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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CTV-6电影频道收视率：

《中国机长》四度上榜
新主流大片收视率走高

由刘伟强执导，张涵予、

杜江、袁泉等主演的电影《中

国机长》独占 2020年电影频

道收视率冠亚军的位置。在

年度收视率前 50 名的排行

榜中，《中国机长》占据四席，

颇受观众的欢迎。同时，《烈

火英雄》三次上榜，《红海行

动》两次“现身”，《湄公河行

动》、《叶问》等影片也纷纷跻

身前十，“新主流大片”不仅

在城市院线保持着较高的关

注度和认可度，“霸屏”能力

同样出色。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年有近半年的时间电影

院无法开门营业。电影频道

在疫情期间，及时排播了大

量以中国电影人的视角，观

照平凡伟大英雄的影片。《中

国机长》、《攀登者》、《烈火英

雄》里的主人公们，与战斗在

前线的英雄们相映成辉；《我

和我的祖国》、《流浪地球》等

大片的高燃场面展现出的国

之伟大、人性之美，而这些电

影也都进入到年度榜单前50
名之中。为满足居家观影的

需求，电影频道还播出了《唐

人街探案 2》、《战狼 2》、《叶

问》、《鲛珠传》、《云南虫谷》

等在城市院线取得不俗票房

成绩的商业大片。相比前几

年，商业大片在 2020年电影

频道收视率排行的占比明显

增高。

此外，战争动作电影依

旧在电视荧屏端占有较大优

势。例如维和军事题材电影

《中国蓝盔》、抗战题材影片

《狩猎者》、以红军长征强渡

大渡河为背景的《勇士》、讲

述青年战士成长的《绝地行

走》等战争动作片，均出现在

榜单之中。

电影工业美学是近年来中国

电影学界的研究热点，作为一种中

国话语的理性表达，电影工业美学

不仅呼应了新时代电影产业的高

速发展，也彰显出当代电影学人理

论建构的自觉意识。

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建构是

一次务实的、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

本土实践。电影工业美学不同于

部分西方理论家“空中楼阁”式理

论，电影工业美学的提出与建构，

来源于中国电影改革开放 40 年的

电影观念变迁，凝聚着中国电影学

者的集体心血、前瞻思想与智慧结

晶，体现着当代电影学者们不忘本

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理想。

陈旭光教授与李立博士编著

的《新时代、新美学、新转向——电

影工业美学争鸣集》（以下简称《争

鸣集》），进行编选了具有代表性的

文章，作者包括了邵牧君、丁亚平、

饶曙光、尹鸿、陈犀禾、张卫、陈旭

光、赵卫防等重要电影学者，以及

众多实力中青年电影学者。因此，

这本争鸣论文集的集结出版，是对

这场尚未结束的理论争鸣历程之

较为系统、全面的朔源、梳理、归纳

与总结。

“争鸣”思维下对电影工业

美学的全景式呈现

该书以“争鸣”为线索，从“争

鸣”出发，全面的诠释了争鸣的目

的、对象、和问题，指明了理论争鸣

的意义与作用。一方面，“争鸣”全

景式地展示了电影工业美学的知

识谱系，进一步明辨了电影工业美

学的学理性、思想性与革新性，凸

显出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跨学科

属性与“知识再生产”功能。另一

方面，“争鸣”也使我们重拾什么是

理论的原初意义，理论就是学理性

与逻辑性的结合、学术共同体的核

验以及“接着写”的可能。

该书的四个部分从历时性与

共时性两个方面促使读者形成系

统的理论体系与开阔的理论视野：

“理论的孕育诞生”部分阐释

了理论的现实支撑与时代背景（理

论从新时代新主流电影、工业升

级、美学革新等现实变化中来）及

理论溯源（对中国电影理论的追

溯，对中国当代电影工业与美学的

梳理），在历史与当下、问题与对

策、产业与美学之间，勾勒出了电

影工业美学的地基。

“理论的主体建构”部分则立

体、全面、系统化的阐释了理论的

现实土壤、生产原则、工业升级背

景与实践途径。如体制内导演原

则、常人之美的制作理念、类型生

