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口片方面，超级 IP 终章叙事与垂
直领域精耕并行。好莱坞大片在 2025 暑
期档面临 IP 生命周期管理的挑战，头部
作品纷纷采用“终章叙事”策略。《碟中
谍 8：最终清算》 制作成本高达 4 亿美
元，并邀请《奥本海默》编剧团队为角色
注入存在主义哲学思考，试图突破动作类
型片的情感表达边界。《侏罗纪世界：重
生》则并非单纯地延续《侏罗纪公园》系
列的故事，而是将经典的元素与全新的创
意相融合，这或许正是它能够再聚吸引力
的原因所在。而其在情节中融入一个为孩
子而战的家庭故事，也无疑能够为该片注
入更多的情感元素。

在垂直细分市场，进口影片的技术创
新与拓圈尝试也值得关注。梦工厂推出的

《新·驯龙高手》 完全遵循原版动画的剧
本，通过IMAX、真人动作捕捉、CG特
效的技术结合，力求忠实复刻动画的人
物、情节与精神内核，让经典焕新。同步
启动线下沉浸式主题展，每个人都能亲自
化身小嗝嗝，重现“摸头杀”名场面，还
有复刻电影场景的部落首领斯图依克议事
大厅、维京主题拍照区、互动抽奖区等多
样体验空间。除了展区外，《新·驯龙高
手》还联动多家商铺，为参观者提供了全
方位、沉浸式的“驯龙”主题特别体验，
重建了与“Z 世代”观众的情感联结；

《F1：狂飙飞车》 以 IMAX 特制拍摄+杜
比全景声，将0.01秒定胜负的冲线瞬间、
轮胎摩擦白烟的灼热气息搬进影厅。更为
惊艳的是，该片打造的“车手第一视
角”——观众将化身驾驶员，感受过弯时
5G重力压迫的窒息感，以及擦肩而过时
护墙刮擦车身的金属嘶鸣。

此外，《酱园弄·悬案》《以父亲之名》
《最美不是下雨天》等也让不少观众期待。
从市场供需结构看，今年的暑期档影片涵
盖历史、悬疑、动作、喜剧、动画等多个类
型，满足观众多元化观影需求，几十部影片
的多元类型布局有效覆盖全龄段客群：历
史题材吸引中老年观众，动画电影满足亲
子家庭需求，悬疑喜剧锁定年轻群体，进口
大片则瞄准重度类型片粉丝。加之自今年
4 月国家电影局等在北京启动“中国电影
消费年”以来，一系列电影消费惠民活动带
动产业突出跨行业、跨部门协同联动，打出
促进消费组合拳，观众无疑也将迎来更多
观影优惠，从而更充分地发挥电影对提振
社会消费的带动作用。

其实，说 2025 年暑期档票房直接左
右着今年全年票房一点也不为过。因此，
这一重要档期不仅是票房的竞技场，更是
检验产业韧性、推动文化消费升级的战略
试验场，其新的实践也将为中国电影产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经验。

进口片：瞄准重度类型片粉丝
影·评

动画是跨越时空的世界语言，更是文
化自信的生动载体，当前，中国动画已迎来
难得的黄金时代。2025 中国青年动画电
影周期间，以“国漫崛起：多维视角下的创
作、产业与文化破局”为主题的圆桌主题交
流会，聚集了来自行业一线的从业者和专
家学者，展开深度对话，共同探讨动画电影
产业当下面临的困境、挑战和未来，助力中
国动画电影在创新道路上勇往直前。

宣传：引导观众进场

在没有真人演员的情况下，动画电影
的宣传一直是个难点。电影《哪吒之魔童
闹海》（以下简称 《哪吒 2》） 在今年交
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彩条屋宣传总
监、《哪吒 2》 宣发负责人陈欣表示，动
画电影和真人电影的宣传从底层核心来说
没有本质区别，都是追求在前期吸引观众
的注意，找到合适的受众，让其走进电影
院，但是在执行层面，动画电影的宣传确
实会有一些桎梏，比如真人电影有演员可
以配合非常多的宣传活动，但动画电影则
不太方便。如果向观众分享幕后的故事，
真人演员在片场可以直观地看到一些事
件，但动画电影的幕后则是对着电脑进行
创作，这些内容既看不懂，也略显枯燥。

