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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档，国产电影很
◎ 边倧

档期重要，质量更重要
◎ 何况

国内电影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明确了几个
比较大的档期，比如春节档、五一档、暑期档、国庆
档等。

电影出品方争抢某个重要档期，竞争就会非常
激烈甚至惨烈。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一旦电影作品
蜂拥而上，争食某个档期的“蛋糕”，势必分散观众
的注意力，导致票房分散，且增长乏力。一位影院经
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们只有五六个影
厅，除了热度较高的影片外，由于场次有限，挤上热
门档期的影片无法都排。还有影院经理表示，由于
某个档期新片太多，他们只能根据口碑反响在后续
排片中进行调整。可见，对影院来说，哪个档期“最
挤”，排片恐怕也是“最难”。因此，争抢某个档期，恐
怕是不明智的。这些年的事实早就证明，在某个档
期搞“片海战术”，一些电影作品只能在影院“一日
游”或“一场游”。

很多电影出品方可能认为，每逢假期观众增多，
票房就会有保障，风险就低。实际上，“档期等于票
房”的逻辑不是必然成立的；不是档期带动了电影，
而是电影带动了档期。一部电影能否取得票房成
功，最关键的因素是质量，并非完全依赖上映档期
和场次。没有过硬的质量，档期安排得再好、场次安
排得再多，依然会“扑街”，沦为“炮灰”，挤档期只能
表明对影片质量有点不自信。有了过硬的质量，何
惧没有观众？在观众更加理性的今天，明星“刷脸”
不能作为票房保证，占尽档期的“天时地利”也不能
作为票房保证。与其为热门档期争破脑袋，不如另
辟蹊径、见缝插针。

在各个重要档期影片太多之时，国内电影市场
有个现象是，非档期的日子往往会闹片荒，这恐怕
跟电影业长期存在“档期迷信”脱不了干系，一切唯
好档期马首是瞻，不是档期就把片子紧紧“捂”住，
让观众在节假日“暴饮暴食”，在平时又“营养不
良”，这恐怕会拉低观众对电影的观赏意愿。这对电
影行业来说，或许不是好事。

让“周末观影”恢复活力

相比竞争激烈的重要档期，日常观影需求并没
有充分释放。业内人士表示，我国电影业亟须摆脱
对“节假日效应”的依赖。实际上，一年中有40多个
周末，做好“周末档”，让更多有实力的影片在周末
定档，将成为拉动电影市场持续增长的关键。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委员、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王蓓表示，要带动市场、扩大消费，仅从
创作端出发加强供给是不够的，还要以创新模式，
提高发行放映端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一是贴近观众消费习惯，探索预约放映、影院
直播等创新模式，提供菜单式、定制化的放映服务；
二是推动供需匹配、循环畅通，培育细分市场，比如
针对科幻、动漫、悬疑等不同题材的兴趣群体，组织
分线发行与个性化放映；三是深入挖掘“银发族”“Z
世代”等人群呼声高、关注度高的题材，结合节气习
俗、场景消费、节展活动做好主题宣传发行，让“周
末观影”恢复活力。 （据《深圳侨报》）

7月中国电影市场数据

●2023年 7月，城市院线市场产出票房87.16
亿元，是7月票房首次突破80亿元大关，创下7月
票房历史新高（之前为2018年7月），刷新暑期档单
月票房表现的最好成绩（之前为2019年8月），排在
历史单月票房排行榜第6位（前五位均为春节档所
在月份）。

●7月全国影院共放映影片1181.9万场，吸引
2.12亿人次走进影院观影，刷新了7月市场的观影
人次纪录（之前为2018年7月）。

●2023 年前 7 个月，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
349.9 亿元，总人次 8.16 亿，其中国产影片票房
280.05亿元，国产影片份额为80.04%。票房过亿影
片40部，其中国产影片25部，进口影片15部。

