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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刚刚收官的暑期档电影受到了业界和观众的高度关
注，电影大盘单日票房连续 72 日破亿，暑期档总票房达
206.19亿元，观影人次达5.05亿。在电影和观众的双向奔赴
下，今年暑期档表现亮眼，打破多项历史纪录，被誉为“史上最
强暑期档”。9月11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理论研究
室共同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承办的“新时代 新趋势
新成就——2023中国暑期档电影创作研讨会”上，专家学者
与今年暑期档电影主创代表深入分析了暑期档电影创作的新
趋势和新特点。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宏，中国文
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周由强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电影家协会
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主持。

创作：优质供给创造更高需求
现实题材与传统文化交相呼应

今年暑期档中，黄渤参与的影片有《封神》《热烈》《学爸》
三部，他切身感受到，影片的过硬质量是一切的基础。中国影
协副主席黄渤说，《封神》上映第一周，他的心凉了一半。“《封
神》上映时间推迟了很久，观众可能以为它是个‘烂尾楼’，而
且类似题材作品在之前的表现也不太好，观众预期可能会因
此受到影响。”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放映，电影《封神》的口碑
和票房慢慢有所好转，“这样的电影确实值得有一个好结果，
从而鼓励更多人拿出认真的态度对待电影创作。”

中国电影家协会青年和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副会长，
电影《消失的她》监制陈思诚观察到，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出
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好莱坞电影国内市场表现不佳，这说明
内地观众的审美趣味发生了改变。疫情三年后，大部分观众更
加关心身边人、身边事，更加关心能对自身产生影响的内容，
更愿意选取符合“中国味道”的电影。陈思诚认为，观众对电影
需求的改变值得创作者重视，一部优秀电影要能够尽可能多
地触达观众。

今年暑期档电影供给侧的繁荣，主要体现在现实题材与传
统文化的交相呼应。中国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谈到，一方面现实题材成
为潜力爆款，相较于以往国庆档等档期作品的宏大叙事与家国
情怀，《消失的她》《孤注一掷》《八角笼中》等聚焦大众所关注的
社会议题，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和人性复杂。同时，强情
节、强视听的形式强化了现实主题，增强了戏剧张力和人物的
典型性。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大放异彩，《长安三万里》《封神》等
作品有传承有创新，更有精工细作的品质。这些影片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底蕴的讨论，甚至带火了文旅市场和衍生消费，再
一次印证了电影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对于现实题材电影社会话题的呈现，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会长丁亚平表示，如果聚焦特定关切，而不是外在化的议题设
置、主题先行，其实弥足珍贵，很有人文价值。“像《孤注一掷》
《消失的她》《八角笼中》《学爸》所关注的话题，可能是过去被
边缘的、不被关注的、默默隐藏在生活皱褶里的，现在我们通
过艺术的形式，把这样的话题效应延展开来，成就足够动人的
作品，这种介入社会性话语的创作策略实现了电影同观众的
同频共振”。

宣发：传播力和去中心化两大特色显著
理性看待大规模超长点映

一部电影的成功除了有赖于电影自身的过硬品质，传播
过程中主创与宣发团队通力合作进一步激发了电影的注意力
经济优势。猫眼娱乐高级副总裁、猫眼影业总裁张博认为，今
年暑期档在宣发层面可以提炼出“传播力”和“去中心化”两大
关键词。据张博介绍，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档电影在抖音平
台的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同比2019年增长了163%，点赞数增
长了95%，更重要的是，用户参与院线创作短视频的整体条数
比2019年增长了68%。是什么导致了数据有这样好的表现？
以《消失的她》为例，在抖音平台，《消失的她》讨论量里面有四
分之一的数据是来自电影本体之外的，是话题和玩梗，它们在
抖音平台发酵后又赋能电影本体，同时这一部分内容较好命
中了用户当下情绪和社会话题，且具有强破圈的穿透性，今年

暑期档众多电影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去中心化”特色在今年暑期档也十分明显。一方面，今年

