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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伟大征程》人民院线献映
主创团队三城路演与观众共忆百年辉煌

2024年12月，《皇后乐队蒙特

利尔现场演唱会》和《张杰曜北斗

巡回演唱会》先后首映，在一个月

内上映两部演唱会电影是比较少

见的。数据显示，在演唱会电影全

球票房排行榜前 100名中，近两年

上映的有 23部。演唱会电影的数

量为何变多了？

首先，演唱会市场的繁荣点燃

了观众的观看热情。中国演出行

业协会、大麦等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3年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唱会

有2400场，观演2000万人次，票房

146亿元，其中万人以上的演唱会

313场，较 2019年增长了 347%，超

过两成的购票观众观看了不止一

场演唱会。2023年 3月到 2024年
12月，泰勒·斯威夫特的 149场时

代巡演累计票房 20亿美元，创造

了全球巡演的新纪录。相比演唱

会现场，演唱会电影突破了时空限

制，且票价低廉，覆盖面广，没去现

场的可以把它当作“平替”，去过的

也能以新的视角回味精彩。

其次，演唱会电影的制作发行

有较高的门槛，是一门不错的生

意。不是每位歌手都能开演唱会，

也不是所有演唱会都会被做成演

唱会电影。歌手或乐队要有较高

的知名度，乐迷群体与电影观众要

有较高的重合度，电影制作要有演

唱会现场效果作为基础。演唱会

电影的制作、宣发成本整体可控，

收益不仅包括票房分账、版权销售

等，还能保持巡演热度，增强粉丝

黏性，有较强的业务协同效应。据

报道，2011年的《贾斯汀·比伯：永

不言败》成本 1300万美元，全球票

房 9903 万美元，DVD 销售收入

2865万美元，效益可观。

随着流行音乐从磁带、唱片等

听觉媒介向 DVD、电影等视听媒

介迁移，1960年代有《蒙特雷流行

音乐节》等音乐节纪录片。此后，

不少高人气歌手或乐队都有演唱

会电影，如华语乐坛的崔健、邓紫

棋、王力宏、五月天等，日韩的绿

苹果乐队、防弹少年团、李知恩、

林英雄等，欧美的单向乐队、U2
乐队、凯蒂·派瑞、碧昂丝等。但

是，演唱会电影的票房“天花板”

