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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档上映的三部现实题材的

电影格外引人注目。《出走的决心》

《野孩子》《祝你幸福》，这三部电影

都有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打底，都

来源于处于法理和情理之间的社会

新闻。《出走的决心》由“网红阿姨”

苏敏自驾游的励志事迹改编，《野孩

子》以《今日说法》中陕西渭南少年

盗窃案为原型，讲述一对“流浪兄

弟”抱团取暖的感人故事。《祝你幸

福》取材于 2012 年一桩罕见的胚胎

纠纷案，失独老人和车祸夫妇都是

真实存在的。

▶表达：

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影片分别对准了“家庭主妇”“流

浪儿童”“失独老人”的人生困境进行

展开，通过生动的个体案例让观众看

到了被忽视的一部分群体。首先，题

材可贵，女性、儿童、老人，这些平时

被定义为相对弱势边缘的群体在大

银幕被放大，得以被看见。影片围绕

“家”展开叙述，也体现了“家庭”被赋

予的不同意义。

《出走的决心》中，家是牢笼。李

红年轻时被原生家庭困住，结婚后被

小家庭困住，做了姥姥又被子女的家

庭困住，被“女儿”“姐姐”“妻子”“母

亲”“姥姥”“奶奶”的身份绑架，为父

母、为兄弟、为丈夫、为子女、为孙辈，

无条件让渡自己的权益，一辈子柴米

油盐，围着锅台转，这几乎是中国传

统女性的一生。但是，李红觉醒了，

她决定不再等待，不再忍让，从家庭

出走，摆脱千百年来父权社会的规

训，寻回女性的主体性，学开车、买

车，自驾游，为自己活一把。一百多

年前，“娜拉出走”成为社会热烈讨论

的议题，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

也提出除非经济独立，女性出走要不

堕落，要不回家。可是，真实生活中

的苏敏阿姨做了一个好榜样，她勇敢

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迈出第一步，

旅游、出书，成为自媒体作者，准备与

丈夫离婚，迎接她的好日子才刚刚开

始。作为底层的老年女性逆袭成功，

会鼓舞很多人，更具有当下女性自我

解救终获自由的时代性意义。

《野孩子》中的家是梦想。马亮

和轩轩都是被家庭抛弃的孩子，他们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孤儿”，得不到孤

儿的福利保障，只能流浪街头，过着

比孤儿更悲惨的生活。文叔组建的

“小偷家族”看似温暖，实则罪恶，大

毛得肺癌死掉，老鼠被车撞死，为了

轩轩能上学，马亮蹲了监狱……电影

提出的社会问题直接又尖锐——谁

该为这些孩子的未来负责？

《祝你幸福》中的家是破碎的。

因为一对年轻夫妇车祸意外引发的

悲剧，两个家庭上演胚胎争夺战，丧

子之痛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失独老

人的痛苦无以言表。另一个家庭

——律师罗宇和医生白慧也介入其

中，而他们的失女之痛则让人想起

《海边的曼彻斯特》，冷得彻骨。

▶呈现：

真实素材如何加工为电影？

人间剧场是长篇大戏，电影如何

在两个小时左右展现？这就需要编

导的功力，取舍有度，改编浓缩。

《出走的决心》之前，导演尹丽川

就和咏梅合作过讲述女性找回自我

的独白短片《重塑》，这次咏梅饰演的

李红更具有典型性，她是中国传统女

性普普通通的一员。影片以苏敏的

真实生活为蓝本加工改编，但也采访

了其他女性，集合了多个样本。李红

的丈夫孙大勇日常生活中对妻子总

是带着高人一等的“爹味说教”，不停

评判，不停指责，处处挑剔还做“甩手

掌柜”，自私、冷漠、抠门，已经让人很

厌恶了。但生活中苏敏的丈夫更让

人无语，家暴、冷暴力、离婚时还索要

高额分手费，但这些具有几许猎奇性

的真实素材并未编入其中，编导希望

这位丈夫更具有普遍性，孙大勇已经

被柔化了许多。《出走的决心》采取了

和《82年生的金智英》相似的结构，现

代时空和过去时空相交错，重点挖掘

了女性为何出走的原因，而并非像一

些观众期待的那样，拍一部公路“爽

片”。影片展现了李红从小到老所受

的不公平待遇，内心渴望自由却长久

被压抑，使李红患上中度抑郁症，出

走，也是一种自我疗愈和自我解脱。

除了夫妻关系，影片还重点刻画了母

女关系，她们之间的互助和牵绊更为

复杂。女儿支持母亲，但在自己求职

路上的关键时刻，也需要母亲的加持

和牺牲，因为女儿也遇到了和母亲一

样的问题，陷入家庭和事业的两难境

地。影片不仅会引发女性的觉醒，男

性深刻的反思，也会促进不同代际女

性之间的互相理解。主创抓住了表

现的侧重点，使女性叙事的视角更为

丰富和多元。

《野孩子》中的兄弟俩原型风餐

露宿，在草垛中过夜，影片中却给他

们找了个家，虽然是个破房子，但是

可以遮风避雨，色彩明亮，显然被赋

予了几分童话色彩，这种理想化的展

现是编导的善意流露，是对兄弟俩的

美好祝福。并在马亮和轩轩这对兄

弟组合的家庭基础上，生发出文叔组

建的“小偷家族”，展现了流浪儿童和

流浪少年的群像，使之更具有普遍

性，也增强了戏剧性和喜剧感。一个

悲苦的故事，赋予了少年的活力和儿

童的天真，增添了几分生气，使得影

片不至于过于沉闷。

《祝你幸福》最让人揪心。片名

“幸福”，却是痛彻心扉的人间故事组

合。众生皆苦，失独家庭的伤痛几乎

是无法弥补的，这种极致不幸的情感

却降临在三个家庭上。影片采取了

高度戏剧化的结构，信息量密集，显

性矛盾是这两对失独老人展开激烈

的胚胎争夺战，还有律师罗宇和医