暑期档中不少看似冷门的作品背后有大量“精神股东”，他们
其实都在为心中喜爱的电影主动发光发热；另一方面，我们也
可以看到有大量不同声音在互联网平台各个角落去“唱衰”某
些作品。张博观察，无论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这样的情
况都非常普遍且频繁。“在过去的宣发过程中虽也遇到过，但
更多发生在某部单片身上，但是今年暑期档我们做了大量的
数据抽取以及定性调研分析，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
的，我们去溯源这一部分用户的行为轨迹，发现他们的行为是
非线性的、是网状的，其实就是‘自来水’的蜂群效应。我们去
积极应对的时候它就是机会，但是消极面对就会是风险。”张
博建议，要给予电影市场开放和透明度一定的信任，不能陷入
所谓的行业互黑、内卷这种猜测的漩涡中。

关于短视频宣发，电影《孤注一掷》导演、编剧申奥有自己
的思考。《孤注一掷》宣发过程中，申奥时刻都在关注着官方抖
音的点赞数等等。“因为在这之前我并不完全了解这个市场，宣
发说只要有100万视频阅读量就意味着这部作品被人知道了，
200万、300万的时候就意味着这部电影有可能会成功。我因此
非常焦虑，甚至伸手去管短视频剪辑。后来发现，无意中有几条
短视频破圈了，但是复盘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成为爆款。
最后导致的结果和评价是，观众在抖音上已经把电影看完了，
何必去电影院看呢？还有人说，现在的电影好像会剪几个短视
频就可以骗观众去买票。”在申奥看来，短视频是把双刃剑。“我
们在选取题材的时候，是主创选取自己兴趣最大的题材，而不
是抖音观众最有可能点赞的题材，我们设计每一个演员的台词
和动作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哪句话、哪个动作会被模仿”。申奥认
为，创作者要在职业生涯中保持清醒，而不要将自己困在对热
门题材、流行化金句和名场面的汲汲追求中。

今年暑期档在宣发方面，大规模超长点映成为诸多影片
不约而同的选择。傅若清观察到，部分影片的超长点映策略从
数据上看是成功的，但从整个市场排布，尤其对于周周上新、
重塑周末档的观影习惯来看，确实会踩乱步调，导致“一时堵

车后一时空窗”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兼主
编皇甫宜川则认为，某种意义上，大规模超长点映可能正是宣
发对当下电影市场潜能的一种试探和再发现，是创作者对观
众发出的一种有意味的试探性的对话邀请，它比过去点到为
止的“点映”似乎更为真诚和坦率，而这也正是社交时代最深
得人心的沟通态度。“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这样的大规模超长

‘点映’最终会在怎样的方向上影响未来电影市场的生态。但
是，这种基于市场原则的尝试和探索还是很可贵的，我们需要
尊重这种市场探索行为”。

对策：做大做强制片业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全年观影生态

今年是中国电影业“去库存”的大年，现有票房市场份额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库存作品”取得的，新的生产力是否能满
足市场的发展和需要，这同样也是电影业界需要考虑的。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当下急需做大做强制片业。

“目前制片方大约只能拿到票房的38%，这对于做大做强制片
业非常不利。我们要想有更多高质量作品涌现出来，还需要依
赖制片公司的强大。这样才能保证电影创作者把智慧、想象力
最大程度投入到创作，而不是依赖计算、算法，让他们能够从
金钱中解放出来。”饶曙光进一步谈到，制片方比较理想的状
况是能够拿到票房的45%，然后逐步提高到50%甚至更多，从
而使得电影产业整体发展的基础越来越稳固。

此外，也有专家谈到，暑期档给予孩子们的精神食粮可以
更多一些，虽然今年有《长安三万里》这样的传统文化题材作
品，但整体来说还不够多。暑期档产生了新的增量观众，但如
何才能把他们真正留住？专家认为，除了创作者需要对这个时
代有充分认知以及在内容和表达等方面不断创新外，还需要
建立一个良性的、更有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影生态。比如对