（据《中国电影报》）

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涵
盖情感、悬疑、神话、动画、喜剧等多
种题材，《我爱你！》《消失的她》《长安
三万里》《封神第一部》《超能一家人》
《热烈》等优秀国产电影陆续与观众
见面，满足了各个年龄段观众的
需求。

这些排在票房前列的电影，频频
引发人们、媒体的关注与讨论。比如
《我爱你！》引发关于老年人情感关
系的思考；《消失的她》让社会舆论
开启了“恐婚”的讨论；《封神第一
部》引发观众与专业人士对于改编
经典的争论……

在媒体的调查中，不少业内人士
认为，在今年电影暑期档，单片质量明
显提升。其中多部影片在观众满意度
调查中收获高分评价，实现票房、口碑
双丰收。比如，一些影评人士评价，《长
安三万里》向观众呈现了一幅华美壮

阔、极具国风雅韵的盛唐画卷，用回响
在历史深处的吟诵，唤醒流淌在国人
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它的火爆出圈，离
不开高水准的动画制作，也根源于大
唐盛世和中华诗词的魅力，彰显了厚
重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底蕴；《封神第一
部》以持续多年的创作，打造了恢宏奇
崛的神话史诗，场面宏大，史诗感强，
是标准的国产大制作；《热烈》用街舞
题材讲述热爱、梦想、坚持的力量，借
小人物的逐梦之旅，点燃了梦想与热
情交织的火把……

票房是影片质量的反映。据猫眼
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1 日 15
时，2023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破
130亿元。根据猫眼票房的数据，上一
次总票房破百亿的暑期档要追溯到
2019年。业界表示，今年暑期档好片
多，电影市场进一步复苏，凸显出中
国电影产业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

编者按

作为与春节档、国庆档并列的三大档期之一，电影市场暑期档（一般从6月1日延续到8月31日）时间

跨度长，是各大片方的“必争之地”。近年来，一批堪称口碑与票房俱佳的国产现象级影片的上映，让暑期

成为孵化奇迹的档期。今年暑期档更不例外，可谓热闹非凡，爆款电影接踵而至，先有《消失的她》一骑绝

尘，随后《长安三万里》等相继破圈，眼下《封神第一部》《热烈》再掀高潮……沉寂许久的中国电影市场，终

于迎来里程碑式的火热夏天。

这几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取材的优秀国漫作品让人印象
深刻，《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
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等作品
都有着不错的市场回报。

今年暑期档，长达168分钟的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颇受关注，
它以诗歌为媒介，将观众带回唐
代，李白、高适、杜甫、王维等著名
诗人的形象登上银幕，《将进酒》
《静夜思》《早发白帝城》等传世名
作在影片中接力展现。影片中的诗
歌、音乐、绘画等文化元素，使得整
个电影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让人
在欣赏电影之时，能够感受到中国
文化的博大精深。“只要诗在、书
在，长安就会在”，有评论家认为，
这部电影启示我们，文化是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根基，只有坚定文化自
信，才能走得更远。

该电影前后共吟诵了48首诗
词，主创巧妙地将诗词随人物的经
历沉浮和心境抒发，配以身临其境
的动画，让观者深入理解这些诗词
的背景和情感。但当熟悉的诗句响
起时，看电影的人尤其是孩子，就
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吟诵起来。在各
个社交网络平台，影院里银幕上下
共同背诵古诗，成了独特的观影体
验。《长安三万里》影厅变成“大型
背诗现场”，这就是文化自信的
体现。

《封神第一部》也体现出浓浓
的文化自信。它是《封神三部曲》的
开篇之作，导演乌尔善与主创团
队通过电影三部曲的方式，重新
讲述《封神演义》的经典故事，不
但在影片中构建了瑰丽的神话世
界，展现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
艺水平和工匠气质，更以深刻的
人性刻画为核心，致力于在当代
传承“封神”故事中蕴含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比如明辨是非、惩恶
扬善，天下情怀、忘我牺牲等，彰
显正义、善良、情感的力量，被称
为“一幅东方恢宏神话的史诗画
卷”，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具有
典型意义的范式模板，以影像的
力量践行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少观众期待更多电影人深
入挖掘中国本土的题材，大胆创新
作品表现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带给
我们惊喜，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好地走向世界。

