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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研究室专版

2021年市场档期的
布局要及早安排

■文 /赵 军

2021 年 的 电 影 市 场 将 会 是 一

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分水岭，这是经

历了去年的停摆而备受打击的整

个产业能否迎接严峻考验、逐渐走

上正轨的关键时刻。我们仅就发

行方面的相关信息对此作一谨慎

的分析，除了必须与疫情、抗击疫

情常态化共存这一考验之外，2021

年的电影发行还有几个比较特殊

的特点。

第一是档期因素出现了高度

的集中。马上迎来的是春节档，这

个没有惊奇，相反院线正等待于此

一击，都在跃跃欲试。由于留在当

地过年的人较多，一线二线城市的

影城都比较乐观，就看发行供应的

节目能否达到预期，因为影城希望

这一次收入起码要能够支撑后面

半年的成本。我们对每一部出击

的 影 片 都 期 待 满 满 ，院 线 影 城 在

“严阵以待”。

档期因素的关注集中在献礼

片是否会扎堆的问题上。2021 年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从上

到下目前掌握到的信息，影片准备

超过百部，最终在 7 月前后上映的

也许会有三四十部。当然有的会

很客观地只是重点放在立项省份

当地，但题材宏大、投入不菲、期望

值高的影片不在少数。这次的创

作生产影片的数量与质量都远超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第二是同类题材集中。除开春

节档看到的不同题材之外，全年已

经出现题材非常集中的现象。作为

特殊的一年，固然能够理解，但是宏

观上的理解不能等同于微观上尊重

市场的要求。而尊重市场还有对于

消费者如何接受的客观评判。市场

规律有着“物以稀为贵”的特点，如

何让全年的献礼片价值得到最大的

发挥与实现，是今年产业能否做到

精细化安排的一个考验。

在同类题材当中，投资高低造

成影片的体量和质量悬殊更是值

得我们注意的现象。中小成本影

片居多，是产业投资特性决定的。

投资成本会带来电影工艺水准的

差异，但不等于中小影片就没有价

值。今年投放的中小成本影片大

多数是巧用心思、努力追求、值得

尊重的。同类题材的不同角度呈

现，使得今年的红色题材影片有异

彩纷呈的表现，而保护好它们的积

极性，关键在于帮助它们找到好的

市场出口。

如果同类题材过于集中投放

在短时间内，就会如同庞大军团被

挤压在狭隘山谷之间，后果不堪设

想。一定会有某些影片脱颖而出，

但中小投资规模的作品会更多，这

些影片由于题材上不占优势，在挤

压严重的档期内是可能会变成“炮

灰”的。因此必须研究集中投放节

目对于中小影片的关注问题。多

部中小类型影片的命运加起来就

是行业的整体现象，不能大意。

第三是今年会出现各地纷纷出

台“红头文件”的现象。一方面它会

将各地的市场资源分流，一方面它

也能够促成各地的积极竞争，以往

都有各省分别很高票房的影片，这

一回很多省、市委宣传部都会亲自

扬鞭催马，国家层面的红头文件又

与地方上的文件分别不同力度，产

业的市场化努力一定程度上又要变

成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了。

频密地依仗文件作为中国特色

的电影市场的招式今日不是妥善的

办法，尤其是某一些本身质量不逮

的电影，打着献礼片旗号四处掠夺

票房，还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

果，即外省一些好的影片就无法进

入本省市场。并且红头文件的购票

行为基本是公费消费，公费就有一

个公权力使用的问题。即改革到了

今天，公费而不是所有社会人群都

能享受，只是某一些单位享受，处理

这样的事情就需要慎重。

毋庸置疑，2021 年的市场摆脱

不了红头文件，它的存在使得社会

