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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1日至8月31日，跨度长达三个月的2023年暑期档至今已赛程
过半，电影市场出现新一轮观影热潮：截至7月12日，2023年暑期档总票
房（含预售）已达75.01亿，其中《消失的她》获32.02亿，《八角笼中》获10.71
亿，《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获6.44亿。总体看来，2023年暑期档有望继
2019年后重回票房百亿时代。

电影供给丰富多样，古典文学为内容提供源头活水

暑期档是每年电影市场的核心档期之一，也是全年内容供应最丰富的档
期之一。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已有70余部影片定档，影片涵盖喜剧、古装、
悬疑、动作、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了不同年龄阶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暑期档的表现超出了很
多人的预期，整个电影行业正经历恢复性增长，若干电影起到关键推动性作
用：端午档期上映的悬疑片《消失的她》为暑期档开了个好头，以极强的话题
性点燃整个市场热情；现实题材影片《八角笼中》通过导演王宝强独特的艺术
呈现，让观众迅速同片中不向命运屈服的角色共情共鸣……中国影协副主席
尹鸿认为，像《消失的她》《八角笼中》等能够形成头部效应，并不完全取决于
投资规模、明星使用等因素，这些作品能够在暑期档有所收获和突破，说明电
影品质才是吸引观众走入影院的关键。而电影品质的锻造，离不开创作者对
生活的体验，今天的观众愈发希望通过影片去窥探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与焦
虑，进而看到自己的影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档影片中，《封神第一部》《长安三万里》等
无不向古典文学借力，前者取材自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和宋元话本《武王伐
纣平话》，后者作为追光动画推出的“新文化”系列的开篇之作，取材自中国唐
代历史，通过家喻户晓的大唐诗人们的传奇故事，展现中国历史的雄浑气魄；
前者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新水平，后者不仅用48首唐诗带动了暑期“学
习型观影”的走红，更在美学呈现上具有较强写意性，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了属于电影的有效手段。此外，与西方写实
框架下的美学呈现不同，该片有很强的写意性，中国传统美学特色鲜明。饶
曙光谈到：“古典文学是中国电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这两部电
影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再生产、如何更有效吸引观众与市场的追捧具
有重要启示意义。”

十余部引进片云集，国产电影竞争力不断增强

目前已有十余部引进大片定档暑期档，呈现出大制作、强IP的特点：《蜘

蛛侠：纵横宇宙》《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夺宝奇兵5：命运转盘》《闪电
侠》《碟中谍7》《巨齿鲨2：深渊》等大IP续作拥有一定的观众基础，其中多部
好莱坞大片在六月份暑期档初期与北美同步上映，也成为一大亮点。此外，
皮克斯出品的《疯狂元素城》、克里斯托弗·诺兰自编自导的《奥本海默》等新
作也会在暑期档与观众朋友们见面。

今年暑期档打破了过往好莱坞电影一家独大的局面，国产电影竞争力的
增强有目共睹。饶曙光告诉记者，他曾经撰文谈到，中国电影的十大挑战中
第一大挑战便是好莱坞电影，因为其工业化、高概念等满足了那个时期观众
对电影的想象。但今天我们会看到，那些高概念、大场面、视听特效等所满足
的仅仅是观众对电影奇观的想象，然而和观众的内心却缺少足够的交流。我
们可以看到，共情度越高，电影在今天的市场层面就越受欢迎。

打破热门节日档期依赖，周末档概念或成新可能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近期恢复、做好周末档，形
成市场差异化的新要求；在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中国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冬建议要大力培育“周末档”的
市场，“每年的暑期档涵盖非常重要的十个周末，它需要多样化、多类型、多品
种的影片供给。另外，一年有52个周末，除了大的假期，还有40个周末，这
些周末是市场蓝海，每周上映七八部新片的话一年就有300多部电影。”周末
档主要是指周五至周日三天，根据猫眼专业版显示，在刚刚过去的7月7日
周五、7月8日周六、7月9日周日三天，票房分别为23357.96万、42602.77
万、44048.05万，周末依旧有大量人群涌入影院观影。饶曙光谈到，我们可
喜地看到，周末观众还是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周末档概念是对未来中国电影
所做的前瞻性布局，初步看还是有效果的。“我们的头部电影不可能成为中国
电影的常态，还是需要有足够的中小成本的腰部电影，才能够充分释放周末
档潜能，整个电影产业生态才会更平衡。”尹鸿认为，青少年是如今观影的绝
对主力,今年暑期档呈现出疫情后观影的报复性增长与反弹，也从另一个侧
面证明，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一直在。今年暑期档为周末档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但是由于事实上还是处于暑期这样一段特殊假期，当前周末档还不能说
全面建立，仍需未来通过持续提供优质作品进行进一步验证。

