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读书日前夕，4月21日，第七季
“多多读书月”如约开启，为期一个月。
读书人“突击拼书”的时候又到了。

经过此前六季的沉淀，本季读书月
活动深化知识普惠战略，邀请平台千余
家图书店铺参与，以亿元读书基金叠加
官方补贴的方式，首次对上万种图书产
品进行源头直补。

与此同时，本季读书月活动还联合各
大出版社优中选优，精选 1000 本经典著
作，直接补贴500万册，其中包括国内外
知名作家经典书目，从诺贝尔文学奖、茅
盾文学奖、布克奖、普利策奖等奖项中遴
选的书籍，去年在多个年度榜单中霸榜的
图书，以及对社会运行规律给予诠释的社
科哲学类书籍等。

“多多读书月”是拼多多2021年4月
起发起的一项大型知识普惠行动，联合国
内权威出版社、图书出版公司等，建立亿
元级读书基金，补贴优质、经典图书，为
消费者提供平价正版好书。3 年多来，

“多多读书月”已逐渐成长为国内图书市
场的一大 IP 活动。活动期间，读者在拼
多多搜索“多多读书月”即可参与。

如今，“多多读书月”已是越来越多
人图书消费的重要方式，甚至有人将之提
前列入年度消费预算。“全民阅读的重点
是全民，我们希望持续加大对优质图书产
品的补贴广度与深度，让更多人能够享受
知识普惠的福利。”“多多读书月”项目负
责人表示，“我们也将继续为构建一个高
效、透明的正版图书供应链体系而努力，
推动实现消费者与出版商的互利共赢。”

老朋友+新玩家
补贴书商首次突破千家

此前每季有上百家出版社及图书公
司参与，而本季有上千家图书公司加入
这场补贴盛宴。“首次突破千家”正是本
季读书月的最大亮点之一。

本季读书月为广大消费者选取了“春
日书单”，其中包括国内外知名作家经典
书目，比如加缪的《鼠疫》；从诺贝尔文
学奖、茅盾文学奖、布克奖、普利策奖等
奖项中遴选的图书，比如卡夫卡的 《审
判》；因电视剧大火而热卖的《繁花》；以
及《芯片战争》《人论三题》等社科哲学

类图书。
今年是博库图书时隔多年再次参加读

书月活动。博库网是全国知名的综合性图
书销售服务商，在拼多多开设旗舰店已有
4年时间，目前最受平台消费者欢迎的图
书品类是文学小说和学习用书。此次读书
月“首秀”，他们准备了卡夫卡的 《审
判》、豆瓣高分经济理论书籍《就业、利
息和货币通论》、平克·弗洛伊德传记《无
尽之河》等经典文学、社科类书籍。

“‘多多读书月’的行业影响力不断增
大，我们的参与意愿很强。”博库图书店铺
负责人很看重这次活动，“很有价值和意
义，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阅读的重视，也是
我们自我展示与推广阅读的重要机会。”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自 2021 年入驻拼
多多以来，文艺、社科、古籍等图书品类
广受平台用户欢迎。如今，他们已参加过
五季读书月，是读书月的常客。

“每年两次的‘多多读书月’活动对
我们店铺的图书销售有很大的帮助，两季
读书月都是店铺每年的销售高峰期。活动
推荐的很多书籍都受到了读者追捧，销量
也比平时增加了很多。例如《卡拉马佐夫
兄弟》《置身事内》《唐诗鉴赏辞典》《南
北战争三百年》《重走：在公路、河流和
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等图书在上一季读
书月期间销售超过5000册。”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店铺负责人说。

面对本季读书月的众多新玩家，上述
负责人认为是一次全新挑战。本季，他们
为读者带来了《伦敦城记》《好书是可以
读一辈子的》《敦煌画卷》 等艺术、历
史、社科品类的优秀作品。

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平价正版
图书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从2021年4月首
季活动上线至今，“多多读书月”已连续
举办六季。其间，拼多多联合北京大学出
版社、未读图书、商务印书馆、天地出版
社、作家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果麦、理
想国等上百家权威出版社、图书策划公
司，累计补贴逾 6000 种、2600 余万册精

品好书。

好服务+多实惠
助力图书消费升级

“多多读书月”行至第七季，在其带
动下，3年多来，拼多多图书类目消费保
持较快增长，更多高质量的图书产品被消
费者看见并喜爱，而爱书之人也收获了更
多实惠。

“近年来，平台各年龄层读者购书热
情高涨，用户需求呈现个性化、多元化的
趋势。社科经管、艺术哲理、文学小说、
历史传记等需要沉浸式阅读的书籍备受欢
迎，自我提升、考学教辅、养生保健等功
能性、实用性书籍的销量也长盛不衰。”

