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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短视频观影现象

据电影数据平台猫眼统计，截至11月27日，2024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达400亿元。尽

管还有一个多月，但今年的电影市场相比2023年全年549.15亿元票房仍有不小差距。

如今，观众文娱消费趋于理性，加上短视频等线上娱乐竞争，吸引观众买票观影似乎

越来越难。张艺谋、成龙等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不断呼吁观众走进电影院，而不要沉溺

在短视频解说中。

曾几何时，走进电影院欣赏好片，是国人惯常的消费习惯。可是，在这个短视频用户

已经突破了10亿+的年代，“走进电影院”“欣赏”“好片”每一个词（组）背后的内涵都

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界人士后发现，促使观众拿

起手机“看”电影整件事背后的底层逻辑，是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内容分发模式的去中心

化、行业竞争格局的重塑以及技术进步对传统电影行业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电影

行业和媒体消费的变革。

近日，张艺谋、成龙等人在接受采访
时，呼吁观众走进电影院，亲身体验大屏
幕带来的视听盛宴，而非仅通过短视频解
说快速“浏览”电影。尤其是张艺谋的
那段话——“我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我
还是很希望观众走进电影院去看。你最
好别在手机上看，你最好别看那个3分
钟介绍。我觉得实在很无语啊，作为一
个电影导演，看到这个就很难过”，瞬
间冲上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张艺谋所说的“3分钟介绍”，行
话叫作电影解说类短视频。这种短视
频的雏形可以追溯到近20年前，在互
联网尚不那么普及的2005年，自由职
业者胡戈重新剪辑了电影 《无极》，
改编为 20 分钟的短片 《一个馒头引
发的血案》，在互联网播出。无厘头
的对白、滑稽的视频片段分接、搞
笑另类的穿插广告让该片在网络上
大受欢迎，下载率甚至远远高于
《无极》本身。

不过，由于技术限制，《一个
馒头引发的血案》“大风”过后，
这种恶搞的形式并没有形成大的气
候。直到今天，互联网的普及叠加
短视频的风靡，电影解说类短视频
开始蓬勃发展并大行其道，“截
停”了不少前去电影院的观众，
导致今天张艺谋的难过一点也不
比当年陈凯歌的怒火少。

且看看解说类短视频是如何
“重构”一部电影的：在这里，情
节被极致压缩，细节、逻辑、深
度都被忽略或者丢失；在这里，
人物没有具体的名字，男女主角
被统一称呼为“小白”“小帅”

“小美”“大漂亮”，配角则是
“ 光 头 哥 ”“ 胡 子 哥 ”“ 心 机
女”；在这里，演员也没有台
词，一切都由旁白代劳；在这
里，创作者们喊着“快点快点”
的号子，对各种素材进行猪拱白
菜式的咀嚼践踏，然后在一地狼
藉中呼啸而去。

解说类短视频犹如快餐，追
求的是快速消费和即时满足。它
是一种消遣，而非一种艺术体
验。相应地，观众也不需要深入
思考和感受，大家就像坐在快餐
店，迅速吞下一道道由工业流水
线制作而成的预制菜，被饲以看
似花样翻新实则完全相同的东
西，只能快速填饱肚子，而享受
不到美食带来的愉悦和满足。

然而，一部好电影是需要“深
度阅读”的。它不仅仅是故事的叙
述，更是思想的碰撞，是对生活、
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电影中的每一
个镜头、每一段对话，都是导演和
编剧精心设计的，它们承载着丰富
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它要求我们
放慢脚步，耐心地去体会每一个细
节，去思考每一个情节背后的意义。

不论是 《长安三万里》 中历史
与当下的呼应，《长津湖》中对抗美
援朝精神的极致刻画，还是 《哪吒
之魔童降世》 中“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呐喊，《第二十条》 里对现实问题
的深刻反映，抑或是 《抓娃娃》 中隐
藏在笑声下的对教育现状的洞察，《消
失的她》 里对案件草蛇灰线的抽丝剥
茧、层层推进……在观赏电影的过程
中 ， 我 们 能 够 看 到 人 性 的 光 辉 与 阴
暗，社会的变迁与冲突，历史的厚重
与轻盈。我们与创作者进行心灵的对
话，能够通过故事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理
解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体验到生命的宽
度和深度。

电影，还是技术的奇迹、光影的诗
篇。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2D
到3D，电影技术的发展不断拓宽着电影的
表现力。通过科技与艺术的融合，我们能
够实现现实与幻想的交织，听到海洋的低
语，看到星辰的辉光。这些视听体验以及
由此激发的情感共鸣，都是在短视频平台
所无法获得的。

