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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

11月16日全国上映的电影《戴假发的
人》，此前每放出一版预告，总能吸引人们
的目光并引发疑问。影片中的父子关系为
何如此紧张？孟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
那顶假发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重重
疑问为影片蒙上厚厚的悬疑色彩。

电影 《戴假发的人》 由董越编剧、导
演，黄晓明、王影璐领衔主演，李丛喜、
黄璐主演。这部影片和董越导演的首部长
篇电影 《暴雪将至》 一样以犯罪类型为切
口，揭示人性的复杂。

真实故事改编激发情感共鸣

电影 《戴假发的人》 的故事是新颖有
趣的，影片聚焦受困于家庭出身的孟中，
他经历多次法考失利的坎坷，苦苦寻求出
路无望，心底藏着对成功的渴求，也藏着
隐秘的家庭创伤。一次意外的碰撞点燃罪
恶，从此善恶交锋，他的内心再无平息。
多年后功成名就的他，选择做公益律师帮
助弱势群体，借此寻求内心的安慰。电影
通过孟中这一角色，展现人性的复杂纠结。

影片中，黄晓明饰演的主人公孟中成
长于底层家庭，父亲将振兴家族的重任寄
托在孟中身上，他后来所面对的人生选择
并非全部出于本心，而是大半来源于父亲
的期望。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孟中有一种
天然的“敏感多疑”及“纠结不安”的复
杂性格。

身处当下的社会，每个人都或多或
少地受到他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个人
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孟中的影子。电
影 《戴假发的人》 改编自真实故事，董
越告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故
事源于自己一位朋友的真实经历，唤醒了
自己某些青春挣扎的记忆。“上世纪 90 年
代末的年轻人，未来可选择的路有限，努
力考试、多次考试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迷茫，影片中的孟中也
是如此。”

影片中，戴假发的人究竟是死是活？
究竟是不是自己的过错？这成为了孟中的
心魔。四次法考上岸的孟中成为一名公益
律师，熟读法律条文，为底层群体的权益
四处奔走。这样的身份设定，让更多观众
对于“一念两面，善恶共存”“作恶亦行
善，救人也杀人”有了更多思考。董越表
示，公益律师的身份设定，让孟中的负罪
感更加强烈，明显的对比也让影片整体有
了更多的戏剧冲突和探讨空间。

电影从片名开始便吊足了观众的胃
口。董越认为，影片中的假发是很有代表
性的，“假发是中年男人用来掩盖‘自我缺
陷’的一种手段，一种想继续驻留在‘青
春’的想象，充满着中年焦虑的意味。”董
越对为何选择假发作为影片的“麦格芬”
有着自己的思考。

复杂性格塑造扩充探讨空间

影片在悬疑犯罪的类型中融入了很多
当下比较热门的社会议题。董越表示，影
片中展现的很多议题其实是“烟雾弹”，最
终目的都是为了将家庭出身对个人的重要
性体现出来。

影片中，在上世纪 90 年代，没有家
底、没有妻儿、没有工作的“三无”青年
孟中试图依靠考试逆天改命。面对社会的
欺辱忽视、原生家庭的残酷创伤，孟中始
终沉默忍耐，直到三度法考落榜的现实终
于让他彻底爆发。电影在悬疑、犯罪、背
叛、欺骗的外衣之下，探寻人在面对真实
内心时的挣扎，讨论人性的复杂，同时也
成功将“底层人物向上生长的艰辛”这个
深层议题展现在观众面前，“一生挣扎上岸
的当代青年”这个在时下具有普遍性的话
题也在这个故事中进行了艺术化的表达。

在谈及孟中这个角色时，董越表示，
孟中这个角色对演员的内心体验要求很
高，除了需要表演技巧，更多依赖生活经
历和生命感受。为此黄晓明做了大量生活
观察工作，在人物所处的真实环境中体验
角色的内心世界。此外，董越也在选择群
演、服装道具等环节精益求精，力求每一
处细节都与时代背景相符。对此他表示，
高质量的画面细节能够更好地表达电影主
题。《戴假发的人》通过描绘一个普通人荒
诞离奇的命运，探讨人性的晦涩和命运的
无常。

《戴假发的人》：

荒诞故事串起
“双面”人生

□本报记者 齐雅文

进入 11 月，国内各大 A 股电影上市
公司的第三季度财报均披露完毕。不出
所料，暑期档的溃败体现在了一份份成
绩单上：10 家 A 股上市公司中，除了北
京文化外，9 家公司营业收入全部出现
同比下滑；净利润也一样不容乐观，除
了北京文化和华谊兄弟外，8 家公司的
净利润同比降低。只有万达电影、中国
电影和上海电影三家在第三季度勉强实
现盈利。

