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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我国电影市场会发现，往年有强劲市场号
召力的好莱坞引进大片，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似
乎风光不再。数据上看，2023年我国票房排名前
10位的影片，无一例外全是国产电影；排名11至
20位的影片，仅有两部来自好莱坞（《速度与激情
10》与《巨齿鲨2：深渊》），且后者还是中美合拍片；
而放眼我国影史总榜，将所有好莱坞引进片由高到
低排出的票房前30强中，2023年也只有一部挤进
榜单且排名垫底（《速度与激情10》位列第30名）。
那么，形成以上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通过复盘
分析，2023年好莱坞与国产片在类型创作成熟度、
营销宣传颗粒度这两点上的此消彼长，正是造成好
莱坞大片式微的主因。

类型创作成熟度的进阶与退行。深入剖析，多
年来对好莱坞先进经验的持续“取经”，使2023年
的国产类型片臻于成熟，即国产类型片终于通过创
作观念的“开悟”实现内容质量的“跃迁”，这主要表
现在类型深度融合上的整体进步。以悬疑片为例，
2023年内地悬疑片强势崛起，源于创作者逐步掌
握了悬疑结构与历史元素、喜剧元素、爱情元素、科
幻元素、动作元素等进行杂糅互渗的圆融技法，由
此突破了以往因受制于诸多创作限制，造就的内地
悬疑片隐忍不发、含混不清的表达困局，摆脱了过
往内地悬疑类型片充满焦虑与黏腻的凝滞观感，于
持续的杂糅变化中为观众彰显出独特的“中国悬
疑”影像新魅力。《满江红》《无名》多重反转与历史传
奇的糅合，《孤注一掷》人性欲望与强势反诈的博弈，
《消失的她》惊天悬念与爱情背叛的交融，《八角笼
中》隐藏真相与暴力美学的互渗，《坚如磐石》阴谋诡
道与黑恶势力的羁绊，《莫斯科行动》刑侦谜题与国
际形势的角力，《三大队》使命承诺与人生重压的纠
葛……2023年大量优秀国产悬疑片通过类型融合
上的技法更新与观念迭代，实现了创作质量的整体
进阶。

反观2023年引进的好莱坞影片，虽然在擅长的工业化类型片创作模
式下仍维持过往的高水准，但缺乏对市场刚刚复苏后我国观众心理的定向
把脉，也即忽略了2023年受众寻求高敏感情绪抚慰与新创意激发关注两
点核心需求的应对，还在由大IP、大场面与大制作的过往成功经验的既有
轨道上，进行着均衡化的常规创作，必然在与国产影片通过充分时间与针
对性准备形成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竞争中败下阵来。如贝尔纳·斯蒂格勒
指出的，“未来即将发生的，或者说当下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注意力的争夺
战”，仅通过成功惯性推动的好莱坞引进大片，缺乏新形势下吸引中国观众
的核心记忆点。

因此从票房对比结果上看，以往仅凭IP号召力即能攻城略地的一众大
片折戟沉沙，在2023年步入类型窄化的创作藩篱，裹足不前而不再“能
打”，如《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银河护卫队3》《蜘蛛侠：纵横宇宙》《海
王2：失落的王国》《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闪电侠》《惊奇队长2》《黑豹
2》《饥饿游戏：鸣鸟与蛇之歌》《雷霆沙赞！众神之怒》等等。而内容本身充
满新意且尚具潜力满足国人心理需求的一批引进作品，如《芭比》《旺卡》
《梅根》等，却因缺乏接地气的本土化合理宣传模式（甚至零宣发）而无法突
出重围，难以在更大的话题场域实现口碑传播；此外，如《巨齿鲨2：深渊》这
类从创作初期就深度绑定中国元素的合拍作品，其创作内核和底层逻辑仍
属于典型的“好莱坞叙事”，因此仍无法全面抵达票房贡献率更强的2023
年广大下沉市场，难以重新迈上好莱坞大片过往的票房量级。