“周末档”的探索就是一项重要工作。只有建立起更具常规意
义的“周末档”，才有可能形成有起有伏、有生命力、可持续性
发展的全年观影生态。

暑期档总票房达206.19亿元，观影人次达5.05亿——

优质创作＋市场探索，创造“史上最强暑期档”
□本报记者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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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会如何了解我？
《不虚此行》的英文名字叫All Ears，翻译过来大抵是倾听的

意思。影片导演兼编剧刘伽茵说，倾听是一个全身心投入让对方
的所有语言流经你身心的行为。在《不虚此行》中，写悼词的闻善
通过倾听每一个逝者以及他们身边人的声音，给予逝者一个可以
自己做主角的故事。影片整体质感朴实，传统的银幕比例和干净
的构图，简单得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作品。或许是因为视觉刺激的
朴素，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可以去关注听到的东西，让这个关于倾
听的故事可以更加温暖地流进每个人的内心。

倾听自我的言说。每一位逝者的故事，都从闻善的手机提示
音开始。《不虚此行》虽然是个关于情感和个人成长的故事，但影
片真诚地面对当下信息数字化和碎片化的洪流。逝者的妹妹跨过
时差打来越洋视频电话，忙碌的儿子一边和闻善交谈一边用两个
手机语音办公……移动通信设备在帮助我们迅捷联络的同时，也
把我们的时间割裂成一个个自我的分身，乃至在平行宇宙中蔓延
生长下去。甘铭的故事最为典型。齐溪饰演的女网友千里迢迢赶
到北京，引以为知己的二人其实从未谋面，只凭声音认得彼此。甘
铭的精神疾病状况与他在律所的工作顺遂与否看似毫不相干，经
由女网友补齐“线上人生”才是牵动他神经最重要的一环。从几年
前开始，网上渐渐有了“如果我不在了我的微信QQ账号怎么办”
的讨论，我们突然意识到，那些俏皮可爱的ID有一天也会永远灰
暗下去。然而，当我们缅怀逝去的网络用户时，好像我们也只了解
在此平台上的那个虚拟人而已。

当今时代，彻底放弃线上交流回归面对面的生活似乎已不再
可能。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线上/线下的人格二分所造成
的巨大割裂感和无所适从。对于大多年轻人，网络上的数字分身
甚至比本尊来得更真实。碎片化的生活让时刻戴好人设的斜杠青
年保持着和所有人不咸不淡的关系，直到自身也开始困惑：哪一
个才是真正的我？《不虚此行》提出了这个问题，答案要靠我们自
己找寻。

倾听北京的声景。我们如何了解一个人？在《不虚此行》中，闻
善选择了最简单笨拙又最真诚善良的办法：问问身边的每一个

人。在每一个回答中，我们倾听来自北京的人生百态，也听到跨越
时间和空间的、潜藏在记忆深处的声音。闻善很“轴”，大哥很

“狗”，万家兄妹的北京话将我们带回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城，
那个铜炉火锅一扇就红、冰块的冷气迎着风扇沁入心脾的时候。
近年来国产电影逐渐认识到方言带来的地缘性对于影片氛围的
塑造作用及对特定观众的强烈吸引力，以至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
通篇使用方言对话。从北京向外倾听，《不虚此行》尝试着每一种
可能出现在首都人生命中的声音：回忆中的板车拖行混着叫卖
声、绿皮火车吭哧吭哧地编织着婚姻的故事；北漂闻善给家里打
电话才会说黄山话，而创业精英实在无法掩饰自己的长沙口音；
单人的出租屋让秒针的声音都如此清晰，隔了一层玻璃的殡仪馆
只听到隐隐约约的哀号……声音是和生命有关的。有些声音代表
着时间，连通回忆与当下；有些声音代表着空间，跨过山川江海。
但是有些声音印证着当下的生活，给每一个生长在北京的普通人
以生命的力量，比如地铁和公交车上似乎从来没有变更过的提示
音，比如小区楼下的流浪猫叫声。

