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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就说

《冰雪奇缘》故事精彩不落俗套
由中影和华夏全国发行，荣获今年奥

斯卡最佳动画、最佳歌曲两大提名的迪士
尼经典巨制《冰雪奇缘》时下正在全国各
大影院上映。《冰雪奇缘》是迪士尼继大受
好评的《魔发奇缘》《无敌破坏王》等热映
后，再度打造的全新经典。讲述了王国因
为一个咒语而被冰天雪地覆盖，乐观无畏
的安娜和热爱冒险的山民克里斯托夫组
队出发，踏上一段魔法层出不穷、旅程峰
回路转的破解魔咒之程的故事。影片由
克里斯·巴克、詹妮弗·李共同执导。精彩
又不落俗套的感人故事、欢乐爆笑又可爱
的角色、经典的音乐与歌曲、雪亮晶莹的
场景等都令观众惊艳。发行方希望该片
能成为春节期间合家欢最强档，受到更多
大观众和小观众的喜爱。 （余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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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前冷后热前冷后热前冷后热——————
201420142014年电影贺岁档的变化年电影贺岁档的变化年电影贺岁档的变化

□张慧瑜

贺岁档是中国电影最为成熟、也最具市场价
值的档期，近些年大多从 11 月中下旬就拉开战
幕，直到 2 月中旬过完春节长假之后才鸣金收
兵，这个横跨阳历岁末、农历年初的档期自上世
纪 90 年代末以来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电影的“黄
金档”。2014年电影贺岁档出现“前冷后热”的新
现象，12 月份国产片整体乏善可陈，只有《私人
订制》“一枝独秀”引起观影狂潮。没有想到贺岁
档接近尾声才峰回路转，尤其是魔幻大片《西游
记之大闹天宫》和合家欢电影《爸爸去哪儿》成为

“黄金搭档”，最终使得2014年贺岁档曲终奏雅。

“好戏在后头”

以“贺岁档”为代表的电影档期是电影市场
发展和成熟的产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观影习
惯等原因会形成不同的电影档期，如好莱坞电影
的黄金档是暑期档。贺岁档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香港上世纪 80 年代，由大牌明星扮演港式喜剧
来进行电影“贺岁”，如“家有喜事”等至今也是贺
岁港片的固定节目。1995 年成龙的电影《红番
区》以贺岁片的形式引进，1997年年底冯小刚拍
摄了第一部内地贺岁片《甲方乙方》，贺岁档的概
念和意识逐渐在内地形成。新世纪以来，随着中
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及电影市场的跨越式增长，
每年的贺岁档都会创造票房和观影人次的高峰，
贺岁档也成为竞争最为激烈、残酷的档期。不仅
国产大片铆足了劲要在贺岁档一较高下，而且中
小成本影片也甘当炮灰试一下运气。

一般来说，贺岁档的上半段 12 月份主要是
国产大片集中发力的时期，也会整体拉升全年国
产电影票房，逆转前三个季度进口影片的优势地
位，元旦过后的1月份会出现一些进口片。总体
来看，贺岁档基本上是国产电影的天下，进口大
片更看重暑期档（除了 2010 年贺岁档的《阿凡
达》例外）。尽管以“贺岁”的名义，小成本喜剧片
也多选在贺岁档扎准上映，如 2014 年贺岁档上
映的《六福喜事》《大话天仙》等，但除了“冯氏喜
剧”和《泰囧》等极少个案外，贺岁档主要是国产
大片的舞台。前几年都有几部国产大片的重头
戏在贺岁档打擂台，如2011年陈凯歌的《赵氏孤
儿》、姜文的《让子弹飞》，2012年张艺谋的《金陵
十三钗》、徐克的《龙门飞甲》以及2013年成龙的

《十二生肖》、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周星驰的《西
游·降魔篇》等。

2014年贺岁档上半段上映影片主要有港片
《扫毒》《风暴》、古装片《四大名捕2》、宁浩的《无
人区》和冯小刚的《私人订制》等，这些影片没能
带动圣诞节、元旦假期的观影高潮，反而使电影
市场出现明显下滑。2013 年 12 月电影票房比
2012 年同期下降 18%，仅为 22 亿元。那种贺岁
档国产大片“激战”的现象并没有出现，这与2013
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整体变化有关。一方面，贺岁

档固然更容易带来票房，但由于
强强争锋风险也随之增加，如
2013 年贺岁档上映的古装大片

《血滴子》《王的盛宴》等都血本
无归，再加上近几年国产大片

（特别是古装片）的高票房效应
也在下降，使得电影市场投资大
片越来越谨慎；另一方面，从
2012 年年底《泰囧》创造国产片
过 13 亿的最高票房始，一系列
中小成本影片如《北京遇上西雅
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中国合伙人》《小时代》等在
2013年获得5亿以上的高票房，说明过于拥挤的
贺岁档并非票房大卖的惟一选择。

