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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

4月3日上映的《黄雀在后！》，以
“反转+反转+案中案”的形式，讲述小
镇父母为子牺牲终究步入深渊的故事。
整部影片在悬疑故事中裹挟情感内核，
层层递进，深度讨论了爱与罪、情与法
的关系，以及未成年人犯罪背后暴露出
的家庭关系和教育问题。

作为 2019 年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项目创投“最具商业价值项目”，《黄

雀在后！》（原名《烈日之寒》）以充满
张力的故事和独特巧妙的叙事技巧，在
创投路演现场赢得“具有非常好商业市
场潜力的犯罪类型片”的评价。

时隔 5 年，《黄雀在后！》 终与观
众见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
一成语在其中有着怎样的隐喻？电影
英文名“Victims”则直白地指出故事
的核心——牺牲者。那么，究竟谁是
牺牲者？电影中，肖亚珍与丈夫郑卫将
儿子郑晓童视作全家的希望，期待颇
具天赋的他能早日登上全世界最好的
音乐厅进行钢琴演奏。然而，一场意
外将全家憧憬的美好生活打破，肖亚
珍决意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取儿子锦
绣前程；歌厅舞女关秀英筹集百万只
为要回孩子的抚养权，使其免于前夫
家庭的虐待，铤而走险敲诈勒索反而
丧命；瘾君子徐刚想趁着自己还活着
为女儿存些钱，无奈应允接单杀人，

最终把自己的性命搭上……
3 个小镇家庭，原本都有机会拥

有幸福生活，却最终都“因爱之名，
走上绝路”。肖亚珍与孩子警局相拥
时的不舍与悔恨、郑卫在审讯室万念
俱灰的崩溃呐喊、关秀英在车内强忍
悲伤但仍旧滑落的眼泪，其间爱与
恨、善与恶、生与死相互交织，搏出
路还是走绝路？一切选择出发点皆源
于爱，源于想去守护珍视之人。“父
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当父母
对孩子的保护触犯法律时，又该做出
怎样的抉择？

电影中，演员们的表演也是一大亮
点。尤其是黄觉饰演的郑卫和陶虹饰
演的肖亚珍作为戏份较重的两个角
色，在情绪露出的戏份上张力十足，
对角色的控制恰到好处，充分发挥出
优秀演员的表演张力。

“遥望着宁静的夜空，你指着想住

的星球……”影片结尾，康姆士乐团
的那首 《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响
起：“别哭，前面一定有路，仿佛幸
福在不远处”“多么疯狂的是我，多
么真挚的是我”等歌词展现出与整
部电影极强的适配度，将电影中为
人父母者在绝境中的期待与绝望串
联，穿插以“我小时候一直想经历
那种轰轰烈烈不一样的人生，可是
当了警察这两年，我就觉得平平安
安就是件挺幸福的事啦！”“爸妈不
能陪你一辈子。早晚，你得自己面
对一切，面对这个世界。”这样的旁
白，让观众在观影中完成了一次次
直击人心的人性叩问——“爱应该是
幸 福 的 种 子 ， 不 应 该 是 悲 剧 的 源
头，懂得如何去爱，是我们每个人
的人生必修课！”也正如片尾所打出
的那句话所言，“别让爱突破法理，
别让成长失去底线。”

《黄雀在后！》：一堂爱的必修课
□李婧璇

国际化的视野、丰富多彩的活动、多
元的交流平台……这些使得北京国际电影
节 （以下简称北影节） 已成为国内外的

“电影+”盛会。经历10余年，北影节取
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
界电影从业者和爱好者的目光。

“光影互鉴·同道相益”，近日，备受
行业关注的第十四届北影节公布主题，并
发布其他相关信息：本届北影节将于4月
18 日至 26 日在北京举办，影片题材多
元、视听丰富，将展现出真挚、善良与美
好的正能量。《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了解到，本届北影节共收到报名影片数
量 4273 部，其中，主竞赛单元“天坛
奖”收到报名长片1509部，有15部影片
入围。由7位评委组建的国际评委会，将
最终评选出 10 项“天坛奖”专业大奖。
在活动方面，本届北影节活动内容丰富多
彩，包括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开
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
坛”、电影嘉年华、第 31 届大学生电影
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电影+”等100
多项活动。

具备国际视野

国际化一直是北影节的一抹亮色，本
届北影节的相关底色也更加浓郁。如本届
北影节的“注目未来”单元，面向全球征
集新人导演的第一、二部剧情长片作品，
该单元的评委会主席为波兰导演杰兹·斯
科利莫夫斯基，4位评委分别是中国导演
顾晓刚、荷兰摄影师凯斯·范奥斯特鲁
姆、中国导演杨荔钠和中国演员杨子姗，
国际化的评委搭配展现了北影节一贯的国