《哪吒 2》 在前期宣传获得的关注
度，也得益于片方的宣传策略。陈欣介
绍，片方的第一个宣传策略就是，不透露
过多正片内容，将剧情新颖点留在正片。
她回忆，《哪吒 2》 的第一段预告片，每
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是精挑细选，音
乐也进行单独制作。首段预告片释出之
后，关于“哪吒”系列电影的讨论席卷互
联网。整体完整预告时长虽不足 1 分半
钟，但在各平台已有200万到300万的点
赞量。而第二个策略就是推出新内容。新
内容基本为正片没有的片段，如番外短片
便延续了第一部结尾内容，唤起观众对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记忆。包括此后的
一些联动宣传和特供宣传，都是针对当下
的时间节点推出的宣传内容。影片宣传前
期正值春运，《哪吒 2》 发布了“哪吒来
了也得过安检”新年短片及四海龙王海
报。新年短片于农历小年当天发布，哪吒
置身现代，上演春运回家过安检的趣味故
事，呼应人们春节盼望团圆的心情。四海

龙王海报定格人形和龙形的双重形态，神
态威严，以决战之势出击，四龙招式各
异，充满想象空间。此后发布的“萌吒送
福”海报，寓意吉祥福气。组图中，萌吒
分别送元宝、送红包、贴福字，俏皮可
爱，萌态十足。此外，制作的哪吒、敖丙
人偶，被带到各种媒体活动上，弥补了影
片没有真人演员的遗憾。

“总之，最重要的宣传思路就是拥抱变
化。没有一个片子是可以完全复制的，我们
需要不断地革新想法、不断学习。”陈欣说。

如今，不管是真人电影还是动画电
影，短视频的宣传已经不可或缺。抖音二
次元垂类运营轻漫计划负责人田冻竹表
示，抖音平台的电影宣传大致分为3个阶
段，即第一阶段的积累，第二阶段的爆
发，第三阶段的长尾。除了短期宣发阵
地，片方还可以把抖音账号当成自己的
IP 账号，电影里无法呈现的彩蛋和额外
不同的内容可以在这里发布，有助于提高
观众对电影整体 IP 世界观的熟悉程度。

“毕竟大家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很多
内容要作取舍，但是那些有趣的小彩蛋和
删减内容，也在完善着影片中的世界观和
人物塑造。”

田冻竹建议，在影片的起始阶段，片
方可以选取一个角度进行合理的内容规
划，在不过度曝光正片的前提下，把抖音
账号当成自己的矩阵和渠道，发布一些彩
蛋和独立内容，带动大家对作品的关注。

发展：积极拥抱变化

如何看待当下动画电影发展中的变与
不变？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影
视与动漫游戏研究中心主任盘剑看到了当
下动画电影发展中的几点变化，分别是名
称之变、定位之变、技术和制式之变。

盘剑表示，不同的动画形态各自代表
着不同的受众群体，比如电视动画的受
众是儿童，网络动画的受众是青年，动
画电影的受众则主要是成年人。随着受
众群体的变化，动画也从原来单纯为儿
童服务的动画变为全年龄段的动画，对
创作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当前，取得
高票房的动画电影都有着准确的市场定
位，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动画的变，即
由原来单纯的儿童动画到今天的全龄动

画定位的改变。技术和制式之变，看起
来只是创作手法和创作工具的变化，但
实际上直接影响到整个动画本质特征的
呈现。只有通过数字动画的方式，从二
维变成三维以后，才真正展现作为影像
艺术的特征。技术和制式的变化除了对
动画发展的意义重大，也对电影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哪吒”系列电影
的诞生，动画已经开始对真人电影和整
个电影行业发起挑战，这种挑战包括两
方面：一方面是创作者开始用动画的方
式来创作真人电影，另一方面是数字动
画将会对真人电影产生巨大冲击。

盘剑认为，今天的动画已经从原来的
边缘走向中心，从原来电影中的次要地位
走向主要地位，未来可能会成为投资的新
宠或者未来影像艺术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从业者应积极拥抱变化。

经验：策划贯穿始终

“雄狮少年”系列电影从原创开发到
口碑逆袭，再到续作开发，走出了一条原
创动画电影的逆袭之路。“雄狮少年”系
列电影制片人程海明用了几个关键词来形
容“雄狮少年”系列电影的创作心得，
即战战兢兢做选题，全力以赴讲故事，绞
尽脑汁做产业，超常待机做运营。

《雄狮少年》的成功，为第二部的创
作带来不小压力。“动画电影有一个天生
的矛盾，就是假定性和现实主义真实性的
冲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团队作了很多
思考。最终，《雄狮少年 2》 更加强化这