元旦过后上映的进口片《神偷奶爸2》《安德
的游戏》等也没能扭转今年贺岁档的颓势，直到
1月底3D巨制《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的上映以及
根据同名电视节目改编的儿童片《爸爸去哪儿》
的“意外”走红，出现了这些年最为火爆的春节黄
金档，这 7 天票房高达 14.23 亿元、观影人次近 4
千万。可以说，2014年贺岁档“好戏在后头”，截
至春节长假结束后已经收获近 30 亿票房，创造
了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开门红。

国产电影的“私人订制”

2014年贺岁档由两部港片《扫毒》和《风暴》

拉开序幕，这两部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枪战场
景，让观众想起上世纪 80 年代香港警匪片的影
子。《扫毒》把香港电影中义薄云天式的兄弟情与
卧底故事嫁接在一起，讲述无法做兄弟以及彼此
背叛的困境，而《风暴》则叙述了一个立志保护香
港市民安全的好警察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故
事。这两部影片都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情绪，《扫
毒》结尾处三兄弟在临终的母亲面前虽然和好如
初，但难以重现“浩气壮、过千关”的英雄本色，就
连精心呵护的中产阶级家庭也无法保全。同样
的绝望感在《风暴》中更加清晰，影片结尾处香港
核心区域中环沦陷，想洗白身份的劫匪阿邦（做
卧底而不得）无法逃离成为好男人、好丈夫，最终
暴死街头。

与这些合拍片中所呈现的香港人在内地经

济崛起、香港边缘化的背景下深陷挣扎、无处
可逃的内在焦灼不同，国产片《无人区》《私人
订制》 则讲述了大陆新兴都市中产者的另一种
主体状态。宁浩 2009 年拍摄完成的 《无人区》
借用好莱坞西部片的模式，试图打造中国版西
部片。就像 2010 年公映的 《西风烈》 一样，

《无人区》虽然难以把与美国西部拓荒史有着内
在联系的西部牛仔国产化，但其意义在于讲述
了以徐峥扮演的律师在无人区遭遇更加真实的
社会境遇的故事。无人区虽是一个与现代文明
社会相隔离的空间，但也是一个弱肉强食、强
买强卖的高度利益化的丛林社会，这与徐峥所
信奉的自私自利、沽名钓誉的城市文明没有本
质区别。在这里，宁浩用这种动物性的利益驱
动所形成的“无人区”来反思现代法治社会的
非人化，并通过徐峥对更加弱势的女性的拯救
来获得精神升华。

如果说《无人区》给都市中产阶级“订制”了
一份略带恐怖的自我救赎之旅，那么冯小刚携王
朔、葛优强势回归的喜剧片《私人订制》则依然讲
述顽主们“好梦一日游”的故事。这部电影并没
有带来太多惊喜，依旧是“铁打”的葛优、笑料十
足的京味段子和琳琅满目的植入广告，这可以说
是冯氏喜剧不可或缺的“老三样”，也是冯小刚横

扫中国电影江湖十几年的票房杀手锏。值得追
问的不在于《私人订制》如何炒《顽主》（1988
年）、《甲方乙方》 的冷饭，而是如此冷饭为何
能够一次次地端上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
来的文化餐桌。正如 《私人订制》 中“死而复
生”的顽主们继续扮演“人生魔术师”的角
色，既可以让小人物体会当官、做有钱人的白
日梦，又可以给享誉全球的艺术家换掉“一腔
俗血”。这部电影与其说是像 《顽主》《甲方乙
方》 那样帮助别人实现“白日梦”、让人来圆
梦，不如说更想劝慰人们更需要踏实地过好小
日子。尽管对于当下格外年轻的观众来说，没
有多少人愿意体会冯小刚以及不老的顽主们的

“良苦用心”，但是他们却用观看 《爸爸去哪
儿》 的实际行动，证明谁才是当下国产电影市
场的文化“宠儿”。

“春节档”的文化启示

一群“从天而降”的星爸萌娃所演绎的奇遇
记 《爸爸去哪儿》 成为马年电影市场的第一匹
黑马，这部电影不仅刷新 《私人订制》 刚刚创
造的 2D 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而且上映 10 天
累计票房达5.7亿元。据说这部根据同名亲子真
人秀改编的电影拍摄时间仅为 5 天，就凭电视
节目积累的口碑效应打响了马年电影市场的头
炮。这部适合全家人观看的合家欢电影如此精
准地击中了年轻观众们的小心思，也反映出 6
到14岁的低幼龄儿童已经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
文化消费市场的增长点。这也正是如 《熊出没
之夺宝熊兵》《喜羊羊与灰太狼之飞马奇遇记》

