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责任编辑：许 莹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19年1月16日 星期三影 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任何人评说2018年中国电影肯定都绕不过

《地球最后的夜晚》以及该片所引发的舆论热点。

一位初出茅庐的艺术片导演，一出堪称经典的营销

大戏，一场被愚弄后的反戈一击，赋予了这部自媒

体时代的“网红”艺术片太多可言说的空间。批评

者与拥护者各执一词，使得岁末年初的这场论争看

似尖锐实则浮泛，任何或褒或贬的观点都似隔山打

牛，很容易被消解，因为预设不一致。批评者说晦

涩难懂，睡倒一片，拥护者说这是艺术片，不需要理

解，只需要感受；消费者说货不对板，营销错位，创

作者说我们不偷不抢,靠的是能力与知识。究竟该

如何评价这部影片，又如何为这场营销活动定

性，需要厘清一些事实。

艺术迷失。有评论者说《地球最后的夜晚》是

升级版的《路边野餐》，有道理。其实毕赣从《金刚

经》到《路边野餐》再到《地球最后的夜晚》，想要表

达的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对世

界、人生的感觉，人物、故事、情节都服务于这种感

觉的表达。这种感觉是极端个人化的，如果恰好能

找到比较匹配的人物、故事、情节载体，则这种极端

个人化的感觉就容易触发共鸣，反之则不知所云，

《路边野餐》属于前者，《金刚经》和《地球最后的夜

晚》属于后者，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小镇医生陈

升困顿的生活与他的诗和梦一起提供了当下现实

生活的一种奇妙注解，这种颇具魔幻感的组合经由

国际、国内电影节评委的金手指点化成就了毕赣，

也给电影界带来一波文艺片的躁动。20万的制片

成本，接近650万的票房收入，可观的投入产出比

鼓舞了毕赣也鼓舞了资本市场，《地球最后的夜晚》

制片预算从最初的400万跃升到2000万，最后又

层层加码到5000万。如果说《路边野餐》时期资金

缺乏所带来的无奈之举恰好成就了毕赣的浑然天

成，那么《地球最后的夜晚》时期充足的资金反而让

他有些迷失，或者说不那么纯粹了。据媒体报道，

《地球最后的夜晚》片名取自智利小说家罗贝托·波

拉尼奥的一本书；创作灵感来自马克·夏加尔的画

作、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和保罗·策兰的诗

句；类型上介于悬疑片、科幻片、公路片、爱情片；技

术上混和了2D与3D,所有这些决定了影片从前期

到后期离一部上乘之作越来越远，因为电影史上缺

乏创作动机、类型定位、技术操纵如此复杂而又成

功的先例。

市场错位。《路边野餐》是靠口碑赢得市场的，

《地球最后的夜晚》则输在口碑上。通过数据对比

我们发现，两部影片在豆瓣、时光网这种以影迷为

主的平台得分悬殊并不大，而在猫眼、淘票票这种

以普通观众为主的平台得分则相距甚远，原因就在

于《地球最后的夜晚》市场定位出现偏差，硬把一部

适合小众市场的文艺片包装成了让观众趋之若鹜

的商业片，或者按毕赣自己的说法，一部“商业化的

艺术片”。《地球最后的夜晚》想要成为市场热点的

诉求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影片本身是否能够

支撑这一诉求，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以 2018—

2019跨年零点为界，《地球最后的夜晚》从云端跌

落尘埃，对“一吻跨年”抱有浪漫期许的抖音用户从

“地球最困的夜晚”中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用差评发

泄心中的愤懑，营销有多火，反噬就有多重。《地球

最后的夜晚》所产生的休克式的票房走势是从未有

过的，直接引发了电影市场商业伦理的危机，如何

规范花样翻新、屡试不爽的电影营销，恐怕是中国

电影界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地球最后的夜晚》

“一吻跨年”这种别出心裁的营销是由高投资所决

定的，资本回收的压力迫使出品方铤而走险。尽管

其2.8亿的票房收入可以确保影片投资回收无虞

并享有可观的投资收益，但一地鸡毛的结局仍需整

个中国电影界来承担，它对毕赣本人，对文艺片乃

至所有国产片的影响需要时间来证明，就像禅语所

说，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艺术迷失与市场错位
□宋维才

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国企改革以其牵

涉面广、错综复杂，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

环节和重点、难点。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献

礼剧《江河水》聚焦国企改革，讲述了一个老

港口在新局长江河的带领下，不忘初心，大刀

阔斧推进改革创新的故事，生动刻画了活跃

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代表人物。该剧改编自杜

卫东、周新京同名小说，自2018年12月14日

于江苏卫视幸福剧场播出以来受到广泛关

注。近日，在中国视协、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台（集团）联合主办的电视剧《江河水》创作研

