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我国电影总票房为 549.15 亿元，

观影人次为 12.99 亿。其中，国产电影票房为

460.05 亿元，占比为 83.77％。

《流浪地球 2》展现电影工业新发展，《长

安三万里》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孤

注一掷》《八角笼中》等现实题材影片引发观众

热议，《志愿军：雄兵出击》《长空之王》等新主

流电影凝聚精神力量……我国电影人创作热

情高涨，影片题材丰富多样，电影市场发展持

续复苏向好。

有关专家表示，我们期待更多创作者汲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扎根火热现实生活，

从中深入挖掘创作题材，创作出更多既叫好又

叫座、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佳作。

国产影片票房成绩亮眼

2023 年 我 国 电 影 票 房 榜 前 十 均 为 国 产

影片。

其中，《满江红》票房成绩领跑，《流浪地

球 2》《孤注一掷》《消失的她》《封神第一部：

朝歌风云》《八角笼中》《长安三万里》《熊出

没·伴我“熊芯”》《坚如磐石》《人生路不熟》位

列二至十位。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分析认

为，2023 年的国产电影弘扬传统文化、观照百

姓生活，影片质量提升明显。“国产影片票房成

绩亮眼，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推动

电影创作者和观众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专家也认为，票房不是唯一衡量因素。过

去一年有一些影片票房虽未进入前十，但也展

现出了创作者的探索突破，值得关注。

重点档期票房成绩同样出色。例如，春节

档 票 房 超 67 亿 元 ，位 列 影 史 春 节 档 票 房 第

二。暑期档票房达 206.19 亿元，创造新的暑

期档票房纪录。“暑期档连续 5 个周末大盘票

房实现逆跌，并且创造了我国影史单日票房连

续破亿的最长纪录。”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

陈晋介绍。

2023 年以来，国家电影局鼓励更多优秀

影片周末上映，通过有效供给满足观众日常观

影需求，努力做热周末档。多地电影部门也通

过优惠电影票价、发放观影消费券等方式，推

动更多观众在周末走进电影院。

青年影人展现创作潜力

“我的生活经历决定了我的电影观”“我理

想 中 的 电 影 需 要 具 备 的 第 一 特 质 是 社 会

性”……2023 年 8 月，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第六

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青年电影人齐聚一堂，共话如何为推动中国电

影更好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从《流浪地球 2》到《长空之王》，从《消失的

她》到《孤注一掷》，从《拯救嫌疑人》到《三大

队》……一年来，青年导演、演员、编剧脱颖而出。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分析，

无论在剧本创作上，还是在视听语言表达上，

我国青年电影人的创作水准正日臻成熟，对类

型片生产规律的掌控更加熟练。

专家认为，2023 年国产新片在题材探索

上不断追求突破，也让观众看到青年电影人的

守正创新。例如，郭帆团队坚持不懈深入探索

科幻题材的中国表达，《长安三万里》动画制作

团队将视角聚焦盛唐时期的诗意人生，《长空

之王》将镜头对准试飞员群体……

“这一代青年电影人有朝气，也有锐气，大

大提升了国产片生产质量。”刘海波说。

电影为媒促进文化交流

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过去一年，电影持

续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发挥作用。类型

多样的进口片丰富国内电影市场，国产电影积

极“出海”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中外电影交流正

在开拓更广的路径。

各具特色的进口影片引发关注。从进口

影 片 票 房 分 布 看 ，国 内 观 众 不 再 一 味“ 追 大

片”，而是展现出更多元的观影需求。

国产电影在海外同样取得不错成绩。《流

浪地球 2》在海外多地上映，展现中国科幻影

片风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亮相威尼斯

电影节，向全球观众讲好中国故事；《无名》《热

烈》《消失的她》等也纷纷亮相海外银幕。

此外，通过在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俄

罗斯等多个国家举办中国电影节（展），在戛纳

电影节、美国电影市场等设立中国电影联合展

台，海外电影人对中国电影的了解更加深入。

戛纳电影节期间举办的“中国青年电影之夜”

活动，推动更多中国青年电影人走进国际视

野，助推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型电影节上有

所收获。

“好作品是一座桥梁，沟通全世界的人。

大家喜欢艺术、欣赏美，乐于看到有启迪的、有

思想性的作品。”著名导演张艺谋说。

□ 王 鹏 许晓青 魏婧宇

类型多样 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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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的风格类型，难以一语界定。作为

