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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类型集中
重大主题、现实题材引起广泛共鸣

许 莹：中国影协联合阿里影业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4

中国电影观众变化趋势报告》显示，在内容偏好方面，观众对

喜剧、悬疑、科幻、动作四大类型电影青睐有加。猫眼研究院

统计的年度票房前十影片中，5部均含喜剧元素。我们如何来

解读这种内容偏好以及票房向热门类型集中的趋势？

胡智锋：喜剧、悬疑、科幻、动作这几种类型始终是中国电

影票房的基本来源。除了常规票房号召力外，这四种类型更

容易满足当下中国电影观众的特殊情感需要。当下，人们更

需要一些让自身放松、释放压力的类型电影，从而为其带来情

绪和情感满足。

尹 鸿：2024年度电影票房向喜剧和悬疑两种类型集

中，一方面是因为这两种类型本来就是市场相对畅销的品类，

另一方面也因为电影投资规模下降，导致军事动作片、灾难片

以及科幻片等重类型电影相对缺乏。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喜剧和悬疑片更容易融合更多的社会性元素，而且由于类型

边界相对模糊，在创新上也容易突破，比如《抓娃娃》就在喜

剧、教育、家庭、成长等多个方面形成了融合，《默杀》也同样如

此，悬疑、犯罪、霸凌合三为一。

许 莹：银幕上的悲欢离合，引发银幕外的情感共振。司

法公正、职场生态、女性议题等都成为 2024 年电影的表现对

象。在您看来，2024年国产电影在理解现实、表述现实方面有

哪些突出亮点以及创作的困顿？

尹 鸿：过去几年现实题材影片获得了观众认可，导致

2024年许多创作有意识地与社会热点相连接，既出现了《第

二十条》这样的与“正当防卫”等相关法律热点相关联的电影，

也出现了《逆行人生》这种反映快递小哥生活的作品。电影创

作主动与社会关怀相连接，不仅体现了创作者积极的创作态

度，也表明电影作品力图紧扣时代脉搏。但是，仍有一些作品

或缺乏深度，不够完整，有浮光掠影的现象；一些创作者或在

创作态度上，有急功近利，甚至被观众认为有消费苦难的嫌

疑。所以，题材固然重要，但题材不能决定一个艺术作品的品

质和观众的接受度。重要的是我们对现实社会、现实矛盾的

电影化的呈现，要在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故事化的表

达和人文关怀方面下功夫。

胡建礼：2024年中国电影在现实题材创作上确实有较大

进步，像《第二十条》《我们一起摇太阳》《又是充满希望的一

天》《逆行人生》《倒仓》《出走的决心》《抓娃娃》《误判》等现实

题材电影，它们类型多元，所聚焦的社会议题也十分丰富。在

2024年金鸡奖获奖作品中，现实题材影片更是大放异彩，收

获诸多奖项。但是国产电影在表述现实方面还有可待提升的

空间——电影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比如电

影《默杀》，影片融入了校园霸凌、家庭暴力等社会议题，但它

们更多是作为符号元素出现在影片中。现实题材影片要想争

取更多观众，创作者还是要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下功

夫，真正反映百姓的所思所想与生活中遇到的困境。民众所关

心的，正应当是现实题材电影创作者所敏锐捕捉与表现的。

许 莹：您认为《志愿军：存亡之战》等这类重大主题电影

创作在2024年整体电影格局中承担着怎样的功能？

胡智锋：2024年以《志愿军：存亡之战》为代表的头部大

片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活跃与繁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影