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该剧题材立意、人物塑

造、情结设置等进行研讨，认为该剧选材大胆

新颖，别具一格。专家们借该剧鼓励影视创

作者应在审美创造方面下功夫，即有意为自

己设置一个难点，然后用审美智慧去翻越这

一难点，最终使难点转化为作品亮点，如若绕

开难点，便永远成不了亮点。

聚焦国有大型企业，港口题材带来新鲜

感。以往反映改革开放40年进程的电视剧

作品多以小企业为切入口。有专家谈到，该

剧是一部难得的聚焦国有大型企业的作品。

小企业意味着“船小好调头”，而国有大型企

业往往历史悠久，人物构成复杂。《江河水》

没有从港口初建期写起，一上来就以东江港

的改制为切入口，聚焦国有企业改革。剧中

公安局长江河临危受命，正干得如日中天的

时候被调去主政东江港。也有专家认为，改

革开放40年献礼剧拥有共同的主题要求和

共同的播出时间阶段，在这样的创作要求之

下，谁能够独辟蹊径，有审美的发现与表达，

就越容易得到观众的喜爱与认可。该剧选择

港口作为承载改革开放进程的主体，带给观

众新鲜感。剧中港务局、煤运码头、防护堤等

专有名词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以往

许多影视作品写到农村改革都是小岗村的影

子，写到幸福家庭都是其乐融融，该剧克服平

庸、重复、雷同，大胆选择了港口这一题材，与

会专家对主创团队的勇气与新意表示肯定。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与会者认为，

电视剧《江河水》具有难得的思辨性。剧中东

江港曾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在今天它却成

为改革开放的成本；主人公秦池曾是改革开

放的主力，但今天他已然变成了改革开放的

阻力，为什么会这样？该剧秉承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的信心与决心，对这一问题做进

一步思考。有专家谈到，剧中秦池与江河这两

个人物，正如池中止水与江河流水，二者之间

的区别正在于是选择躺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上

成为既得利益者还是继续推进改革。也有专

家认为，剧中反腐和改革两条线索是共同推

进的。40年前的《乔厂长上任记》打破的是僵

化思想，而今江局长上任打破的正是利益链

条，从而克服了深化改革开放的阻力。该剧触

及今天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所面临的难题：

一方面保守主义与守成主义抬头；另一方面

继续推动改革，势必触及改革既得利益者甚

至改革到自己头上的局面。拥有担当精神的

江河，与党的十八大之后出现的个别懒政官

员形成鲜明对比，具有一定的现实观照意义。

情节杂糅浑然一体，塑造新时代典型人
物。有专家谈到，影视剧创作曾经过于倚赖

西方类型片的指导思想，实际上生活是一个

整体，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完全照搬。多位

专家都谈到，该剧对港口的改革史、腐败的斗

争史以及人物的情感史进行了很好的整体把

握：剧中沉船迷案、抗洪抢险、文物走私、商场

鏖战等事件扑朔迷离、牵挂人心；港务局开篇

时的乱象为案情侦破造成巨大障碍；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入，上市、重组、海外并购在剧中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江河与前妻和市长女儿

的情感纠葛令人荡气回肠。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该剧塑造了以江河为代表的一批新时

代典型人物及以继续改革的决心保护他的

省委领导，敢于作为敢于担当，充分响应了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代号召。也有专家建

议在剧中加入民营企业家的正面形象，角色

应减轻非富即贵的比重，加入工人二代的形

象更好。

专家研讨电视剧《江河水》

国企在改革洪流中破浪前行
□本报记者 许 莹

由李学政监制，以河南汝州改革开放40年

来的发展为背景，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的电影《汝海风云》11日在全国院线上映。