种真实性。”程海明表示，《雄狮少年 2》
的故事发生地来到了上海，为了还原这座
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烟火气，光是实地调
研，导演孙海鹏就带领团队跑了一年多，
了解城市四时风光。“首先是找大量参
考，城市风景、室内场景都要有足够多、
足够细的模型，比如片中的求真拳馆，我
们就找了大量真正教传统武术的拳馆。”
程海明表示，就连画面中的空气，上海和
广州都不一样，需要通过灯光营造出空气
中不同的干湿度、颗粒度。武术方面，

《雄狮少年 2》 请到洪拳、非遗咏春传承
人等专业人士，帮助团队在把故事讲得更
加可信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从观众的反馈
来说，大家对于《雄狮少年2》的故事更
认可，评分更高，大家更能共情，更能看
得进去。

通常来说，下映一两个月的电影，很难
引起大家的讨论，但“雄狮少年”系列电影
展现出了不一样的魅力。程海明介绍，从
2021年12月到现在，每个周末、节假日，全
国各地还有十几二十场“雄狮少年”系列电
影粉丝包场放映，这是“雄狮少年”系列电
影的重要突破。

此外，衍生微短剧《超越吧！阿娟》登
陆抖音，总播放量突破1.1亿次；同名音乐
剧先后在广州、深圳、成都等地巡演；电影
主题线下沉浸式多媒体光影互动剧落地上
海南京路步行街……这些内容衍生开发的
尝试，无疑给“雄狮少年”IP更多的展示机
会，特别是对于动画电影来说，续作之间可
能有长达数年的空白期，也更需要好的衍
生内容去支撑和延续IP热度。

在2025中国青年动画电影周上，专家认为：

动画电影已逐步走向舞台中心
□本报记者 齐雅文

自《哪吒之魔童闹海》登顶全球动
画电影票房榜，国产动画电影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同时也面临着国
内观众对更好故事、更高品质的持续期
待。《时间之子》以原创故事和海派摩
登美学风格，在电影市场脱颖而出，目
前票房已破1.5亿元。

《时间之子》讲述了渔村少女千晓
离家乘船来到心之所向的繁华大都会，
与冷面杀手十七因圣物“时轮”结缘，
两人在大都会共同经历一段新奇冒险的
浪漫旅程。而在这场欢笑不断、高潮迭
起的一天之旅背后，隐藏着一段为爱默
默守护的光阴，以及一场跑赢时间也无
力逃避的离别。

全片看下来，《时间之子》在故事
架构、视觉效果和细节呈现等方面的表
现可圈可点，影片创作者在宏大主题的
驾驭和叙事节奏的把控上从容沉稳，整
体完成度和流畅度较高。影片的前半段
像极了 70 年前经典电影 《罗马假日》
里“短短 24 小时邂逅，成就一段永恒
爱情”的传奇。男女主角身份悬殊，相
遇在一个喧闹都市，两人相伴一天的时
间设定，还有那份不期而遇又不动声色
的爱情，先扬后抑的手法让影片一开始
就充满都市浪漫的轻喜剧特征。应该说

《时间之子》在主题思想与表现形式的
表现力上呈现出了形神兼备与融会贯通
的能力，有效地让观众在视觉美学上和
精神情感上达到了融合和统一。影片
中，大都会的视觉构建以海派摩登建筑
为主体，镜头中霓虹灯牌与雕花廊柱交
织的闯关楼、糖果色玻璃折射的迷离光
影，既保留老上海的复古肌理，又赋予
动画独有的夸张张力，为两人发生生命
奇遇的大都会描绘出瑰丽的梦幻色彩。

这种形神兼备和融会贯通的能力，
还体现在影片情节的反转之处和剧情高
潮段落，当千晓痛失所爱，与光速拼命
赛跑欲打破时间诡计之时。《时间之
子》的后半段，影片带领观众闯入一个
充满奇幻色彩的时间迷宫，被偶然发现
并播放的阿木摄影机里记录下的影像，
唤醒了千晓沉睡的记忆，那些与十七惊
心动魄的冒险经历与怦然心动的甜蜜瞬
间。当陪伴在侧的疤脸爷爷与年轻帅气
的十七身影重合的时刻，在千晓与观众
心中都投下了巨大的震撼。