片不仅在票房上再创新高，而且以其重大主题与艺术探索获

得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双重认可。这也说明，在我

们的电影市场中，头部大片特别是重大主题电影大片，对价值

观的引领、整个电影市场的拉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

中国式电影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经验——谋篇布局、集中精

力，做好头部电影大片的组织拍摄和宣传发行工作。

“小而美”的影片惊喜突围
文学改编与纪实影像进一步开拓市场

许 莹：2024 年有多部根据文学改编的电影作品，如根

据麦家小说《解密》改编、陈思诚执导的同名电影，根据郑执

小说《仙症》改编、顾长卫执导的电影《刺猬》，改编自小说的

电影《朝云慕雨》《云边有个小卖部》等。您认为这些作品在

文学改编方面有哪些得与失？为什么在当下电影的文学性

被高度强调？

尹 鸿：近年来，电影界重提文学性，这一方面是对过去

市场化改革过程当中电影过度重视情节、场面、动作的矫枉

过正，另一方面也表明无论是观众还是行业都对电影艺术深

度和创作深度有了更新追求。在剧集行业，文学的影响已经

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而在电影领域，如何找到文学性与

电影性之间的平衡还是一个正在摸索的过程。电影受到有

限时间和封闭空间的制约，如何既有文学的深度和厚度，又

有电影的视听强度和节奏，可以说2024年这批来自文学改

编的电影都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中国历

史上众多经典电影都是来自于文学改编，而我们如何在今天

的媒介环境当中创作出有电影节奏感、电影信息密集度、电

影叙事强度，但同时还有文学性的电影，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讲

是一个必须迈过的台阶，而一旦迈过去，中国电影就将跨入一

个新阶段。

胡建礼：2024年的几部文学改编影片有得有失。我个

人认为最成功的是《刺猬》，该片对《仙症》的影像化处理虽然

更偏艺术性，但是葛优塑造的王战团这一“俗世奇人”形象在

中国荧幕上比较少见，王俊凯演活了内敛自卑而又带着倔强

不甘的周正，片中他们不被理解却内在保有着对自我的坚

持，实现了对文学作品相对深刻的挖掘。我认为《云边有个

小卖部》的改编不太成功，这部小说其实非常畅销，但是导演

电影语言的驾驭能力还略显薄弱。《解密》的视觉特效对人物

十层梦境的外化展现还是很见功力的，但在形式与内容的结

合方面还有可待提升的空间。

文学性能够被业界重视、强调，是因为电影在和游戏、短

视频、微短剧等新媒介文艺形态竞争过程中，文学性是使电

影能够持续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法宝。文学性强的电影，往

往意味着有比较完整的叙事结构，能够塑造立体丰满、个性

鲜明的人物，有对社会历史深入、辩证的思考。

许 莹：2024 年纪实影像有了比较大的市场开拓，比如

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大型情景史诗舞台艺术电影《伟

大征程》、舞剧电影《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演唱会

纪实《张杰曜北斗巡回演唱会》、文献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

艺》等均在 2024 年获得较大关注。巴黎奥运会期间，全国

超 800 家影院推出了 2300 余场次观赛活动，吸引 5.6 万人次

走进影院看奥运。您认为这些作品反映了观众观影需求的

哪些变化？这对于影院功能建设、未来电影产业发展有哪

些启示意义？

胡智锋：的确，2024年的电影纪实影像可以说产生了比

较明显的聚集效应。像电影《伟大征程》《永不消逝的电波》

《只此青绿》等都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以

《里斯本丸沉没》为代表的人文纪录片，无论是在思想深度

还是人文情怀的厚度等方面，都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观众。

巴黎奥运会从电视直播扩展到影院直播，紧紧抓住了奥运

会更加适合于集体观摩这种独特观赏方式的性质，从而以

电影院为依托，让更多民众成群结伴走进影院集体观看。这

些都提醒我们，影像本身不仅具有虚构的魅力，也具有纪实

的魅力，纪实魅力与虚构魅力同等重要。因此，我们在未来

的电影文化建构中，要特别关注纪实影像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可能挖掘真实历史、真实生活以及大型活动、大型赛事的