暑期档票房表现不佳自然是第三季
度业绩表现低迷的重要原因。只不过，
若将目光放至今年的前三季度乃至第四
季度，情况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如今，
整个行业都在热切地盼望着新一轮产品
释放周期的到来，在此之前，如何熬过
这个冬夜、建设更宽广的业绩护城河是
摆在各家公司面前的现实问题。

暑期档哑火 三季度萧条

2024 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影总票房为
346.33亿元，同比下降24%。其中，第三
季 度 （7—9 月） 全 国 电 影 总 票 房 为
108.66 亿元，同比下降 43.76%，其中每
月同比分别下降38.4%、48.1%、48.5%。

作 为 第 三 季 度 中 最 重 要 的 档 期 ，
2024 年暑期档 （6—8 月） 表现逊色，实
现总票房 116.41 亿元，同比下降 43.6%，
其间仅有 7 月 16 日上映的 《抓娃娃》 获
得了超30亿元票房，其次是一部10亿元
以上票房的影片 《默杀》，而 2023 年同
期则有多部超20亿元票房影片，30亿元
票房以上有《孤注一掷》《消失的她》。

大盘的下行直接拉垮了公司的业绩。
1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3家公司实现了盈
利。若要细细算来，情况更为悲观——
万达电影是由于投资收益的带动，才勉
强实现了 0.55 亿元的净利润，若是扣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 公 司 的 扣 非 净 利 润
为-0.04亿元，实为亏损状态。

事实上，万达电影已经算是第三季
度特别活跃的公司。其参与出品、主控
发行的 《抓娃娃》 取得了累计票房超 33
亿元的佳绩，联合出品的 《解密》 和参
与出品的 《出走的决心》 也带来了不小
的惊喜。但同时，由万达影视参与出
品、主控发行的 《白蛇：浮生》 累计票

房成绩却创下系列最低，押宝的另外两
部重头影片 《解密》《异人之下》，票房
同样不理想。综合算下来，公司整体并
未能实现盈利。

亏损最为严重的当数博纳影业。这
家老牌民营电影公司自从上市以来业绩
就一直不太理想。本次财报季期间，公
司主控、主投的 《传说》 和参与出品的

《红楼梦之金玉良缘》，票房加在一起不
足 9000 万元，这也导致了博纳影业亏损
逾2亿元。

业绩反差最严重的则是光线传媒。8
月份半年报发布之时，光线传媒还是电
影上市公司中的“优等生”代表，以营
收和净利润双双同比翻倍的半年成绩领
跑行业。到了第三季度，公司业绩却表
现平平。这主要源于公司第三季度向市
场交出的作品皆为中小成本项目，其中

《从 21 世纪安全撤离》 累计票房仅 1.12
亿元。虽然光线传媒前三季度的数据还
是比较亮眼——营业收入为 14.42 亿元，
同比增长 55.37%；净利润 4.61 亿元，同
比增长 25.08%。但是主要还是在吃第一
季度《第二十条》的“老本”，后续并没
有更优质的项目。

三季报中“唯二”的惊喜，或许来
自久陷泥沼的北京文化和华谊兄弟。由
于近年来着力推动降本增效，持续优化
负债结构，华谊兄弟的债务和营业成本

均呈现下降态势，亏损规模进一步收
缩。不过在核心业务内容方面，华谊兄
弟的表现仍然不够理想。第三季度中主
控的《狗阵》《来福大酒店》两部影片累
计票房均未破亿。北京文化报告期内有

《异人之下》《一雪前耻》 两部影片上
映，虽然票房平平，可是对于底盘小、
业绩处于谷底的北京文化来说，仍然起
到了不小的拉动作用。

储备粮充足 多条腿走路

按照现在的市场走向，电影行业
2024 年总体业绩并不乐观。进入第四季
度后，国庆档表现也同样低迷，除了中
国电影的 《志愿军：存亡之战》 以 11.6
亿元票房夺得国庆档冠军之外，并没有
其他特别亮眼的影片。目前全年仅剩一
个热门档期，即从12月下旬开始的贺岁
档，但近年来贺岁档影响力逐年势弱，
至今没有重磅影片官宣定档。这也意味
着，电影行业若想在今年第四季度实现
业绩逆袭，基本无望。

今年是典型的电影小年，新片的上
映数量减少，观众的观影热情不高，票
房收入相对较低。这不仅是由于全行业
性的产能不足，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是多个头部体量项目因制作周期问题赶
不上年内释出。不过，从各家公司提供

