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新网 和一些中国明星在好莱坞大片中 “打
酱油”不同，正在热映的电影《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
号》里，姜文和甄子丹两人分别扮演武器专家贝兹和盲
僧奇鲁，戏份不仅多，而且十分重要。 该片自 1 月 6 日
上映以来，三天票房突破 2 亿元，为 2017 年电影市场
赢得开门红。

影片在北美上映后，“中国组合”备受“星战迷”追
捧。事实上，姜文也是带着学习的态度在旁观好莱坞电
影的制作方式。 他发现，好莱坞电影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如何“花钱”。 据姜文透露，《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
号》耗资 3 亿美元，在他看来，“这么多钱，就是为了导
演和演员发挥才华。 ”

“我学到的，就是要把钱花了，虽然花钱多不一定
就能保证质量。但好质量的片子一定和会花钱有关。没
有好质量怎么面对观众？ ”姜文如是说。

据扬子晚报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黄
孝慈 1月 9日下午因病去世，享年 73岁。 黄孝慈曾拜京
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为师， 在舞台生涯中形成自己的表
演风格，代表剧目有《骆驼祥子》《红菱艳》《四郎探母》等。

很多人对黄孝慈饰演的《骆驼祥子》中的虎妞赞不
绝口，更值得赞叹的是她独具匠心的创新。 黄孝慈很清
醒地意识到，时代在前进，如果不创新，就会失去观众。
一旦失去观众，剧种就会走向死亡。 黄孝慈在塑造每一
个角色的同时，更注重的是激活京剧剧种逐渐老化的细
胞，使京剧重新年轻起来。

黄孝慈带出了很多年轻的京剧人才。江苏宿迁第一
实验小学的“黄孝慈少儿京剧艺术团”在她的培养下，人
才辈出，多次获得全国京剧大奖。

据新华社 一家业内知名服装企业特步公司整合

了中美韩的制作团队， 由 《猫和老鼠》、《小熊维尼》的
作者埃里克·肖担纲编剧，打造了一部动画片《梦想总
动员》，在国内卡通频道播出屡屡获得同一时段收视率
第一，视频网站点击量上亿次。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正在把自己的产品做成动
漫 IP。 浙江宁波一家童车制造企业，过去总是为迪士
尼做代工，如今联合塑造了“钢铁侠”等一系列动漫形
象的美国漫威公司，打造“单车侠”。泉州一老牌水暖卫
浴企业集团制作微动画连续剧，马桶、水龙头和洗脸盆
都成了动画人物，打开年轻消费者市场。

“企业推广成本越来越高，如果用动漫营销带动产
业发展，性价比是很高的。 ” 功夫动漫总经理王鹏说。

姜 文

赵昂 整理

《猫和老鼠》

本报记者 陈俊宇 赵亮

又是一年贺岁时。
从 1997 年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算起，内

地贺岁电影进入了第 20 个年头。时至今日，题材意
义上的“贺岁片”被时间意义上的“贺岁档”逐渐替
代。 电影在商业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贺岁档已是
国内活跃的电影消费档期。

当不再唯喜剧电影 ， 贺岁片也越来越扎推 ，
“贺岁”是商业的幌子。 原本喜庆的档期，也就硝烟
四起。

70余部电影扎堆贺岁档

贺岁档一般是从 12 月左右开始一直到春节长
假结束，横跨圣诞、元旦 、春节 、元宵 、情人节多个
节日。

影片大规模上映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信号。 现在
的贺岁档被视为目前国内最完善、竞争最为激烈、票
房产出能力最高、消费能力最强的电影档期，多部大
片均选择在此档期内上映。

今年的贺岁档也不例外。 特效大片、纪录片、功
夫片、喜剧题材、综艺电影等多种类型齐聚，张艺谋
执导的《长城》、独树一帜的纪录片电影《我在故宫修
文物》、葛优和章子怡主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王
家卫监制的《摆渡人》、成龙主演的《铁道飞虎》等一
众国产片集结，扛起了岁末票房的冲刺大旗。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贺岁档里，还会有多部电影
陆续上映，比如大年初一同期“打擂”的就有 10 部之
多，包括《西游伏妖篇》《大闹天竺》《决战食神》《功夫
瑜伽》《乘风破浪》《健忘村》……粗略统计，今年的贺
岁档影片至少有 70多部，竞争可谓相当激烈。