电影化传播，进一步把电影卓越的视听表现能力，从虚构向

纪实拓展。这对于激发未来电影市场、产业新空间都具有积

极作用。

王一川：带有纪实性的影像作品在2024年实现了丰收，

确实让人高兴。《里斯本丸沉没》是一部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纪

实电影美学成果，体现了当前中国纪实电影人的跨文化视野

和人文关怀，有助于国内和国外观众对于现代历史以及战争

中的人性的深入反思。电影《只此青绿》运用影像手段弥补了

舞台艺术的欠缺而开拓了视听艺术新空间，还可以让观众反

复观赏和品味。

许 莹：2024年，电影《好东西》《周处除三害》《破·地狱》

以及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等都有不错口碑。您怎么看待

这些中低成本影片的破圈？它们的成功给电影创作带来哪

些启示？

尹 鸿：2024年像《周处除三害》《破·地狱》，甚至也包括

《好东西》等中低成本的影片，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市场反应，这

说明投资规模、商业强度并不是一部电影获得观众认可的所

有原因。题材足够独特新颖，艺术形式极致，故事叙述完整，

人物能够触动观众的内在情感，电影就能征服观众。其实关

键是三个词：创新、极致和共鸣。

胡建礼：这些影片在故事讲述、人物塑造、情感传达等各

方面都可圈可点。像《好东西》重新建立起一套更符合年轻人

口味的叙事方式，通过熟悉事物的陌生化，在生活流中摹写当

代女性生存状态；《周处除三害》对台湾社会的一些问题反映

得比较深刻、尺度也比较大，富有视觉冲击力；《破·地狱》对香

港传统文化进行表现，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中

的陋俗也进行了反思，例如“破地狱”传男不传女等，其中也有

许多对亲情、友情、爱情、生死的感悟；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

虽然是外国电影，但是所聚焦的是华裔家庭的情感困境，比如

子女赡养、对老人钱财的觊觎等都能够引发共情共鸣。与

《破·地狱》一样，仪式化重场戏结尾，完成了整部影片的情感

升华。我们去观察这几部影片会发现，它们各具特色，但是无

一例外都属于中小成本电影。电影说到底还是要塑造人物、

讲好故事。除科幻大片外，近年来取得高票房的影片绝大部

分还是这种影片，在各种层出不穷的影像形态涌现的当下，我

们还是要返璞归真、回归电影创作规律，而不是去一味追求翻

转、强情节，随波逐流只会自乱阵脚。我们只有把电影拍得更

像电影，才能更好吸引观众。

利用好电影的社交属性
常规档期之外亦有新可能

许 莹：2024年排名票房前五的电影《热辣滚烫》《飞驰人

生2》《抓娃娃》《第二十条》《熊出没·逆转时空》都是年初春节档

的作品。除春节、暑期、国庆等传统强档外，其余时间似乎“逢节

才有市”，这导致市场冷热不均，电影的档期选择也愈发谨慎，

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有多部备受瞩目的影片因各种原因选择

撤档。您对电影档期选择有哪些特别观察？对于让档期分布更

均衡、营造和建设好周末档这一难题您有哪些意见建议？

胡智锋：电影档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应当说，春节

档、国庆档等，都是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期。近些年来我们

也慢慢积累了各个不同档期的风格、趣味和特色，但是也不尽

然。比如我们都认为春节档是以喜剧片、合家欢为主打类型，

但是我们看到2024年的《热辣滚烫》、2021年的《你好，李焕

英》，严格来说都不是特别典型的喜剧片。它们有喜剧元素，

但是也有严肃思考，比如《你好，李焕英》对子欲养而亲不待的

情感表达，《热辣滚烫》对励志过程的记录，它们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打破了春节档常规类型的口味判断，生发出新的可能。

