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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

2024 年春节档红红火火，收获了
80.16 亿元票房、1.63 亿观影人次，创造
同档期新纪录。票房前 4 名影片分别为

《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熊出没·逆转
时空》《第二十条》。

综合看 2024 年春节档，其实反映了
当下电影结构性矛盾的一种突显，而且背
后的电影市场逻辑、文化逻辑，包括心理
逻辑都在发生悄然变化，春节档反映的不
仅仅是电影自身的呈现效果，而且是社会
文化、心理结构，包括经济发展带来的一
系列连锁反应。我们要思考如何通过春节
档为建设电影强国，实现中国电影更优质
的发展服务。

强内容刺激观影需求

回眸电影春节档的历史，可以看到背
后观众的观影心态变迁及电影的结构性变
化。1997 年，冯小刚导演的 《甲方乙
方》开启了贺岁档；随着基础建设完善，
大盘步入百亿时代，2010年，《大侦探福
尔摩斯》在春节长假期间票房破亿元，市
场也看到了春节档的潜力；2013 年，周
星驰执导的《西游降魔篇》在大年初一公
映，标志着春节档正式形成。

事实上，吸引观众买票走进电影院的
作品都善于把握观众观影心态，即用充足
的内容刺激观众产生观影需求，再从中摸
索规律。在类型上，春节档既有以《美人
鱼》《囧妈》《疯狂的外星人》 等为代表
的、占市场主体的喜剧，亦有如《长津湖
之水门桥》《红海行动》这样的主旋律头
部电影，还有在视效上给观众无限遐想的

“流浪地球”系列、《西游降魔篇》 等大
片，带领观众“烧脑”的“唐人街探案”
系列、《满江红》等悬疑类型片，以及个
人风格浓厚的《无名》《刺杀小说家》等
作者电影，十年如一日探索国漫发展之路
的“熊出没”系列动画电影等。

今年春节档的多部影片有明显的喜剧
标签，甚至是“喜剧为王”。并且，把握
住了个人奋斗、职场困惑等热点话题，主
题和表达接地气，可以与更大层面的观众

群体产生共情、共鸣、共振。

充足情绪价值为市场所需

从市场消费的角度分析，若一个市场
只能依靠票价等手段进行调控，而非消费
者的自愿进场，那该市场很难称为良性运
转。因此，春节档在强内容的刺激之外，更
关键的是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即给观众
带来感受美好、引起正面情绪的能力。春节
档影片大多提供了一种疗愈型价值，让人
们在阖家团圆时通过观影治愈自我。例如
在《你好，李焕英》中，主角贾晓玲“穿越”回
上世纪 80 年代，治愈了其在亲情上的遗
憾。同时，因为影片讲述的是人类共通的母
女之情，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

除了疗愈型价值外，引领型价值也体
现得较为具体，如 2017 年中印合作影片

《功夫瑜伽》 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2019 年 《流浪地球》 呼应“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一宏大命题，为观众展现了
人类未来应对极端困境时的科技与勇气；

《狙击手》《长津湖》则接连用赴朝作战的
英雄故事彰显民族力量。

此外，发挥电影的造梦机制，为观众提

供一种体验型价值。《刺杀小说家》对此作
出了前卫的探索，影片用富有质感的视效
和交叉叙事构造了双重时空，带领观众流
畅地游走于不同的故事世界。导演还把作
者电影中常见的“元创作”观念引入其中，
给予了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观众选择进入影院观影还有强烈的社
交需求。除了实时的影片内容和观影氛围
外，如何让一部影片成为观众的“社交货
币”才是重点。在这一点上，“唐人街探
案”系列经验丰富。该系列除了第一部在
贺岁档上映外，其余两部都是当年春节档
的扛鼎之作。之所以能与观众保持高黏
性，就在于影片在线下极大丰富了体验场
景。主创团队推出了同名网剧，剧集既与
影片基础设定保持一致，保证了影迷的观
感，还为后续两部影片埋下了伏笔，吸引
观众自主进入影院揭秘。同时，还大力开
发各类游戏，手游让影迷能切实体验片中
原本虚构的推理破案，桌游则再次深化影
片内容，融入观众的社交活动中。