际视野。
为进一步彰显本届北影节的专业化水

平和国际影响力，“ReelFocus新血影像计
划”短片单元首次纳入组委会推选体系。
而在最受影迷期待的“北京展映”单元，
今年精选了240余部中外佳作，包括“天
坛奖”入围影片、“注目未来”入围影
片、修复版经典影片等，将在京津冀的
27家场所放映约750场次，充分满足广大
影迷的多方面文化消费需求。

在国际化的视野下，北影节始终注
重国内电影人的国际化接轨，目的是让
中国电影形象走上国际，以国际化助推
行业高质量发展。为此，围绕“电影产
业变局下的立与破”“电影创作的高质
量与多元化”“电影投融资的阻碍与跨
越”“数字化高新科技赋能电影生产与
发展”等多个主题，本届北影节将举办
4 场核心论坛。来自中国、加拿大、波
兰、黎巴嫩、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电
影专业人士将汇聚一堂，共同探讨AI技
术发展、电影创作多样性、投融资破
局、虚拟技术拍摄等热点前沿话题，凝
聚共识、形成合力，推动电影产业高质
量发展。

关注行业动态

立足行业、解析痛点、为发展把脉、
为困局求解……北影节的专业性让其备受
业内追捧，而北京市场就是最好的佐证。
记者了解到，本届北京市场在继承以往的
优势外，更展现出新的特点。其将以“展
示·推介·交易·交流”为宗旨，充分整合
国内外电影全产业链优质资源，设置组织

招商展会、项目创投、行业对话、市场放
映、特约活动五大板块。

其 中 ，“ 招 商 展 会 ” 将 继 续 坚 持
“以交易为核心，以展示为载体”的目
标，依托“电影要素交易场所”打造版
权交易平台，设置多种类型展位，积极
搭建国内外影视沟通的桥梁。“项目创
投”将通过初审、复审、终审路演等多
个环节，最终评选出 8 个优质项目，所
有入围项目都将通过北影节官方网站的
预约功能，与市场合作方进行一对一商
业洽谈。

行业支持与创新板块的设置，让北
京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目前，

“项目创投”报名总量已经达到 769 个。
“市场放映”将首次引入单元概念，把
放映作品划分为“项目创投青年影人单
元”“改编潜力单元”和“注目未来单
元”等类别，面向电影行业的众多资深
选片人、版权方进行业内放映，为众多
电影创作者提供展示创意和探索市场潜
力的机会。

此外，在行业交流方面，北影节的论
坛活动也将持续赋能。本届北影节将举办
3场电影大师班和1场电影表演艺术公开
课。电影大师将聚焦银幕之下的电影故
事，分享从业经验与智慧，探讨电影产业
的前沿热点与未来发展，推动国际电影文
化的交流与传播。

鼓励影坛新生力量，为年轻电影人提
供更多展示机会也是北影节重要职责。
为此，本届北影节将举办青年电影人论
坛、青年影评人论坛、中国影都发展论
坛等专题论坛，并召开北京市影视摄制
服务机制启动暨北京市影视资源推介

会，为青年电影人搭台子、供资源，助
力行业持续发展。

强化联动体验

电影是优秀的视听语言，有着丰富融
媒潜质，这为其融合跨界提供了基础。
因此，本届北影节积极扩展电影的多元
业态，让影响力持续扩大，并将有多个

“首次”落地：“M+应力场”电影跨界活
动为首次举办，将以“影视+科技+消
费”为核心，集结 IP 衍生、艺术文创、
餐酒美食等超百家品牌，打造一场为期
3 天的文化消费狂欢；“光影未来”电影
科技单元也是首次设立，将创新“学
术+技术+产业”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
首发电影全产业链AI赋能全流程全景展
示内容，以新质生产力为电影强国建设
注入新动能。

强化“影视文化+娱乐游玩”的联
动体验也成为本届电影节的重要特色。
如今年的电影嘉年华将以“光影印迹怀
柔生活”为主题，于4月21日—5月4日
在怀柔举办，届时怀柔全区“7+N”个
场地整体推出40余项活动，包括佳片有
约·观影之旅、光影筑梦·狂欢之旅、花
Young 拾趣·遇见之旅、纵情赛事·漫游
之旅、山水田园·自在之旅等，让大家