营销宣传颗粒度的粗放与精细。对比同年度好莱坞的营销宣传可见，
国产影片在2023年狠下功夫，各大宣发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针对作品特
征尽全力实现精细化营销宣传；同时经历疫情特殊时期，国产电影也于供
给侧积蓄了大批优质库存，在应上尽上的政策红利扶持下，亟待上映的库
存片源中，被优中选优上映的大量作品得以崭露头角并形成集群效应，进
而实现优质国产片与优质宣传强强联动，最终造就国产片百花齐放的井喷
局面。

《孤注一掷》与《消失的她》结合社会热点话题实现精准营销，实现对广
大下沉市场的广泛传播进而覆盖全国，并反过来通过影片过硬内容故事
和优质叙事节奏的加持，实现主流宣传刚需的客观定制，从而分别赢得
2023年中国电影票房榜第3名和第4名的佳绩（票房均超过35亿元）。

反观 2023年引进的三部好莱坞经典系列大片《碟中谍 7：致命清
算（上）》（票房3.49亿元）、《敢死队4：最终章》（票房1.56亿元）、《夺宝奇
兵：命运转盘》（票房2392.1万元），在面对我国主流观影群体为25—35岁
的受众时，并未想办法提供匹配与经典硬汉主角同级别的强悍宣传力度，
反而因宣传策略的整体乏力，流露出垂垂老矣的宣发疲态。

此外，好莱坞习以为常的“卖情怀”常规营销操作，也已不适用于2023
年的中国电影受众。以动画（游戏）电影为例，好莱坞引进片在2023年的
营销策略和最终成绩上，全面落后于国产片如《长安三万里》（宣传优秀传
统文化典型人物的深度开掘）、《深海》（彰显国潮与非遗水墨技法的传承革
新）、《茶啊二中》（营销国人城市记忆与儿时回忆的内涵追寻）。仅以非好
莱坞的其他国外电影营销进行对比：日本动画电影《铃芽之旅》《灌篮高手》
分别取得8.07亿元和6.6亿元的票房成绩，远超同样具备吸引25—35岁主
流观众潜力的好莱坞动画（游戏）电影如《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票房
1.71亿元）、《龙与地下城：侠盗荣耀》（票房8232.4万元）、《忍者神龟：变种
大乱斗》（948.4万元）。分析可见，《铃芽之旅》《灌篮高手》通过深度调整宣
发策略，跳出了以IP情怀收割粉丝“回忆杀”的狭窄宣发赛道，前者通过影
片情节中“关闭灾难源头之门”的核心设计、主角在想象中旅行抚慰创伤和
实现成长以及新海诚回顾陪伴女儿成长的温情思考等宣传点，精准补偿
2023年的中国观众的内心情感需求；后者通过在北京大学举行首映式，传递
银幕内外广大如主角宫城良田般的“凡人”，由少年走向中年阶段面临的全新
境遇，进而营销“生活远比一场比赛艰难太多”，“以老带新”地实现作品与年
轻观众共同成长，诠释每位“凡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的核心精神。

反观2023年好莱坞引进动画（游戏）电影的宣发，往往还处于粗放提
供模板化的情绪价值阶段，而非通过宣传构建起直达人心的情感力量。例
如《芭比》在国内发行时，大量影院将其分类为低龄动画片，进行“文不对
版”的错位排片。这种宣传颗粒度上的高下立见，也进一步导致好莱坞引
进片未能形成营销效果的整体合力。正如《非诚勿扰3》中的一句台词所
说：“你们是计算，我们是算计。”好莱坞电影在国内的“在地化”方面，仍以
2020年以前的成功经验理想化地进行着粗放式“计算”，却忽略了对2023
年我国观众内心需求的精细化“算计”。

电影产业结构日趋完善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电影工业细分化程度的
加深。相比好莱坞引进片，2023年的国产电影呈现出类型电影的批量生
产和类型化元素创意的不断涌现，尤其是大量优秀影片在价值观引领上
实现了对好莱坞电影的超越。如《流浪地球2》对于科幻与人性的深度探
讨，《热烈》对于竞技精神与梦想信念的不断追问，《保你平安》对于人性道
义与命运沉浮的内在体悟等，都体现出国产电影日渐成熟的创作能力。
贺岁档仍在持续上映的《三大队》《年会不能停！》等延续着2023年国产影
片类型创作和宣传营销上的良好成绩，期待2024年在电影市场“去库存”
逐渐完成的新阶段，国产影片与好莱坞影片持续教学相长，共同提高，为
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贡献优秀真挚的电影作品。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高等教育分社社长，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会员）