有效整合多方资源

今年春节档，贾玲的《热辣滚烫》和

韩寒的《飞驰人生2》分别获得春节档的
冠亚军，他们的导演身份也引发了业界的
热议。作为非科班专业导演出身的贾玲和
韩寒凭什么在春节档“热辣滚烫”“飞驰
人生”呢？贾玲的第一部电影《你好，李
焕英》让电影界刮目相看，在《你好，李
焕英》良好口碑和人气的基础上，贾玲独
辟蹊径，“为 《热辣滚烫》 减肥 100 斤”
成了全社会的热点话题。这个过程本身就
是一种“行为艺术”，贾玲可以说是把

“行为艺术”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在过
去，代表一、二线城市观众的中产阶级
趣味的电影是大家的“心头好”，但是近
年三、四、五线城市的新观众群体，他
们对中产阶级的趣味 （从美学到创作），
都已经发生了游离。特别是疫情之后观
众不断下沉，导致了像 《八角笼中》 这
样的影片更受欢迎，而中产阶级趣味的
电影反而不受观众的追捧。现在电影的
社交性需求被极度放大，审美性需求则被
放置到一个非常次要的位置，春节档可以
说是把社交性需求放大到了极致，而把
审美性需求基本上压抑、排斥到了边
缘。当然，《热辣滚烫》本身也有很多精
彩的桥段，对感情的表达，对人物心态
及其性格转变的刻画都颇有说服力。

韩寒是作家、是赛车手，他讲述自
己熟悉的生活，能把自己的赛车专业能
力和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赛车桥段与人
物塑造的成功，保证了韩寒影片的品
质。或许可以说，只有韩寒自己能够超
越他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今对于电影导
演来讲，专业基本功是基础性的，但更重
要的是对各种优质资源的有效整合。应该
说，韩寒也好，贾玲也罢，都是推动电影
优质资源优化组合的高手。当下，电影的
成功标准已经不局限于专业维度，更多的
是社会性的维度和大众化的维度。可以
说，英雄不问出处。

无论如何，我们对于电影春节档，对
于中国电影，对于世界电影，都应该抱有
新的期待。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从春节档看中国电影结构性变化
□饶曙光

在逾80亿元的春节档电影票房中，《第
二十条》 位列第四，截至 2 月 27 日 13：00，
票房已达20.94亿元。

春节档热，今年尤热。导演、IP、话题一
个比一个滚烫。春节前就有网友戏言：“贾玲
减重100斤，沈腾复活再飙车，熊熊稳稳的幸
福……阵容buff（增益状态或效果）叠满，不
敢想象今年春节观众会有多忙！”当然，一片
热闹声中，也有担忧的声音，比如对于《第二
十条》，就有网友质疑，电影讲的是有关正当
防卫的故事，这样的话题在春节档是不是略
显严肃？市场会买单吗？直到观众真正走进
影院才发现，其实这部电影采用了不少“讨
喜”的元素。这份“讨喜”中有大导演、名演员
的功力，也有艺术创新的努力。笔者以为，从
贺岁片、法治题材两个维度来看，《第二十条》
带来了出乎意料的观影体验。

先说贺岁片。春节档由贺岁片而来，通
常认为，贺岁片起源并流行于香港，喜剧特
色+大团圆结局是其特色。1997年冯小刚导
演的《甲方乙方》被看作是内地首部贺岁片。
彼时，贺岁片仍保持着喜剧特色，而且存在为
了搞笑而搞笑的成分，因此，观众常常是边看
边笑。历经发展，春节档影片类型渐多，科
幻、古装、战争题材纷纷涌入。其中，喜剧与