好电影，
需要“深度阅读”
□杨雯

什么样的电影才能吸引观众走进电影
院？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力认为，如今
的观众走进电影院，会更看重“性时比”
和“影院性”这两点。其中，“性时比”
一词根据“性价比”衍生而来，指的是对
时间的有效利用。现在的观众期望在更短
的时间内得到更多的内容，“性时比”越
高，观众在一部电影的有限时间内收获到
的信息量、情绪价值就越多，观影体验感
就越好，就越容易有好的口碑和反馈。

对“性时比”的偏爱，源头正是短视
频时代所滋养出的新的观影习惯。在电影
营销领域深耕多年，北京影行天下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安玉刚发现，观众
当前对强刺激、高爽感、高信息量的需求正
在提升。“对看惯了短视频的观众而言，每
一个大拇指都是一个剪辑手，只有刺激足
够强烈、情节足够密集的内容，才能够被留
下。”安玉刚说，“这种欣赏习惯使得观众在
衡量和评判电影好坏时，标准发生了变
化，他们会更偏好那些‘前十分钟一定要
快，第一分钟就要扔原子弹’的电影。”

在新的评判标准下，一部电影值得看
和值得进电影院看，不再相等。在安玉刚
参与营销的电影中，《周处除三害》算是
他的得意之作。这部于 2023 年上映的中
小成本台湾电影获得了超过 6 亿元的票
房，而“爽感”正是它的一大看点。“观
众认为这部片子好看并选择进入电影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它带来了很大的
情绪价值。”安玉刚说，“看到结尾时，小
恶战胜了大恶、正义得到了伸张，整个电
影院的人情绪共鸣也达到了一个顶峰。大
家共同走进了这个故事中，获得了看短视
频时得不到的情感满足。”

不过，这种需求的转变对创作来说不
一定是好事。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导演
潘东（化名）认为，短视频的流行可能导
致电影行业对作品的艺术性和深度要求降
低，转而追求更易于在短视频平台上传播
的元素，而电影创作者也可能更注重制作
易于传播的爆款内容，而非深入探讨复杂
主题或艺术表达。

“好片”评判标准
正被重构 在赖力总结的观众走进电影院两

大动因中，除了“性时比”，还有一
个就是“影院性”。所谓“影院性”，
就是这部影片到底值不值得观众们跑
一次电影院，是否有比在其他渠道看
电影更难以取代的感受和体验，是否
能收获比刷短视频、看微短剧、打游
戏等其他娱乐形式更多的视听体验。

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对此最
为深刻的体会是，电影院观影的仪式
感与沉浸感是线上无法替代的。“在
电影院集体观赏电影时，别人在哭、
别人在笑，你就跟着一起哭、一起
笑，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情绪反应，是
人类本性的需求，可以有效形成情感
共同体、审美共同体。”

回顾电影科技的每一次进步，从
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前后
喇叭到全景声、立体声、环绕声，
都指向了同一个终极目标：沉浸式
的剧场效应。在博纳影业集团董事
长兼总经理于冬看来，这也正是电
影院的“杀手锏”，“不论短视频也

好、长视频也好，大银幕相较这些
小屏的竞争优势就在于它不断强化
的剧场效果，它永远有小屏替代不
了的视听震撼力以及氛围感。如果
一部电影不能带来震撼的剧场效
果，不能实现沉浸式的体验，那么
在手机上放映和在电视上放映，确
实没有太大区别。”

中国如今的银幕数量已经突破8
万块，而其中有超过4万块都用于特
殊影厅，包括 IMAX 厅、CINITY
厅、巨幕厅，以及4D、3D、4K等特
殊厅。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
追求剧场效果将是观众走进影院的必
选项，电影在未来一定会走向更加极
致化的剧场效果表达，给观众带来非
凡的视听盛宴。”于冬说。

因此，博纳影业一直以主流商业
大片为主攻方向，并取得了亮眼的成
绩。不论是《红海行动》还是《长津
湖》，都为观众营造了真实且震撼的
战斗场面，特效与实景的结合几乎天
衣无缝，将观众带入了一个战火纷飞

的世界。这样大制作的商业大片，是
值得观众走进电影院的。

按照于冬的逻辑，今年安玉刚参
与营销的 《落凡尘》《816》 双双折
戟就在意料之中。其实，这两部电
影的故事和制作都不差，但是都没
有获得良好的票房收益。对此，安
玉刚坦承：“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这
两部电影情节都不够刺激，也没有太
多视觉冲击，不值得他们走进电影
院。他们会觉得，这种电影在手机上
看是一样的，等上一段时间再看也完
全没有关系。”

赖力补充道，除了电影本体之
外，节假日观影的仪式感、观影的社
交需求，以及通过电影参与热点话题
的讨论，这些因素也都会在不同程度
上吸引不同性别、年龄层的观众们走
进影院。他举例道，去年跨年档的