的产业现象有着深刻的二重性背

景，而且它会长远地影响电影的创

作，影响创作人员的思想自由和艺

术风格发挥。这就是现实，在这种

现实面前，各种思考和深刻的尝试

都会在创作者中间发酵而思想重

新出现配置。但是电影创作的多

元格局已经难以动摇，这是因为时

代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思想者

们的天性会在时间的磨砺下更加

广阔而强悍。这是后话。

在已经来得十分紧迫的系列

档期面前，2021 年整个发行工作的

安排将给全行业发放以下需要回

答的试卷：对全年重大影片的行情

真的掌握吗？各地在组织重大影

片的进展中是否顺利？哪几部重

大影片目前比较成熟？各级主要

突出把握影片大约的流程时间可

否错开？中小影片当中的佳作成

色如何？全年的主要档期安排以

及发行操作，对于大中小重点影片

有没有基本思路？

对于全年重点献礼影片的宣

传现在可以开始启动，不单单为及

早预热，更为推动各影片尽早布局

发行。须知目前中国电影弱在发

行，发行弱，则很多中小影片就难

以找到出路。尤其是在同类题材

主题集中上档的今年，做活、做细

发行也许比排映更加重要。排映

拿场次固然是一部影片的“生门”，

但是这只是“to B”的工作，对于观

众而言，发行需要更加到位的“to

C”的推广。

对于绝大多数影片，关键在于

营销推广，所以及早促使他们开始

布局，关心他们在宣发上的困难，就

是题中之义。根据已经掌握到的情

况，对全年重大影片分别排挡应该

现在开始考虑。如果可能，建议整

个重大题材影片的上映应该拉开

“五一”、“七一”、“十一”三大档期，

辅之以年底再做一次补充，务必使

各优秀影片不存在过分竞争的情

况，而各自都得以发挥最大价值。

有的影片要帮助其提前投放，

而且一定要安排确有市场号召力

的影片敲开整个献礼活动的“开门

红”，使得献礼上映活动的舆情饱

含胜算、推波助澜。各级电影主管

部门不能够对献礼影片的宣传上

映持官僚主义态度，要更早地介入

到制片和院线之中，安排调配地方

资源和发行资源，策划点线面上的

推广活动，在信息传播上、活动组

织上、舆论扶持上，充分支持片方

和院线的沟通、合作。

主管部门在这次上映活动中

既 要 做 指 导 单 位 ，也 要 做 领 导 单

位，既要在后面推动，也要在前面

带动，在全国地域排名上哪怕最后

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变动，都应该视

作基层主管部门工作业绩的检验

和嘉奖。出佳片，出票房，出创新

的力度，就是对一个地方的电影产

业最大的奖赏。希望 2021 年我们

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出现一个相互

对标、相互竞赛的行业热潮。

最后我们回到市场的平台上，

还是要鼓励院线和影城的朋友们，

无论如何必须把今年这个机会拿

稳了。电影产业的持续发展要有

持久战的准备，扛过今年，就分得

出谁还在，谁优秀，谁没有机会继

续存在于这个行业。不管是租金、

人力成本、设备折旧和影片分账，

影城的收入都是第一位的。有了

它就有别的。所以首先要对于全

年的重大档期和重大影片做好“作

战计划”，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一再

错失良机。

一部影片就是一部影片的机

会 ，一 个 周 末 就 是 一 个 周 末 的 机

会。院线要逐月、逐个半月分析档

期和影片行情，要发现懂得使用互

联网思维和手段做好院线、影城、

影片推广的年轻人，培养和使用他

们，让他们在这次机会很多的集中

的档期中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开

创电影市场的新局面。让我们以

迅猛启动、真抓实干的努力，真正

告别难忘的 2020 年。

《气球》：

关于生命价值的测纸电影
■文/王 霞

《吉祥如意》：

真真假假与导演大鹏
■文/雷晶晶

《吉祥如意》是一部在形式上

比较特殊的影片。全片由“吉祥”