不高，并不算热门的电影类型。

在国内市场，自 2009年《迈克尔·
杰克逊：就是这样》以来，共上映

了 10多部演唱会电影，其中票房

最高的 1亿元，最低的只有几万

元，差异很大。在全球市场，2023
年的《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

演唱会》全球票房 2.6亿美元，时

隔 14年才刷新了《迈克尔·杰克

逊：就是这样》的票房纪录。

近年来，电影市场面临着投

资力度减弱、年轻观众流失等挑

战以及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变革

等机遇。结合这些动向，演唱会

电影如何扩大影响力，并为市场注

入活力呢？

演唱会电影需要发挥

音乐性和叙事性的比较优势

报告显示，2023年大型演唱

会 24 岁以下的购票观众占比

38%。这对年轻观众消费意愿有

所下降的电影业来说，不啻为跨界

融合的优选业态。演唱会电影通

常被归为音乐、纪录类型，近期的

几部大多是对演唱会现场的录制

与剪辑。《皇后乐队蒙特利尔现场

演唱会》记录了皇后乐队 1981年
11月的两场巡演，《张杰曜北斗巡

回演唱会》收录了张杰2023年8月
在国家体育场的三场演出。对于

这种凸显音乐现场的特点，有人认

为演唱会电影只为观众提供了狂

欢的歌单，不能算作电影，有人认

为既然可以在影院看比赛直播，为

什么不能看演唱会？

演唱会的音乐内容与电影类

型的跨媒介融合是演唱会电影首

先需要关注的问题。可以将电影

类型进一步细分，发挥音乐性和叙

事性的各自优势。音乐性方面，借

助迭代的电影技术，努力还原音乐

现场，让观众用一张电影票感受到

演唱会前排的氛围感和沉浸感。

实际上，演唱会电影一直是新技术

的拥趸。2007年，U2乐队的《U2》
是首部采用 3D拍摄的演唱会电

影，2011年至2019年，五月天的三

部演唱会电影分别使用了 3D、
4DX、ScreenX技术格式，2023年的

《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

会》导演团队使用了无人机、“蜘蛛

摄像机”等多种设备。叙事性方

面，不能只限于做演唱会的衍生品

和替代品，应坚持审美标准，遵循

创作规律，尝试将演唱会现场嵌入

戏剧性叙事逻辑，并规避嫁接松散

化等问题。市场上的演唱会电影

除了前述的纪录型，也有故事型，

比 如 ，2011 年 的《五 月 天 追 梦

3DNA》将三个城市的粉丝故事交

汇于演唱会，进而表达了追梦主

题。此外，2024年暑期档的《永不

消逝的电波》《新龙门客栈》、国庆

档的《只此青绿》等由舞台艺术改

编的电影开掘了新的细分领域，也

值得借鉴。

演唱会电影需在巩固粉丝

基本盘的同时拓展增量

2011年被称为“粉丝电影元

年”。这年夏天，杨幂主演的《孤岛

惊魂》以小成本取得了 8900万元

的高票房。在市场规模扩大、传

播媒介变迁、用户分层分众等因

素作用下，粉丝电影成为显著的

文化现象。

演唱会电影的核心观众是趣

缘社群。作为粉丝电影，演唱会

电影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其

一，演唱会电影中表演者与观众

并非同时在场，如何跨越虚拟与

真实的距离？其二，演唱会电影

并非现场直播，内容没有悬念，如

何跨越重复与新鲜的距离？为

此，在制作上，可使用鸟瞰、特写

等镜头，赋予观众跨越空间的多

重视角，以足够的沉浸感补偿缺

失的临场感，为粉丝带来源于现

场又异于现场的感觉。在互动

上，强化粉丝之间的情感连接。

虽然演唱会电影的表演者以银幕

形象虚拟在场，但粉丝在观影的

聚会里共同在场，不用言语就有

默契，产生不输现场的情绪反

馈。在身份认同上，将粉丝纳入

影片。《张杰曜北斗巡回演唱会》

的海报上写着“这是我和你们一

起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在演唱

会现场，粉丝是消费者，而在观看

演唱会电影时，粉丝在消费者之

外，多了一重参演者的角色，强化

了身份认同。

粉丝电影票房走势的特点是

高开低走，常被认为是时效性强的

文化快消品。演唱会电影还应突

破“圈层壁垒”，增强续航能力。结

合二次创作、话语拼贴等方式，捕

捉社会情绪，拓展观影话题的第二

落点，延伸传播链路。通过一次观

影体验，增进大众文化认同，吸引

观众“路转粉”。此外，在“万物皆

媒”的传播环境下，网络舆论对电

影的影响加剧，同一粉丝圈层内

部、不同粉丝圈层之间、粉丝与影

评人之间的观点分歧时有发生，还

应做好电影市场议程设置的引导。

演唱会电影需要

与之匹配的商业模式

演唱会电影属于小众垂类赛

道，同时对影厅的硬件要求较高。

2023年，在好莱坞罢工的背景下，

《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

会》跳过发行商，直接与北美规模

最大的 AMC院线合作，并借助社

交媒体开展营销，减少了发行成

本，提高了票房分账比例，为行业

提供了新思路。

在发行上，分众、分线发行是

降本增效的重要方式。2019年皇

后乐队的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

曲》票房 9907万元，是全国艺术电

影放映联盟专线放映影片的票房

纪录。不久前上映的《皇后乐队蒙

特利尔现场演唱会》在全国约

1500家影院上映，包括全国艺联

的核心影院、IMAX 及 CINITY 影

厅。在营销推广上，可以发挥歌

手或乐队的社交媒体流量以及粉

丝组织等优势，演唱会电影与演

唱会现场互为宣传，相互导流，形

成良性循环。在放映上，影院的

观影礼仪与演唱会的群体狂欢差

异很大，前者要求观众保持安静、

不 能 拍 照 录 像 ，后 者 则 相 反 。

2019年 5月，一位署名“DING”的
豆瓣用户在看完《五月天人生无

限公司》后短评道：“急需一场五

月天演唱会来缓解在电影院无法

举起荧光棒无法出声的压抑感！”

