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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边 静

在全国抗疫一盘棋的战略方针

指引下，我们需要把复工也看作是

抗疫的组成部分。因为抗疫的目的

包含了恢复国民经济。第一阶段基

本赢得胜利，第二阶段就是让经济

恢复运行。真正的信心必定来自于

人民得以重新返回到正常的生活状

态。

第一，如果不能复工，意味着这

个行业就这样被疫情彻底打倒，而

实际上行业现在并没有被击倒，只

是面临大的困难，如果可以有序地

复工，行业就能够找回元气，恢复健

康。

第二，社会正在总结各种严控

的经验，在感染成为小概率的当下，

早一天复工开业，就早一天使严控

措施得到验证，提高社会抗击疫情

的水平。况且，假如真如专家预测

的那样，我们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

存，难道整个社会就无所作为了吗？

显然，要有这样充分的信心，做

好在一个漫长的岁月中，和新冠病

毒作斗争的准备，相信人类世界的

各行各业是能够生存发展的。

第三，各地政府已经陆续出台

政策，为复工保驾护航，相信地方政

府在分区域积极复工上会有应对措

施，地方财政对于长时间经济停摆

是难以承受的。电影产业不能拖国

家的后腿，局部区域不能拖全局的

后腿，院线行业不能拖整个电影产

业的后腿。

有人会说，出了感染事件你能

负责吗？我相信生活回复常态是社

会的要求，而我们不会因为有小概

率的可能，就否定一个社会对于有

步骤积极复工的策略安排。我们要

做好与病毒进行持久作战的准备，

这意味着我们也必须做好感染还会

出现的准备。

感染再次出现是小概率事件，

现在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这是

我们敢于说2020抗疫斗争取得了阶

段性胜利的前提。小概率应对与大

概率应对的总战略当然会发生改

变，战略的改变就是科学，如此不改

变就是形而上学。

那么分区复工存在怎样的可能

性呢？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在偌大

的中国领土上，不是所有地区都是

病毒灾区，相反，大部分地区基本没

有遭遇到病毒的打击。遭受打击的

地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不太严

重的地区因为防控也付出了很大的

代价。但是地区间的差异对于恢复

经济的选择性一定不同。

其次，原来遭遇了疫情影响的

地区很多已经连续二三十天都没有

再新增病例，这就为复工提供了信

心和支持。从全国经济一盘棋来

看，先复工的地区能够为全国经济

提供恢复元气的贡献，这是一个大

国的优势，“一刀切”等于毁了这种

优势。中国有句老话说，“西方不亮

东方亮”，就是中国战略的优势所

在。

再次，院线、影城正在为复工做

着很多详尽的准备，他们正在当地

政府的指导下做着更多的一旦复工

而必须要有的影城防控措施。同

时，这些准备是可成为检验能否复

工的重要条件。复工是对观众负

责，不是只为挣钱。这些准备必须

符合卫生保障的标准要求。

有人说，即使影城开张观众也

不会如此之快地回来看电影，因为

社会的恐惧心理由于全球疫情蔓延

而骤增。我们都在关注“输入性”问

题，这是需要在恢复经济生活当中

作为重点考虑的。也因此要有预防

措施，而这些措施今天我们已经在

操作了。

譬如，在监测体温的同时，我们

可以约定每一个影厅的售卖率上限

为25%，减少高度聚集的可能。我们

还可以约定，一旦出现疑似患者，马

上采取追踪上报措施。我们的地方

预防在整个年度内都不可能放松警

惕。我们不认为新冠病毒是无法战

胜的，毕竟，办法总比困难多。

持续不开业会给社会心理平添

更大的压力，它说明真的一筹莫展、

手足无措。人们进而更认为这个行

业没救了，更多的影城此后会被彻

底放弃，这个行业和电影产业受到

的打击将日趋严重。选择分区域积

极复工开业，还是选择“一刀切”不

开业，就是选择拯救这个行业，还是

选择雪上加霜。

所谓分区域逐步地积极复工是

院线行业群起而迎战的正确态度。

现在大部分院线、影城是支持拥护

这个举措和主张的。这个主张符合

地方尽快启动被停摆的各类行业和

部门的需求，配合了地方政府的国

计民生，配合了地方尽快摆脱财政

税收的困境，配合了整个抗击疫情

斗争的最终胜利。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要在持久战