饶曙光进一步谈到，从供给侧来看，尽管电影类型丰富，但为暑期档专门
打造的电影数量还不够。此外，如《超能一家人》《封神第一部》等都是前些年
的存量影片，未来还需要更多新生成的增量影片以满足观众多元需求。从需
求侧来看，观众更多还持有趋众性消费心理，被话题性带着走，观众能否欣赏
不同类型的电影而不是追逐热点，也是需要电影工作者重点考虑的。

暑期档国产电影竞争力增强
周末档概念或成新可能周末档概念或成新可能

□本报记者 许 莹

记者观察

在“神仙”打架的暑期档，王宝强带着由他
执导、主演并参与编剧的影片《八角笼中》与观
众见面。暌违6年之后的再次相遇，作为演员
的王宝强，在向腾辉（王宝强饰）与山区孤儿的
格斗经历中遇到了人生绝望处的一丝光亮；作
为导演的王宝强，在勇敢潇洒地领走了颁给他
的最差影片“金扫帚”奖后，历经长时间的沉寂，
遇到了一个脱胎于“本色出演”、超越了“娱乐流
量”的自我。因此，《八角笼中》关于“困境”的设
置以及寻找出路的质朴、果决，便多了一重来自
现实的映照。这种来自影片内外的关乎生存、
理想以及如何突破困境的呼应，和它们所构成
的互文性也让影片在现实主义的维度上更加有
力量。

《八角笼中》充沛的戏剧张力是从它的片
名开始的。当贫困山区、孤儿、生存等现实生
活中的问题与热血励志、网络暴力等社会热词
相连接，从现实题材进入、以类型片为路径似
乎才是那个“熟悉的配方”。“八角笼中”这个充
满实体性和在场感的意象，既是一个动态的、
正在进行时的表达，又是一个静态的、一般现
在时的描述。它蕴涵着格斗作为一种职业的
残酷和其隐含的危险，承载着关于格斗故事的
所有可能性，是对人生困境的最佳比拟：因为
在八角笼中，人无法选择后退也不能退避。我
们同时也看到，王宝强作为一个出道20余年，
特别是在类型片创作中摸爬滚打，在商业化电
影市场中几度浮沉的电影人，他并不想重复
《我不是药神》《摔跤吧！爸爸》等类型片的套
路，《八角笼中》抛给观众的除了格斗少年的坎
坷求生之路，还有普通人关于逆境生存、绝地
反击的内观和思考。王宝强不再满足于“花
式”讲故事——在卖惨、煽情和强行“打鸡血”
的轮回中赚一把票房扬眉吐气，他的“野心”或
许是从了解到四川凉山的“格斗孤儿”开始的，或许是
从手持“金扫帚”走下舞台时开始的，或许是从塑造元
凤鸣（《盲井》）、傻根（《天下无贼》）、树先生（《Hello!树
先生》）、牛耿（《人在囧途》）、唐仁（《唐人街探案》）等角
色的过程中开始的。总之，他始终在寻找“草根”与世
界对话的新的方式，无论是艺术片还是商业片，无论是
略显局促的腼腆少年还是造型夸张的私人侦探，这种

“野心”就像向腾辉几乎不离手的雪茄一样，从来没有
离开过王宝强。

在《八角笼中》，对马虎、苏木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们
来说，生活中的“苦涩”无法回避。故去的父母、离乡的
亲人、难以维持的生计和泥土里打滚的弟弟妹妹……
生存的困境就现实地摆在那里，他们用默默忍受的姿
态与现实对话。按照类型片经验，聚焦大山里这群孩