再如我们认为国庆档可能比较适合展现当代成就等，但是近

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以“志愿军”系列为代表的大片与“我和我

的”系列全然不同，紧张的战争片同样在国庆档备受关注。所

以在我看来，档期排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很难根据

以往经验做简单判断，观众其实在假期中什么样的口味要求

都会有，简单化把以往档期经验硬塞给观众其实也未必恰当，

我们反倒需要多元化的发展。

至于影片频繁撤档，我认为是中国电影市场不确定性所

带来的。一部电影的工期很长，投入也比较大，能否得到市场

的理想回报，这确实是摆在投资方面前的重大问题。投资方

和创作者的忧虑，需要在一个确定性更强的市场环境中得以

消除。

胡建礼：档期对于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重要。相较于其

他娱乐形态，电影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它具备社交属性。不像

看微短剧、短视频，一个人在手机上看就可以，档期给了电影

观众结伴观看、互动社交的可能。但是当前我们的周末档开

发还不够，主要是因为供给侧缺乏足够丰富、优质的电影。电

影发行公司需要让作品更均衡地分布在春节、暑期、国庆等重

要档期及日常，不能太扎堆、集中。比如2024年年初竞争最

激烈的春节档，8部春节档影片中有4部先后宣布撤档。过去

像春节档这样的档期，更多是“水涨船高”的局面，影片质量不

错的，都可以在其中分得一杯羹。但是现在春节档观众看电

影，更多趋向于“掐尖儿”，集中看头部影片。

电影主管部门与发行方、宣传方，还需要利用好电影的社

交属性，创造性地开拓一些档期，而不是只依靠几个主要的节

假日档期。比如2018年，电影《超时空同居》创造性地开发了

520档期，此后每年这时基本都有爱情片上映。此前更早在

2011年11月上映的电影《失恋33天》，创造性地开创了“光棍

节”档期等。再比如过去我们都特别重视贺岁档，但是现在我

们发现，贺岁档的重要性似乎有所下降，而跨年档的重要性在

显著提升。

我认为大家还是要在档期方面多动脑筋，多借助电影为

观众的社交需求开发一些档期或者做一些创新性的宣发活

动，吸引观众走入影院。例如刚刚热映的2024年跨年档电影

《“骗骗”喜欢你》于12月31日22：09分在全国部分影城限定

开放“泡泡烟花”特别观影场，为跨年营造了喜庆浪漫的良好

气氛等。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找到电影连接观众的更多方式

许 莹：2024 年 7 月，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

开发司共同组织开展了 2024 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活动，“电

影+旅游”成为覆盖全国的电影文化新现象。近日，国家电影

局与商务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跟着电影品美食”活动

的通知》。请您谈一谈对电影赋能文旅以及“超影院”价值的

认识？

胡智锋：电影和旅游的结合，从电影初创到现在始终有这

种情况发生，电影拍摄地往往会成为旅游的热点景区。不同

的是，当下我们在电影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中，有了更多自觉的

追求。比如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会把未来的旅游因素考虑进

来，这种自觉的主动谋划行为，无论对于电影影响力的提升还

是文旅内涵的深化，都是值得特别鼓励的。

尹 鸿：电影未来的意义和价值将远远不局限于影院和

票房，一方面社会各行各业都可以赋能电影，另一方面，电影

也可以赋能社会各行各业。电影对文化旅游、会展、时尚、衍

生品、建筑、服装，甚至餐饮消费等各个行业都会有一定的带

动作用。这一年有很多电影所创造出的打卡地、所带动的生

活方式，甚至带红的网红食品等等，都表明了电影的“超影院”