生白慧办离婚手续贯穿其中，这对

青年夫妇的伤痛相对于两对老人，

显然是隐性的。为了生计，罗宇成

了男方父母的律师，白慧则站在女

方母亲的一方。两对亲密敌人，三

个家庭搅入其中，这种戏剧化改编

和加码无疑增强了文本的情感浓

度，演员的个性化表演也添了不少

彩。电影总要给人希望和温暖，和

真实案例相比，女方并未车祸身亡，

而是成了植物人，结局处理得也比

较温馨，两对父母和解，共同去冷冻

室看望子女留下的胚胎。除了胚胎

争夺战，多个社会议题也融入其中，

比如离婚冷静期、代孕、保姆虐待老

人、孩子海边溺亡、悲伤乳头综合症

等话题也编织入戏，叙事饱满，但总

体感觉议题过于密集和巧合，因此显

得有点刻意。

近年来，社会议题电影越来越有

热度，除了照见隐秘的人性角落，也

给观众带来相应的情绪价值。但是

表达需要把握分寸和方向，符合现实

生活和人物行为的心理逻辑，这是在

创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未来议

题电影需要思考的关键。

中国首款 3A 大作，高度电

影 化 的 单 机 游 戏《黑 神 话 ：悟

空》自 2024 年 8 月 20 日全球同

步上线后在国内外大热，销量

成 绩 斐 然 。 8 月 22 日 ，游 戏 在

Steam 平 台 上 的 同 时 在 线 玩 家

数就达到 240 万，成为该平台历

史上同时在线玩家数排名第二

的游戏，仅次于《绝地求生》创

下 的 325 万 在 线 峰 值 。 截 至 9

月 2 日，据 Vginsights 数据显示，

其 Steam 全 球 销 量 已 达 到 1690

万份。

该游戏抓住孙悟空这一中

国著名的大 IP 精心打造，深入

挖掘了这部名著中的故事、人

物、哲学思想等元素，并进行了

想象力充沛的拓展和延伸。不

仅商业成绩令人咂舌，而且完

满担当完成了“文化出海”、中

国文化“走出去”、传统文化现

代转化等使命。游戏中对中国

神话、建筑、山水风物、音乐、书

法、武术等元素大量的精心独

到的运用，展示了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而且因

为《黑神话：悟空》通过实景建

模再现，大量运用了中国许多

古典建筑文化遗存和山水风物

景观，沉浸式“真实地”再现了

独 具 中 国 文 化 风 味 的 风 土 景

观、建筑文化，几乎是直接推动

了中国很多地方的文旅业。但

该游戏最为引人瞩目的，恰恰

是丰富的电影化的情节，而不

是简单的通关打怪设置，此外

游戏大量效果极为震撼，具有

电影质感的画面也是打动玩家

的重要“吸引力”元素。

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关注电

子游戏以及“影视剧与游戏融

合发展”的产业态势。事实上，

随着“媒体融合”成为我们的当

下生存现实和文化日常，随着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文化的迅猛

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等高新

技术加速发展，使得电影与游

戏互相吸收影响、融合发展的

“影游融合”成为重要的文化现

象与产业业态，成为媒介融合

发展和“优质生产力”的重要部

分。今天《黑神话：悟空》的横

空出世、热烈火爆再一次印证

了“影游融合”的开阔前景。

在 游 戏 风 景 独 好 的 那 一

边，电影人却正在忧心忡忡于

电影产业的新挑战。今年中国

电影发展遭遇瓶颈，暑期档遇

冷，总票房 116.43 亿元，总观影

人 次 2.85 亿 ；相 比 于 2023 年 的

206.3 亿元，观影人次 5.05 亿，票

房与观影人次几乎减半。同样

北 美 电 影 市 场 也 遭 遇 下 滑 ，

2024 年上半年，北美总票房为

35.5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9.2%。

在业界都在忧虑电影的未

来发展之时，《黑神话：悟空》却

是横空出世、火爆热烈。相应

奈飞这样的互联网新媒介巨头

却 在 2024 上 半 年 营 收 达 到

18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

这些数据和现实都给我们带来

了很多思考启迪。从“影游融

合”的角度说，《黑神话：悟空》

的巨大成功，奈飞的“逆传统影

业之势”而增长都有力地证明

了互联网新媒介的远大前景，

也证明了“影游融合”艺术形态

和产业业态的巨大文化力和生

产力。

就世界影视新媒体艺术与

产 业 发 展 而 言 ，从《漫 威 蜘 蛛

侠》到“生化危机”系列、《极品

飞 车》《魔 兽》，从《头 号 玩 家》

《失控玩家》到《死亡搁浅》，到

《黑 神 话 ：悟 空》，“ 影 游 融 合 ”

的创意理念和产业实践早已经

成为电影、动画、新媒体艺术和

电 子 游 戏 生 产 制 作 的 媒 介 自

觉，影游融合也成为电影工业

的新型业态和新的“处女地”。

尤其在人工智能高新技术的背

景下，“影游融合”形构了互联

网生态下新的影视文化产业业

态 和“ 元 宇 宙 ”智 能 化 发 展 趋

势。智能化的游戏，与有百多

年历史仍然生机勃勃的电影融

合发展，正越来越展现出奇妙、

开阔的前景。影游融合，包括

电影化的 3A 游戏《黑神话：悟

空》亦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电影

工 业 美 学“ 接 着 讲 ”的 绝 佳

案例。

“影游融合”不仅生成影像

艺术的新语言、新思维和新美

学，也以巨大的艺术与产业潜

能成为互联网生态下的“大电

影”产业，同时催生了“游生代”