高度商业化的剧集，它不同于海派喜欢的市井

剧，也不同于港剧擅长的年代剧，而是混杂着纪

实、剧情甚至广告的类型，交织着金宇澄和王家

卫个人风格的平衡、银幕和荧屏不同呈现方式

的调和以及大上海和小市民上海故事的提炼，

在文学名著的影视化改编、电视剧制作精品化

方面，都是值得细品的样本。

《繁花》制作人坦言，1200 分钟的剧集镜头

数量远超传统剧集，摄影师在片尾鸣谢了一长

串摄影器材机构的名单，所有细节表明：这是一

部为大银幕而生的电视剧。它颠覆了传统客厅

模式的视听体验，并延续了王家卫导演鲜明的

个人标记：叙事不循人们习惯的线性结构套路，

频繁使用倒叙和插叙；镜头动辄突兀地升格、抽

帧和慢摇，赋予主要角色小说中并不存在的光

环；画面大量使用低饱和度的光影构图，勾勒出

暗金色调。从美学风格上说，《繁花》并不是依

赖 故 事 推 动 的 情 节 剧 ，更 像 人 物 内 心 的 传 记

片。王家卫作品最具吸引力的往往不是搅动人

心的故事，而是稳定安宁的影调和氛围。对应

着城市和角色间浮生若梦的感觉，一切光影重

合皆是语言。构图展示环境对人的影响，色彩

展示人物的内心，镜头的运动暗示后续情节的

延展。同样，王家卫电影中惯用的独白也被沿

袭至《繁花》中，不同的是，《东邪西毒》中的独白

是情感的单向流动，《繁花》中的独白被用来交

代时代背景的变迁。

《繁花》提升了视效品质，把观众又拉回观

影空间。从《风起陇西》《繁城之下》到《雪迷宫》

再到《繁花》，近来电影画质的剧集层出不穷。

其指向意义不言而喻。一是引入电影的制作手

法和管理流程，剧集品质在大幅提升；二是在短

视频夹击下，精品短剧集的需求将爆发增长；三

是观影环境变化影响视听叙事方式，未来剧集

要适应荧屏、银幕和投影不同载体的切换，制作

的跨界融合恐怕才刚刚开始。

二

《繁花》的底色是怀旧。金宇澄精心设置的

“双时间轴+三男主线”的话本结构，以 20 世纪

60 年代和 90 年代串联起代表不同领域的阿宝、

沪生和小毛的故事。这像极了新式弄堂的肌

理，徐徐展开的是市井生活的卷轴，呈现出一种

“有组织的复杂性”。

电视剧不是贸然闯入，而是迂回截弯，舍弃

了沪生和小毛，只保留了阿宝。这种商业剧的

策略是符合影视改编逻辑的，既保留着和原著

小说若即若离的勾连，又掌握了对上海故事进

行二度诠释的空间。

所有的上海叙事都自带滤镜，在时空上精

准定位上海绝非一件易事。王家卫的《繁花》再

现了“上海想象”。它用“花样年华”的方式诠释

了时间，镜头中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上海，超越了

导演的认知，难免有点悬浮和错乱；它用“饮食

男女”的方式定位了空间，画面里黄河路的灯红

酒绿，暗合商战类型的技法，十分接地传神。剧

中的主人公阿宝和其他角色纠缠的空间，对应

着外滩、进贤路和黄河路三条马路，分别隐喻

“上海叙事”与生俱来的市井品质。

经典的海派影视，皆是回到弄堂。在和平饭

店里盛开的《繁花》，无意表现股市狂潮中小人物

的悲喜人生，似在渲染浪奔浪涌的大人物传奇。

三

和过去一些上海题材文艺创作相比，金宇

澄的原著最大的创新是思维，而非语言。开篇

一句：“独上阁楼，最好在夜里”宣告。1300 多处

“不响”，道尽了生活中的理性、精明、规矩和分

寸感，人人自洽，处处留白。《繁花》上海话版的

推出是必然，因为，这是一部无法完全用普通话

来表达的作品。上海话版的拍摄也严格遵循这

一理念，所有演员都是先用上海话来完成人物

的塑造，然后，再翻译成普通话版本。

《繁花》中最“不响”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

爷叔。游本昌塑造的角色，隐喻了旧上海洋行

买办“老克勒”、宁波商帮的“师爷”、上海国营外

贸单位的“老师傅”三重形象，他具有连接新旧

上海的能力，浓缩了闯荡上海滩的人生至理。

另一个是不为人注意的“小江西”，这个在黄河

路饭店做服务员的外来妹是新上海人的写照，

这个形象包含了打通内外上海的任务。这“一

老一小”的人设是典型的海派地域文化符号。

所谓上海腔调，不只是讲上海话那么简单，

它包含了东西各异的饮食、南北不同的方言以

及上下分明的礼仪。方言可以在观众和角色之

间建立美学屏障，亦可在角色和角色之间制造

戏剧效果。对方言的运用，并非“一话到底”。

导演可以通过方言的使用，暗示人物内心和外

表的落差。每一种方言都是剪不断的，它是孕

育地域文化的脐带。方言尤其不可译，它的意

境和神韵来自日复一日鲜活的现实语境，包含

了智慧和忧欢。

（本文图片为电视剧《繁花》剧照和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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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甘肃新