“合家欢”影片在春节档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今年春节档上映的多部影片虽然保持着多类
型的特点，但是喜剧元素明显回归。《第二十
条》虽是关于法治的话题，却因为将故事置于
家庭日常情境中而获取了轻松诙谐的视角。
影片中充满了让人忍俊不禁以至会心一笑、
捧腹大笑的日常对白。这些对白有时候密集
得像倒豆子，像极了生活中莫名其妙的争吵、
不期而遇的一地鸡毛，以至有观众笑言：“难
道张导家也是这样吵架的，还是张导看过太
多夫妻拌嘴？”影片也因此被评价为适合一家
人观影。

前半场频频触发的笑声让观众被吸引，
进而沉浸。人到中年的压力与无奈，由此带
来的摩擦与误解，让影片仿佛一面镜子，映照
出生活中的你我他。影片调足了“合家欢”色
彩，让观众在观影中看到自己，也看到家庭成
员各自不同的心境。人到中年的圆滑、惧内、
尴尬都是笑点，并引发映后话题，让观影口碑
持续发酵。这种来自生活的轻喜剧比纯粹的
喜剧更真实可感，且后劲十足。由此，《第二
十条》在春节档中独具韵味与特色。

再说法治题材。从 1986 年“一五”普法
规划实施，到 1999 年“依法治国”被写入宪
法，再到 2001 年确定全国法制宣传日、2018
年设立“宪法宣传周”，我国的普法宣传持续
推进。今年已经是“八五”普法的第四年，近
40年的普法历程中，法治类题材影视剧也成
为一支重要力量。从《法庭内外》《被告山杠
爷》到《马背上的法庭》《黄克功案件》，再到

《全民目击》《烈日灼心》《人民检察官》……诸
多影片在打动人心的故事中普法。但这些影
片更偏重于面向大众普及法治理念、法律常
识，致力于让观众在了解司法行业中理解法
治理念。《第二十条》却不仅是面向大众普法，
而且面向检察官等司法人员普及“法律不是
冰冷的逻辑”“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
的人生”等办案理念，这样的普法角度是对现
有类型片的突破，更是紧跟时代进程的产物。

《第二十条》用“韩明”与3个案件的
故事把“法律在老百姓心中就是公不公平”
连接起来，把“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
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的理念
传递出来，收获掌声与市场是水到渠成的结
果。看完《第二十条》自然又想起《秋菊打
官司》，它们都以个性化的人物、笑中带泪
的故事完成了对普法理念的阐释，最终，回
应时代所需的作品自然也会打动身处其中的
个体，并留下艺术印迹。

《第二十条》已经是张艺谋2022年以来
的第三部春节档影片，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是
其影片中一以贯之的动人之处，也是导演的
特色之一。期待在电影艺术中看见更多小人
物的故事，也期待小人物的故事被更多导演
看见。

《第二十条》：

“合家欢”中轻松普法
□华玉

电影是一种强大的表达工具，承载
着导演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和对文化、
人性的深刻理解。在众多导演中，李
安以他独有的电影语言和细腻的情感
表达，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的
影片，在传统与创新的交汇中，创造
出多部艺术上卓越且具有商业影响力
的作品。

多重文化视角

李安的电影作品因其对文化内核
的敏锐感知和精准表达，而成为国际
电影舞台上的独特存在。李安的电
影非常注重文化内核的深度挖掘和细
腻表达。这一特色不仅表现在他电影
的主题上，更体现在他重视对民族传统
文化元素的运用上，贯穿于影片的每个
角落 （角色刻画、对话语言、故事情
节），为观众呈现了一个跨越不同文化
领域的视觉盛宴。

李安的电影作品通常涉及跨文化的
主题，通过人物关系和情节展现出不同
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呈现了文化共通
之美和独特之处。他早期的电影作品，
如“父亲三部曲”——《推手》《喜
宴》和《饮食男女》，多侧重于展现他
对于不同文化冲突与碰撞的无奈与思
考。其2000年以后的电影作品，则更
侧重于展现不同文化的融合，希望找到
一条文化共通之路。如 《卧虎藏龙》
融合了中国武侠文化和西方电影技
艺，成为一部兼具东西方文化特色的
电影作品。《冰风暴》虽然只是对美国
的文化和价值观表达，但作品本身所
表达的对“爱”“责任”“道德”三者
的探讨和反思，却是跨文化也可以理解
和共情的。这也体现了李安对于不同文
化背景群体的内心世界的深切关注和深
入思考，彰显了其对于作品中文化内核
的重视。