中坚持的院线行业呢？4 月份应该

就是开始恢复的阶段。开始是最难

的，是最需要勇气和科学精神的，这

个开始的阶段还不能期待观众蜂拥

而至，也不能指望发行公司立马提

供很多的节目。

这就是开始。它意味着艰难，

意味着未来，意味着重生。它会在4

月中艰难地熬过，等待大规模的影

片发行的到来。我们是不能勉强观

众的，但是整个社会会自然地产生

出它的需求，如果各行各业都涌现

出了活力，年轻人成群结队上了街

头，女人们涌进了各种时装店，体育

赛事开始举行，餐厅酒楼人满为患，

这时，百业复苏对电影的带动作用

就自然而然显现了。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如何看待

“输入型病例”对于影城复工的困

扰。我认为，对付“输入型”的防范

要在第一道关卡，即机场、码头、海

关方面做好严防死守，而不是依赖

全国范围投入各种停摆的成本以支

撑。那是对经济管理的不专业，而

且我们也必须有信心，即使4月份疫

情在全球范围会有更大的暴发，也

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捍卫我们

的产业安全。

在整个电影产业当中，制片上

游和发行中游都盼着下游的院线终

端市场尽快复苏。没有院线就没有

完整的电影产业，这是常识。所以，

今天制片和发行都在看着影城院线

的复工与否，他们也在盼着复工，影

片要生产，节目要发行，下半年的节

目在上半年就要逐一走计划了。

全国的分区域复工开业可以按

照四个层次在不同的地区分类进

行。第一类，是诸如上海、江苏、广

东、四川以及离湖北较远的地区，如

新疆、甘肃、内蒙、云南、广西、福建、

山东、陕西、青海、辽宁、山西、海南、

吉林、西藏等地，这些地区前面的防

控做得到位，病例不多。

第二类，譬如浙江、湖南、重庆、

安徽、江西、河南、贵州等地，它们离

湖北近一些，需要谨慎一些，可以再

给一些时间，但是只要不再出现疑

似病例，也应当逐步放开，同时与第

一类一样，保证预防监测措施不松。

第三类，首先是北京、天津、河

北、黑龙江和湖北除武汉、孝感、黄

冈之外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是

需要格外小心谨慎的。京津冀是

“输入型”的首当其冲之地，严控不

在话下，湖北几大重灾区的反复检

查、核查需要更多时间，只要措施到

位，这些地方也是国家最重点关注

的地区，相信假以时日也能够跟上

全国的步伐。

第四类，就是武汉等几个重灾

区了。武汉电影市场的光复值得全

国电影业同仁今天为之举手加额。

武汉等地电影市场的恢复开业预示

着产业全面复苏。在2020年这个全

人类不平凡的春天中，武汉成为了

中国的象征。现在它是电影产业全

面复苏的象征。需要多长的时间

呢？从现在开始，我们预期它用一

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到了五

一档期，武汉电影市场有望重光。

从现在起，我们应该为全国电影

市场分区域逐步积极复工努力做好

一系列卫生安全防范的准备工作和

安排好各项预防疫情卷土重来的措

施，将之逐一落实到每一家影城、每

一条院线当中。地方电影主管部门

要对每一家影城作复工开业的监测

证明，院线要提供报告，责任要区别

落实到企业和负责人。如此，复工开

业可期，社会娱乐文化气氛重回大地

可期，中国电影产业复苏可期。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分区复工

意义重大 “囧妈+肥龙+大赢家”：

窘迫时刻的新可能

■文/虞 晓

■文/赵 军

春节期间《囧妈》的线上发行

操作之后，这类事情近几个月在电

影 圈 连 成 了“ 月 度 系 列 剧 ”。“ 囧

妈”身后，“肥龙过江”（2 月 1 日上

线，收费），“大赢家”（3 月 20 日上

线，首发，免费），美国的“魔发精

灵”也按捺不住了。3 月末，《魔发

精灵 2：世界之旅》（环球出品）宣

布 4 月 10 日北美上映的同一天，也

上线家庭娱乐平台。美国影院业

主协会主席 John Fithian 表示，其他

电影公司在这个疫情危机时期，对

所有美国人、乃至全世界电影观众

表现出真正的伙伴关系和对影院

观影模式的信念，只有环球打破了

这一规则，“院线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 件 事 情 ”。 这 声 明 ，言 辞 克 制 ，

