行扶持，而电影行业的全产业链已为全面复工
做好了准备，重点影片在紧锣密鼓制作中，将为
明年储备更好的片源，为电影产业早日走上增长
的通道注入活力。他预计，今年8月份开始，会
有“大制作”商业电影陆续登陆荧幕，如果国庆档
等档期有更多头部电影参与，下半年电影行业将
开始发力。

影院复苏绝不能“揠苗助长”，更多影片定档
和观众回归需要更多时间。近日，国产动画电影
《妙先生》、奇幻爱情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等
国产新片相继定档，但整体院线片单仍以“老片
重映”为主。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
佳山则表示，从目前公布的片单来看，基本是以
《战狼2》《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经过市
场验证的“合家欢”类型为主，还有一些《大闹天
宫》《当幸福来敲门》等老片重映，以及《第一次离
别》《抵达之谜》等中小成本文艺片。对于投资较
大的商业类型电影，可能还需要影院经历一段时
间的市场恢复期后才能登场。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电影”

近年来，影视行业发展势头迅猛，突如其
来的疫情为产业带来严峻考验，“后疫情时
代”，影视产业该何去何从？尹鸿认为，中国电
影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经历低谷和考
验，常态化且较为稳定的格局正在形成。“观众
的口味永远在提升，中国电影人需要巩固好现
有的成绩，同时不断提升影片质量。整体上
看，青年导演的接班已经完成，中国电影稳定
发展的局面还在。”

不难预见，“后疫情时代”的影视行业，将
面临“不破不立”的新征途。孙佳山表示，回
顾过往，近十年来通过影片、院线的放量式
增长来直接拉动票房的增量模式，已疲态尽
显。疫情后，对影视行业的扶持不能再用
大水漫灌式的金融扶持，必须从顶层设计
重新出发，调整分账比例，并尝试进行分
线制发行。放眼未来，只有对现有的院线
制进行系统性改革，重新调整顶层设计，
才有可能进一步释放票房的可持续增长
空间。

“此刻我们需要电影，电影也需要我
们。”影迷邹筱帆说。政策支持与产业自
强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需要观众回归
影院才是根本。冯帆是影迷非盈利观影
群组“魔法部观影团”的负责人，影
院是她和老朋友们的“大本营”，承载
了许多美好记忆和感动。“中国是全
球最早恢复开放影院的国家之一，希
望中国电影业早日恢复以往的朝气，
我们作为观众也会贡献自己的力
量。”随着北京等更多地区影院的复
工，她和身边的影迷朋友们正在筹划
在产业复苏期推介更多的佳作，吸
引更多热爱电影的人一同为中国电

影助力。
电影讲述的是人的故事，

也只有人与人的共情与相
守，才能成就电影更好的明
天。随着疫情散去，我们
期待回归影院的观众
与电影人一起演绎更
美好的光影续章。

左图 上海影城员工在放映
厅里为座位消毒。

新华社记者 任 珑摄

下图 7 月 20 日，观众在云
南省昆明市北辰财富中心影院入
口处扫健康码。

陈欣波摄（新华社发）

继李子柒的中国式田园生活火爆外网后，最
近，一位老木匠“阿木爷爷”也火了。

镜头里的阿木爷爷，布衣在身，草帽在顶，话
虽不多，但只要一出手，绝对惊艳。不用任何现代
器械工具，不费一颗钉子一滴胶水，全凭手工，就
能制作出变化无穷的鲁班凳鲁班锁、结构复杂的
微缩版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独立行走的小猪佩奇。

靠着这一绝活，阿木爷爷“吸”粉无数，引得一
众外国网友兴奋留言：“中国功夫厉害”“必须是大
师”。阿木爷爷却相当淡定：“中国还有很多这样
的技艺，我只是个农民，一辈子把一件事干好就可
以了。”

一事而精，便已动人。只有“简单”，才能做到
专注；只有专注，才能做到极致。真正厉害的人，
其实很“简单”。

成为“简单”的人，对外，要看懂世界。
法国画家约瑟夫·雷杜德一生只画玫瑰，任凭

环境如何变化都心无旁骛。他画的玫瑰成了画中
极品，一生记录的170多种玫瑰姿容组成了《玫瑰
图谱》画册，无人能够逾越。

日本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一生超过55年的时
间都在捏寿司，他的寿司店获得了米其林三星级
荣誉，据说甚至连日本首相都很难预订到位子。

看多了别人的经历就会发现，拿你有的换你
想要的，世界的生存规则通俗易懂。所以，你有什
么，直接决定着生活的模样。

白岩松曾说：“一个人的价值、社会地位，和他
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人生海海，一事而精的“简
单”，就是你的不可替代性，就是你在世界上游走
时最大的安全感。

况且，你以为生活是岁月静好，其实现实是大
江大河。手握一事而精的“简单”，更有可能御风
而行、乘风破浪，到达梦想的远方。

成为“简单”的人，向内，要读懂自己。
人生就像一场长途跋涉的旅行，我们的能力

有限，心的空间有限，带着太多东西上路，脚步就
会变得沉重。明确知道该舍弃什么、该专注什么
的前提，是你真的读懂了自己。

“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知道怎样将自己给
自己。”“读懂自己”难度系数不小，“眼观鼻、鼻观
心”是可以借鉴的思路。

沿着这样的思路，你可以主动选择。或许，你
不厌其烦去做的事情，就是你“简单”的天分所
在。它能给你带来持续的满足感，你可以一直为
它投入时间，久而久之，就做到了极致。

被动接受也无妨。毕竟，人们没有办法拒绝
自己真实的快乐，你会情不自禁地在自己喜欢的
事情上花时间，不知不觉地投入其中。

我们的潜意识常常会透过身体与自我沟通，
所以如果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产生压抑或难受，那
么，请试着继续接受。

主动也好，被动也罢，世界之大，选择之多，读
懂自己后投身其一，这更像是一种境界。达此境
界，一切泰然。

泰然之下，内外之间，学会坚持，便会“简单”。
很厉害的阿木爷爷做了几十年的木匠活，靠

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做木工讲技术拼体力，还被切断过手指，他熬

下来了；很多人中途放弃，转去做了生意，他也熬
了下来……正是这样的坚持，成就了今天的他。

坚持的过程会有苦痛。冰心曾说过：“成功的
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
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不逃避，不退缩，是对自
己的尊重。

坚持的过程会遭受质疑。但“简单”的人，不
就是懂得在听不到掌声和肯定的时候，更坚韧一
些吗？

在平凡的日常中，细细打磨正在做的事情，一
点一点积存天分，承载住时间的流转，收获流光溢
彩的明天，这是人生在世最酷的事情。

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