《巴啦啦小魔仙之魔法的考验》等动漫电影能够
从贺岁档中分得一杯羹的原因。电影版 《爸爸
去哪儿》 选取野外动物园为外景，让这些明星
爸爸带着孩子参加两天一夜的户外活动。影片
主要有两个看点，一是笨手笨脚的明星爸爸要
像妈妈一样照顾孩子的衣食住行，二是孩子之
间的童言无忌和两小无猜。这部电影及电视节
目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观不在于教人如何育儿、
亲子，而是孩子已经成为塑造中产阶级家庭完
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在 《爸爸去哪儿》 这部加长版电视节目
究竟是不是电影引发“吐槽”之时，制作时间
达 3年、成本 5亿元的华语 3D 大片 《西游记之
大闹天宫》也创造了不俗的票房。与2013年周
星驰版《西游·降魔篇》相似，投资如此巨大的
大片必然期许海外市场，因此，传统的东方西
游故事被有“创造性”地改编为好莱坞魔幻
片，尤其是两部影片中兽性大发的孙悟空最终
变形为好莱坞电影中的大金刚。如果说《西游·
降魔篇》 把白面书生唐三藏改写为降妖除魔的
驱魔人，那么甄子丹出演的桀骜不驯的孙悟空
则由敢“把玉帝老儿拉下马”的叛逆者变成与
慈父般宽容的玉皇大帝一起制服黑暗王国的统
治者牛魔王的故事，于是，没有“大闹天宫”
的孙悟空在被如来佛祖降服之前就已经变成了

“听话的好孩子”孙行者，这就导致结尾处孙悟
空主动要求压在五行山下显得不伦不类。不
过，这种维护一尘不染的天空、弘扬女娲献身
南 天 门 的 精 神 ， 倒 也 吻 合 以 《英 雄》 来 替

“天”行道的新规范。
2014年贺岁档即将落幕，一批都市爱情片

正在抢占“情人档”，中国电影能否更有创造性
地演绎这个“大时代”的新故事，而不仅仅满
足于“小时代”的小悲欢，依然是一个值得深
思的问题。

年代家庭情感剧是国内电
视荧屏的畅销剧种，并且依靠集
体怀旧与家庭情感的双保险攻
克了电视剧的主流观众群。也正
因其畅销，播出的类型剧集数量
已经相当之多，使得后来者面临
的挑战和风险呈几何级数增加。
在此背景下，《父母爱情》马年央
视开播，首日便收获收视佳绩，
就有些出人意料，其表现在某种
程度上改变了观众们对于年代
怀旧剧的审美疲劳。那么，他们
是如何做到的？

笔者认为，《父母爱情》的改变首先来自剧本的突破。
该剧以海军司令员江德福与资本家小姐安杰两个身份差
异巨大的人的 50年感情为线索，讲述了父母那一代人平
淡、温暖且长久的爱情故事。郭涛饰演的江德福从一个没
有太多文化的团级海军炮兵学校学员最终成长为一位将
军，他与梅婷饰演的安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互有欣赏
也互有不满，然而，他们却顶住了那个时代来自方方面面
的压力走到一起，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吵着、笑着、“相互
改造着”度过了一生。这样的人物和情节设定，似乎似曾相
识。比如《王贵与安娜》，充满“小资情调”的漂亮上海女孩
儿与长相平平的农村男，人物差异制造矛盾，矛盾诞生戏
剧效果。不过，在差异这一点上，《父母爱情》表现得更为极
致，除了文雅和质朴之外，编剧刘静赋予男女主角极大的

“阶级差异”，时代氛围的描绘更加丰富，人物与“没文化”
时代的融合也更加清晰。

刘静是军旅女作家，发表于1994年的中篇小说《父母
爱情》便是其成名作，该作品典型地体现了其睿智、幽默、

生动、泼辣的风格。在原作
品出色的基础上，经由刘
静本人改编的电视剧剧
本，延续了原作自由洒脱
与轻松自如兼具的特质，
也实现了年代剧的拓展和
突破，虽然程度柔和，但这
种对时代特点更加深入的
叙述尝试，为这部剧集的
层次带来了明显的提升。
它让年代剧更具时代特
征，而不仅仅只作为一个
背景时间，也使得剧中的
人物和情节显得更加新鲜
和真实。比如，剧中对女主
角安杰的资本家家庭刻画
非常细致，在强调阶级出
身的年代，他们处境尴尬，
同时又保留着明显的优越
感，而在现实中，他们则为