产与工业升级的创作诉求等等。

“理论的学术争鸣”部分则以

争鸣、回应、再建构的形式，对理论

的“间隙”进行了“填补”，并强调了

理论对诗性内核的尊重、对工业与

美学的折中以及理论的再生产可

能性。

“理论的他域互通”部分则将

诠释了理论的生命活力，从社会、

历史、经济、文化、技术、工业等多

个方面展示了理论知识再生产的

功能与理论生长力，呼应了当下新

文科理论建构的时代诉求。

“对话”思维下电影工业

美学包容属性的彰显

该书以包容、思辨、兼收的编

著思维，以争鸣、对话的样式，对电

影工业美学的进行了全面的梳

理。其中一大亮点便是突出了“理

论的学术争鸣”特色，在体系化上

完善了电影工业美学的知识谱系，

在具体理论、实践等方面也对其进

行了补充与扩展。“争鸣”不仅体现

出电影工业美学的学理性逻辑，更

可以看出电影工业美学的兼容、包

容与生命活力，具体而言有以下四

个特点。

第一，“争鸣”突出了对电影工

业美学的学理性。陈林侠与陈旭

光的争鸣明确了工业美、技术美、

实用美是电影工业美学的学理性

支撑。

第二，“争鸣”对电影工业美学

的概念命名、研究对象和使用范围

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李立与陈旭

光的争鸣指明了电影工业美学所

提倡的“中和”之道、所倡导的务

实、求真与实践。李立所犀利批评

的折中、妥协，恰恰也佐证了理论

的独特之处——电影工业美学来

自于时代，服务于当下与未来，是

一门产、学、研的综合性理论，它是

从宏大理论转向更为实证的“中间

层面”研究方法的前瞻实践，更呼

应了西方学界从理论到“后理论”

的转向，实现了从电影研究向跨学

科研究的衍进。

第三，“争鸣”突出了对电影本

体的思考，如陈旭光与徐洲赤的争

鸣进一步强调了电影工业标准化

建构离不开艺术与商业的双线并

趋及结合，指明了电影工业美学是

试图容纳艺术电影的，倡导的是艺

术与商业、工业与美学的平衡。

第四，“争鸣”彰显了电影工业

美学理论的生命力、穿透力与成长

力。向勇所提倡的“电影生态美

学”，所呼吁的“后电影工业美学观

念”，都是对电影工业美学的“接着

讲”。

“跨学科生产”的理论归旨

该书以“放射型”编著思维与

“知识再生产”思路在树型梳理、深

扎学理的基础上汇集了诸多理论

再生产的枝干，使电影工业美学理

论延申到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

学科之中，并促使其在跨学科、跨

思维、跨媒介的建构体系下变成了

“理论常青之树”。

褚儒从涵盖制片业的全产业

链角度对电影工业美学进行了必

要的拓展和延伸；袁一民以社会学

家布迪厄的场域、资本和权力相关

理论为方法，考察了“电影工业美

学”在国家、社会和电影场域内不

同关系间的相互作用；李玥阳在文

化研究基础上对电影工业美学进

行了继续深化，并认为它的再阐

述、再出发、再扩充将会提升中国

电影质量与制片水准；李雨谏则从

影游融合、想象力美学等新型电影

研究视角中扩展了工业美学的实

践范围。

由是，我们不仅可以从该书中

学到电影理论、电影产业等相关影

视知识，更可以从该书中学到产业

经济学、社会学、想象力美学、技术

美学等跨学科知识，还可以清晰地

捋清这些跨学科理论与电影工业

美学二元相生、美美与共的关系。

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也在“他域互

动”中得以再次印证与拓展。

无疑，一个真正的、历久弥新

的、具有穿透力的好理论应该是具

有跨学科影响的，电影工业美学实

现了理论的跨学科生长与知识再

生产。它期待着更高层面的阐释、

批评、建构与“接着讲”。

《争鸣集》的意义是不止于理

论梳理的，该书还提供了一种以争

鸣探讨、平等对话为视角的理论史

范式，彰显着中国当代学人们的务

实思维与良好学风。相信电影工

业美学不仅是中国本土电影理论

的话语创新，也一定是中国电影学

派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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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中国机长