闻综合广播制作的儿童广播剧《淘气宝宝和警

察爸爸》播出。

广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由朱娜、王

宏伟编剧，朱娜导演。故事讲述了西部边陲小

镇派出所民警陶建军的女儿陶淘，意外目睹犯

罪嫌疑人王龙德从看守室逃跑的一幕，将计就

计开始跟踪，但不幸在路上被摩托车撞伤进了

医院。车祸现场的警笛声令躲藏的王龙德惊恐

不已并随即破窗而逃，不巧也遭遇车祸被送进

了同一家医院，醒来的王龙德乔装逃出医院之

际再次被陶淘“遇见”……最终，父女同心成功

完成抓捕。 （贾 鑫）

《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播出

近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视协电

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等机构举办的第 29 届中

国纪录片学术盛典举行。我省制作的系列微纪

录片《青春宣言》在评选中脱颖而出，荣获第 29

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微纪录“十优”大奖。

《青春宣言》由兰州大方文化传媒公司、甘肃

北有嘉鱼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制作，被甘肃省广播

电视局列入 2022 年度影视剧孵化项目，并入选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

16 集微纪录片《青春宣言》聚焦新时代各行

各业的年轻人，以“人物自述+纪实+资料”叙事

形式，多维度多视角记录了奔跑于时代之中的

“微光个体”，使主旋律纪录片带上了年轻的底

色，令观众耳目一新：一是形式新，采用当下人

们喜欢的短视频、微纪录形式，每集只有 6 分

钟，内容紧凑；二是手法新，通过对青年群体真

实立体的拍摄，运用群像式的人物刻画，渗透时

代精神，努力探索更具年轻语态的表达方式；三

是解读新，对宏大的题材进行“青春化”解构，以

年轻化的心态解读人物，整部影片洋溢着蓬勃

的青春力量；四是内容新，片中记录的都是新时

代的人物和事件，使观众通过该片感受到时代

的脉搏。《青春宣言》作为微纪录的一次创新，以

真实的记录、立体的呈现、质朴的讲述，让时代

的旋律在个体的和鸣之中，传递正能量，具有鼓

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现实意义。

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是中国纪录片界行业

影响力和专业水平最高的活动之一，自 1994 年

第一届开始，迄今已成功举办 29 届。本届中国

纪录片学术盛典展现了 2023 年全国范围内纪

录片发展的整体状况，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

表彰了年度业绩突出的纪录片创作者和制作、

播出机构。受到表彰的年度优秀纪录片作品题

材丰富、形式多样，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白爱华）

系列微纪录片《青春宣言》获奖

由丝路花雨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策划

制作，我省公安纪实文学作家彭海林（海岭）编

剧、陈一君担任制片人的公安题材电影《点石

成金》近日在山西大同杀青。

故事讲述了银城市经侦支队一大队大队

长谢志，在侦办一起假药案时，随着案件调查

的步步深入，发现背后隐藏着其他隐情。他的

深入调查也不断触及犯罪集团的核心利益，致

使自己的妻子受到威胁，孩子遭到绑架，自己

也 陷 入 一 系 列 错 综 复 杂、步 步 惊 心 的 危 局 之

中，最终在正义的坚持下，经过殊死搏杀，将隐

藏在幕后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这部电影取材于真实的案例，并进行了文

学 化 创 作 的 加 工 和 提 炼 ，通 过 扣 人 心 弦 的 情

节，深入刻画坚守一线、追求正义的人民警察

形象。编剧彭海林说，公安民警为了人民群众

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铲除邪恶、匡扶

正义，这种精神值得大力书写和颂扬，让观众

感受到正义的力量。

彭海林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

协会会员。现已出版 800 余万字的公安纪实文

学作品，其中数篇作品获奖，多篇作品被改编成

影视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点石成金》《国宝第

一案》等。 （贾 鑫）

电影《点石成金》杀青

金宇澄的里，王家卫的

壳，上海话的衣，海派文化样

式的“三件套”穿在一起，卖

相十足。然而，《繁花》又是

一部品质之作，它的“门槛”

很高。首先，从小说到电视

剧，编剧进行了较大幅度的

二度创作；其次，全剧用电影

语言呈现，导演实际上挑战

了传统意义上的观剧习惯；

再次，推出方言版本，演员全

程用上海话来演绎故事、塑

造人物，具有鲜明的地域文

化特色。编、导、演各个层面

叠加使劲，使《繁花》超越了

普通电视剧的文本。

电影《点石成金》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