“多多读书月”项目负责人说道。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第二十次全国

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显示，2022 年我国
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为81.8%，人均纸
质图书阅读量为4.78本，其中0至17周岁
未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11.14 本。
45.5%的成年国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
书阅读”，而超过六成的国民对自己这一
年的阅读情况表示“不满意”或“一般”。

据上述负责人观察，平台的图书消费
正呈现出更多改善升级需求。例如，部分
经典文学、社科、传记作品常年热销，其
中，精装版、签名版成为消费亮点。同
时，立体书、有声书，尤其是备受儿童喜
欢的点读套装等产品，销量增长明显。

“一些‘高颜值’书籍甚至开始作为家居
产品而受到年轻消费者的追捧。”

本着“消费者需要什么，平台就补贴
什么”的原则，本季读书月活动将补贴图
书产品的品种从此前的千余种扩容至上万
种，覆盖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少
儿、经济、管理、商业、艺术、科普等领
域，满足更多地域、更多层次人群的不同
需求，力争更大范围的普惠。

除了提供更多实惠，“多多读书月”
还持续改善图书服务，让广大爱书人敢消

费、愿消费。目前，参加读书月的图书商
品都拥有百亿补贴频道的“安心买 随心
退”服务作为标准配置。这意味着，购书
者将自动获得平台提供的“品质险”，同时
还享受全场包邮、买贵必赔、48 小时发货
等服务。对于图书运输过程中的书角磨损
等问题，平台书商也会第一时间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部分退款或退货退款等处理。

此外，去年7月，拼多多开始在新疆
地区推行快递免费送货进村服务，将末端
配送网点与消费者的距离进一步缩短至2
公里内，签收时效压缩到24小时。图书
是新疆包邮进村服务覆盖的重点类目之
一。得益于此，今年3月，新疆地区图书
订单量超过 100 万单，同比增长 80%左
右。本季读书月期间，包邮进村服务已覆
盖的新疆区域也可享受与江浙沪等“包邮
区”相同的知识礼遇。

“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拼多多
连接着最广泛的读者和书商，通过加大补
贴力度、完善配套服务机制，‘多多读书
月’希望助力图书下沉，让消费者买到便
宜、放心的好货；也让有价值的图书得到
更好的曝光，推动更多平价正版好书上
架，践行全民阅读。”“多多读书月”项目
负责人说道。

第七季“多多读书月”联合千余家书商
首度补贴万余种图书产品

□李雪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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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历史上
首次举办的“国际会客厅”，4
月 19 日，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国际会客厅”的系列活动
吸引了数百名中外产业人士，与
会嘉宾共同探讨了中国电影产业
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并交流了中
国电影进一步走出国门、融入世
界的实现路径。

商业价值是发行关键

在“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经验
与愿景”论坛上，与会嘉宾分别
从商业价值、受众、平台和发行
策略四个方面分享了各自在中国
电影海外发行中的具体实践。

针对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的商
业价值，新加坡公司 Anticipate
Pictures 的首席执行官郭明昇表
示，该公司一直致力于将中国艺
术电影推广至海外，无论艺术电
影还是商业电影，海外发行都需
要考虑影片的商业价值，同时考
虑什么样的受众会受此吸引。他
认为，中国电影有很多，“我们更
需要从中仔细甄选，挑出精品。作
为买家，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需
求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思考观
众会去选择什么样的影片。”

针对中国电影在海外发行时
的目标受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
公司 Westec Media 区域内容主
管李维薇认为，中国电影的国际
发行发展迅速，实际潜力巨大。

“应该抓住机会，充分考虑目标
市场的观众需求，以及他们对本
地化的接受程度，借此推广中国
电影。”

针对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的渠
道和平台，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
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冯伟表
示，在过去，一些带着很浓郁中
国元素的电影，如《卧虎藏龙》《英
雄》《十面埋伏》等，都在北美创下
了破纪录的票房成绩，体现出海
外市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然

而，之后的一些影片却稍显沉寂，
可能是因为海外观众对功夫片有
一定的审美疲劳。冯伟强调：“中
国影片要从华人市场走向北美市
场，可以通过主流发行平台或者
展会推广，因为那里还有很多机
遇值得挖掘。另外，中国电影发
行不要局限于院线发行，以网飞
和迪士尼为首的流媒体的用户群
体非常庞大，这些线上平台渠道
都是很好的机会。”