正缘于此，千晓与十七离别之际的
奋力奔跑，想作逆转时间的生命搏击，
以及千晓周遭的天崩地裂才能够掀起观
众心中的情感狂澜，与主人公产生强烈
的共情。影片中象征时间流动的金沙群
岛奇观，金沙设计多达四五十层，以

“沙漏意象”隐喻和承载情感之重。最
终，千晓追上了光，见到了充满奇幻感
的世界，以及一条由胶片构成的时光隧
道。即便是有《时光倒流七十年》《本
杰明·巴顿奇事》《寻梦环游记》这些探
讨时间与永恒、离别与生命等主题的珠
玉之作在前，《时间之子》尽管并未作
出颠覆性的创新，但仍然具有触动人
心、引发思索的深沉力量。

作为用5年时间打磨出的原创国产
动画电影，于奥、周铁男导演由自身经历
引发创作的处女作，《时间之子》闪耀着创
作者的诚挚初心和思想光亮，确实不失
为国产动画创新的一次重要尝试，鼓舞和
激励中国动画人守正创新，砥砺前行，创
作出更多匠心独运的优秀动画佳作。

《时间之子》：

国产原创动画的
一次积极尝试
□晓筠

截至6月15日19时，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达到8.6亿元。作为全年周
期最长、市场容量最大、观众期待值最高的超级档期，暑期档历来是电影产业
发展的晴雨表。而2025年的暑期档，恰是电影市场持续复苏的关键节点，它
既是检验产业韧性的试金石，也是推动文化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

目前，计划于暑期档上映的影片已超70部，辅以“中国电影消费年”系
列惠民举措的发布，可以说共同勾勒出一幅暑期的光影版图。在这场文化消费
盛宴中，我们不仅将见证银幕上的悲欢离合，更将观察中国电影产业在内容创
新、市场运营与生态构建层面的多维突破。

2025电影暑期档火热开启

多元叙事与技术革新驱动产业复苏
□本报记者 李雪昆

电影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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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微
短剧《超越
吧！阿娟》给

“雄狮少年”
IP更多的展
示机会。
资料图片

2025 年暑期档国产影片构建起“宏
微观叙事并行”的内容矩阵。在历史题材
领域，为更真实地再现二战时期的宏大场
景，《东极岛》剧组在拍摄细节上很是考
究，启用了扬州影视基地占地约 9000 平
方米的 19 号水棚——亚洲最大的超级水
景基地室内水景拍摄中心，同时，高科技
水棚国内首次应用于摄影棚的真空造浪系
统，通过真空机组吸气室蓄水、释放千吨
浪潮的原理，复现了潜水艇带浪测试的震
撼场景，在影片镜头的呈现里，渔民海上
营救的惊险场景背后，正是国内领先的影
视工业技术支撑。通过1∶1实体搭建与数
字特效结合的方式，还原抗战时期渔民国
际营救的历史事件。影片突破传统战争片
的叙事范式，通过去脸谱化的人物塑造与
沉浸式场景营造，实现技术美学与人文价
值的融合，标志着国产战争类型片在工业
化制作与艺术表达层面的双重突破。

《长安的荔枝》则开创了历史题材创
作的新范式，影片以公路片叙事解构唐代
驿路生态，美术团队基于历史文献考据，
实现 5000 里驿路的数字化复原。这种微
观史观的叙事策略，通过历史细节的现代
化转译，成功构建起与当代观众的情感共
鸣，为历史题材影片提供了创新范本。

动画电影阵营在暑期档展现出全龄化
布局的战略纵深。作为《中国奇谭》首部
大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依托短视频平
台破亿播放量的 IP 基础，以“国风赛
博”视觉风格对经典 IP 进行现代化解

构，精准触达当代青年的身份认同焦虑；
追光动画出品的《聊斋：兰若寺》以中国
古代志怪小说的经典之作《聊斋志异》为
蓝本，融合现代动画技术和全新视角，重
塑了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聊斋世界，其运
用IMAX12声道音频系统与自主研发的植
物动力学算法，实现10万片树叶的动态特
效模拟，彰显了中国动画工业的新应用；作
为《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的第10部动画
电影，也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播出20
周年纪念作，《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异国破
晓》也拉满了目标受众的期待值。羊村守
护者收到光之大陆的紧急求救，毅然踏上
危机四伏的营救之路，面对未知的阴谋与
强敌，羊狼们是否能拨开迷雾重见光明？
光之大陆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光明与
黑暗的决战可谓一触即发……

国产片：宏微观叙事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