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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长春，到处洋溢着一派丰收的
景象，第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而
至。5 天时间里，中国电影人重回“摇
篮”，寻梦、逐梦、筑梦，共襄华语电影
盛举，共议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作为中国电影的一大类型，动画电影
这两年在内容题材、呈现技术、营销生态
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23 年，
14部中国动画电影票房破亿，《长安三万
里》以18.24亿元领衔。面向未来，动画
电影又要如何创新表达、继续突破？在本
次电影节上，来自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从
业人员及专家学者就此展开了讨论。

改变迫在眉睫

“今年以来，电影界砥砺前行，推动
元旦档、春节档、清明档、五一档创造新
的票房纪录。”在电影节期间举办的第七
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上，中宣部电影局
常务副局长毛羽在发言时说道，“中国电
影与广大观众的需求还有很大距离，我
们要看到潜在的危机。进入暑期档以
来，尽管有百部左右的影片进入市场，
但市场的表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与去
年同期相比，观众人次、票房均下降
22%，凸显出中国电影的深层次、结构性
问题。可以说，危机已经到来，改变迫在
眉睫。”

这一点在动画电影上也得到了验证。
暑期档历来是动画电影的大票仓，国产动
画电影刷新影史票房纪录，几乎都是在火
热的暑假，比如《哪吒之魔童降世》《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长安三万里》。据不完
全统计，今年暑期档至少上映了13部国
产动画电影，在数量上与前几年差别不
大。然而，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却表
现平平，此前被看好的 《白蛇：浮生》

《落凡尘》，也没能续写去年 《长安三万
里》 的票房佳绩。可以说，无论主题表
达、故事题材，还是长期的 IP 运营，国
产动画电影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中，人才短缺是一大难题。正如
毛羽所说，中国电影的创作人才严重匮
乏，相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有影响力
的编剧、导演、制片人屈指可数，与作
为内容产业的电影严重不符。

业界、学界也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
并开始行动起来。吉林动画学院执行院长
刘振华介绍：“2000年吉林动画学院建立
之初，动画还是新兴的专业。2014 年，
吉林动画学院出品了第一部院线动画电影

《青蛙王国》，10 年内陆陆续续拍了第二

部、第三部、第四部。”他表示，大家已
经看到整体市场的变化，正在深层次地思
考动画人才的培养问题。“技术问题好解
决，但是创意问题却不那么好解决。我们
怎么在创意上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是
要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不是一拍脑门就能
完成的。”

讲述中国故事

在毛羽的发言中，特别提到了《熊出
没：逆转时空》，称赞其取得了较好的票
房成绩，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他由此
希望，中国电影新力量回到电影的本源，
从故事入手，发现更多值得讲述并且观众
也愿意观看的好故事，努力掌握好用电
影讲故事的手艺和技巧，并真诚地在故
事里注入一种对人生根本价值的认识。

“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上
名列前茅的中国电影，恰恰是故事讲得
好、主流价值观与商业类型运作结合成
功的电影，这理应成为中国电影新力量
努力的方向！”

从近些年涌现的优秀动画电影来
看，大多是基于神话传说及传统文化题
材，如《哪吒之魔童降世》《新神榜：哪
吒》《新神榜：杨戬》 取材自 《封神
榜》，“白蛇三部曲”来源于中国民间传
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创新了《西游
记》中孙悟空的故事，此外，还有以《长
安三万里》《大鱼海棠》等为代表的历史
及典故新说。

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总裁于洲认
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创故事之于传

播中国文化拥有天然优势。不过，这需要
拥有“讲故事”的能力。“很少有观众会
说制作穿帮了，因为观众一般不懂技术，
而讲故事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观众会反
馈故事讲得好不好。”

在好故事的吸引下，现在越来越多的
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走进电影院。“之
前喜剧片、剧情片、爱情片的票房比较突
出，动画片比较靠后，但在 2023 年，动
画电影的票房排到了前三位，观众的认可
度越来越高，讨论度也越来越高。”小桌
电影总经理董令仪介绍，最近在《白蛇：
浮生》 路演中，甚至看到了不少“10
后”的小朋友，虽然他们年纪小，但是已
经能够理解 《白蛇：浮生》 中的中国故
事，以及背后呈现的传统文化。