针对中国电影目前的海外发
行策略，法国公司 mk2 国际销
售主管昆汀·博汉纳表示，与不
同导演合作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和策略，这样才能把优秀的中国
影片带给全世界的观众。他举例
说，自己曾经在戛纳国际电影节
上看到了魏书钧导演的作品，其
艺术水平之高令人震惊。“但考
虑到影片本身的知名度和进入国
际市场的条件，进行大范围的投
放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便充
分抓住了电影节的机会来进行推
广。但如果是贾樟柯导演的作品
就不同，他本身的国际知名度就
很高，所以我们直接进行了预
售，并采取竞争制的选片。”

海外市场需要精耕细作

在对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现状
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后，与会者
还分享了各自对中国电影走出国
门、面向更多观众的期待和愿景。
他们纷纷表示，中国电影在世界
各地市场均有巨大潜力，但需要
种种具体策略的支持，海外市场
需要精耕细作，才能获得更好的
反馈。

精耕细作的方法之一，是成
立发行基金。英国公司 Trinity
CineAsia 的联合创始人塞德里
克·贝雷尔表示，相对而言，中国
电影工作室的竞争力还需进一步
提升，尤其是海外曝光度方面。
为越过这些障碍，可以成立发行

基金提供支持。方法之二，是重
视分析目标受众。郭明昇认为，
当下正处于一个万物互联的世
界，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途径看
电影、了解电影。在这样一个竞
争激烈的环境下，选什么样的影
片，最终还是取决于目标群体。
方法之三，是打破语言障碍。李
维薇表示：“我们一般发行华语片
都是两个版本，原声版和配音版，
而我们的观众都倾向于配音版，
这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方法之
四，是重视全球化内容。在冯伟
看来，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核心
在于要如何用全球化的语言来表
达中国故事。“中国曾经也有一大
批导演到美国来做人才交流，在
这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但
是，中国电影的编剧能力还需进
一步培养，如果能把故事的类型
化做到极致，那么，就很有希望。”
方法之五，是重视媒体和院线合
作。昆汀·博汉纳认为：“中国的
艺术片需要国际媒体的宣传，当
把美国作为目标市场时更是如
此，比如先在少数影院进行试映，
之后再根据情况进行拓展。”

求同存异更利于推广

在“中国电影在海外电影节
的发展机遇”论坛上，来自七个
国际电影节的主席、选片人一同
分享了电影节对所在国家和地区
电影产业的促进作用，并探讨了
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亮眼
表现及未来更多可能。

东京国际电影节主席安藤裕
康介绍，去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有
95 位中方嘉宾、12 部中国影片，
这些中国电影作品十分优秀，其
中顾晓刚导演的第二部作品《草
木人间》值得一提，其不俗的水准
使得导演获得了黑泽明奖。

塔林黑夜电影节创始人、主
席蒂娜·洛克表示，塔林黑夜电
影节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源

于北欧，虽然面对的市场量级较
小，但同样能在选片过程中看到
许多国际电影、接触国际团队。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电影节上都
会有许多中国电影作品，并且数
量不断增加。

马塔布拉塔国际电影节主席
费尔南多·胡安·利马表示，马塔
布拉塔国际电影节作为南美最重
要的电影节之一，它希望强调文
化、公众接触的重要性。“我们
有国际竞赛单元，重视国际运
营。我非常喜欢中国导演张律执
导的影片《白塔之光》，电影中
有许多本地元素，这些美丽的北
京元素可以触动心弦，而电影传
达的价值观也是人类所共享的，
比如父子之间的联结。”

在里约热内卢国际电影节主
席伊尔达·圣地亚哥看来，北影节
一直在致力于推动中国电影走向
海外，而里约热内卢国际电影节
也一直在推动巴西电影走出去，
双方存在诸多共同点，也有着一
致的目标。“我不说‘选择’电影，
我说‘推荐’电影。因为我爱多元
文化，我爱不同的电影，在世界不
同角落求同存异有利于电影的推
广。”她表示，“里约热内卢国际电
影节在今后会选择合适的影片，
让中国电影走出去，和巴西观众
产生更多联系。我们也会把中国
电影人请到巴西，让我们更了解
彼此。”

柏林国际电影节华语选片
人、香港国际电影节电影业办公
室总监王庆锵认为，香港国际电
影节在推广中国电影的过程中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电
影迈向国际的“前哨”。