和“如意”两部分组成，“吉祥”是独

立成片的剧情短片，曾参加电影节

展与放映；“如意”是关于“吉祥”制

作过程及部分映后的记录，但又不

同于一般的幕后花絮。“吉祥”与

“如意”在片中分别出标题，又在片

尾处汇总为完整片名。但不管是

“吉祥”还是“如意”，当它们被命

名为一部完整的剧情片《吉祥如

意》时，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封箱

处理，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

实际上影片所要展现的矛盾

冲突比较清晰。“吉祥”是关于家

中老三王吉祥去处问题的矛盾，

这一矛盾尽管仍然延续在后半部

分的“如意”中，“如意”却更着力

于呈现关于虚构与真实的矛盾，

包括两个层面——扮演的丽丽与

真实的丽丽、虚构的故事与真实

的生活——的矛盾。

但所有的矛盾在影片中都没

有给出解决方案。导演大鹏只是

通过人物的状态、对话、访谈将问

题抛出来，提供了一个相对敞开

的面向。我认为这部影片的实验

性恰恰来自于此，即提供了一种

观察的视角，而套娃结构只是形

式上的辅助。观察的逻辑正是生

活的逻辑，因为生活本身并没有

标准答案。沉浸式的丽丽/刘陆

提供了一种在面对痛苦时的表演

方案，有恐惧、有泪水、有显而易

见的崩溃时刻；但真实的丽丽在

生活的淬炼中，谙熟逃避才是麻

痹痛苦的解决之道。导演并没有

在两种丽丽的反应中做出选择与

道德倾向，他只是将所有的境况

都一一陈列出来，讨论与建立判

断则由观众自行完成。陈列也有

不尽完美之处，比如葬礼、风俗等

场景在一定程度上被景观化，与

主题的联系相对不够紧密。

但大部分的观察视角是高度

自觉的。除了内容层面，影片的后

半部分也在不断强调观看行为本

身：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时刘陆

观看银幕的面孔，大鹏观看银幕的

背影，现场观众的观看；“如意”中

观看拍摄现场的监视器，尤其是真

实的丽丽、二大娘对监视器中影像

的观看……导演既利用观看来建

立/拆解真实与虚构、现实与影像

的边界，也企图通过表现观看行为

来建立观看本身的意义。

“纪录性”是“吉祥”与“如意”

