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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

《我们的岁月》 是由谢悠执导，李肖
宁、郭玮洁、张杍涵、刘奚子主演的电影，改
编自裴蓓小说《水击三千里》。影片以 1977
年恢复高考后四位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为背
景，讲述了“天才少年”赵以水、“老班长”曹正
昌、“奶油小生”尤优和“校园白月光”文鹊喜
在大学学习、成长的故事。

片中赵以水从懵懂走向成熟，文鹊喜从
懦弱走向坚强——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目
标，激烈而深刻地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四位
大学生显示出各自鲜明的特质：曹正昌满怀
为祖国建设奋斗的热情，尤优是校园流行文
化传播的使者，赵以水满怀对未来科技的憧
憬，文鹊喜身上凸显着敢于突破枷锁、追求
梦想的精神。他们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身
上都暴露出一些缺点，如赵以水没有爱护公
物的概念，尤优会做出打击报复等行为，但
最终两个人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受到了
相应的惩罚。也正因此，影片表现出了四位
主人公真实、自然的一面，同时，又揭示了
人物的成长。

导演通过构图对人物关系的呈现可谓别
具一格。文鹊喜对曹正昌的表白场景更是影
片中极具代表性的片段。一开始的全景镜头
中，两人隔着半个教室遥遥相望，一种暧昧
的情愫在教室中流淌。下一个过肩镜头则拉
开了两人之间的关系，镜头中的窗户也暗示
着彼此间遥远的心理距离。曹正昌拒绝的话
语坚定了文鹊喜对梦想的追求，以及对自己
身上责任的认识，文鹊喜最终下定决心去南
方，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奔赴不同的方
向。整个场景中的暖光运用恰到好处，使得
原本告白被拒绝的生硬场景变得温情柔和。
镜头的结尾，文鹊喜和赵以水背光而行，干
净利落的画面表达了二人积极向上、奔赴梦
想的决心。

同时，影片的音乐运用也别出心裁。含
蓄青涩的爱恋被拒绝时，全班同学歌唱的

《友谊地久天长》缓解了教室中的尴尬；曹
正昌鼓舞同学时，悄然响起的背景音乐《我
的中国心》强化了炽热的爱国情感。每一段
音乐的运用都与影片的整体氛围相契合，发
挥着引人入胜的奇效。

成长是《我们的岁月》的一大主题。在
影片中，怀揣梦想的人靠着自己的努力重新
走进校园，他们中有年仅12岁的“天才”、
38岁积极向上的“下乡知青”，还有“梨园
世家”的文艺青年。他们冲破身份的限制走
进校园，试图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并
且力图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愿望。这种成长
体现在影片中的每一个人身上。赵以水虽然
是个“天才”，但毕竟是个孩子，对学校的
各项规章制度不够了解，在学校里因逃课、
破坏公物被关了禁闭，最终被辅导员和班长
教育后知错改错，成为留校的大学老师。

自我实现则是影片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梦想的追求和对理
想的憧憬始终是无数青年人的执着。作为恢
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们更是满怀建
设祖国的热情，力争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
值。片中曹正昌的热血讲座不仅带动了全班
学习，甚至逐渐蔓延到整个校园，他的热情
鼓舞了大批学生。文鹊喜的自我实现更是具
有女性成长、追求心中理想的意味。“来，
吃个橘子！”这是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橘子”被看作是母
亲的一种命令，对自身的一种枷锁。在大学
学习不喜欢的专业的文鹊喜，正是处在母亲
期待的枷锁下，而她选择退学追求自己的梦
想则是一种女性的觉醒。文鹊喜在迷茫后决
定，不遵循他人设定好的人生轨道，退学南
下并将成功的机遇把握在自己手中。

影片中，四位主人公将热血青春永恒地
镌刻进了我们的时代，而我们的时代也在一
遍遍地传颂着他们青春的故事。这种青春的
故事和不屈的热情无论在何时都散发着耀眼
的光芒。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
艺术研究所）