值得一提的是，《不虚此行》对于方言和背景音乐的使用相当
克制。胡歌饰演的闻善与家里人交流时用方言，但在接待每一个客
户时尽可能使用普通话。客户群体中，既有口音相对明显的万家兄
妹和创业者老陆，也有尽可能隐藏口音的王先生和方阿姨。不让每
个角色都使用方言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方言
背后的故事，而非透过腔调去辨认字句。同理，对于背景音乐的谨
慎也让我们更为明显地感到了影片中刻意强调的音效，它们出现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却经常为我们所忽略。除了此起彼伏
的微信提示、来电铃声、手机闹钟或者FaceTime，还有晾衣架碰撞
晾衣绳的琐碎噪音，以及敲打每一个字符的键盘颤音。手动输入三
遍之后，电脑的输入法就会记得一个新的名词；但是听过这么多
遍，我们却忘记了生活的声景。

倾听电影的诞生。刘伽茵说，如果非常理性地写作，影片中的
小故事需要尽可能考虑涵盖亲情、友情、爱情的分类，以及年龄、性
别、职业等分类。但因为掺杂了个人生活经验，《不虚此行》只是更
多凭借自己的本能诚实地将情感呈现在电影中。毋庸讳言，《不虚
此行》因为描写了一个落魄编剧转型写悼词的故事而成为具有自
体反思意识的“元电影”。对于稍微有过电影相关行业经验或耳闻
的观众而言，很容易就能找到影片中大量充斥的电影创作色彩。闻
善几次提到的“观察笔记”是每个电影创作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家
中的大白板也是编剧们最常用的工具之一。经由“小尹”这个虚构
的人物，影片完成了对记录逝去的人和创作全新的人这两种写作
方式的勾连，也尝试窥探文字工作的本质——讲故事。乍看起来，
为逝者撰写悼词是严肃而纪实的工作，而创作全新的剧本则可以
随心所欲。然而《不虚此行》的故事到最后告诉我们，真实的生命可
能充满着“不太像他”甚至自相矛盾的故事；虚构的人物也会有自
己对于穿衣打扮的想法。真实与否，正如闻善的大白板一样不断翻
转，只有被讲述的故事留存下来。

《孟子·尽心上》说，“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
然莫之能御也”。在一次次的倾听和书写中，闻善记录下世间的美
好，记录下《不虚此行》的人生。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讲师）

本报讯 9月 16日，电影《曾经
炽热的我们》在全国上映。影片以青
年人追逐创业梦想为故事主线，将个
人成长与时代发展交织，讲述了“90
后”勇敢拼搏的奋斗故事。日前，由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在京主办的专家研讨会上，来
自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全国工商联等机构的
专家学者与影片主创围绕该片的艺
术风格、创作手法，从影片的叙事、主
题、表演和视觉呈现等方面展开交流
与研讨。

该片导演马小刚谈到，项目之
初，自己参照学习和借鉴了大量创业
题材影片，最终决定将视角落在个人
的成长上。编剧方唱、王馼在创作初
期就决定，这部影片不要讲述财富狂
欢和成功学的故事，而是聚焦于个
人，聚焦于成长道路上的遗憾，通过
这种辩证的视角，表达最朴实的价值
情感。为此，他们采访了大量创业
者，深切地感受到每一位创业者所拥
有的奋斗力量，希望通过影片将他们
身上的坚韧与顽强呈现出来。

作为一部青春类型片，该片采用
多线叙事结构，将青春与创业结合，
以独特视角展现一代人的青春成长
与责任担当，着重展示年轻创业者

“在获得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失去”，打
破了青春励志题材电影传统的叙事
框架和窠臼。与会专家认为，这部影
片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讲述当代中
国年轻人的故事，塑造了新时代青年
创业者的形象，展示了昂扬向上的青
春力量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具有
时代气息。略有遗憾的是，影片在叙
事手法上稍有欠缺，意象化的镜头、
语言和情绪情景营造不足。希望未
来创作者们秉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
带给观众更为真实的艺术体验。

（杨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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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虚此行》：用心倾听，用心记录世间的美好
□杨歆迪

《孤注一掷》剧照《《消失的她消失的她》》剧照剧照

新作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