该片由华人作家刘广元的小说《黑心树》改编而

来，融合了汝瓷文化、商战、悬疑、探案等看点，讲

述了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因一起特殊的失踪案

而陷入了“利益与

义气”的纠葛，又最

终获得救赎的故

事。影片由青年导

演张艺飞执导，刘

牧、叶童等主演。

有专家表示，

该片以中原文化的

发祥地河南为背景

展开，展示了中原

地区的地域风采与

崭新风貌，传播并

传承了中原文化

“诚信、和睦、道德、

重义”的精神内蕴。

在该片首映式上，

制片方表示，影片

中的“汝海”是汝瓷

之都、曲剧故乡汝州的艺术化身，希望该片的上

映能让观众除通过这个以商战之名讲述大时代

下人性挣扎与矛盾的故事获得深刻的观影体验

外，也对汝州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及其在改

革开放中所取得的长足发展获得更多的认识与

共鸣。 （路斐斐）

近日，由中国影协军事题材电影工作委员会

指导、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主办的电影《战澎湖》

剧本研讨会在京召开。电影《战澎湖》以战神蓝理

将军为主角，全面展现康熙年间为了实现祖国统

一而发生的大规模的澎湖海战。

拥有“破肚将军”、“菩萨将军”等美誉的蓝理

是清朝康熙年间与施琅一起决战澎湖收复台湾

的名将，在澎湖海战中蓝理英勇无畏，肠子被打

出来了依然拖肠血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最终

取得海战的绝对性胜利，被康熙皇帝赐予“平台

首功”的称号，为祖国统一作出卓越贡献。收复了

台湾之后的蓝理调任舟山定海总兵，修建和修复

了普陀山的很多寺庙，深受当地信众的爱戴。与

会专家表示要通过影片彰显祖国统一的正义性，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要体现中华民族的统一意

志。据悉，该片已进入筹拍阶段。 （影 讯）

电影《战澎湖》剧本研讨会在京召开

由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成都市电视电影家协

会等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电视好演员”推选评选活动

日前在成都大学揭晓评选结果。雷恪生、郑毓芝、刘佩

琦、宋春丽、刘劲、许娣等48名演员获表彰。中国文联副主席胡占凡、

中国评协副主席夏潮、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张显等出席表彰盛典。

作为我国电视艺术界专业、权威并具大众影响力的评选活动之一，

本次盛典是第一次走进四川，并第一次与高校学子共同见证了以“好

人、好戏、好演员”为评价标准推选出的年度优秀电视演员代表。本届

评选依然延续了往届红、蓝、绿宝石组以及最佳网剧组、“最佳角色”组

项的设立，同时还设立了“评委会演员”荣誉。活动秉持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由42位表演艺术家、导演、制片人、编剧和优秀演员组成的