的储备片单来看，2025 年新片供给有望
“跟上”。例如，中国电影的 《射雕英雄
传·侠之大者》《小小的我》，博纳影业的

《蛟龙行动》《克什米尔公主号》《智取威
虎山前传》《人体大战》，光线传媒的
《“小”人物》《她的小梨涡》《透明侠
侣》《墨多多谜境冒险》，万达电影的

《唐探1900》《蛮荒行记》《千万别打开那
扇门》《转念花开》，北京文化的 《封神
第二部：战火西岐》，上海电影的《小妖
怪的夏天：从前有座浪浪山》 等，都有
望在2025年集中上映。

除了积极储备优质项目，各家公司
也多管齐下，依托自身优势，试图改变
单一的业务结构，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

例如，万达电影结合各档期打造差异
化营销活动，结合重点影片紧抓精准客
群，拉动票房增长。同时，探索影院经营
新模式，打造了首家“花花世界”爆米花
专营店，通过创新的风味食材和互动消费
模式，打造可逛、可打卡的电影文化生活
新空间。此外，还与头部游戏《原神》开
展跨界联动合作，提高衍生品销售收入的
同时有效促进人次和票房转化。

上海电影有序推进大 IP 开发业务，
先后与光明乳业、星巴克、必胜客、宝
马等知名品牌在食住行玩等领域展开 IP
授权联名合作，并与《光遇》《决战平安
京》《永劫无间》等多款多类型游戏开展
联动，总传播曝光量超过30亿。

博纳影业正积极开拓电视剧市场，
由黄轩、王雷主演的剧集 《上甘岭》 于
10 月中旬开播，并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
绩。此外，博纳影业还大力发展 AI 技
术，推出的国内首部 AIGC 生成式连续
性叙事科幻短剧集 《三星堆·未来启示
录》7月在抖音上线。

光线传媒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电视剧
开发经验，目前 《山河枕》《春日宴》

《我的约会清单》等剧集项目正在开发过
程中。同时，公司艺人经纪业务稳健，
参与的扬州市空港新城影视文旅产业基
地片区开发建设 PPP 项目中的扬州影视
基地一期已投入使用。

电影行业虽遇小年，市场的活跃度
大大降低，但是，这也未尝不是一个调
整期，让行业积蓄力量，为即将到来的
旺季做好准备。

上市公司第三季度业绩集体滑坡：

电影行业正“猫冬”待春
□本报记者 杨雯

今年国庆档期间，由舞剧改编的电影
《只此青绿》在电影市场中脱颖而出，成
为口碑佳作，豆瓣评分高达8.0分。而早
在 2021 年，舞剧 《只此青绿》 便已亮相
舞台，其线下演出的足迹遍布众多城市，
至今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毕竟珠玉在
前，因看过舞剧《只此青绿》而先入为主
的观众，对电影版给出了褒贬不一的评
价。无论如何，从舞台上的人气之作，到
如今银幕上的口碑之作，这一转变所掀起
的热潮，正逐渐形成一种不断扩散并影响
深远的文艺趋势。

一一再现经典片段

戏剧艺术先于电影诞生，并滋养着电
影艺术。戏剧学者董建在其著作《戏剧与
时代》中提到，“电影在成长过程中，从
戏剧得到的滋养和支持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戏剧改编成电影并非新奇之举。
早在 1950 年，电影 《我这一辈子》 就改
编自老舍所著的同名经典话剧。之后，

《茶馆》《骆驼祥子》《月牙儿》《离婚》等
话剧也都被改编成了电影。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由赖声川编导的同名话剧电
影《暗恋桃花源》，不仅保留了话剧的精
髓，还通过电影的表现手法进行了创新和
升华。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也以
影像为媒介，用多层级的空间叙事和饱满
强烈的视听效果，讲述了有关信仰与牺牲
的感人故事。

此次，电影《只此青绿》的内容也以
舞剧为蓝本，由原班人马与多位优秀电影
人携手精心雕琢而成。影片在“展卷、问
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的
原有章节基础上，新增了“初见、听雨、
青绿、苦思”等篇章，通过一位故宫青年
研究员的“穿越”之旅，以“展卷人”的
视角，带领观众见证北宋画家王希孟创作

《千里江山图》 的过程。整部影片 89 分
钟，仍然以舞蹈作为主要表演形式，没有
台词辅助，仅靠肢体语言与音乐结合来塑
造人物，推动故事情节。舞剧中的经典片
段，在银幕上能够更近距离地一一再现。
演员们传达情感的方式不再只有肢体语
言，还包括他们的面部特写表情，甚至是