的最大公约数，但作为一部被标

注为剧情片的电影，《吉祥如意》

中 所 发 生 的 事 件 真 假 掺 半 。 在

“吉祥”中，除刘陆扮演的丽丽外，

其他所有人都扮演自己。而到了

“如意”，丽丽和大鹏也开始恢复

身份。人物关系、家庭空间、老人

的身体状态、王吉祥的反映等等

都 是 真 实 的 ，人 物 出 场 自 带 设

置 。 但 影 片 本 身 也 毫 不 掩 饰 造

“假”，造“假”既是一种结构性操

作，比如假丽丽的设置；也在某些

时刻为生活制造诗意，比如真实

柞树村不可能出现的烟花。

在这些真真假假之外，影片的

确在情绪与情感层面唤起了一种

真实，这也是“吉祥”与“如意”共

享的线索。王吉祥虽患有精神问

题，但家庭依旧是他口中的全部：

“文武香贵”、“明早找妈”、“常回

家看看……”，这些串联起了全部

的家庭关系。年夜饭一场戏成为

“吉祥”与“如意”共同的高潮段

落。在“吉祥”的这场戏中，我们

看到冲突的建立、累积、爆发，最

后 以 丽 丽/刘 陆 的 磕 头 道 歉 收

场。在“如意”的这场戏中，A 组

（“吉祥”组）的摄影机在现场失控

后被叫停，镜头被切到两个丽丽

的房间，观众仍然可以听到画外

音中激烈的争吵。我们不知道这

其中真假的成分有多少，但在这

场戏中，大鹏的家人愿意将自己

的生活境遇或多或少展现在大屏

幕上，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

与交付。这倒是在文本之外更进

一步体现了家/家人的意义。

《吉祥如意》是大鹏导演的第

三部电影长片，但这部 70 多分钟

的影片无论从体量还是内容都更

像是一部电影专业学生的毕业作

品或是首部长片。这样说并不是

贬义，许多青年导演正是通过由

家人出演、探讨家庭生活、虚构与

真 实 并 置 等 方 式 完 成 了 精 彩 的

“亮相”，比如刘伽茵的《牛皮》、宋

方的《记忆望着我》等等。对于初

入电影行业的创作者来说，这样

的处理方式既可以把握熟悉的内

容进行作者化表达，也能够将创

作成本控制得相对较低。但对于

离开家乡十几年，已经创造过十

亿电影票房的大鹏来说，他为什

么要制作这样的一部影片？

全片最后出现的家庭录像可

以视作对上述问题的解题思路，

而实际上这一不足两分钟的家庭

录像是全片唯一不产生“真实”质

疑的部分。录像的左下角时间显

示为 2008 年 2 月 9 日，这是那一年

的 大 年 初 三 ，全 家 团 圆 的 时 刻 。

而正是在这一年，大鹏作为男二

号首次参演电影《完美新娘》，此

一年成为大鹏的“电影元年”。在

家庭录像中，除了年轻时的三舅

与身着大红毛衣精神矍铄的姥姥

之外，一个偶然闪过的身影不容

忽视——从镜子中映出的、举着

DV 的青年大鹏。这个自那时起

就有着记录冲动的镜中青年，与

三舅、姥姥的身影一起，被固着在

一段关乎记忆的影像当中，成为

全片的“刺点”，它既是对逝去不

可回返之时光的回溯，同时也呼

应了那个想要记录现实生活的电

影初心。在此一意义的层面，我

认为《吉祥如意》的创作正是大鹏

对家庭录像这一“原初场景”的重

建，是对拥有电影梦想的镜中青

年的告慰，影片在心理功能上达

成了“毕业作品”或是首部长片的

效果，大鹏也完成了对自己导演

身份的一次明确指认。

万玛才旦的藏地电影在语言

形式的探索中一再变身，但因为

其影像表达对于文化属性与身份

焦虑的敏感与自觉，他的电影又

极具作者电影的辨识度：寓言式

的简约与直接、视觉符号的日常

性与思辨性、复调结构的荒诞与

包容等等。解读他的电影，往往

理性的快感大于感性。特别是他

的创作还有着跨媒介的身份，藏

语 与 汉 语 ，文 学 与 电 影 ，需 要 不

断地转化，增加了更多的阐释空

间。

新片《气球》却第一次令人感

觉到了不同，不是因为它比以往

作品混入了更多的人物关系，不

是因为摄影风格第一次转换为以

手持长镜头为主，还明显加强了

叙事节奏，也不是指以往影片中

边缘的、功能式的女性角色在这

里第一次获得了主体性的表达。

最大的不同是，尽管《气球》

依然保持了时代与地理的文化标

记，依然借人物的两难困境抛出

了现代性的文化焦虑，却以令人

动容的慈悲态度，描摹出人类最

质朴的生命价值感陷入深渊前的

样 子 。 其 实 ，如 何 看 待 生 命 ，决

定了我们的样子，决定了我们的

自我价值。《气球》虽然借的是藏

传佛教生死轮回的观念，传达的

却是最朴素的家庭伦常。

测纸电影

万玛才旦的藏地电影里往往

生 出 一 种 可 以 命 名 为“ 测 纸 电

影”的叙事形态。从短片创作开

始，他每一段影像叙事的灵感来

源里都会出现一个现代媒介物、

一个文化外来材料，或者是一件

借外来文化重新命名和确认价值

的 藏 地 物 什 ，可 以 是 文 化 品 ，可

以是稀有动物，在一个无可避免

的时刻介入到藏地人群里，渗入

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肌理中，犹

如一张张文化测纸，一次次显影

着 传 统 价 值 和 信 仰 在 人 与 人 之

间 、在 个 体 精 神 世 界 的 松 动 、浸

染和改写。《静静的嘛呢石》中是

电视剧集《西游记》，《老狗》里是

“宠物藏獒”，《塔洛》里是现代公

民 身 份 证 ，《气 球》中 就 是 避 孕

套。

橡胶避孕套的批量生产直接