“国产电影每年有 700 多部，一半以上都会去电
影院转一圈，这样的话一个月也有 40 部左右影片上
映。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魏德刚倒是觉得扎堆“可
以理解”，毕竟这是一个百姓相对清闲且又有很多节
日的档期。

这个数字却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批评中心
主任孙佳山“吓了一跳”，“大家觉得平时票房不好，放到
贺岁档期会不会好一些呢？ 就是想赌一把的心态。 ”

“赌一把”，就有可能沦为“一日游”。 “其实，不
在此时一日游，也会在别的档期一日游。 ”魏德刚
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现象，“贺岁档期间电影票房
的总量较高，每部电影票房变好的可能性至少会比
平时大。 ”

“扎堆贺岁档的根源，是电影生产的产能和产值
的逻辑出现了问题。”孙佳山说，比如 2016 年电影院
线继续扩张，共有 4 万多块荧幕，产能是过剩的。 目
前，电影产值的增速跟不上产能增长的节奏。 “一方
面票房虚高，一方面没有内容作为支撑，就造成无效
的 GDP，谁都挣不到钱。 ”

贺岁片不再，贺岁档依旧

2002 年，是贺岁片的转折点。 往前，“贺岁片”就
是贺岁的，往后，“贺岁片”只是个名头。

“1997 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这句标志性台
词出自 1997 年底上映的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甲方
乙方》，它被称为是中国内地贺岁片的开山之作。

孙佳山说，最初的贺岁片定位其实是冯氏京味，
重点落在京味上。 “那个时候的贺岁片主要迎合的
是一、二线城市观众的审美需求。 ”

《甲方乙方》上映后异常火爆，仅在北京一个城
市就收回了全部的投资成本。 在接下来几年中，幽
默、荒诞、接地气的冯氏喜剧几乎成了“贺岁片”的代
名词，冯小刚的作品坚持喜剧，坚持贺岁档上映，坚
持让大家开开心心过个好年。

2002 年底，这个局面被张艺谋的武侠大片《英
雄》打破，该片收获了惊人的 2.5 亿元人民币。

自此，贺岁档开始在中国引起重视，贺岁片也不
再成为喜剧的专利，动作大片、爱情片、惊险片等，都
力争在该档期放映，争夺相对可靠而丰富的市场资
源。 电影带来的高回报，吸引着资本持续涌入，中国
电影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2004 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开始改
变，不再是纯正的喜剧。两年后，《夜宴》移师暑期档；
再一年后的《集结号》虽然再度回归贺岁档，但冯氏
喜剧风格已然不再。

孙佳山认为，2002 年后， 中国贺岁电影在内容

上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和节奏。比如《满城尽带黄金
甲》，试图寻找武侠宫廷类型的中国式大片。 最极端
的就是《1942》，出现了贺岁给人“添堵”的现象。

魏德刚更愿意持一种包容的态度，“贺岁作为一
个档期，与喜剧有着传统因素的联结，但并不意味着
必须是喜剧。观众能看到好看的电影，电影能获得好
的票房，就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

贺岁电影何去何从

在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快速扩容的 10 多年间，贺
岁档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分食者日多。

公开资料显示，2006到 2007年的贺岁档，票房总
收入是 7.5 亿，2007 到 2008 年是 9.5 亿元 ，2008 到
2009年是 14.7亿元，2009到 2010年是 32亿元。 2016
年 2月春节期间，单月电影总票房就约 69亿元，其中
周星驰导演的电影《美人鱼》当月就贡献超过 32亿元。

不得不承认，贺岁档的“蛋糕”是越做越大了。
“蛋糕做大是很多因素使然。 10 多年前，大家在

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看电影不是首选。如今百姓的
文化消费发生了改变，看电影是家常便饭。 再者，片
方对这个档期是重视的，他们会加大投入，千方百计
去吸引观众。 ”魏德刚认为，贺岁档特别是春节档的
火热，与百姓对传统文化节日的疏远是有关系的。