子的困境与解困，完成一个燃情励志的人生故事是最
常见、最不费力的呈现方式。然而这样的“草根”与王
宝强以往的形象相比，只是换了不同的身份，并没有改
变其被动的社会坐标。他们仍然需要被拯救、被启蒙、
被凝视，只是作为区别于大众的少数人被定义。因此，
《八角笼中》在马虎、苏木的身后还设置了向腾辉，一个
青年时代痛别格斗职业、刑满释放后以卖沙子为生的

“草根”。
作为影片核心意象“八角笼”的关联者，他们的人

生轨迹时分时合，他们的人生经历在镜像和超越中保
持着精神的统一。“格斗是我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成
为他与这些素不相识的贫困孩子相连接的心灵密码。
向腾辉作为一个普通小商贩，也负累于沉重的生计。
他本不愿意再触碰因格斗留下的心理伤痕，可是当他

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带领孩子们在格斗中找到了
一条生路，“非法敛财”“人身控制”等误解和中
伤纷至沓来，向腾辉要面临的是比之前在物质
条件、教育制度等方面更为窘迫、更为棘手的困
境。当施以援手变成“有利可图”，无私救助成
为“居心叵测”，人在极端困境中的别无选择与
社会伦理良俗的质问形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和
价值张力。向腾辉这个“草根”也不再是面目单
一的“草根英雄”，他在面对自己的生存压力时
的诚实坦荡，在看到苏木那家徒四壁的破房子
时的唏嘘动容，在决定带他们走格斗这条路时
的艰难和坚决，在无奈为孩子们选择新俱乐部
时的自我感动……进退维谷的人生困境和不断
爬起来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主体性成为向腾辉的
人格重量，也成为《八角笼中》最深沉、最硬核、
最有力量的精神核心。

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既不是对生活
本来样貌的临摹，也不是按照个人的理解从现
实中选配人物、情节和环境要素进行拼贴，而应
当从真理的碰撞和现实的挤压中窥见人性的温
暖。对苏木和马虎来说，向腾辉是恩人；对向腾
辉而言，带他们格斗是救助他们和救赎自己的
路径。在这个多维多元的社会空间中，所有的
评价标准和道德伦理都有其存在的逻辑，而“高
级”的困境产生于正确与正确的悖论之中，正如
向腾辉为了迫使俱乐部主动与马虎、苏木解约，
利用舆论热度让马虎指控自己一样，用新的困
境脱困成为最优选择。因此，《八角笼中》的困
境不再仅仅是故事层面那个待解的“扣儿”和待
填的“坑”，也不再是人物角色中的所谓“反面”
力量，因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困境稍解后的
欢喜团圆带来的瞬间“爽感”，而是人们身处困
境却敢于格斗的精神力量。

这是一部理解和呈现人生困境、呼唤格斗
精神的现实主义影片，尽管真正呈现格斗意义上的八
角笼只有片尾苏木赢回冠军的一场比赛。因为大山里
贫困的家、雾气中的沙场清晨、大泷山派出所的三次会
见、苏木姐姐的欲言又止、职业格斗的潜规则等等困境
的重叠、交叉和转移，让这个本来简单朴素的故事不仅
充满了情感的密度，也洋溢着热血。影片的镜头语言
虽然极尽克制，但是仍然给了格斗的孩子们一个温暖
的结尾。看得出，这场剔除了色彩的格斗对八角笼中
的暴力和血腥有所遮蔽，王宝强似乎并不想让观众以
消费的心态面对苏木的胜利，心事重重的向腾辉从看
台侧面悄悄退场走入暗夜，因为明天仍然要以格斗投
入新一天的生活。

（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秘书长）

《《八角笼中八角笼中》：》：寻找寻找““草根草根””与世界对话的新方式与世界对话的新方式
□□王文静王文静

新作点评

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为影视创作带来机遇与挑
战，影视创作者在遵循艺术规律、创新艺术表达的同时，要主
动肩负新时代文艺精神，积极回应时代召唤，讲好中国故事。
当前，现实题材作为涌现现象级影视作品的主要阵地，通过主
流价值书写与观众审美取向的耦合，取得了亮眼成绩。