“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动画电影是一
个非常好的载体，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
内容可挖掘，作为真人电影有很多限制，
但是动画电影有特别好的点是可以承载很
多想象力，可以通过制作手段和技术呈现
出来的。”董令仪认为，在动画电影里，
可以呈现诗词、音乐、舞蹈等各个层面的
内容，极大地丰富创作表达。

发挥“长尾效应”

当前，正是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好
时节”。于洲认为，中国市场不仅规模
大，而且还有着数量可观的屏幕数、观众
数，这样的市场土壤会给创作者提供很多
机会。

随着新技术的更迭加速，动画电影迎
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们一直说电影是

艺术和技术的结合，技术水平的提升会
给内容创作提供更广阔空间。”中影科
技 （北京）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雨谈道，
观众对于观影感受、视听感受的追求一
直在不停提升，产业内部一直在不停
创新，大家都熟知的银幕，从放映端角
度都在努力提高，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体
验享受。

“中国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使得各
地都有很多的典故和故事、古迹。”于洲
说，好的电影能够产生更多的“长尾效
应”，比如我国某地原本不是传统的旅游
城市，但是因为一部动画电影的传播，游
人比以往翻了好多倍。

这一点，也跟毛羽所倡导的产业变
革不谋而合。毛羽提到，全行业要走出
今天的困境，再一次获得赞许与尊敬，
仍然需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
力，仍然需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丢
掉怨天尤人的“等靠要”思维模式，靠
自己的进取去改变。其中一条就是“用

‘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理念，将电影的拍
摄景观所引发的观众向往迅速转化为像
迪士尼、环球乐园及横店片场、车墩黄
河路一样的人潮涌动，从而扩展产业链
的效益”。

“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中国电影文化
传播”是基于全产业链、多角度的优化
与提升，不断涌现的丰富题材及表现形
式赋予了中国动画电影更多可能性，高
效的视觉表达、本地化的影片营销以及
优质的放映体验，正为动画电影讲好中
国故事、做好中国文化传播发挥着重要
的助力作用。

第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关注国产动画电影发展——

亮点与难点并存 机遇与挑战同在
□本报记者 张席贵

以外卖骑手为主人公的现实题材影片
《逆行人生》正在上映。该片聚焦新经济形
态下的代表性职业，以主人公高志垒中年失
业转做外卖员的经历，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
事业和生活重新出发的故事。与预期票房
成绩的落差相比，该片从宣发阶段就开始
的争议和口碑分化似乎更引人注目。这其
中，既包含部分观众对影片创新性和深度
挖掘的更高期许，也与某些社会心态下的
情绪输出有关。由此可见，观众对于现实
题材文艺作品的期待，不止于反映现实生
活和温情抚慰心灵，还要有深入的剖解和
持续的追问。

《逆行人生》 开场节奏轻快、叙事洗
练，通过一组快切镜头勾勒出大城市中产家
庭的平日清晨图景：人到中年的高志垒前一
天在客厅加班睡着被闹钟叫醒，作为全职主
妇的妻子在给全家准备早饭，即将升入国际
学校中学部的女儿和已经退休在家的高志垒
父母团坐在餐桌前。难得的轻松过后，影片
开始转入正题：身负一大家子开销重担的高
志垒，在匆忙赶着早高峰到达大厂公司上班
时，却意外收到自己被“优化”的通知，多
方求职无果后加入外卖骑手行列，自此开启
为按时如数上缴月供而艰辛“骑行”的养家
历程。