观众和导演的崛起，满足了他

们日益增长的“想象力消费”需

求。想象力消费是青少年受对

于超现实和虚拟现实，玄幻、科

幻、魔幻类，影游融合类作品的

消费需求。影游融合类电影兼

顾 观 众 与 玩 家 的 双 重 身 份 群

体，成为“想象力消费”的重要

表征。

在 此 发 展 态 势 下 ，加 大 影

游融合研究与产业实践的重要

意义昭然若揭，不言自明。加

大影游融合研究与产业实践能

够助力中国影视业与游戏业的

“ 价 值 共 享 、融 合 共 赢 ”，研 究

“影游融合成为新型国家文化

软实力核心力量”的方法与路

径，为影视剧与游戏融合的形

态、路径、产业价值和文化意义

提 供 具 学 理 性 和 可 实 践 性 的

“顶层设计”与论证，进而对影

游融合相关产业的管理机制、

产业运作、生产传播提供指导

性理论与可操作性策略。

具 体 而 言 ，发 展 与 推 动 影

视剧与游戏的融合，我们应该

思考如下内容：一是影视与游

戏如何进行互文创作暨影视的

游戏化与游戏的影视化；二是

如何提高我国影游原创与自研

能力；三是如何提高以影游融

合这一新业态所带来的新质生

产力或曰“影游生产力”；四是

如何以影游融合为载体进行国

际传播，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

国文化，获得国际话语权；五是

如何提升“影游文化力”；六是

系统研究并通过政策策略、商

业策略、内容策略、技术策略、

人才策略等维度为中国影游融

合产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战

略对接；七是为影视理论开辟

新的研究领域，建构开放的，与

时俱进，具有包容力的电影工

业美学理论体系，包括影游融

合的叙事美学、游戏化影像的

形式美学、影游融合的沉浸或

“消失”的美学、影游融合的工

业美学与想象力消费美学，力

图推动互联网新媒介或人工智

能时代的电影美学研究和理论

扩容，并为中国影游融合产业

发展、中国电影的跨媒介高质

量发展，中国电影“走出去”等

提供宏观战略层面和微观运作

层面的策略和建议。

影 游 融 合 或 影 游 联 动 ，已

经与电影工业美学、想象力消

费、游生代等理论术语一样，逐

渐得到共鸣与认同。未来人工

智能时代，拥有智能优势，本身

就是一种重要的人工智能的游

戏与影视融合，无疑会大大推

动电影工业的升级和产业的繁

荣 。 影 游 融 合 前 景 开 阔 而

高远。

就 此 而 言 ，2018 年 立 项 的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

课题《影视剧与游戏融合发展

及审美趋势研究》，起研究就是

颇为及时且具有前瞻性的。该

项研究历时三年多现在已经完

成，结项成果暨五部专著将由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包

括《影游融合下的 IP 互化与影

游改编研究》（范志忠、张李锐

著）、《影游融合管理机制与传

播 推 广 研 究》（聂 伟 、杜 粱 等

著）、《影游融合下的交互影像

与受众影响研究》（陈旭光、李

诗语主编）、《新技术、新媒介、

新业态——影游融合的技术与

产业研究》（陈旭光、李黎明主

编）、《新媒介、新思维、新美学

——走向一种影游融合的新美

学》（李 雨 谏 、李 典 锋 、陈 旭 光

著）。

影游融合也推动电影工业

美学的扩容与“接着讲”。游戏

本身既是依托智能化的娱乐媒

体，尤其需要想象力和想象力

消费的“第九艺术”，更是产能

巨大的文化工业。电影工业美

学强调各个环节之间的融合与

协同，探讨如何在最短的时间

和最低的成本下，获得最大的

效益。最初电影工业美学的建

构，更多考虑的是技术、人员密

集型的“重型”电影工业，视电

影工业为大工业的一部分。彼

时的电影工业代表着大投入，

庞大的设备和大型的拍摄场地

等。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电影工业因为越来越智能化似

乎越来越“轻”了。许多复杂的

电影生产环节现在可能只需简

单的操作，可能是拇指一按，通

过人机协调就能完成。这促使

我们思考：在人工智能时代，电

影 工 业 美 学 应 该 如 何“ 接 着

讲”。

很 大 程 度 上 ，电 影 的 电 子

游戏伴生时代或者说影游融合

时代已经或正在到来。游戏产

业与电影工业的巨大发展，玩

家和观众身份的巨大增量与快

速叠加，电影想象力消费需求

的不可限量，都使得影游融合

趋势几乎势不可挡。虽然国内

电子游戏产业仍然缺乏高水平

和高技术的行业典范产品，《刺

杀小说家》《侍神令》或近日正

在进行中的《黑神话：悟空》等，

都只是近年探索影游融合路程

中的一小步。作为“第七艺术”

的电影艺术与作为“第九艺术”

的游戏如何融合？游戏已经借

力电影取得了巨大成功？电影

又 该 如 何 借 力 游 戏 去 走 出 困