以小见大实现价值抒怀。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更多关
注普通群体、普通事件在时代发展中的具象化表达，在生活流
的表述中凸显人情温暖与社会希望。《人世间》通过东北“光字
片”周家三代人的平凡事和悲欢情，呈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人民
生活和社会图景的变迁，书写了一部气势恢宏的“平民史诗”
和时代图志。该剧始终以“普通家庭”作前景，强调人民群众
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是将时代变迁杂糅进周家的日
常生活，通过“家显国隐”的方式建构家国记忆，折射时代的变
迁。《大考》着眼于新冠疫情、洪灾下的“高考生”这一特殊群体
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从莘莘学子面临“大考”时坚定、勇
敢的“群像”延伸至多个社会单元，将个体意识与集体价值有
效对接，谱写了全国上下面对国家“大考”时众志成城、热血担
当的新篇章。《县委大院》聚焦“真实基层治理”个体，从光明县
基层干部、百姓的生活侧影讲起，以触碰现实的真实感和力透
纸背的锋芒感描绘出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鲜活故事，展现了
新时代基层干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精神风貌。

情感共鸣回应时代之问。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必须观照
公众期待，实现“共情”表达。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以普通
人生活串联社会热点，反映普通人面对时代变迁、社会矛盾的
尝试、抉择与挣扎，通过身份认同带给观众强烈的精神共鸣。
2023年“爆火”的《狂飙》以国家扫黑除恶常态化为背景，嵌入
基层警察安欣、黑恶势力高启强等人的命运沉浮，以坚定的态
度展现了近二十年来我国为匡扶正义、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做
出的努力，反思长期以来黑恶势力难以根除的社会根源，满足
了大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具有极强时代感和现实
意义。对于职场剧而言，“悬浮”诟病不绝于耳。《平凡之路》以
真实感、沉浸感、温暖感的“共情”打动年轻观众，取得了亮眼
的收视数据，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烈讨论。《平凡之路》告别了
图解式的职场精英人设和“光鲜”行业，从几位实习律师初入
职场的故事讲起，以轻喜剧的方式来到普通打工人的世界。其
不避讳“关系户加塞面临辞退”“实习第一天就熬夜加班”等职
场现状和法律案件所映射的尖锐问题，以潘岩等人的成长之路为主线，是当代
青年人拒绝躺平、勇于肩负时代责任的真实写照。“中国式”家庭剧以人文关怀
抚慰了时代流变下的观众。近日热播的《熟年》以倪家“老中青”三代人不同视
角讲述“熟年一族”面临的多重压力，通过养老问题、中年危机、“漂一族”买房、
婚姻危机等一地鸡毛的琐事将社会痛点、家庭矛盾淋漓展现，但他们携手前
行，在破碎的生活中寻找爱与希望，在相互扶持中实现自我蜕变。《熟年》似乎
成为每个家庭的影子，告诉我们生活永远值得期待。

创新表达契合时代多元审美。不囿于受众定向期待的满足，现实题材电
视剧也因创作中的创新，为观众带来审美的新鲜感而迸发出强劲活力。《开端》
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方式，通过公交车爆炸“循环”下社会现实的反映，在循
环故事的逻辑自洽中展现了对人的观照。《外婆的新世界》通过老年女性、公路
片质感、单元剧等新形式打开了现实题材创作的新思路。其采用倒叙手法，以

“寻找消失的外婆”为主线，从“外婆寻找自我”的“多类型”旅程中呈现出代际
矛盾、虐猫、网红直播等社会问题。动画元素、舞台剧开幕等多种类型元素的
杂糅，带来轻快氛围的同时，也以“外婆”的真诚善良最大程度消解了社会问题
所带来的创伤。

全媒体时代，现实题材还应思考如何适应快节奏传播、避免审美泛化导致
的内涵缺失以及如何实现艺术与商业、崇高与娱乐的平衡。现实题材电视剧
需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取之于生活、取之于时代，以客观的
目光洞察反思社会问题，以温暖向上的价值导向带给观众精神慰藉，以多层次
的社会镜像展现昂扬奋进的新时代，为国家写史、为民族塑像、为人民立传。

艺 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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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既不是对生活本来样貌的临摹，也不是按照个人的理解从现实中

选配人物、情节和环境要素进行拼贴，而应当从真理的碰撞和现实的挤压中窥见人性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