“玩转影视文化、遇见怀柔生活、欢度影
都周末”。而在怀柔同期举办的雁栖湖音
乐节，也将邀请超强电影音乐人阵容，
探索电影元素与音乐表演现场的融合创
新，积极拓展传统音乐演出界限，打造
全国首个电影节与音乐节相融合的文化
活动。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进入倒计时——

盛会再启 点燃四月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李婧璇

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近来惊喜连连：先
有3月传统淡季在多部进口片的带动下，
成功走出了漂亮的上涨曲线，并最终带动
一季度总票房增长 4.0%；后有“中小档
期”——清明档创造新的票房纪录。传统
的淡季不再淡，充分说明了当前受众的精
神文化消费热情高、潜力大。

或许，国内电影公司需要重新审视一
下淡季需求，多元供给增加，为中国电影
发展再添一把火。

淡季不淡
3月市场量价齐升

据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31 日，2024 年全国电影票房达 163.56 亿
元。从单片票房表现来看，国产影片在
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得到了观众的高度
认可。第一季度，国产影片票房 150.44
亿元，国产影片份额为 91.97%。在第一
季度票房过亿的19部影片中，国产影片
占据了 14 部，进口影片为 5 部。其中

《热辣滚烫》《飞驰人生 2》 票房超 30 亿
元，《第二十条》《熊出没·逆转时空》

《年会不能停！》 在 10 亿元至 30 亿元区
间。当前，国产电影的质量和吸引力有

所提升，也反映出国内电影产业的快速
发展和成熟。

从各个月的表现上来看，1月市场由
于并未充分享受到元旦档期“红利”，
且月内并无大体量影片上映，月产出票
房 25.83 亿元，同比略降约 1.2 亿元；2
月票房中包含了全年最繁忙的电影档期
之一——春节档，根据此前国家电影局
统计，2024 年春节假期 （2 月 10 日至 17
日） 全国电影票房为80.16亿元，观影人
次为1.63亿，均创历史新高，市场成绩斐
然。借助春节档的拉动，2 月票房升至
111.15亿元，居历史第三位；3月在影片
供给充足、排映科学和进口影片表现回暖
综合作用下，月产出票房27.88亿元，为
2019年之后的最好成绩。

在一季度的市场表现中，3月成绩可
谓亮眼。虽然时值淡季，但是票房同比
增长 46.1%，实现量价齐升。对此，国
泰君安发布研报认为，该月增速显著提
升主因是 3 月上映影片整体质量及相应
票房表现优于上年同期。从细分项目来
看，第一季度全国观影人次同比增长
8.9%，至 3.66 亿人次，其中 3 月全国观
影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6.4% ， 至 0.67 亿 人
次；第一季度全国平均票价同比下降

4.6%，至 45 元，其中 3 月平均票价同比
增长 7.1%，至 41.6 元。“2024 年春节档
期间为吸引更多观众观影，片方及影院
均开展促销活动主动降价。因此，第一
季度整体平均票价有所下滑，而在春节
之后，随着旅游等可选消费市场进入相
对淡季、《周处除三害》 等优质影片陆
续上映，3 月电影市场在影片口碑自然
传播下实现量价齐升。”国泰君安研报
中提到。

据统计，3 月共上映了国产新片 22
部，其中，中国台湾影片《周处除三害》
收获票房6.26亿元，以较大优势成为3月
的票房冠军；上映进口新片7部，产出票
房15.44亿元，占月票房的55.4%。

旺季更旺
清明“五一”火热接棒

进入第二季度，电影消费的热度持续
不退。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清明档 （4
月4日—6日），全国电影票房收入8.5亿
元，超越 2021 年的 8.22 亿元，创造中国
影史清明档票房新高。进口电影贡献主要
票房，《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哥斯拉大
战金刚2：帝国崛起》《功夫熊猫4》位列

档期票房排行榜前三。
“3 部进口影片排在票房的前三名，

这是很长时间中国电影市场没有出现的
现象。优秀的国产电影与优秀的外国电
影从良性竞争达成良性互动，共同促成
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培育起良性循环
生态，是我们乐见其成的，也是中国电
影市场运行中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如此点评
清明档票房表现，“特别希望这一良性
态势能够延续下去，从另外一个层面来
推动和刺激国产电影质量、品质的不断
提升。”

展望后续定档影片，“五一”档已有
宫崎骏经典动画电影 《哈尔的移动城
堡》，光线传媒主投动画电影《小倩》，万
达电影主投的动作大片 《维和防暴队》，
百纳千成主投的爱情电影《穿过月亮的旅
行》和悬疑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
的事》定档。