《我们的岁月》：

自我实现的讲述
□安歌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3年11月13
日18时05分，2023年度大盘票房 （含预
售）破500亿元，其中，国产电影票房占
比达83.4%。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十一
均为国产片。对此，猫眼研究院分析认
为，今年年度票房在11月13日即“突破
500亿元”，是2020年以来首次年度票房
超过500亿元，说明电影市场总体恢复形
势向好，影片供给端和观众需求端都逐步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今年年度票房排名影
史第四名，仅次于2017—2019年。

观众选择推动
多样化优质影片涌现

数据显示，今年电影票房突破500亿
元用时 317 天，低于 2017 年 （324 天），
仅次于2018年 （277天） 和2019年 （276
天）。同时，今年电影市场观影总人次达
11.78 亿，总场次 1.13 亿场，平均票价
42.4元。

值得关注的是，年度票房前十一均为
国产片，分别是 《满江红》《流浪地球
2》《孤注一掷》《消失的她》《封神第一
部》《八角笼中》《长安三万里》《熊出没·
伴我“熊芯”》《坚如磐石》《人生路不
熟》《前任 4：英年早婚》。截至目前，
2023年已有55部影片票房过亿，其中国
产片37部。

今年以来，票房前十的影片类型丰
富、题材多样，涵盖了悬疑、科幻、犯
罪、神话、剧情、动画和喜剧等多种类
型。猫眼研究院认为，高票房影片一般都
有不错的口碑反馈，在情绪共鸣或高话题
等因素的助力下，观众在观影后自发传

播，形成热度“破圈”，吸引更多对电影
关注较少的轻度观众走进影院，促成影片
在票房上的突破。其中，《满江红》 和

《流浪地球 2》 引发观众强烈的家国情怀
共鸣；《孤注一掷》《消失的她》《八角笼
中》《坚如磐石》都是现实主义题材，话
题性高、贴近生活，以真实性打动观众；

《封神第一部》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的史诗
神话佳作；《长安三万里》《熊出没·伴我

“熊芯”》和《人生路不熟》等动画、喜
剧电影，满足了观众的部分娱乐刚需。观
众对多种不同类型影片的喜爱和支持，体
现了观众对影片类型和题材的极大包容
性，推动创作者不断开拓创新，从而开发
出更多样化的优质影片。

可以看到，近两年，外国影片包括好
莱坞影片在中国市场频频遇冷。今年的票
房前十影片中，已经没有了外国影片的身
影。对此，猫眼研究院认为，由于中外文

化差异，在国内接受度较高的外国影片类
型不多，仅好莱坞动作大片和超英等特效
科幻大片在国内有不错的票房表现，其他
类型的外国影片在国内偶有黑马。而近几
年好莱坞动作或超英大片基本都是续集电
影，部分影片在全球电影市场的票房表现
较差，主要因为缺乏新意造成口碑不尽如
人意；今年超英中口碑较好的《银河护卫
队 3》，目前全球票房年度排名第四，国
内票房为6.06亿元，与其两部前作票房相
当，并无明显下滑。当好莱坞大片不再新
鲜，且没有强劲的口碑支撑，而国产片选
择丰富多样时，外国影片不再受到青睐，
是观众很自然的选择。

档期“冷热”不均
可能导致“两极”分化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3 年票房
中，国产电影票房占比达83.4%，而这些
影片基本出自春节档、国庆档、暑期档等
热门档期，平日里却难见高票房之作，这
种“冷热”不均现象对整个电影产业发展
会带来哪些影响？

对此，猫眼研究院认为，长期来看，
票房更加向头部影片集中，热门档期票房
产出高，淡季档期票房产出低，都不太利
于电影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仅大档期能产
出高票房影片的现象，会进一步造成票房
预期较高的影片只敢定在黄金档期，哪怕
冒着扎堆上映、竞争激烈的高风险，这会导
致一些口碑尚可但阵容或映前热度不占优
的影片票房释放不足。在没有节假日助力
的淡季档期，定档影片少或阵容吸引力小，
观众觉得无片可看，会在平时减少对电影
的关注。观众习惯在大档期关注和观影，
会导致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的恶性循环。

