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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必须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 

2013年06月05日 20:06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电影进入新时代？新生代导演的崛起能否产生电影“新浪潮”？高票房是否同时拥有好口碑？中国电

影怎样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催生真正意义的现代电影？这一系列课题应该并且已经引起理性探讨。 

 

  2012年2月18日，中美电影新协议签订以后，中国电影市场遭遇到了好莱坞电影的巨大冲击。业内人士对

中国电影的危机意识乃至紧张、绝望情绪一度弥漫了整个电影界。2012年上半年，国产电影市场份额一度下降

至30％。下半年开始，国产电影开始“绝地反击”，《画皮2》异军突起，《人再囧途之泰囧》则出人意料地

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票房奇迹，成为了第一部票房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华语电影。与此同时，中国超越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进入2013年，承接《人再囧途之泰囧》所营造的国产电影的热度，一大批高票房的国产电影《西游降魔

篇》、《厨子戏子痞子》、《101次求婚》、《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

人》等击败了同期上映的美国大片，取得了有史以来中国影片的最好成绩。仅仅几年以前，票房过亿是很多电

影尤其是电影导演的一个追求乃至梦想。但如今，票房过亿已经并不稀奇，“5亿”则成为判断一部影片、一

个电影成功与否的新基准线，一部电影过10亿、乃至20亿元的票房也不再是奢望和梦想。 

 

  2013年4月29日至5月5日，在国产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及好莱坞电影《钢铁侠3》的“双核”

驱动下，中国电影市场再创历史新高，单周电影票房破9亿元人民币，而这一数字几乎是2002年中国电影市场

的票房总额。国产电影票房排行榜更新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几乎每隔几个月就有新纪录产生。美国《华尔街

日报》因此评价“中国电影走进新时代”。 

 

  国产电影在电影市场上的超常表现和发挥让观众处于狂热状态，也让业界惊呼看不懂。无论如何，电影作

为社会话题的关注度不断升温，在引起兴奋的同时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对中国电影取得的高票房及其高比例

的市场份额，绝不能视而不见，但也绝不能盲目乐观，而应该做出客观的、理性的认识。 

 

  其中几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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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取得高票房的国产电影无一例外都有较为清晰的类型诉求，对目标观众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并且在

叙事、影像、节奏等方面具有更多的现代品格。这是电影产业化改革不断深化带来的观念变化。《北京遇上西

雅图》以细腻的女性视角，描述了女主人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影片在原来爱情片的基础上，特意将喜剧的因

素不断放大，使之成为一部爱情轻喜剧，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目标人群的观影需求和消费欲望。 

 

  其二，在类型电影创作和生产中，中国电影从机械地模仿、照搬好莱坞，过渡到了本土化改造，在某种程

度上实现了创造性、现代化的转化，为类型电影创作注入了更多的“内生性增长”元素。这些影片注重观照社

会热点，以富有质感的生活状态、鲜活的话语，直接吸收和借用网络文学、网络热帖、网络游戏的素材，因

“接地气”而赢得观众的青睐，其与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产生的情感共鸣和互动是进口大片无法替代的。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等影片所呈现的一代人的青春在生活细节上非常真实，在情绪上

非常饱满，把集体回忆的“共鸣”转化为票房生产力。 

 

  其三，在文化消费多元丰富的今天，电影不仅要表达主流社会心理、主流社会情绪，更要找到当下观众尤

其是年轻观众乐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事实上，如果不以市场和观众的接受作为主要出发点，不去与社会主流价

值形成共鸣，把大众文化与主流价值有机结合，电影创作和生产很容易沦落到个人表达不充分、观众又不买账

的尴尬境地。在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今天，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摒弃极端的、固执的个人表达，

这或许是当代电影的一种“现代性”，是电影走向观众、赢得市场的通道和途径。 

 

  其四，中等成本的影片抢占市场制高点赢得高票房，表明了中国电影从商业运作层面逐渐找到了适合中国

电影市场的方式和模式，在与好莱坞大片的博弈中逐渐摸索出票房的制胜之道，推动了中国电影多类型、多品

种发展，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 

 

  总之，最近出现的一部分高票房电影以独特的现实视角、人文情怀、历史诉求和较高水准的现代电影品

质，不仅有效巩固和提升了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更为国产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更多的“内生性成长”因

素和动力。但是，这些新生代导演力量的崛起及其高票房电影能否成为中国电影的“新浪潮”并且推动中国电

影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否在为中国电影带来高票房的同时也同步赢得口碑，都需要进一步观察。 

 

  无须否认，最近取得高票房的影片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影院终端建设的高速扩张，得益于由此带来的观影

人群的有效拓展。同时，也与当下主流院线的观众群体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普遍存在的盲目、非理性、过度娱

乐化以及“粉丝消费”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最近取得高票房的影片在电影创作和生产的一些关键环节如创

意、叙事、影像等方面依然存在着短板，面临着对其艺术品质的质疑。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电影对国民经

济的贡献率依然偏低。中国电影要在市场层面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深入研究类型电影的规范和技巧，通过

有叙事动力和情感张力的故事、鲜活的人物、现代化的制作，与大众建立起良好的互动机制。事实上，中国电

影目前还无法达到成熟的产业化和类型化程度，因此我们对本来发展就不完善、不成熟的类型电影应该有必要

的包容和宽容。 

 

  无论如何，对中国电影创作及其产业化发展的观察和评价，必须有平衡、辩证的观点。如果没有票房的不

断增长、没有产业层面的持续发展，中国电影的经济总量就得不到有效增长，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就得不到合

理提升，就不能抢占文化战略的制高点，就不能对文化强国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也就不能为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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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根结底，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面对全球化大潮，中国电影必须进一步增强创意、提升品质，探

寻有特色、有感染力的艺术表达方式，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中国电影绝不能只停留在追求感

性的生动外观、追逐娱乐与消费的层面。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必须不断强化和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

文化品质，否则很难得到观众普遍和持久的认同，很难全面与好莱坞电影抗衡和博弈。客观地说，中国电影产

业化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适应观众是目前一个有效的策略。当然，不能简单停留在这个阶段，必须尽快实现

适应与引导、提高的有机统一。事实上，中国电影产业还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磨练”甚至“磨难”才能达到

比较理想的境界，最终实现个人表达与市场接受的统一，叙事层面与表意层面的统一，视听刺激和视听意蕴的

统一，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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