暑期档历来是好莱坞大片必争的档
期。今年暑期档，好莱坞进口大片却惨
遭“滑铁卢”。比如《变形金刚：超能勇士
崛起》《蜘蛛侠：纵横宇宙》《碟中谍7：致
命清算（上）》《夺宝奇兵5：命运转盘》
等，虽然都是经典 IP，可今年暑期在我
国内地的票房均不及前作。比如好莱坞
明星哈里森·福特主演的大IP电影《夺
宝奇兵5：命运转盘》，在北美和日本市
场登顶票房冠军，在我国内地市场却折
戟沉沙。今年暑期档，在我国内地卖得
最好的《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其
票房相比于《变形金刚 4：绝迹重生》
19.77亿元的票房，相距甚远。

20世纪90年代，好莱坞电影首次
进入中国时，它们让好奇的中国影迷得
以一窥西方的生活。《泰坦尼克号》《阿
凡达》等大片的票房收入高达数亿美
元。然而，人们对好莱坞电影不再着迷。
有观众向采访的媒体表示，“过去暑期
档看的都是主打视效的进口大片，但现
在超级英雄电影太套路化，何时追逐、

何时爆炸、何时煽情，我都能预测到。而
且连篇累牍的续集，消费一次是情怀，
多了就审美疲劳。”

成都观众王先生说，以前，他和朋
友都偏向于看好莱坞大片，超级英雄的
剧情和充满科技感的画面，相较于大部
分国产片的爱恨情仇更吸引他们。然
而，近几年来，国产电影的题材越来越
新颖丰富，不管是从故事情节还是后期
制作来说，都有了很大进步。在这种情
况下，进口大片便无法吸引绝大多数中
国影迷了。

有业内人士说，如今距离首部进口
大片《亡命天涯》上映，已过去近30年，
过去收获高票房的进口电影，几乎全是
好莱坞大片。然而，纵观近年来中国电
影市场票房榜变化，早已突破“视效大
片”的桎梏，走向审美多元。以目前电影
票房总榜前十为例，既有《流浪地球》这
样的科幻大片，也有《你好，李焕英》式
的温情小品，还有《哪吒之魔童降世》这
样的动画电影。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

在今年暑期档，现实题材电影占主
流。《我爱你！》《消失的她》等都瞄准现
实议题。比如，《我爱你！》延续了导演韩
延前作《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
红花》对平凡人生活处境的刻画，以及
对爱和生命议题的探讨，聚焦国内银幕
较少关注的老年群体及其情感问题，突
破了以往老年题材电影的创作模式，构
建了以老年人为主体的叙述格局，有着
极具创新性的审美价值，兼具现实关怀
和生命哲思。

进入8月，暑期档正式开启下半程
赛事。8月的国产电影同样覆盖多题材
多类型，不过从数量来看，仍以现实题
材为主，诸如《孤注一掷》《最后的真相》
《少年时代》《我经过风暴》《学爸》，就分
别将视角对准境外诈骗、律政黑幕、时
代挣扎、家庭暴力、“鸡娃”困局等方面。
8月国内电影市场氛围持续“热烈”。

现实题材电影为何颇受青睐？从
《我不是药神》《滚蛋吧，肿瘤君》到《人

生大事》，国内电影创作者近年来
以市井小人物为创作原型，讲述
他们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顽
强生存。有业内人士认为，这
类作品受到欢迎的关键，就
在于剧情足够丰富、内容
有思想深度，尤其是能激
起情感共鸣——与观众
能形成情感与情绪的
相通，从而引导观众
产生积极的生活态
度，使观众能够从
影片中汲取到
生活的力量，
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找
到前行的
方向。

热烈热烈

国产影片质量明显提升A

现实题材仍然是“硬菜”B

进口大片遭遇“滑铁卢”C

文化自信得到更大彰显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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