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贺岁档也
未必就是大面积收割票房的“万能档”。 在“淘金”呼
声很高的贺岁档，会有意想不到的“黑马”，同时也有
口碑两极分化、票房增收乏力的作品。

有数据统计，2010 年至 2015 年， 贺岁档突破 10
亿元的影片只有 2012 年 12 月上映的《人在囧途之泰
囧》和 2015 年 12 月上映的《寻龙诀》。

“电影内容生产没有跟上产能的速度。 按照现在
的分账比例， 影片若想获益不能低于 30 个亿， 比如
《长城》就是这样的案例，很难收回成本。 现在就是陷
入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孙佳山进一步解释说，扩
张速度这么快，院线有很大的盈利压力，很多影片就
会“一日游”，是挣不到钱的。 “这实际上是双输，因为
观众觉得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影院看内容质量不高的
电影是很不值的。 ”

放眼贺岁片在内地发展的这 20 余年， 中国不缺
少预算逐年攀升的贺岁大片，贺岁大片也不缺少逐年
增长的票房回馈。 但是这座商业大厦的基础并不稳
固。 从这个意义上说，让贺岁片回归贺岁档，深耕影片
品质就显得尤为必要。

“还是得从内容上入手 ，质量要过硬 ，也应该平
均。 好的电影应该有感人的故事、让观众投入情感的
人物印象、要有视觉吸引力，在主题上即便是类型片
也要有多生活的思考。 ”魏德刚说，电影市场要继续增
速，影片类型上需要不断开拓，喜剧已经相对成熟，动
作、武侠等都有好的传统，但要缩短与好莱坞的差距，
别的类型也应该跟进。

电影市场熙熙攘攘， 内容创作是无法回避的根
本。 传统的档期概念已然失效，观众在意的还是电影
是否好看，是否是他愿意看到的。

（本文图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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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贺岁电影不只是为了贺岁

内地贺岁电影进入了第 20个年头。时至今日，题材意义上的“贺岁片”被
时间意义上的“贺岁档”逐渐替代了———

王瑜

最近几则有关文化走出国门的新闻值得关

注———
先是美国纽约当地时间 1月 5日晚，中国大型民

族舞剧《孔子》首次登上林肯中心舞台，获得当地观众
交口称赞。 接着，中国网络小说海外走红的消息传来。
报道称，以翻译中国网络小说为主的国外网站武侠世
界新近宣布与起点中文网签下翻译与电子出版合作

协议， 获得后者对 20部网络作品授权。 随后，1 月 7
日，第 11届“名古屋中国春节祭”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吸引众多当地华人和日本民众体验传统“中国年”。

这些消息或可看作是中国文化正在全面走出去

的几个“缩影”。
近些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绩明显，在不同层

面获得全球认可。
2012 年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中国作家

首次获奖。2016 年 4 月，曹文轩获国际儿童文学领域

最高荣誉———“国际安徒生奖”。 2016 年 11 月，成龙
荣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成首位获此奖项的华人。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2016 年发
布相关报告显示， 在 2004 年到 2013 年间全球 161
个国家的文化产品流动排行榜中，中国从 2010 年起
成为文化产品出口第一大国。

然而， 这看似繁荣的表面难掩中国文化对外传
播中的尴尬。

比如上述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清单中， 视觉艺术
和工艺品占主体。 排在出口第一的是金制珠宝和配
件，占比 46%，其次为雕塑与塑料装饰物，占比 10%。
相比之下，在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中国出口额仅占
全球出口总额 0.7%，排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之后，位
列第十。 而设计和创意类产品、新闻作品和书籍等出
口额也排位靠后。

再比如电影对外输出方面， 尽管近些年中国电
影发展很快，去年银幕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影片推
广和特效制作等方面也取得较大进步。 但是，其对外
传播输出的水平和能力仍显不足。 这其中的一个普

遍共识是，在商业资本的利益至上导向下，电影市场
环境混乱加剧，票房注水、天价片酬、虚假保底发行
等问题交织一起。 而与之伴随的是，中国电影的剧本
质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原创内容“疲软”成为制约其
走出国门的重要掣肘。

从本质上来看， 中国目前的文化出口产品实际
还主要集中在文化的表层，即物质层面的输出方面。
在精神文化和传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输出还存在较