少年王希孟眼角滑落的泪水。此外，为了
在大银幕上生动再现历史瞬间，电影主创
团队在服装与妆发设计上倾注了大量心
血。这些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使得电影中
的一帧一画都散发着东方气韵。

平衡原作与观众口碑

电影《只此青绿》在初次登上大银幕
之际，便收获了非同凡响的支持与赞誉。
这份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其本就名声在外
的舞剧基础。近3年来，该舞剧通过巡演
累积了大量的忠实粉丝，也沉淀了良好的
口碑，为电影的推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电影在改编过程中，不仅保留了舞剧的核
心元素和艺术精髓，还加入了新的创意和
元素，以适应电影这一不同媒介的叙事需
求。从市场角度来看，电影《只此青绿》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作为经典戏剧
作品自带的 IP 属性。尽管舞剧 《只此青
绿》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巡演，但受限于地
理位置和剧场容量，能够亲临现场的观众
依然有限。在电影《只此青绿》全球首映
礼上，导演周莉亚说：“舞剧剧场有它的
局限，电影帮我们去到了舞剧没有办法去

到的地方，去到全国各地，去到世界各
地。”可以说，电影的推出弥补了舞剧受
限于舞台这一遗憾，它以一种更加亲民和
普及的方式，将这部优秀的作品带到了更
多观众的面前，人们能够以两位数的价格
享受到顶级的舞剧表演。

但也有一部分舞剧的观众对电影的评
价是略感失望。有一种观点认为，电影的
场景与特效不尽如人意，剪辑碎片化了舞
蹈，和现场的震撼程度无法相比。“电影
中的几个运镜甚至没有把舞蹈演员的肢体
语言拍完整，最华彩的舞蹈片段也没有完
整保留，虽说瑕不掩瑜，但着实可惜。”
有网友如此评价。对此，导演周莉亚、韩
真都表示“电影确实是遗憾的艺术”，无
法完整呈现每一位舞者，也无法保留每一
个镜头。总的来说，舞剧版和电影版存在
差异是必然的，毕竟一个是舞台艺术，另
一个是镜头艺术。但它们作为艺术的不同
呈现方式，既能独立存在与发展，又能相
互赋能和支持。

不同艺术门类巧妙融合

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和感受都是独

一无二的，无论电影最终呈现出了怎样
的效果，对于许多观众来说，都有可以
精进提升的空间。电影 《只此青绿》 无
疑是艺术领域的创新，它不仅在舞蹈界
掀起了波澜，也在电影艺术领域开辟了
新的探索方向。近年来，除了 《只此青
绿》，还有许多受欢迎的舞台作品也在不
断尝试“破圈”，走上银幕。

相比传统剧场，电影这种艺术形式
拥有更多的传播渠道和更广泛的受众群
体。戏剧可以为电影提供素材，电影可
以从戏剧中寻找灵感。广受观众喜爱且
经久不衰、反复上演的戏剧剧本，相较
于那些仓促完成、缺乏深度打磨的速成
剧本，往往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更持
久的吸引力。例如，《夏洛特烦恼》《恶
棍天使》《分手大师》《隐婚男女》《驴得
水》 等作品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佳绩。
此外，戏剧这种形式也能够以创新的方
式融入电影创作中，从而塑造出电影独
有的艺术特质。

电影同样能够回馈戏剧领域，为其
注入新的活力和灵感，打破戏剧舞台的
空间限制。在国外，有很多由电影改编
成音乐剧的成功案例，例如世界著名音
乐剧《悲惨世界》，就是在同名电影的基
础上改编而来，到现在已演出近 40 年，
仍久盛不衰。在国内，歌剧 《冰山上的
来客》 改编自同名经典电影，以新的舞
台形式重现了经典的爱国主义故事；音
乐剧 《钢的琴》 亦改编自同名电影，以
身体的律动表现人物鲜活的个性与生
命，以顿挫有力的舞蹈刻画出质朴的人
物形象，大受观众欢迎。

在艺术创作中，不同艺术门类之间
的借鉴与融合是推动艺术发展的重要动
力。戏剧与电影如何互补进而实现双赢，
是从业者努力探索的方向。《只此青绿》
为戏剧的“破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
过跨界融合与创新发展吸引了更多观众的
关注和喜爱。观众所期待的，并非局限于
任何一种单一形式的艺术呈现，而是各类
艺术作品能够绽放出独特的精彩。当然，
在艺术创作中，外在形式始终只是辅助，
真正触动人心、传递美好情感的内核，才
是艺术创作的真谛与不变的初心。

从舞剧名作到银幕佳片，《只此青绿》——

打造戏剧与电影双赢新样本
□本报记者 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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