文艺深一度

2023年，国产纪录片创作以“讲好中国故事”彰显
时代精神，在现实观照中拓宽视野，在多元探索中坚持
创新。一批独具特色的纪录片精品力作汇聚起建功新
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强大伟力。回顾2023年纪录片创
作与生产，有如下突出表现与亮点。

宏大主题纪录片：致广大而尽精微。展示国家形
象、彰显时代情怀的宏大主题纪录片以致广大而尽精微
的方式，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凭借人性温度
和现实力量使得纪录片宏大主题有效抵达受众。纪录
片《通向繁荣之路》中“工笔”与“写意”完美结合，例如片
中展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乌兹别克斯坦修复希瓦
古城的故事中，中国年轻文物保护工程师讲述每当结束
一天工作时看到夕阳，就想到当年张骞牵着他的骆驼一
路前行，而今天的我们也是沿着张骞的足迹一路走到这
里。历史与今天、时代与个体在这一刻互联互通。这样
的细节处理在片中比比皆是，该片正是通过这样一个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追寻幸福、奋斗逐梦的故事
和生动细节，来铺陈、延展、深化主题。《智能时代》围绕
人工智能的诞生发展、创新突围赋能生产生活、解决城
市问题、挑战技术安全伦理、重塑人的价值以及未来方
向等六个方面，追溯历史、观照现实、瞻望未来，深层次
呈现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的技术突破、科学哲学、道德
伦理、人类发展等。同样是恢宏壮阔的时代主题，北京
冬奥会官方电影《北京2022》将许多不为人知的微小瞬
间精心勾连、细腻刻画，徐徐展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运
动员、志愿者、医务人员等组成的“冬奥人”的闪光群像，
让观众看到在漫长的筹办备战全过程中，他们如何不断
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实现一重又一重突破，奥运精神
在一个个故事中具体而微的呈现，彰显出人类共同合
作、团结向前的重大意义。系统阐释中国人权道路的产
生与发展、解读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大
型电视政论片《新时代中国人权》站位高、视野广，同时
又能透过充满烟火气的人物命运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以
法治保障人权、以法治守护平安、以法治彰显公平正义
的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重要成就。纪录片《一路百年》
以北京公交提炼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家记忆，讲述了漫长
岁月里，北京公交车从无到有、从单机车到“大通道”、从
燃油车到新能源车，至今已经“开”过了整整一个世纪。
横贯长安街的公交线路大1路车，不仅见证了北京公交
的发展变迁、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化，更见证了中国
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发展历程……“广大”与“精微”相辅
相生，为纪录片宏大主题的落地保驾护航。

文献历史纪录片：见历史、见信念、见品格。2023
年文献历史纪录片整体创作注重历史回响与古今对
话。文献历史纪录片不是对历史文字的简单复刻。如
何让作品成为一部“见历史”“见信念”“见品格”的影像
史书，是相关创作者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我们欣喜地
看到，2023年的文献历史纪录片打破了过往创作“见事
不见人”、只有全景没有细节的刻板印象。

全景立体呈现原中央苏区历史的文献纪录片《从瑞
金出发》，从史实中凝练升华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