电影是造梦的艺术。若要使观众相
信并沉浸在这场“梦”中，就需要营造
逼真的环境。李安较为擅长运用民族传
统文化元素，通过色彩、服饰、音乐等
方面的呈现，打破跨文化的壁垒，让观
众身临其境，更易融入其中。《少年派
的奇幻漂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为了
让观众沉浸在印度文化中，派的童年
时期是在印度朋迪榭里拍摄的，并在
拍摄期间动用了约5500名当地居民担
任临时演员，最大程度还原少年派的
成长环境。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很重视
对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细腻运用，长
于隐喻和“符号化”。如片中加入中国
武术与江湖侠义（《卧虎藏龙》）、英
国戏剧与文学 （《理性与感性》）
等。他善于运用民族传统文化符号以
及它们的象征、隐喻来丰富电影的意
境和细化情感的表达，增强电影的文

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李安的电影重视文化内核，长于呈

现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他初期
的电影作品中就可以感受到，其非常
重视并乐于研究、呈现东西方文化的
碰撞，其作品成熟后更是着重探究多
国多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融合和表
达。越是往后，他的电影中这种融合
与表达越是不露痕迹、炉火纯青，越
是能够让更多的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
接受、共情。

深切人文关怀

李安的电影作品不仅注重文化内
核，同时，也十分看重人文关怀。人文
关怀是一种对人类尊严、情感、社会问
题以及人类价值观的深刻关注和关心。
李安电影中对人文关怀的注重大致表现
在几个方面：

其一，着重情感的表达。李安的电
影以展现深刻而真实的人物关系而著
称，他通过对情感的细腻描绘表达了对
人类情感的深切理解。例如，其为了表
现两人的关系变化，会通过他们每次见
面时的情绪变化细腻地呈现出来：随着
年岁的增长，二人深陷各种社会身份和
责任之中，约会也变得越来越难，感情
和思念日益加深之余也掺杂进愤怒、不
解、隔阂，甚至背叛，这些都被李安通
过动作、气息、眼神等细腻的镜头语
言，而非大段的直接的对白表现出来。
这种处理方式很高级，镜头的运用也并
不着急，不带有引导性，反而像纪录片
似的静静看着这一切发生。这种充满对
人类情感深切理解的表达方式是李安电
影的特质，是他重视情感表达的明证。
表面越是平静如水、惜字如金，内心越
是翻江倒海、千言万语，这样的反衬处
理使情感表达更有张力。

其二，展现人性的复杂。李安的电
影常常强调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体现了
他对人性深层次的关切。李安电影中的
角色往往不是简单的英雄或反派，而是
具有矛盾性格和复杂动机的人物。例
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主人公在
极端环境下的求生经历，展现了人性在
极端情境中的复杂和多面性。《双子杀
手》中的主角顶级特工亨利，在知道追
杀自己的杀手，竟是自己的克隆人小克
时复杂的内心挣扎，小克在得知真相后
杀与不杀的艰难抉择，都展现了人类情

感的复杂性。这种刻画不仅使角色更具
有深度，同时，也引发观众对人性本质
的思考。

其三，关注社会的问题。李安的电
影经常涉及社会问题，如《绿巨人浩
克》中的浩克就是主人公的科学家父亲
基因改造实验的实验品；《双子杀手》
是以克隆人技术的发展作为电影背景；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讲述的是发生
在参与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士兵比利·林
恩与战友身上的故事；《与魔鬼共骑》
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等。通过对社会
问题的深入关注，李安用电影作为反思
社会的工具，传递出他对社会进步和公
正的追求，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人文关
怀的呼吁。