这种情况在今年尤为明显：截至 11
月13日，今年票房过亿影片共55部，而疫
情前的2015—2019年，年度过亿影片均超
过 80 部，2017 年达到最高的 91 部。猫眼
研究院认为，中腰部过亿影片减少，也会导
致片方对“小而美”的影片投资愈加谨慎。
资本不断向头部影片集中，而头部资源是
有限的，也不利于制作端的正向循环。

如今，距离2023年结束还剩1个月有
余，但是后市仍然有可期待之作：进入贺
岁档后，国产片 12 月中旬有 《三大队》

《照明商店》，跨年档有《潜行》《一闪一
闪亮星星》《金手指》《年会不能停》等新
片上映；进口片有 《海王 2：失落的王
国》等上映。猫眼研究院预测，从目前影
片定档情况看，全年票房落点预计在530
亿—540亿元之间。

质量仍是根本
未来市场亟待多样营销

在猫眼研究院看来，今年下半年经历
了影史票冠的暑期档和略显平淡的国庆
档，对未来电影市场有多方面的分析。

首先，本体质量过关仍然是获得高票
房的根本。继续优秀影片的创作，让观众
看到更多贴近生活、独特且深入人心的故
事，仍是创作端未来深耕的主要方向。

其次，今年电影市场涌现出不少以往
未涉猎或少有的类型、题材，结合映后口
碑的助力，收获了高票房成绩。因此，尝
试新题材、新观点、新维度的电影，也是
未来电影创作的重要方向。

再次，在项目各个阶段，做好观众侧
的研究及市场监测对于商业电影来说也是
重要一环。例如，借助观众调研，在早期
策划阶段做好概念测试、IP 研究等，了
解观众对电影主题、剧情、角色等各个维
度的兴趣度，提前降低风险；在影片完成
粗剪后，通过试映会提前了解影片的口碑
潜力和营销潜力，辅助后续宣发制定市场
策略；在密集宣发期，通过持续跟踪档期
变化及影片的各项营销数据，实时调整策
略、提升宣发效率。

最后，电影上映前后的宣发动作是电
影触达观众深度和广度的关键。近年来，
电影密集宣传期缩短的趋势明显，出现以
点代映、以映代宣等多种新的宣发模式，
宣传重心向映后转移，但不管哪种宣发策
略，紧跟电影市场的变化趋势，不断创新
宣发方式、根据观众习惯扩展营销平台等
新思路，是扩大未来电影观众市场的重要
方向。

从2023年度电影票房破500亿元说起——

重返高位但更需忧患意识
□本报记者 杨雯

电影《拯救嫌疑人》自上映以来，
因足够悬疑的剧情和多次反转的结局让
观众热议不断，因通过讲述两位母亲的
故事展现母爱的力量而引发共鸣。这部
电影由张末执导，张小斐、李鸿其领衔
主演，惠英红、王子异特邀主演，讲述
了华人金牌女律师陈智琪在为一位死刑
犯辩护翻案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自己被
卷入一场不可告人的阴谋的故事。截至
11月28日15时，该片总票房已达5.54
亿元，微博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仅#电
影拯救嫌疑人#阅读量突破6亿。

作为一部强悬疑类型的犯罪电影，
《拯救嫌疑人》事件层层翻转，将观众的
胃口吊到最后一刻。随着真相的揭示，幕
后主使者所背负的浓烈情感动机让观众
在“破案”的爽感之下更添几分动容。导
演张末充分利用“虚构的地点、虚构的事
件”，生动地塑造出两位可敬可畏的母亲
形象，也在案中案的揭秘中深度挖掘了
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

不是挑战类型而是找好故事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这部影片
不仅有悬疑的外壳，还有对人性和母爱
的探讨，人物形象复杂且立体。那么，
在影片的整体叙述上，你是如何构思
的，又为此做了哪些努力？

张末：以前没有拍过悬疑片，所以
为了给大家呈现好这部作品，我前期看
了很多国内外优秀的同类题材电影，逐
渐总结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规律。在我
看来，一部优秀的悬疑电影要做好两个
关键的部分：一方面是注重情感和逻辑
上的联系。每当观众看到反转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人物的情感和故事的逻辑是