推荐团联合推荐产生149位候选人名单，历时一个月的观众投票，最终

由评审团进行记名票决产生。据悉，本届表彰评选活动的网络投票总

点击量逾1.62亿，总投票数达487余万，充分显示了活动传承和发扬爱

国为民、崇德尚艺的精神担当，及树立中国电视演员的艺术榜样，激励

广大从业者坚守律己、律心、律言、律行的职业操守与敬业精神的引领

作用。 （路斐斐）

第五届“中国电视好演员”荣誉揭晓

毕赣编剧并导演的电影《地球最后的

夜晚》跨年上映，以影像的方式掀开记忆、

坠入梦境，继《路边野餐》之后，首度与电

影工业、资本、大众审美短兵相接，引爆艺

术片打开方式的大讨论。

从魔幻影像探入梦境迷宫。新年在

即，游子生发“近乡情更怯”的复杂情绪，

而浪子如何面对故园呢？电影《地球最后

的夜晚》里，黄觉饰演的双鬓斑白的中年

男子罗纮武因为处理亡父后事回到阔别

十多年的凯里。“餐馆打算重新装修，你在

凯里还有没有住的地方？”这是他同父异

母的姐妹在瓜分遗产、拿到餐馆后的第一

句话，归属感蓦地被抽离。镜头随着他用

地道乡音所说“餐厅名字不要改，那是我

妈的名字”摇移到户外歪斜的招牌。这里

不再是他的家。跟随漂泊无根的浪子，用

一小时漫游故乡，再用一小时跌落梦境。

从外在世界的探索，到走入人物内心深处

的解谜，所有人都无法改变生命的缺憾。

罗纮武情人的利用、兄弟白猫的背叛以及

母亲的其他而去，都给他的情感造成了实

在创伤。母亲和情人红与绿、水与火的形

象形成了分裂互补，这个幼稚杀手的双重

情感寄托和投射在一个俄狄浦斯情结式

的母亲/情人混合体中，做一场梦，从而完

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次告别：和童年告

别，和情人告别，和母亲告别。大多数导

演用电影讲故事，毕赣则用电影造梦，在

梦境里演绎零零碎碎散落在普通人脑海

里、记忆里的爱情与伤痛的故事，探索影

像在非写实造境方面的可能。

从影院银幕浸入深度体验。梦是怎

样的？如何在电影里直观呈现梦境？心

理学家们、哲学家们致力于梦的解析，观

众则惯性关注看懂了没有：最前景的人物

关系是怎样的、故事讲了什么，重“戏”轻

“影”，较少关注人物内在状态以及影像和声音。毕

赣捧出了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他不断探索意识

的银幕化和电影的空间性，包括心理空间、虚拟空

间与物理空间。男主角从白昼最长的夏至开始寻

找，在夜晚最长的冬至开始做梦。这不

是一部3D电影，但罗纮武从坐进电影

院那一刻即发出造梦信号，仿佛赋予

3D新的生命力，打开情感的隐密入口，

解锁大雾或夜色下的隐秘心事与命运

之谜。这种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增强了

梦的质感、沉浸感和坠落感，在“特供

3D”“5毛特效”的市场乱象中消解了圈

钱的噱头。长镜头最重要的是空间的

概念，我们跟随罗纮武漫游3公里，体

会完整的地理空间和远近不同的声音，

山里的夜风声像飘在海里，助力创造沉

浸感。声音、影像试图把内在于空间、

内在于人物的内核表现出来，但苹果、

蛇、手枪、野柚子、绿皮书等密集的意象

符号与《路边野餐》般仍难以建立情感

共同体与思想支撑力。

从当代境遇刺入艺术电影。罗纮武

梦游于不解与解之间，观众却失重在解

与不解之中。这不是爱情片、喜剧片，也

不是合家欢电影，尽管半年前该片入选

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但

并不适合欢天喜地“跨年一吻”。在营销

闹剧之后，被资本召唤的作者电影，符号

意义大于灵魂火花，内心宇宙的挖掘还

不够极致，山野小镇化为迷宫但还远非

心灵斗兽场，尽管毕赣取法多国文艺大

师的努力值得鼓励。精致的汤唯难与凯

里浑然天成，张艾嘉、李鸿其、陈永忠则

隐匿为一抹背景。我们既需要产业链和

工业化的流程来完成文化产品和商品的

输出，也需要一种反流水化、反标准化、

反规范化的新的艺术表现方式。而且艺

术电影犹在发行困局中，道阻且长。但

是，1989年出生的毕赣与一批青年导演

自2012年以来得到集中涌现。《白日焰

火》《烈日灼心》《暴雪将至》《暴裂无声》

《狗十三》《北方一片苍茫》及更注重大众表达的《我

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作品坚实行远，艺术院线、

网络平台与迷影群体也有所拓展，希望形成比电影

节展更为普泛的“一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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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

心、北大培文创意研究院和

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共同主

办的中国电影年度论坛

2018-2019 暨“中国影视

蓝皮书 2019”启动仪式日

前在京举行。与会专家从艺

术与美学、工业与产业、文

化与社会等方面回眸2018

年中国电影发展面貌，总结

并分析当下中国电影的创

作格局与产业现象，进而前

瞻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未来

发展。

会上，陈旭光、彭锋、范

志忠与周彬共同为“中国影

视蓝皮书2019”揭幕。《中

国电影蓝皮书》《中国电视

剧蓝皮书》是由北京大学影

视戏剧研究中心与浙江大

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合

作推出的年度“影响力影视

剧”案例报告。本套“蓝皮

书”以“影响力”为关键词，

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校

学生初选的基础上，经由国

内50位知名影视学者、评论家投票

选出2018年度中国电影、电视剧作

品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各10

部作品，产生“2018中国电影、电视

剧年度影响力榜单”。“蓝皮书”以此

20部代表作品（电影、电视剧各10

部）为个案，深入剖析中国电影、电

视剧行业年度十大重要现象，从中

归纳2018年度中国影视产业创作

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以此见证并

助推中国影视创作的“质量提升”、

影视产业的“升级换代”与电影工业

美学的理论建构。 （许 莹）

《汝海风云》在全国院线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