其四，探讨生命的要义。李安的一
些作品涉及对生命和信仰的深刻探讨，
体现了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例如，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主人公在漂流
过程中产生了对生命和信仰的深刻思
考；《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男主
角作为一名美国得州士兵，19岁入伍
参加伊拉克战争，经历了复杂波折的
心理转变过程，对人生和命运产生了
很多终极思考。李安电影中对于生命
的尊重和理解，是一种深刻的人文关
怀的体现。

其五，给予温暖的关怀。尽管李安
的电影经常探讨复杂的主题，但他的作
品通常透露出一种乐观温暖的人性关
怀。他的角色经历挣扎，但最终总会找
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结局的处理方
法是他作品的一个特点，也传达了他对
人性的信任和关怀。例如，《双子杀
手》中亨利和小克都活了下来，有了各
自的人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派
活了下来，完成了自我救赎等。李安电
影中这份温暖乐观的人性关怀，恰好体
现了人文关怀的核心价值。

通过电影的表达，李安不仅为观众
提供了观察社会和人类内心的窗口，同
时，也引导着观众对人类命运展开深刻
思考。人文关怀赋予了他的作品更深层
次的内涵，使其电影既是艺术品，更是
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反思。

平衡艺术商业

李安能够将艺术与商业相结合，很
好地平衡二者的关系。他既追求电影的
艺术价值，善于运用视觉效果、音乐和

剧情等元素，使其电影作品具有艺术上
的深度和独特性，以满足观众的期待；
又注重创造商业吸引力，重视商业元素
的引入和市场推广策略的运用，使其能
够满足商业需求，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例如，《卧虎藏龙》以预算1700万美
元，斩获全球总票房2.1亿美元，成为
华语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代表作，重塑
了西方人眼中的“武侠”；《少年派的奇
幻漂流》预算1.2亿美元，全球总票房
达到6.09亿美元。影片通过对人生意义
和宗教信仰的深刻探讨，使得影片在艺
术上也具备了较高的价值。

对艺术与商业的平衡，首先得益于
李安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李安的电影
作品以其细腻的情感表达、惊艳的视觉
效果而闻名。他善于运用丰富的视听语
言、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细腻深邃的文
艺风格来打造令人难忘的电影体验。这
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得他的电影作品具
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性，能够吸引
观众，赢得口碑，同时，也造就了强大
的票房号召力。

其次得益于李安敏锐的商业意识和
市场洞察力。李安能够准确把握观众的
需求和口味，了解市场的趋势和潜在机
会。他在创作电影时，注重选题和故事
构思，以满足观众的商业期待和市场需
求。他曾在《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
传》一书的“喜宴”一章中提到：“从
《喜宴》起，我摸出市场定位，在台湾
及其他亚洲地区，我的电影走大众主流
院线，到了欧美，就是艺术院线。这个
市场不但是我的财源，也让我能够保有
创作上相当的自主性。”

此外，李安在电影制作过程中注重
商业元素的引入和市场推广策略的运
用。他能够将商业要素融入电影中，例
如，运用先进的3D、CG技术探索新的
视觉效果、选用知名演员等，以增加电
影的商业吸引力。同时，他也注重市场
推广的策略，通过电影预告片、宣传活
动、全球巡回展映和跨媒体营销等手
段，提高观众的关注度和期待值，从而
在商业方面取得成功。他在《十年一觉
电影梦：李安传》一书的“奥斯卡”章
节坦言：“《卧虎藏龙》不同，因为是
在开拓一个更大的、前所未有的华语片
新市场，在规模上更上层楼，所以只得
自己带头闯。我想，大概全世界很少，
甚至没有导演像我做这么多宣传的，原
因可能就在于我的拍片路数和市场性的
某种结合。”

由此，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导演，通
过电影为观众呈现出独特的文化体验和
复杂情感的奥妙。李安的电影作品注重
文化内核与人文关怀，不仅带着对传统
文化的敬仰与传承，更有着对未来影像
语言的前瞻性尝试与创新，还能做到艺
术与商业上的“双赢”。

李安电影启示录
□李曌




































































 

《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熊出没·逆转时空》位列今年春节档票房前三名。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