的洗礼中、在治党治国治军的探索中形成的苏区精神。
创作者以“寻根”的方式完成作品的创新表达，为观众提
供了一种崭新视角。《穿越烽火》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第一部人民电影《延安与八路军》从拍摄到洗印历
经坎坷的传奇故事。一条线索探寻在战乱中失散的胶
片，一条线索探寻在烽火中淬炼的生命历程，两条线索
平行铺展形成《穿越烽火》独特的复线结构，用影像之力
牵引观众走近袁牧之、吴印咸、冼星海等人饱含热血、践
行诺言的生命历程。2023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
年，纪录片《忠骨》以迎接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
祖国为主线，通过多位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者和烈士后代
的叙述，借助口述历史、情景再现、记录跟拍等多种表现
手段，讲述了“忠骨”归国背后的动人故事。其中，首批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时，守候在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门口的烈士后代看到一辆辆灵车驶来，嘴
里喊着“爸爸，爸爸”放声痛哭。从咿呀学语到年逾花
甲，他们对烈士亲人大多只有模糊的印象。这一段纪实
影像催人泪下，永久定格了祖国和人民对志愿军英烈的
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知其所来，方能识其所在、明
其将往，这正是文献历史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人文纪录片：为文化“两创”注入能量。2023年人
文纪录片创作特别注重用影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能量。《寻古中国》里，创作者
创造性地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
CG技术再现、拓展现实技术复原原始遗迹等新技术手
段，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文明演进历程，展示最新考古
发现。《中国》（第三季）以原画+CG特效的方式探源中
华文明，将观众引入上古文明的怀想空间。《何以中国》
以考古为线索，但它并不依赖考古学家的口述，而是用
最真实的考古发现本身呈现中国文明的演进过程，内容
可信，经得起推敲。《美术里的中国》运用前沿视觉技术
和多元拍摄手法对经典美术作品进行艺术化再创作，赋
予画作新的观看方式，进一步探索了美术类纪录片的新
形态，潜移默化地实现了以美育人、以美化人。《大泰山》
将“无形”基因寓于“有形”视界，如泰山日出壮观景象背
后蕴含的是天地大德、生生不息的赞歌，是观者天人合
一、沟通古今的心灵感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具
有跨越时空的价值，更需要人文纪录片不断加以阐释研
究与传承发展。

社会纪实纪录片：捕捉普通人的高光时刻。深入现
实生活、提炼诗意表达，2023年社会纪实纪录片创作致
力于捕捉普通人的高光时刻。《我的温暖人间》《闪闪的
儿科医生》《看不见的顶峰》《奇妙之城》（第二季）等潜入
社会深处，敏锐地捕捉正在发生的变化，为时代留下极
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一幅幅肖像。它们讲述普通人
的真实故事，为进入“大片时代”的纪录片发展前景提供
另一种方向——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质感、人性的温度，
展现亲情、友情、爱情、责任、勇气、梦想的力量。

《我的温暖人间》中，16位平凡主人公的故事带给
观众诸多感动：儿子带88岁老人全国旅行、丈夫照顾脑
梗妻子回归正常生活……纪录片让平凡琐事有了诗意

和温度。《闪闪的儿科医生》中，全天候隐藏式拍摄使得
儿科医生的日常工作得以全方位展现。手术室、门诊、
病房里有着人间万象，作品同时聚焦新生儿、学习困难、
单亲带娃、青春期、心理问题等当下热点，辐射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收获了广泛共情共鸣。《看不见的顶峰》中，
中国首位盲人登山家张洪从做出决定、筹备训练，到成
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全历程被真实记录，与此同时，亲
情与梦想、勇气和信念始终支撑着主人公一路向顶峰攀
登，这也成为影片的叙事底色。无论是主人公与妻子之
间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还是与同伴们在攀登的极限条
件下陷入生死考验、战胜自然和内心恐惧时的抉择和挑
战，影片都能激发观众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思索与感悟。
《奇妙之城》（第二季）不仅有明星探寻，还以生活于城市
中的文艺爱好者、饕餮美食家等为切入点勾勒城市内在
精神……社会建设离不开每一个鲜活个体，他们没有所
谓的“主角光环”，却于无声中构筑了时代风貌。

自然科学纪录片：对标国际讲好全世界的共同课
题。自然科学纪录片在“讲好我们的生态文明故事”上
对标国际不断求新。生态文明既是中国课题，也是世界
课题。2023年自然科学纪录片以鲜明的全球化意识展
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成果，视听综合美感与观赏性
显著提升。