“我们希望通过北影节平台，
让产业的各个环节找到用武之
地、寻求发展。同时，未来我们会
继续走出国门，带着更多演员、
影片、厂家‘出海’，参加国际
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
会办公室执行副主任崔岩说道。

“国际会客厅”献计中国电影“出海”
□本报记者 李雪昆

作为国家文艺院团，中国国家
话剧院（以下简称国话）已经走过
了 82 个春秋。国话的办院方针十
分明确，即坚持“中国原创”“世
界经典”“实验探索”三条创演之
路并驾齐驱。

在国话首部戏剧电影《抗战中
的文艺》发布会上，老、中、青三
代国话人同聚于中影国际影城党史
馆 CINITY 影院，追忆往昔的同
时，更有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演
员代表分别谈了在片中怎么饰演人
物、人物之于演员的成长以及个人
在国话的点点滴滴等话题。通过观
影及交流，观众不仅深受抗战时期
文艺人精神的洗礼，更了解到影片
背后演员表演的心路历程。其中，
鲁迅的饰演者段奕宏深有感触地
说，面对塑造鲁迅先生这样的巨
人，“我好难呀！谢谢您 （《抗战
中的文艺》 导演田沁鑫——编者
注）给我这次机会，让我看到相信
的力量、戏剧的力量、创作者的力
量……通过《抗战中的文艺》，我
感觉到，要有承受被骂、被否定的
勇气。只有不断成长，才能迈进高
级的表达。演员有责任带领观众

‘迈进理想’‘迈进高级’。”聂耳的
饰演者罗一舟用聂耳的原话——

“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其生活的
创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
伟大的作品”来激励自己和同行，期
待在未来能扎扎实实地扎根于生
活，扎扎实实地投入到创作。这样
的交流，对观众了解影片有着强大
的助益作用。

聚焦到影片本身，观众看到的
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时代故事
片，更能通过故事的情节、演员的
表演和戏剧、电影两种艺术手法的
综合运用，看到鲁迅、茅盾、巴
金、老舍、夏衍、田汉、洪深、丁
玲、曹禺、郭沫若等一大批抗战时
期文艺人的身影和故事，了解到
1931 年至 1945 年间中国人民所经
历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人生。

该片与一般的戏剧电影有所不

同，其更加突出戏剧本身，演员甚
至还带着“麦”，表演时有话剧的
在场性。但它又不是一般话剧的录
像化，镜头语言的贴切运用、光影
效果的适时表达，都让观众看到了
一个个若在眼前的伟人。从中，观众
可以明晰地捕捉到导演田沁鑫的良
苦用心，即以多媒体影像空间的表
达，去拓宽话剧的叙事空间和维度，
让观众看到抗战时期的文艺界和文
艺人群像，而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
人。歌队形式的叙事，是戏剧最擅长
的表达方式，但是在电影中并不常
用。《抗战中的文艺》很好地延续了
话剧中对歌队的运用，用歌队“跳
进跳出”并承担讲述人等方式，弥
补了群像式叙述的不足。

编剧团队秧禾之文工作社在面
对浩如烟海的抗战史料时，能够系
统、全面、客观地进入历史。在话剧
版的演出中，该剧的定位是相当明
确的，即“文献话剧”。改编为戏剧
电影后，该片的“文献性”有了更强
大的托举关系，即“镜头”的细腻与
真切，“梦工厂”的梦幻与真实。

《抗战中的文艺》虽是国话首
部戏剧电影，但是这种“舞台+影
像”的表达方式却是国话较为擅长
的。近年来，国话相继推出的《直
播开国大典》（2021）、《英雄时
代》（2021）、《初生》（2023）等作
品，以及国话搭建平台并由其他青
年导演执导并上演的话剧，如

《裁·缝 （老顾篇）》《流光容颜》《唧
唧复唧唧》等，都采用了镜头语言深
度参与戏剧创作的方式，实现了“舞
台”与“影像”的多重融合。这是话
剧创新表达的一条支脉，也是戏剧
与科技融合、舞台与镜头融合的探
索与尝试。这种尝试也许有些许的
不完美，但是体现了时代诉求，是值
得深入挖掘的富矿，《抗战中的文
艺》正是多次厚积之后的薄发。仅
此一点，它在戏剧史上和电影史
上，都值得一书。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
化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抗战中的文艺》：

炽热笔触再现峥嵘岁月
□景俊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