中国机长

云南虫谷

红海行动

烈火英雄

鲛珠传

唐人街探案二

湄公河行动

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叶问

中国机长

中国蓝盔

狩猎者

密战

狼皮袄

九纹龙史进之大破瓦罐寺

太极张三丰

新龙门客栈

战狼二

勇士

龙藏深泉王隐林

绝地行走

流浪地球

狩猎者

醉侠苏乞儿

烈火英雄

特警云豹

盲侠

S4侠降魔记

甩尾王二

大圣伏妖

醉侠苏乞儿

擎天无影脚黄麒英

白蛇传说

把家虎

少林寺弟子

剿匪龙虎山

八卦掌之鹰飞

锦衣卫

烈火英雄

天下第一镖局

中国机长

血战迷魂岭

红海行动

张三丰之末世凶兵

荡寇风云

侠丐传奇

寒刀凛

血战迷魂岭

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

收视率%

2.66
2.61
2.43
2.17
2.02
2.00
2.00
1.93
1.92
1.86
1.85
1.84
1.82
1.77
1.77
1.76
1.73
1.73
1.71
1.71
1.69
1.68
1.67
1.66
1.65
1.64
1.64
1.64
1.63
1.61
1.59
1.59
1.59
1.59
1.58
1.57
1.57
1.56
1.56
1.56
1.56
1.56
1.55
1.55
1.54
1.54
1.54
1.54
1.53
1.53

市场份额%

8.92
8.35
7.70
8.24
7.07
6.15
6.73
6.42
6.13
6.00
5.52
6.20
8.03
5.84
5.67
7.08
5.40
5.80
8.26
5.78
5.36
5.38
5.41
7.50
8.10
5.71
5.38
7.51
5.31
4.99
4.78
7.13
5.88
6.22
6.85
7.75
5.60
6.40
6.77
4.76
5.35
5.09
7.27
6.94
6.27
5.19
5.32
4.74
5.97
6.63

2020年度TOP50

本报讯 由张一白、韩琰执导，里

则林编剧的青春歌舞电影《燃野少年

的天空》日前在海南阶段性杀青，并发

布一张“咸鱼“概念海报。

海报中自由自在徜徉天空的“主

角”竟然是一群形态各异的“咸鱼”，十

分吸睛和耐人寻味。咸鱼，这个最早

源自粤语形容“废柴”的词语，搭载周

星驰的经典台词：“做人如果没有梦

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被广大网友

所熟悉。海报中少年们化身“咸鱼”飞

上天，不仅没有自暴自弃，反而身系蝴

蝶结丝带，遨游蓝天白云之间。如此

浪漫和自由的气质，诠释出有梦想的

咸鱼就能飞翔的深意，也象征着本片

聚焦的“燃野少年”——有燃烧一片旷

野的力量，有承包一片天空的梦想。

《燃野少年的天空》将延续《风犬

少年的天空》中青春和喜剧两大元素，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导演张一

白选择用歌舞片作为承载，将大胆挑

战这个在国产电影中鲜少有人触及的

类型。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韩延执导，易烊千

玺、刘浩存等主演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

花》发布正片片段“你不在时父母的一

天”，该片段也是影片众多泪点之一。

最新发布的片段中，韦一航收到了父母

发来的一条视频。视频中，爸爸妈妈一起看

电影、参加交流会、跳广场舞、吃火锅……

他们做着寻常父母会做的事情，过着普

通父母每天过的生活。韦一航刚点开视

频便红了眼眶，在看到妈妈因为爸爸找

新舞伴吃醋时会笑，听到妈妈说“航航要

在的话……”他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据导演韩延透露，父母发给韦一航

的这个片段全部由演员自己手持手机拍

摄，略微晃动、并不完美的影像质感是为

追求真实而特意保留的。片段当中，高

亚麟和朱媛媛饰演的这对父母，手牵手

融入人群中的背影令无数观众动容，无

数观众和韦一航一样，笑着落下眼泪。

截至 1 月 10 日，该片票房已突破 10
亿元。 （影子）

《送你一朵小红花》发布正片片段

张一白《燃野少年的天空》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