值得肯定的是，《逆行人生》主创团队
对于外卖骑手这一职业群体的调研是充分而
扎实的。这点从影片精准选取情节展现职业
特性、工作场景贴近现实可以感受到。影片
中，高志垒从一开始跌跌撞撞地跑单，遭遇
各种碰壁和辛酸，到一点点虚心求教，逐渐
摸到外卖门路，再到借助自身技术优势开发
出“路路通”APP，开足马力一路跑成“单
王”的情节主线，建立在扎根现实的情节和
生动细腻的细节上。观众在跟随高志垒一趟
趟往返于不同商户与顾客间的跑单中，深切
了解并体会到这一职业群体日常工作的不易
及其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影片以更加全面立
体的角度，展现出外卖骑手通过提供即时配
送服务，有效支撑现代都市的快节奏生活，
满足居民便捷化、多样化服务需求的全貌。
从这个角度来看，影片对于社会大众提升对
外卖骑手的认可和尊重的积极效果是立竿见
影的。

除了情节设计和细节展现，《逆行人
生》的人物群像也颇具代表性。高志垒进入
外卖行业后，影片跟随他的视角展现了大
黑、老抠、大山等外卖骑手的故事。大黑作
为“单王”，业务出色、性格内敛，老抠看
似计较、心地柔软，大山青春阳光、热情开
朗。影片中还有上了年纪的、带着孩子的、
聋哑的外卖骑手等，这些人物的身后，是全
国1300 万外卖骑手的庞大群体，他们是普
通劳动者为了生活而努力奋斗的缩影。

不过，影片在整体人物设计上堆砌起来
的“悲苦”，难免会让部分观众有“消费苦
难”之感。比如，高志垒遭遇了现实困境的

“三面围攻”：还月供房贷、给瘫痪父亲做康
复以及为女儿交国际学校学费，大黑拼命送
单的内在动力是为了给接自己转单而遭遇车
祸的同事偿还医疗费，老抠是为了给自己患
白血病的小女儿筹钱动手术……实际上，外
卖骑手选择这个职业并为之辛苦付出不仅仅
是为了偿还各种债务，背后还承载着他们对
美好生活的期望，以及实现更多自我价值的
渴望，这一积极、正向的描写在影片中落笔
不多，是为一大缺憾。

不论是小人物努力与现实抗争的精神心
态，还是“上有老，下有小”负重前行的中
年危机，抑或是经济增速下行生活压力加大
的现实境况，影片都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观
众的情感和心理需要。但是，影片也有意无
意避开了现实情境下真正的矛盾和真实的痛
苦，反映了现实题材创作的困局。其实，归
根结底，好内容才是文艺创作安身立命之
本，现实主义才是现实题材创作的内在筋骨
和真正底色。

《逆行人生》：

既要有温度
也要有筋骨
□晓筠

今年暑期档已经落下帷幕，不足120
亿元的总票房与去年同比出现了大幅下
滑。在业界、学界反思影片自身的内容、
品质、热度的同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
一只“隐形的手”——舆情。

舆情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近年
却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电影市场。只是今
年暑期档来势尤为凶猛，将多部影片卷入
话题旋涡之中。不久前，阿里影业总裁李
捷更是公开发文称：“这两年的电影投资
较大的风险已经不只是内容质量、题材故
事、演员演技，而是各种角度出现的舆
情，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力量，很多
片子深受其害。”

对此，《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采访了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请
其分享了对这个游离在选题故事、主创班
底、后期制作、宣发营销等传统因素之
外，能够左右电影票房成绩的“新兴力
量”的看法。

侮辱性极强，伤害性也很大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舆情对电影
产生影响，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受明
显的？它与正常的电影批评有什么区别？

饶曙光：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和电影市场的扩大，舆情一直存在，也一
直对中国电影产生着影响。

不客观的舆情往往是一种负面的炒
作，是一种非专业的、非善意的现象，它
对电影创作、电影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因为很多批评完全与电影内容无关，更多
的是对影片的一种偏见，并且借助、滋长
了社会的一些情绪。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今年暑期档
的热门影片中，除了《抓娃娃》算是正常
发挥，其他影片，尤其是 《逆行人生》