价值。这方面的空间应该说还很开阔。电影与社会行业的结

合，既可以通过其他行业来扩大电影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电影

的影响来扩大其他行业的繁荣发展。近年来电视剧集、游戏

以及微短剧、直播等等领域都有出色的成绩，电影在这方面还

可以深化、开拓。

许 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影院观众年龄连续4年

上涨。您认为随着平均观影年龄的增长，会对中国电影走向

带来哪些影响？2024 年电影票房超 400 亿元后，电影市场的

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

尹 鸿：2024年电影观众人次有明显下降，虽然中老年

人进影院的人数有所增加，但作为主力电影观众的青少年下

滑明显。这既说明了青少年有更多的媒介选择和闲暇时间

的生活方式选择，比如游戏、直播、微短剧等等，也说明电影

从题材到形态，从主题到明星阵营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有所下

降。如何培养使用扶持推广健康阳光的青年明星，如何真正

理解“90后”“00后”一代青少年的情感、希望、焦虑和价值

观，如何开拓新的题材、形态、类型，如何找到电影不同于其

他媒体的独特的年轻态表达，都会对未来中国电影走向带来

深刻影响。

王一川：2024年的电影市场不如预期，其原因比较多，既

有电影水平本身的原因，也有观众方面的原因。说到观众的

原因，就需要看到各种手机短视频的急速增长，大量吸引和耗

费掉观众的日常闲暇时间，包括把电影长片浓缩或剪接为几

分钟短视频介绍给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用户，使得他们中不少

人误以为只要看过短视频后就不必再花费更长时间、更多精

力以及票款去影院看全片了。我感觉电影市场的回暖和增

长，主要还是取决于电影自身的改革，这就要看电影人有没有

大本事把观众重新吸引回影院，即如何让电影增强吸引力和

感染力，以便让观众看了感觉很值，获得短视频所不可能给予

的重要的东西。这可能是电影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一场“存亡

之战”。当然，电影不是第一次遭遇“存亡之战”了，此前先后

面对电视和网络时就曾经有过生死存亡的较量，依然存活下

来。相信电影人也能在这次经受考验，又一次将电影推向新

的艺术美学高度。

许 莹：未来电影全行业如何更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尹 鸿：电影仍然是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最喜爱的影像表

达和影像共享的载体。虽然影像媒介和影像形态越来越多种

多样，但是电影提供了最基本的美学标准和叙事方式。通过

各种电影节、电影活动培育青少年的观影习惯、爱好、经验和

需求，用优质的电影带动观众的影像创作和鉴赏能力，是我们

电影业未来的使命。我们常常用“电影感”来评价一部电视

剧、一部网络电影、一部微短剧、一部手机剧的高低好坏，就说

明电影依然有一种美学标准和美学目标。所以，创作不能够

仅仅以迎合为目标，不能够放弃自己的审美标准，而必须与时

俱进地适应、引导和推动电影审美与观众审美的双向奔赴，让

电影与观众共同成长。

王一川：未来电影需要在这些方面同时用功：第一，积极

运用先进的摄影、媒介等技术条件创造新颖动人的视听影像

去重新吸引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和老年观众，确保在所

有艺术门类中走在创新前列，让观众感受先进的媒介技术的

美学效果；第二，让优秀影片的媒介技术创新影像通过文化

创意产业的创意策划和制作，移植为现实的媒介情境，满足

观众在观看影片后进一步参与游历影片情境的愿望；第三，

让电影的媒介技术创新成为其他艺术门类创新以及日常生

活方式创新的示范，提升电影在人们日常生活美化方面的感

召力。

胡建礼：电影是伴随科技发展应运而生的文化创意产业，

创新性格外重要。《抓娃娃》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开心麻花“沈马

组合”的票房号召力，但是它的创意本身也是吸引观众走入影

院的重要原因。《抓娃娃》通过充满荒诞感、游戏感的“被设计

的人生”设定，引发观众对“鸡娃”等现实问题的思考。

加大电影的创意能力，不仅要在剧本上有所反映，也要在

电影技术方面有所突破。我认为未来国产电影会以裸眼3D

电影、互动电影、VR电影等多元形态出现。例如在互动电影

中，观众可以选择下一步故事走向，观众不再只是观影者，而

成为能够主宰剧情走向的创作者。早在2020年的北京国际

电影节上，就曾展映过互动电影《夜班》，全片超过180个选

择，共有7个结局。2024年，该片制片方与日本东宝携手，再

次推出院线动画互动电影《催眠麦克风》，将于2025年2月21

日上映。这部电影一共设置了48条不同的剧情路线，观众可

以在电影院通过手机来自主选择剧情走向，少数服从多数，每

一个选择都将引领故事走向全新的方向。同时，影片还有7

个截然不同的结局。电影要想吸引观众，必须在形态上更具

沉浸感、创新性，许多当下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形式，将来其

实都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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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以 425.02亿票房落下帷幕，总观

影人次突破10亿。国产片占比贡献近八成。《热辣滚烫》摘得年度

票房冠军。头部影片并未缺席但量级缩水，一些“小而美”的影片惊

喜突围，成为票房“黑马”。电影行业亟须“求新求变”，找到理解年

轻人的“钥匙”，解锁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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