存在可能性的，是合乎逻辑的，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秒懂，只有这样，叙事才能
进入下一个环节。这样环环相扣，故事
才能逐渐走向高潮。另一方面是要在故
事的讲述上做出新意。毕竟，同类题材
的电影已经拍过无数，最关键的是要找
到观众的共情点，让人觉得别出心裁。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你刚刚提
到，在《拯救嫌疑人》之前，从来没有
拍过悬疑片，这种多类型的尝试是你一
贯的风格吗？对你来说，拍摄新类型电
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末：其实，每一部电影对我来说
都是一次挑战，因为目前我还没有拍过
同类型的电影两次。每一次拍新类型的
时候，我都是把自己归零。每一次新的
创作都是开始，每一部作品也都是导演
功底的积累。现在所谓的类型标签已经
越来越淡，而故事本身和生动的人物才
是打动观众的关键。所以，我认为，作
为导演不是说一定要去挑战一种类型，
而是要去找好故事。对我来说，故事决
定一切。

细节发力展现创作思考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我们看
到，虽然故事发生地不在本土，但电影
中却有不少中国文化的着墨，这其中有
着哪些方面的思考？

张末：在影片中，我们设计了一些
本土化的安排。影片故事虽然发生在海
外，但华人圈子很大，因此，片中各种
各样的口音都有。中国传统节日是华人
引以为骄傲的节日，也是文化的宣传和
输出。为什么选择将这个故事安排在中
秋节前后发生，是因为月饼是团圆的象

征。我们在剧情中埋了伏笔，林淑娥跟
陈智琪分享月饼时说“祝你们合家团
圆”，其实就表示她没有伤害陈智琪孩
子的意思，她也有跟自己女儿“团圆”
的心。把文化和节日结合放在剧情里，
一箭双雕埋了伏笔，而且这个伏笔最后
也兑现了。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有些悬疑
电影善用开放式的结尾，给观众留下足
够的想象空间。但这部影片却采用了另
外一个结尾方式，就是把整个故事都交
代得非常清晰，而这一呈现也是你自己
想到并写在剧本中的。对此，你是怎么
考虑的？

张末：我的用意是想让观众完全理
解故事的来龙去脉。在影片结尾处，我特
意加了惠英红饰演的物理老师林淑娥跟
被她绑架的律师陈智琪女儿在几天里相
处的戏，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小女孩的

感情愈发深厚。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视角
都是母亲陈智琪的，她的内心充满了焦
灼不安。但我想，观众肯定会不自觉地希
望看到她女儿在被绑架的5天时间里是
怎么过的，只有把这个部分展现出来，整
个故事才能说圆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感
情点，对于理解林淑娥的内心至关重要。

为演员服务好才能彼此成全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拯救嫌
疑人》以母爱贯穿全片，在层层反转的
悬疑、犯罪外壳下，两对母女的感情成
为全片的支点和爆点。而一众演员的出
色表现，更是为影片增色不少。那么，
在拍摄中有哪些难忘的细节？

张末：跟优秀的演员合作，让我特
别踏实。我记得拍摄结尾戏时，林淑娥
在跟陈智琪女儿相处的第二天，她呆呆
地看着女儿的照片，泪流满面。平常走
戏时，我都要求摄影机开着，随时捕捉
演员的表情。但那天大家都被惠英红的
表演震惊了，居然忘了开机。正当我感
到惋惜时，惠英红告诉我，“没关系，
我下一条会哭得更好。”果然，第二条
演员演得更加有层次感。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很多时
候，导演和演员是相辅相成的，他们互
相支撑、互相借力才能成就一部好的影
片。在你这里，是如何调动演员并让他
们充分发挥的？

张末：我认为，导演始终是为演员
服务的，一定要把信任和包容度给到演
员，把舞台交给他们，让他们按照自己
的理解去发挥，像惠英红和张小斐这样
的演员，她们的从业时间甚至比我都要
长，她们总是会给到我质量的保证。

因共情而让观众看到与众不同
——专访《拯救嫌疑人》导演张末
□本报记者 李雪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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