《解密》《异人之下》 与市场预测有较大
差距。您觉得，这背后有没有舆情推动
的作用？

饶曙光：在我看来是有的。比如《逆
行人生》，很多人在没有看影片之前就提
出了断章取义的批评。又如《解密》，很

多评论并不是针对影片本身进行专业的、
深入的讨论，而是对导演个人进行的一些
炒作。

中国电影的底线是向善，不管电影表
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用什么样的方式，
其价值观都是向上的，给人以更多的希望
和看到光明的勇气。而很多不客观舆情攻
击的角度非常刁钻，对电影进行了莫名其
妙的解读和曲解，电影方难以招架甚至无
力反驳。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就目前很多
电影的情况来看，一旦舆情出现问题，那
么不论其有多么优秀的品质、多么强大的
阵容、多么正向的主题，似乎这些瞬间都
变得毫无意义，影片直接被观众打入冷
宫。对此，您怎么看？

饶曙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强
调不客观的舆情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
是极为负面的，不仅侮辱性极强，伤害性
也很大。一旦被舆情绑架，就会割裂行业
内的同行信任，挫伤创作者的热情，也让
投资方望而却步。

电影产业发展到今天，面临着各种各
样的新挑战，还要与其他娱乐形式竞争，
已经禁不住任何内耗。如果不良舆情持续
干扰下去，电影的未来是堪忧的。

意见的底线应是向善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对电影而

言，批评从来都是相对容易的。毕竟，再
好的电影，也总能从某个角度找到它的短
处。那么，这个过程中，又该如何平衡批
评与不良舆情呢？

饶曙光：对电影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
的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这些看
法和意见的底线也应该是向善的，而不是
恶意的为黑而黑。

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发表电影意见
时应该具有更多的专业性，能够理解电影
创作的苦衷，理解电影行业的苦衷。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能不能进一
步谈谈这种专业性。

饶曙光：早在 2017 年，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就发布了 《网络影评人七大公
约》。希望大家齐心合力，为中国电影健
康可持续繁荣发展，从大国走向强国营造
一个风清气朗的舆论环境。

其中包括：坚持说真话、讲道理，营
造开展网络影评的良好氛围；坚持实事求
是的批评，不庸俗吹捧、不阿谀奉承，不
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尊重每
一位观众喜欢或讨厌电影的权利；尊重观
众对电影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需
求；坚持以专业的精神，运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对电影做专业分析，以理服人，增强
公信力；无论优劣，认真对待每一部电
影，在没有看完全片的情况下，不正式发
表影评；坚决反对网络语言暴力，不用侮
辱性语言谩骂、攻击电影作品、创作者和

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
约定的这些内容现在仍然适用。

舆论环境建设人人有责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相比于电视
剧、综艺、游戏等文化休闲手段，为什么
电影对舆论似乎更加敏感，也更容易受到
舆情的影响？

饶曙光：电影本身是一种注意力经
济，其需要成为社会的热点和文化的热
点，以便在单位时间内争取更多的观众
走进电影院，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统一。

因此，舆论对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具
有较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创造积极的、正
面的、专业的、善意的舆论来关注电影，
为电影的发展营造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
现在全行业的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都在积极地行动起来。同时，也希望广大
观众能够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被一些不
负责任的言论带着节奏走。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鉴于今年暑
期档的情况，已经有部分从业者呼吁，对
造谣中伤挑动舆论、雇佣营销水军伤害电
影口碑和创作者声誉、令投资方合法权利
严重受损者，相关部门应该制定法规政
策，从严查处追究责任。您认为，为了控
制、阻止不良舆情对电影市场的继续干
扰，电影行业还应该做些什么？

饶曙光：我们有 《电影产业促进
法》，有“十四五”电影发展规划，完全
可以依法治电影、以规治电影，而不是以
舆情治电影。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电影也
不能唯舆情独尊、被舆情牵着鼻子走，而
应该有行业规则、行业标准，尤其是专业
的评价话语体系。

现在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期，电
影研究界、评论界应该努力地发声，齐心
协力为整个电影行业、电影产业的健康发
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其实，不仅
是电影界，其他行业也都有舆情。因此，
对于舆论环境建设，电影人乃至全社会人
人有责，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舆情汹涌，电影如何杀出重围
□本报记者 杨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