但还是感觉到唾沫星子里的愤怒。

这类事件中，片方和院线影院

之间的矛盾，虽然可能由于已经发

生的发行营销等费用打了水漂，根

本的还是这种做法触动了院线影

院的核心利益。作为渠道商，失去

重 要 的 内 容 供 给（头 部 产 品），意

味着预期票房的重大损失；即便这

是疫情之下的特殊之举，但意味着

规 则 的 破 坏 ，这 类“ 坏 典 型 ”会 发

生示范作用。可是，面对网友的欢

呼雀跃（当然，首先是因为免费观

看）和巨大的点播量，谁都不得不

再次认识互联网时代电影行业的

发展趋势，尤其是网络发行播映的

增 长 及 其 对 线 下 实 体 影 院 的 冲

击。维护行规，就是保守秩序稳定

和既得利益；打破行规，就是利益

格局的重新调整，又疼又累。

归 纳 一 下 三 部 影 片 线 上 播 映

的初步效果：

A.“ 囧 妈 + 大 赢 家 ”是 流 媒 体

平台购买版权，免费播映。《囧妈》

在头条系四大平台（抖音、西瓜视

频 、今 日 头 条 、抖 音 火 山 版）及 智

能电视“鲜时光”3 天总播放量超过

6 亿。《大赢家》在西瓜视频、抖音、

今日头条 App 和智能电视鲜时光上

线 3 天 ，正 片 总 播 放 量 破 9800 万

（“新京报网”20200324）。不用细究

“字节跳动”的成本收益情况，就能

肯定这是一笔好买卖。对比一下

影院放映的人次：《战狼 2》1.6 亿人

次，《哪吒之魔童降世》1.4 亿人次，

《流 浪 地 球》1.05 亿 人 次（猫 眼 数

据），国内院线市场档期观影人次

目前的高度是 1.6 亿。这两部院线

片在线上首发 3 天的播放量 6 亿和

9800 万，相当可观。如果按照分账

模式发行，这个播放量对应的网络

票房也很不错。

B.《肥龙过江》采取“保底+分

账”模式发行，付费观看（爱奇艺+

腾讯平台）。第一个月会员付费 6

元 ，非 会 员 12 元 ，点 播 量 为 1.1 亿

（艺恩数据），网络票房大致在 7 亿

元。第二个月开始会员免费。截

至 3 月 27 日，仅腾讯平台点播量达

到 1.6 亿。从点播量上就可乐观估

计保底部分已经完成，片方还有分

账收益。有人估算片方第一阶段

（大致 2 月份）收益大概在 1.1 亿点

播收益的 41%，即 3.1 亿元（“论道

知影”20200310），再加上会员免费

期间的分账收益，片方的这次线上

发行是成功的，可能好过他们对国

内院线发行的预期吧。

结论：A. 这三部影片的线上发

行播映是中国电影市场院线高成本

电影首发网络的第一次高调尝试，

业界都想看看现在互联网视频平台

的内容承载能力和流量变现能力究

竟如何（凡影 20200318），上述播映

情况给予的回应是积极的。“囧妈+

肥龙+大赢家”给院线片网络首发提

供了突破性案例，这将会鼓励一些

公司对今后影片发行策略的变通考

虑。比如线上线下同步发行，或者

在院线难以获得更好竞争空间时，

转而首发线上。

B. 不过，这三部影片的发行播

映情况不能视为商业常态，并被进

行简单对标。因为网络播映量和

影院观影人次不能简单对等，实体

影院里一人次产生一张票款，但网

络播映不一定；而且，这些实践是

在特殊市场环境下进行的（疫情+

字节跳动的凶猛操作）。

迄今为止，电影产业的主体叙

事还是围绕影院市场展开的，虽然

好莱坞的主要收益并不来自影院

票房。过去近 20 年中国影院银幕

快速扩张，并带动产业链的完善发

展，也是这种逻辑下的作为。互联

网技术和企业对电影业的渗透，常

常被传统电影业视为“冲击”。但是

现在，互联网企业从传统电影业的

服务商和市场拓展方逐渐变成了行

业竞争者。中国三大流媒体平台

“爱优腾”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逐渐

形成了一套清晰的网络电影发行分

账模式。视听节目的引进、制作、发

行、分账、播映等业务在线上形成了

一个产业系统。以往“爱优腾”与院

线市场保持着谨慎的伙伴关系，但

“移动影院”、“欢喜传媒”和“字节跳

动”的商业举动进一步显示了这个

线上系统的欲望和力量。

所以，线上线下的电影各自形

成了一个系统，从内容制作到发行

播 映 ；同 时 ，两 个 系 统 彼 此 关 联 ，

都在打通线上线下，边界开始变得

模糊。美国 NATO 主席提及的对

影 院 观 影 模 式 的“ 信 念 ”，对 影 迷

和专业人士是成立的，但对于当下