《一闪一闪亮星星》，就通过“下雪
场”等活动，片方和影院方联合，增
加跨年观影仪式感，吸引了大量年轻
人进场。

沉浸式剧场效应无可替代

在观众走向电影院的“路途”
上，短视频凭借撷取的吉光片羽，打
造了一个个超高倍速时空，吸引了不
少观众驻足。只不过，有一部分观众
会因为观看了短视频而不再走进电影
院，还有一部分观众则是因为看了短
视频而走进电影院。因此，业界如今
对短视频的态度，基本可以用“又爱
又恨”来形容。“爱”的是，在营销
上，短视频可以成为电影宣传的新渠
道，助推宣传推广。

潘东导演的电影当前正在热映
中，他表示，借助短视频平台，电影
制作方可以更快速、广泛地传播电影
预告片、花絮等内容，吸引潜在观
众。尤其对于一些小成本或独立电影
来说，短视频平台提供了一个相对低

成本的曝光机会，有助于它们触及更
广泛的观众群体。此外，短视频平台
允许观众与电影内容进行互动，如发
表评论、制作相关内容等，这有助于
建立观众与电影之间的情感联系。

“传统电影行业依赖于电影院和
少数几家大型发行商进行内容分发，
而短视频平台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中心
化的分发模式，使得内容分发更加分
散和民主化。”潘东提醒，短视频平
台的算法推荐机制使得内容分发更加
个性化和高效，但需注意有导致内容
消费同质化的可能。

“00后”男孩小鱼 （化名） 是一
名影视内容二创者，从事短视频创
作大概有一年半时间。据小鱼观
察，现在的观众很少“毫无准备”

地就去电影院，他们大部分都是在
看完短视频，对某部影片产生了初
步印象后，才决定要不要走进影
院。“他们不光看我们的二创内容，
也会看评论区的评价，大家是吐槽
的多？还是表扬的多？看完之后，
才会做决定。”

身为短视频创作者，小鱼自己也
常常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他承认，在
电影院看跟在短视频上看，感受和要
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一部好
电影，在电影院观看那就是双倍享
受；当然，如果是一部烂电影，那就
是双倍伤害。我要是在电影院看了不
好看的电影，就会跑到相关短视频下
面骂它，既浪费了我的钱，也浪费了
我的时间。”

助力营销，短视频也有可“爱”之处

短视频中最招“恨”的，其实主
要是那些利用3分钟、5分钟、10分
钟的解说，带领观众快速看完一部电
影的解说类短视频，这类短视频几乎
受到了业界的一致抵触。

比如，和张艺谋导演一样，饶曙
光也对电影解说类短视频持坚决反对
的态度。他向记者透露，曾经有平台
找过他，希望由他来主持一档解说电
影的栏目，并预言“一定会火”。可
是，饶曙光坚决地拒绝了对方：“用
短视频来解说电影，这是对原创电影
和电影创作者极大的不尊重。”

潘东将今年下半年以来电影票房
和观影人次的双双下滑，归因于两大
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观众对重复题材
的电影产生了审美疲劳，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短视频平台上的解说内容替代
了一部分观众的观影需求。“特别是
对于那些剧情简单或情节集中的电
影，观众更倾向于通过短视频了解电

影内容，而不是亲自去电影院观看。
这导致部分观众不再去电影院，直接
影响了电影的票房收入。”

由于短视频中的解说往往只展示
电影的精彩片段或部分剧情，这可
能导致观众对完整性内容的需求降
低。因此，潘东觉得，通过短视频

“看”电影这条路能走多远，主要还
是取决于观众的猎奇心理有多强
烈。“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观众更在
意作品的完整性时，这条路自然就
走不通了。”

相比潘东，饶曙光没有那么大的
耐心等待观众猎奇心理的消退。他觉
得，解说类短视频导致观众不再进入
电影院，进而导致电影投融资日益困
难，由此使得生产头部电影的风险越
来越大，最终又会由于头部内容的缺
失而丧失观众……凡此种种，形成了
一个恶性循环。“希望这种现象不会
持续太久。当短视频新鲜劲儿过去

以后，人们还会想到走进电影院看
电影。”

于冬用“双刃剑”来形容短视频
对电影行业的影响。他表示，在营销
时，制片方都会选择跟短视频平台合
作，投放预告片和花絮等重要物
料、主创直播卖票等，这些举措都能
够扩大影片声量，吸引更多平台的观
众走进影院。但是，电影上映后，海
量的二创短视频又让制片方非常头
疼，尤其是那些对高潮情节、高光
时刻、亮点分析的解说类短视频，
是对电影的过分透支。

因此，于冬呼吁，应该区别
对待不同类型的短视频，尤其
平台应该对 5 分钟左右的解说
类短视频加强管理。“尤其是
一些短视频创作者未经授权
使用电影片段，涉及版权侵
权问题，对电影行业的合法
权益造成损害。”

区别对待，管好这把“双刃剑”

10亿+用户都在刷短视频的同时——

电影院里，8万块银幕正“虚席”以待
□本报记者 杨雯

聚光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