为明显“短板”。
相比之下， 欧美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文化输入

则显得更为高明。
仅仅以最近十年来的两部电影《花木兰》和《功

夫熊猫》为例，一个借用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文化
故事，一个借用了“功夫”和“熊猫”这两个最具代表
性的中国文化元素， 最后用专业的手法包装成具有
好莱坞“特色”的电影，后者甚至成了系列电影。 最后
再输入到中国，不仅收获了我们的高票房，而且巧妙
地传达出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

面对发达国家采用科技和传播优势对我们的文

化价值输出，我们如何更好地创新传播内容，发挥新
媒体技术优势，拓展对外文化传播的渠道和层次，进
而增强文化传播的国际影响力， 成为摆在当下的现
实命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相比以往中国文化过多依赖
文学奖、电影节、图书展、版权输出等传统渠道对外
传播而言，《孔子》 舞台剧被美国观众的认可与网络
小说的海外走红具有更为积极的启示。

网络小说的海外走红， 代表中国流行文化正在
借助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平台走进欧美民众的日常

生活。 而以西方经典舞台剧样式来演绎中国传统的
《孔子》思想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创新，其基本的理念
是利用海外观众最熟悉的认知方式和视角来讲述中

国文化。 显然，这两种文化成功走出去的模式，均为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孔子》走出国门与网络小说海外走红的背后

黄孝慈

本报记者 赵亮

“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经常甚至每天都在享受
着、体验着公共文化服务。 就我个人来说，我体验的
公共文化服务很多，只要有了闲暇时间，我就会去逛
逛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比如去年建党
95 周年，我就专门去了北京西城区李大钊故居纪念
馆参观。 ”1 月 12 日，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在学习贯彻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新闻发布会上分享了自己享
受公共文化服务的经历。

2016 年 12 月 25 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经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将于今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的出台，对
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同时，也为明确政府责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
化群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向记
者介绍文化立法的相关情况时说：“《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是公共文化领域里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性的
法律， 当时参加常委会会议时候总共有 150 位常务
委员，148 票赞成，2 票弃权，高票通过，这是很罕见
的，说明什么？ 说明大家对此都有强烈共识。 ”

在谈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明确了哪些政
府责任时， 朱兵进一步解释道，《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的一条非常重要原则就是政府主导，比如法律首
先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是承担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
主体， 规定了政府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
服务组织、管理、提供、保障中的职责。 同时，法律还
明确规定了政府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

化的责任，尤其是针对特殊群体，像老年人、残疾人、
留守妇女儿童、外来务工人员等，要结合这些特殊群
体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如今， 我们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 我们现在按照行政村算，2/3 行政村都有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每个乡镇、每个社区基本都有文化
站，每个县城里每个区基本都有图书馆、文化馆，中
央、省、市、县、乡、村六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确
立起来。

与此同时，雒树刚也提出了目前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中所存在的 “短板”———一方面是我们的发展
不平衡，表现在东、中、西部不平衡。 东部公共文化
服务投入多 ，中西部少 ；城乡的不平衡 ，城市投入
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公共设施相对
落后，投入少。 还有就是群体的不平衡。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到图书馆，可以说非常方便，每个人都感到
便捷、快捷、全面的图书阅读、借阅服务，但是像 1700
多万盲人，他们阅读的图书数量很少。 我们要覆盖到
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所以下一步就是要
补这些短板。

“有了公共文化设施，既要建好，还要用好，不能开
张的时候热热闹闹、运营的时候冷冷清清，所以要唤醒
这些沉睡状态的公共文化设施，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
效能，使它更好、更充分地发挥为人民群众文化服务的
作用。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是人民，一定要以人民为中
心，这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所明确的原则，所以
我们在公共文化服务中要转变思路，怎么变？关键在于
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公共文化服务是以为政
府主导，但不是政府包办，也只有让群众‘点菜’，群众
才能给你公共文化服务‘点赞’。 ”雒树刚说。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于 3月 1日起开始施行。 如何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更便捷、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主导的政府部门如何提高服务效能？ 转变服务思路才是关键———

变“端菜”为“点菜”，群众才能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