广泛的视频消费者和很少进影院

的消费者来说，颇为可疑。

在这种局面下，线上线下两个

电影系统的掐架和妥协会持续，在

力量的此消彼长中推进行规和秩

序的调整。其实，窗口期规则就是

协调不同电影传播媒介及其经营

商的商业关系，从而谋求电影产业

价值最大化的机制。一直以来，实

体影院或院线发行模式一直都居

于这个窗口机制的首位，不仅因为

它是传统的，更因为它确实具有巨

大的盈利能力、资金回笼快、对其

他发行播映渠道影响巨大。大制

作 片 方 很 看 重 这 块 阵 地 和 利 益 。

现在，它遭遇的挑战越发紧迫，从

好莱坞到中国。

面对市场变化，政府管理也面

临挑战。原来我们基于影院市场

和网络视听节目业务划分的管理

模式，在边界模糊的情况下，其实

存在业务交叉或漏洞、联动机制薄

弱。而且，从电影发展的整体战略

高度和大文娱行业发展角度，都需

要跳出传统影院市场的格局进行

考虑和布局。

新冠疫情，给世界和社会带来

巨大压力。重压之下，显现出某些

隐形裂痕，但是也激发着新的操作

和可能。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小偷家

族》获得第 71 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

奖后曾预言，《小偷家族》将是个人职

业生涯的转折点，标志着另一个新阶

段的开始。然而他的新作《真相》，在

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以开幕影片亮相

以来，这部其个人首部“非日语”电

影，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获得威

尼斯金狮奖提名、影片艺术品质得到

肯定的同时，《真相》在主流评分网站

的口碑，也几乎创下了是枝裕和电影

的新低（Imdb6.5；豆瓣7.2）。

亚洲导演在成名之后，与欧美合

作拍摄非母语的文艺电影早有先例，

如王家卫的《蓝莓之夜》、朴赞郁的

《斯托克》、侯孝贤的《咖啡时光》等。

拍摄外语片对导演是很大的挑战，不

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习性带来的壁

垒，使得对台词的细微变化、传递细

腻的情感等创作沟通相当困难。不

少评论认为《真相》也重蹈前人覆辙，

是枝裕和的非母语创作也有着“水土

不服”的宿命。

是枝裕和出道于上世纪 90 年代

日本新电影浪潮时期，大制片厂制度

的崩塌，让崭露头角的新导演必须直

面生存危机。从处女作《幻之光》开

始，是枝裕和就以参加国际电影节作

为其作品打开市场的途径，通过获奖

提升知名度，进而打入国际市场并重

新回到国内放映的方针屡试不爽。

无疑，是枝裕和已是当今亚洲最具国

际影响力的导演，他的部分影片在法

国的观影人次甚至远超过日本。熟

悉欧美市场规则和观众口味，加以优

越的制片资源（《真相》主演包括凯瑟

琳·德纳芙、朱丽叶·比诺什、伊桑·霍

克等国际大牌明星），“水土不服”的

说法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猜测。

《真相》在是枝裕和的预期里，是

自己所有作品中“读后感”最“轻松欢

快”的电影。金棕榈的市场号召力尚

在，个人认为《真相》是他借势进入国

际主流电影市场的一次“试水”，是枝

裕和在作者风格与商业诉求、本土类

型与欧洲电影之间守常出新，小心翼

翼地调和平衡。

守常

——是枝风格的家庭片

《真相》的故事来源于是枝裕和

多年前执笔的舞台剧本，所讨论的是

演员与角色之间从情绪上该如何分

界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女主角法比安

（凯瑟琳·德纳芙饰）身上，这个昔日

的电影巨星，一直把表演看得比家人

和朋友还重，她只爱自己演的电影。

法比安出版了回忆录《真相》，借

祝福之名，女儿卢米尔（朱丽叶·比诺

什饰）带着丈夫汉克（伊桑·霍克饰）

和女儿回到了法国，她要让母亲嫉妒

自己的幸福，并从自传里找到童年如

此不幸的原因。卢米尔相信自己的

记忆，她指责《真相》里全是谎言，甚

至当众“爆料”母亲不堪的丑闻。母

女间尘封的伤痛被层层剥开。

是枝裕和把舞台剧改编成了自

己最擅长的家庭片，如何弥合母女间

分崩离析的亲情，成为了影片的核