“电影市场渐入佳境。”国泰君安在研
报中如此评价，第一季度的超预期表现给
2024 年的电影市场创造良好开局，在影
视制作效率恢复、观影热情复苏、宏观经
济回暖等多重有利因素下，中国电影市场
正展现出强劲生命力。

中国电影一季度圆满收官 二季度开门见喜

重新审视淡季需求 市场已入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杨雯

由加拿大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
科幻巨制《沙丘2》正在中国内地上映。近
日，在由万达电影及旗下线上衍生品平台

“好集了”、中信出版集团、《科幻世界》杂
志社联合共创的“科幻史诗、传奇再临：

《沙丘2》IMAX四城特别观影暨阅读导赏活
动”上，知名科幻作家任青、《看电影》杂
志主编阿郎、影评人严蓬等，围绕电影技
术、科幻文学之美等话题，深度解读与探讨
了科幻艺术的当下与未来。

与会者认为，从整体来看，“沙丘”系
列会是科幻电影史上的经典系列，在未来会
被经常提起、分析、研究，这是必然的事
情。所以，严蓬认为，我们正在见证一个科
幻电影经典系列的诞生。“已经有好长时间
没有优秀的系列科幻电影出现了，诺兰导演
拍的 《星际穿越》 等都是单部的。”严蓬
说，近些年，真正能跟“沙丘”系列相比
的，大概仅有“黑客帝国”系列了。

严蓬谈道，海外有很多媒体评价，基本
把“沙丘”系列和“指环王”三部曲、“星
球大战”三部曲相提并论。特别还提到，

《沙丘2》跟《星球大战2：帝国反击战》非
常近似，《星球大战 2：帝国反击战》 也是

“星球大战”系列中评价最高的一部。
“当前的好莱坞大片，已经远远没有了

上世纪90年代或者2000年时期的观感，因
为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它极大地僭越了电
影语言。在进入2000年、2010年之后，全
世界的电影语言基本没有进步，只不过有
一部分电影人把电影技术进步当成电影语
言进步。”阿郎强调，丹尼斯·维伦纽瓦跨
过了电影技术所谓科学的表达，回到了电
影艺术的本体，找到了驾驭电影技术的方
法。他就像影片中的保罗驾驭沙虫一样在
驾驭电影技术，从 《焦土之城》 到 《边境
杀手》，再到 《降临》，其导演手法发生了
巨大变化。

而谈及导演拍摄《沙丘》时有哪些值得
我们借鉴之处时，任青认为，一方面，丹尼
斯·维伦纽瓦是一个比较善于影像化叙事的
导演，而不是通过对白展现一些科幻的设定
或者是科学元素。举个例子：巴特勒圣战之
后，帝国强行“训练”人类，让他们长期吸
取香料，培育出了门泰特等强化的人工智能
体 （注：类似人型计算机）。对于这样一个
复杂的设定，导演在电影中没有进行解释，

《沙丘》第一部中只用了一个镜头——让角
色通过翻眼的方式思考，曝出数据计算、财
务统计的问题，这就是他对门泰特的展现。

另一方面，影视化叙事不但要让大家看
得懂，还要让大家喜欢看。虽然科幻小说的
核心读者是科幻爱好者，但是电影讲究票
房，特别是科幻大片如此大的投资，就要做
到让更多人共情。在这方面，导演在叙事
中，采取很多影像化的形式，把科幻部分展
现出来，比如像惊悚片一样让人慢慢凭空升
起等，这些都是为了让普通观众产生更多共
鸣所采取的手法。虽然是些小手段，但是也
体现了导演对科幻改编电影的理解，以及对
观众的了解。

此外，导演和编剧通过高超的人物塑造
方式，让需求各不相同的观众喜欢上这个
故事或者找到各自感兴趣的点，为科幻电
影收获了更大范围的观众。“这对科幻文学
作品进行影视化改编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小说作者要有一种编剧思维，而编剧要有
作者的思维，这样才能把科幻题材与IP拓
展、影视化表达等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任
青说道。

“在我看来，出色的科幻电影应该是沉
浸式的，应该是让观众进入一个世界观当
中，而不应该是体验一段故事情节或者代
入一个角色身份。当然，如果能做到后
者，那也会是很好的科幻电影，但是，我
认为，最高级、最出色的科幻电影一定是
能够引导观众进入到神奇的科幻世界中。”
严蓬补充道。

“沙丘”系列引关注——

经典改编有妙招
□本报记者 李美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