攀上一位军官亲戚感到踏实。该剧用了不少篇幅较为坦率
地展现了“资本家”在特定时代环境下的所做所想，提供给
观众另一种视角和思考空间，也让大家真正对于怀旧剧的

“年代”有了更真实的观感。
这种“年代上的突破”让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故事也更

加精彩。除了惯常“高女低男”组合所能提供的戏剧冲突之
外，农民出身的憨厚军官与资产阶级出身的娇贵小姐之
间，还要时常面对观念上的碰撞，小两口之间的“阶级
斗争”与“相互改造”十分有趣，而且，胜出的通常不
是“出身明显更好”的男主角，这样的情节设计显示出
编剧结构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同时，在沉重的时代背
景下，编剧能很好地控制着剧中的矛盾起伏，出现在观
众面前的，多是一个接一个的小矛盾、小冲突，节奏轻
快，轻松有趣。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厚
重背景可能导致的叙述上的忙乱，简化了剧情，将故事集
中于家庭，最终出现的仍旧是观众喜闻乐见、容易引起共
鸣的家庭情感剧。

此外，演员的出色表演也是该剧受到欢迎的重要原
因。郭涛和梅婷的形象、演技与角色十分贴合，而他们
也能够吸引年轻观众的关注。饰演“直肠子小姑”的刘
琳也奉献了传神的表演，另外两位实力演员，在剧中饰
演安家大哥安泰的郭广平，以及饰演其妻子的王菁华，
很好地演绎了那个时代“资本家”的复杂感受和多变心
态，也为该剧加分不少。

时下的怀旧剧虽多，但能在剧本上有所突破且在制
作品质上尊重观众审美需求的作品并不多。而该剧恰恰
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些启示：今后的年代怀旧剧创作，需
要更深入真实地研究和表现时代，而不仅仅是将“年代”
二字完全交给道具和服装。还原年代，还原人的性格和精
神，才是真正的年代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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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然

买票要排长队，黄金时段场场爆满。马年春节长假，电
影院格外火热。在《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与《爸爸去哪儿》的
双轮驱动下，全国影市长假7天狂飙突进，票房突破14亿元，
成为内地史上最强档期。但《大闹天宫》和《爸爸去哪儿》也
被频频“吐槽”，特别是《爸爸去哪儿》在收获“欢乐、有趣”叫
好声的同时，也有人惊呼，一个亲子电视节目搬上大银幕居
然席卷票房，中国电影没救了。

中国的电影事业正在向前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
电影产量、屏幕数、票房增加了；另一方面，电影向着多元化
的方向发展，其中，纯粹的娱乐片发展速度最快，票房贡献
率越来越大。然而，中国绝对称不上是电影强国，中国电影
市场还没有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
电影票房突破了 200亿，是一件大好事，但与电影产量平均
下来，每部电影的平均票房还不足以偿还成本，总体上说，
中国电影还是赔本买卖。有口碑的好电影往往没有票房，有
票房的电影往往缺口碑。

今年春节档期的票房情况就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缩
影。《大闹天宫》与《爸爸去哪儿》的票房突破14亿元，两部电

影充满欢乐、有趣、好玩，有票房但谈不上有艺术。更耐人寻
味的是，同档期口碑较好的《澳门风云》《前任攻略》《冰雪奇
缘》，排片场次少，票房也不高。如果《大闹天宫》和《爸爸去
哪儿》是艺术性较高的影片也就罢了，但是这两部电影谈不
上什么艺术，而且，《爸爸去哪儿》还有虐儿虐心的嫌疑，那
为什么还会有高票房呢？

有消息称，2013年最火爆国产电影榜单已经出炉，其中
被公认为差片的《天机·富春山居图》，竟然以 3亿的票房进
入榜单。这不是片子越烂越有票房吗？电影是文化产业，即
使是纯粹的娱乐片也要传递正能量。然而现实是，一些高票
房的电影不仅缺乏艺术性，思想性上也有待商榷。这是必须
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提高电影质量才是硬道理，中国电影
不仅要让群众喜闻乐见，还需要有好的主题，有较高的艺术
性。某知名导演曾经说过，好的电影之所以能够风靡世界，
除了它制作精良、特技惊险的视觉冲击力外，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电影的主题及它所张扬的价值观永远是真善美，讲述
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这是艺术的普遍规律。中国更需要有艺
术的电影。只有有艺术的电影，才能撑起中国电影的未来。

中国更需要有较高艺术水准的电影
□张魁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