心。换句话说，正如《小偷家族》展现

的是一个没有血缘的家庭如何毁坏

的过程，《真相》表现的则是一个有血

缘的家庭如何重建的过程。

在是枝裕和的家庭片谱系里，

《真相》是个另类的存在，镜头所表现

的空间不再是影迷们熟悉的板屋和

公寓，表现的对象也并非平民化甚至

边缘化的普通家庭成员，但影片所呈

现的美学品格依旧。纪录片式的观

察视角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避免内

心情感的直接表达，对外在戏剧性的

弱化，在生活流中以细腻笔触对人物

全面立体的刻画等等不一而足。在

这个法国的故事里，是枝裕和依旧在

缓慢的叙事中讲述难以言说的深情。

家庭片在是枝裕和的手上，既可

以用婉约、静观、细微的审美意识，形

成一种天地有情的物哀之美；又可以

成为观察时代世相，批判社会现实的

载体。在面对相同或类似主题时，对

素材、技巧以及氛围进行重设或重

组，从而呈现不同的面貌，是是枝裕

和的自觉和能力，在他的叙事里，家

始终是“充满琐碎又最为宝贵的存

在”。

出新

——走出舒适区

追求轻松欢快的“读后感”，其目

的是吸引更大的观影人群。除开耀

眼的明星阵容，在《真相》这个具有日

本气质的法国故事里，是枝裕和设置

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如果说在

走向世界之初，是枝裕和电影还是以

“民族性”和“主体性”彰显着“东方”

的奇观与差异的话，全球一体化发展

的现实和影片的创作诉求，让是枝裕

和镜头中的消弭了“东方”与“西方”

的界限，是遭遇着同样问题的“世

界”。《真相》所涉及的，不仅是代沟和

原生家庭的“魔咒”，它与现实的触点

更在于，强调个体与独立的西方现代

社会、亲情的价值和意义。

在叙事上，《真相》对欧美观众的

心理和观影习惯有所偏重。除了致

敬法国电影的伏笔（饰演法比安前夫

皮 埃 尔 的 Roger Van Hool 曾 经 在

1968 年的《La Chamade》中扮演德纳

芙的情侣），汉克和女儿的戏份，也是

对好莱坞幽默的调侃。相较于法比

安的冷漠自傲，同为演员的汉克（隐

喻着美国电影）更能善解人意，让人

欢笑。

戏中戏结构的安排，对有着丰富

戏剧传统的欧洲观众并不陌生，家庭

和摄影棚两个不同的空间，形成了有

趣的镜像关系，在生活的家里法比安

是“演员”，在摄制棚里却要成为“女

儿”（角色）。戏中之戏与影片中的现

实生活形成了“互文”，推进叙事并推

动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在舒缓的叙事

节奏中提高了信息的密度。

追问

——真相是什么

就故事而言，因为回忆的不可

靠，历史的真相并不可知。是枝裕和

给普世问题给出的东方答案是，能确

认的只有情感的“真相”，家是给予人

庇护和安全的所在，母女最终的和

解，不是完全认同对方，而是学会了

共处。就犹如最后善意的“谎言”，也

是“真相”的一部分。

据统计，给《真相》评分较低的人

群，恰恰是以往是枝裕和电影的忠实

粉丝。而打分较高的，更大比例是初

次接触他电影的观众。必须承认，

《真相》的整体品质距离《无人知晓》、

《小偷家族》等作品有着相当的差

距。影片最大的不足在于，离开了日

本本土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枝裕和还

没有能为这个法国故事建构出宏大

的现实背景，他缺失了自己之前作品

的格局和现实关联的深度。作为获

得金棕榈后的首部影片，它更强化了

粉丝的失望之情。

但从另外的维度，是枝裕和的

“突围”又是势在必行。一方面他的

电影在日本国内遭到了不少的批评

和抵制，比如是“专为电影节创作”，

甚至指责他的作品是抹黑日本形象

的“辱国映画”，海外资金能提供更自

由的创作环境。更重要的，是枝裕和

认为单靠国内市场就可以回本的电

影投资状况，让日本电影正在逐步走

向封闭；始终耕耘家庭题材的是枝裕

和，也开始被批评重复和缺乏新意。

这也是《真相》背后市场和产业

的真相，《真相》目前在欧洲市场取得

了 300 多万美元的票房，最后的成绩

如何？仅仅是针对主流市场的“试

水”还是新阶段的开端？作为粉丝，

我也期待着水落石出的真相。

《真相》：

是枝裕和的守常与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