改变了人类的家庭结构、女性地

位和就业结构，改变了人对于生

育的控制权和生命观。在它出现

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这种改变写

入了各种历史档案，当然也包括

个体家庭中。《气球》中的避孕套

不是夫妻俩自行购买的，是特定

时代优生政策的福利派发。避孕

套不仅涉及人口控制，强行进入

生活日常后，还涉及性关系和它

引发的文化表述。《气球》因避孕

套 ，重 新 整 理 和 规 定 其 中 的 孩

子、老人、丈夫、妻子、邻里之间

的行为和关系。影片第一个镜头

通过白色避孕套看天空、羊群与

家人，指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

说影片叙事非代表孩子的视角，

而是指一个借错误媒介材料（非

生命的）看待生命事宜的叙事开

端。

影片中妻子卓嘎比丈夫达杰

更在乎避孕套的使用，但在对于

此物的文化表述却有着更强的羞

耻心。这种对于生育与性的两极

态 度 ，与 最 后 两 难 抉 择 直 接 相

关。这个问题上另外两个女性，

女医生和妹妹都比她一致。性与

生育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的福利

之一，当然也是伦理困境的来源

之一。所以导演没有对人物进行

价值判断，而是给与了极大的同

情。

其 实 ，现 代 科 技 发 展 推 进 速

度 越 快 ，媒 介 与 材 料 生 产 越 频

繁，文化测试力度就会来得越猛

烈，直至严重干扰和快速刷新人

类 的 文 化 结 构 。 所 以“ 测 纸 电

影”的叙事空间并不适用于工业

与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都市，测

不好就会成为蒸汽朋克电影。一

石激起千层浪，只能发生在传统

价值尚能保持水波微澜的慢社会

形态中。

复调共振

《气 球》的 叙 事 结 构 非 常 特

别，呈现为一种并不突出的两段

体结构，以爷爷的突然离世为转

折点。万玛才旦善于复调叙事，

早期比较写实的电影《静静的嘛

呢 石》、《寻 找 智 美 更 登》和《老

狗》都采用了复调结构。尝试了

《塔洛》的寓言体叙事和《撞死了

一 只 羊》的 心 理 镜 像 叙 事 之 后 ，

《气 球》综 合 吸 收 了 以 上 几 个 形

态 ，形 成 了 一 种 浑 然 天 成 的“ 复

调 共 振 体 ”。 当 然 ，这 种 结 构 形

态是跟影片涉及的生命观的文化

命题相联系的。

《气球》前半段采用了复调结

构 ：爷 爷 与 孙 子 的 生 命 轮 回 线 、

达杰的种羊线、卓嘎的避孕线以

及阿尼与男教师线并行发展，乃

至前半段的超现实段落也显得可

有可无。爷爷的存在犹如“静静

的 嘛 呢 石 ”，代 表 着 传 统 文 化 的

稳定性，凝聚着家人。爷爷的离

世 ，将 所 有 的 内 容 收 缩 到“ 生 命

问 题 ”上 来 ，并 且 打 结 在 了 卓 嘎

一人身上。这个在影片构图中总

处于边缘的贤良温顺角色，在后

面的故事里，主宰了所有人的情

感。羊与人构成什么样的明喻关

系，和睦家庭的寓言成立与否都

掌握在卓嘎的决定上，而她与妹

妹的镜像式补偿心理也左右着她

的行动。

非常能理解万玛才旦在访谈

中之所以否定了角色占比出于女

性 主 义 创 作 尝 试 。 因 为 四 条 线

索 ，恰 恰 指 向 了 生 而 四 苦 ：生 老

病死、求不得、怨憎会与爱别离，

包含了对生命的全部态度。卓嘎

如果选择流产出家，不会真的放

下世间牵挂，只会因此对孝顺长

子 江 洋 、对 一 心 爱 家 的 丈 夫 、对

逝去的慈悲老人带来伤害，从而

令 她 的 余 生 丧 失 对 待 生 命 的 坦

然。影片中只有一个人物支持卓

嘎的手术，就是周措大夫。她列

举的理由，除了罚款给家庭带来

压力，更重要的是她以时代改变

为 由 ，提 出 了 新 的 价 值 伦 理 ，也

即：咱女人不是为生孩子才来世

上 的 ，我 就 一 个 孩 子 ，除 了 自 己

轻 松 ，孩 子 还 能 受 到 好 的 教 育 。

这种以否定生命力和自我牺牲为

前提的价值观，应该不属于任何

流派的女性主义。

红 色 是 藏 地 的 颜 色 ，象 征 着

火 、生 育 、给 予 与 希 望 。 在 影 片

前半段中呈现为卓嘎的服饰、爷

爷 的 酥 油 灯 、阿 尼 夺 书 的 灶 火 、

孩子哨子上的红线、种羊的红布

等等，人物关系在这些红色元素

里呈现为一种流动的、相互给予

的积极性。爷爷去世后，白色元

素原来越多，呼应着白色避孕套

的非生命动机，出现了医院里的

纯 白 母 羊 、达 杰 的 白 帽 子 和 水

瓶 、卓 嘎 的 白 毛 衣 、分 隔 父 母 之

间的白毛皮，象征着卓嘎内心的

空乏、不安和迟疑。结尾的红气

球是影片的创作起点，红色气球

从 小 孩 手 里 脱 落 ，飞 向 天 空 ，越

来越高，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抬头

看 到 了 它 。 在 红 色 元 素 丧 失 之

后，导演依然希望通过这个超现

实段落呼唤初心，为众人带来内

心的希望和抉择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