纪录片《国家公园：万物共生之境》聚焦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这一核心主题，在全景展现中国国家公园的自然
美景、动植物奇观的同时，讲述了国家政府、普通民众、
环保人士、科研人员等对动植物保护倾情投入的一个个
暖心故事。相较于全景呈现的鸿篇巨制，《黑鹳的春天》
以小而精的影像记录方式，通过沉浸式观察、年轻化表
达，以小见大地表现了中国西部生物多样性之美、荒漠
湿地保护区的野性之美。创作者积累黑鹳素材长达七八
年之久。这一年，《雪豹和她的朋友们》纪录电影同观众
见面。摄影机深入雪豹的栖息地，引领观众近距离感受
雪豹的惊艳存在。作品将“人”融入雪豹的世界中。拍
摄雪豹的摄影师是在“牧民摄影师成长计划”中成长起来
的牧民摄影师，他们从牧民转变为摄影师的故事与他们
在高原艰辛追踪、拍摄下雪豹的画面交织迭进，使得影片
具有人与野生动物、人与自然共生互动的真挚情感。聚
焦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纪录片《零碳之路》里，国际摄影
师肖恩和自然保护倡导者唐瑞走访中国多地，探访青海
可再生能源基地、北京冬奥会、福建三明国储林、超低能
耗的燃煤电厂、采用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技术的水泥厂
等，见证中国为实现碳中和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与创新。

2023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承担起“时代影像，真诚记
录”的职责使命，深耕内容品质，不断创新超越。同时，
具有全媒体传播特质的纪录片产品不但在数量上增多，
在选题内容和创意方向上更是求新求精，为2023年纪
录片创作留下丰富灵动的表情、印记。相信未来国产纪
录片将进一步在多元纪实影像书写中开拓新语态，成就
新时代纪录片发展的万千气象。

（作者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
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会长）

关 注

2023纪录片盘点:

在现实观照中拓宽视野 在多元探索中坚持创新
□赵 捷

本报讯 由国家广电
总局重点指导、春羽影视
出品并制作发行的战争题
材电视剧《侦察英雄》1月9
日登陆浙江卫视、北京卫
视黄金档首播，腾讯视频、
优酷、爱奇艺每晚同步播
出。该剧由郑晓龙、安战军
执导，曹平担任总制片人，
刘戈建编剧，罗晋、马思纯
领衔主演。该剧以抗美援
朝战场上的侦察兵视角切
入，讲述了志愿军某师侦察
科长梁辰带领师侦察小分
队，完成了多次看似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侦察战士们凭
借智慧和勇气，为大部队
取得最终的胜利立下不可
磨灭的功劳，用鲜血和生
命铸就了一段荡气回肠的

英雄故事。
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

更多地聚焦于战争的大场
面，《侦察英雄》以“侦察
兵”这一特殊兵种为切入
点，在拍摄上独具视角。
他们是在国产战争剧中极
少作为主角出现的英雄群
体，他们的工作隐秘而危
险，他们的牺牲往往无人
知晓。侦察兵们不仅要打
硬仗、打苦仗，还要打巧
仗。主创用艺术化的表达
和加工把这一英雄群体推
到台前，展现了他们面对
敌人时如何巧妙地伪装和
周旋、获取重要情报，在配
合大部队的军事行动中如
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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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
中心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联合主办的电
影《天降大任》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京举
行。该片讲述了“天选之子”空和搭档蒲
牢以及人类女孩努瓦联手对抗外来侵略
者“锐铂人”的故事。导演、编剧宇宙之
铁分享了创作该片的心路历程，“起初我
们只想做一个标新立异的动画片，后来
才意识到真正想呈现的其实是一部让儿
童和成年人都能从中获得成长价值的影
片。”他透露，整部电影的制作历程长达
十年，在创意和制作过程中经历了不断
的解构与重构，不仅融入了中国文化元
素，还传递出对现实问题和哲学命题的
思考。

与会专家表示，该片实现了优秀传统

价值观的现代化创新表达，从不同维度完
成了“熟悉的陌生化”，达到了“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效果。在人物和场景设计上
进行了后现代主义解构，打破了以往观众
对于传统正邪和英雄的理解。影片实现
了东西方美学风格的融合呈现，最后主人
公对于金箍的主动舍弃显示了对自身束
缚的冲破，充满强大的内驱力量感，是一
个世界性的共同主题，对孩子成长教育也
有很好的启示。有专家谈到，随着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与运用，人们
讲述故事、表达情感的方式出现了新的变
化，进而衍生出的新作品对建立在经典美
学和后现代大众美学基础之上的传统电
影评价体系提出挑战。

（杨茹涵）

专家研讨动画电影《天降大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