境，拓展产业？“影-游”融合的

探索之路仍然是“路漫漫其修

远”。我们将带着对这些问题

的探求，继续“在路上”。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

授、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

本报讯 2024 第十七届中国国

际儿童电影展将于 10 月 20 至 26
日在成都和济南双城举行。为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和

战略安排，顺应教育综合改革的

新要求，并遵循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落实 2018 年教育部、中共中央

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小学

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本届电影

展将于济南市举办“我爱我的祖

国”儿童少年电影短片年度推荐

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征集时间为 9

月 11 日-10 月 11 日，展映日期为

10 月 23 日-25 日。拥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身份的未成年人（18
岁以下，不含 18 岁）均可以个人或

团队方式参加本次活动。组委会

将根据年龄划分儿童组（7—12
岁）和少年组（13—18 岁）；每项作

品辅导教师不得多于 2 人，每项作

品主创人员不得多于 5 人，每个学

生（或团队）最多可申报两个作

品。作品应为一年内创作的作

品，即在 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1 日之间完成的作品。

（支乡）

本报讯 在苏州市吴江区同里

古镇，一场独特的艺术盛宴正在等

待着您的探寻——“世界同里·动

画故乡”主题系列活动。其中，“回

声于此——孙立军的光影水墨”展

览，将在古色古香的钱家俊故居

“崇本堂”中展开，它不仅仅是一场

展览，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艺术对

话，一场学术与创意的交响，一次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回响。

在“回声于此”的展览中，将看

到孙立军如何巧妙地将开放式的创

意故事融入中国传统笔墨，将古朴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艺术元素结

合，创作出具有深刻文化内涵且风

格独特的新式漫画、现代水墨和当

代油画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是对传

统文化的致敬，同时也是对现代文

化的创新探索。

“崇本堂”这座见证了数百年变

迁的历史建筑，不仅是展览的场

所，更是与孙立军艺术作品相呼应

的文化符号。通过这座古老的空

间载体，观众不只是欣赏到孙立军

的艺术作品，更像是在聆听一场跨

越时代和文化的回声，感受着传承

与延续、时空对话、学科溯源以及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深刻内涵。

此次展览，不仅是对孙立军个

人艺术成就的展示，也是对中国动

画教育历史的一次回顾与致敬，更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新交

汇点的探索与实践。在这充满历

史与艺术气息的古镇同里，让我们

一同走进孙立军的光影水墨世界，

体验那些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与

创新精神的艺术作品，共同感受这

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刘琤琤）

2024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
“我爱我的祖国”儿童少年电影短片年度推荐启动征集

“回声于此——孙立军的光影水墨”展览即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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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隐秘的角落被照亮
——中秋档电影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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