4年后，这一吐槽得到了回应。

2023年底的跨年档，影院准备了

荧光手环等物料，鼓励观众在影

厅跟唱，还出现了“下雪场”“啤酒

场”“彩票场”等新的玩法，现场氛

围成为电影票的附加价值。2024
年，为便于观众在影厅合唱，《皇

后乐队蒙特利尔现场演唱会》更

是强调了“中英文双语字幕呈

现”。目前，差异化竞争、精细化

运营已经成为行业趋势。经典重

映、预约放映、长线放映等新服务

模式提供了更多元的影片选择，影

院看奥运直播、看电竞赛事、看二

次元演唱会等“影院+”业务营造了

更丰富的观影场景，为演唱会电影

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当前，电影和影院的功能外延

正在扩大，演唱会电影将观众从体

育场带入影厅，为人们带来了新的

文艺体验，让影院成为更开放的公

共文化空间，并释放了市场潜力。

当旋律在影院响起，是否有一首歌

触动心弦，经久难忘？

（作者单位：幸福蓝海影视文

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讯 1月 6日，4K全景声大型

情景史诗舞台艺术电影《伟大征程》正

式登陆全国人民院线各大影院。连日

来，各地纷纷掀起观影热潮，观众反响

热烈。1月 10日-12日，影片在杭州、

上海和南京三地举行了路演活动。电

影主创团队总导演侯克明、总制片人

朱勤效、总摄影罗凌等主创悉数到场，

与观众近距离交流，现场气氛十分热

烈。

《伟大征程》是国内首部运用 4K
全景声技术的大型情景史诗舞台艺术

电影，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

团）摄制、出品，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

任公司发行。该片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为

基础，采用电影手段对这场气势恢宏

的演出进行二次创作。影片将音乐、

舞蹈、戏剧与电影语言融为一体，通过

恢弘大气的历史叙事和细腻感人的情

感表达，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电影中既有大

场面的磅礴气势，也有细腻入微的情

感刻画，以独特的视听语言带领观众

穿越历史长河，感受中国共产党百年

征程的艰辛与辉煌。

在三地路演中，影片的艺术魅力

与主创团队的真诚分享赢得了观众的

热烈反响。杭州站活动时，总导演侯

克明回顾了电影创作的初心与历程。

他表示，电影《伟大征程》是向建党百

年献上的诚挚礼物，希望通过独特的

视听语言将这段重要的历史记忆传递

给更多观众。总制片人朱勤效则分享

了拍摄背后的技术突破与团队合作，

特别提到影片拍摄采用了 18台 8K电

影摄影机，以高度还原演出现场的震

撼效果。

上海站路演现场也同样座无虚

席。总摄影罗凌深入讲解了电影中舞

台艺术与电影镜头的完美结合。他提

到，为了让观众身临其境，主创团队在

镜头语言的运用上大胆创新，将舞台

表演的空间感与电影镜头的叙事感深

度融合。此外，上海观众对影片恢弘

的视觉表现与激荡人心的音乐配乐赞

不绝口，纷纷表示影片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观影体验。

整个路演活动的高潮出现在1月
12日南京站路演的映后交流环节。

放映现场座无虚席，观众以热烈的掌

声与欢呼声欢迎主创团队的到来。许

多与新中国同龄的电影观众甚至激动

得热泪盈眶，对于这样一部充满史诗

艺术般的电影作品的喜爱之情溢于言

表。他们纷纷表示，《伟大征程》突出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奋斗、奋发、奋进的

光辉形象，能够在大银幕上看到这样

一部激情澎湃的情景史诗，也激发我

们热爱党热爱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力量。总制片

人朱勤效特别感谢观众对影片的热情

支持，并表示《伟大征程》不仅仅是一

部艺术作品，更是一份对于建党百年

伟大征程的深情礼赞。同日，电影主

创团队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与在校师生亲切交流。学生们

也分享了自己的观影感受，他们表示

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党史教育课，不

仅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奋斗历程，也感受到文艺创作的强大

力量。

《伟大征程》在杭州、上海、南京的

三地路演，不仅向观众展现了影片的

艺术魅力与技术高度，也彰显了主创

团队对电影观众的重视与真诚。人民

院线作为优秀国产主旋律影片的主阵

地，也为纪录影片爱好者提供了近距

离感受这部作品独特魅力的机会，同

时也激发了社会各界对电影的了解与

期待。 （影子）

岳翔写书了，虽然满口“电影江

湖”，但不失为一本中国式电影制作

专业难有的宝典。其可圈可点之处,
取决他在电影行业多年的真实心得

与体验。

岳翔虽是80后，但不妨碍他已拥

有了比较丰厚的艺术经历。作为电影

制作人和监理人，他的代表作品有《唐

人街探案 2》《唐人街探案 3》《滚蛋

吧！肿瘤君》《外公芳龄 38》《不速之

客》《亲密旅行》《Old Guy》等。而且他

还是美国制片人工会（PGA）会员，以

及美国演员工会（SAG）、美国编剧工

会（WGA）、国际戏剧影视联合工会

（IATSE）的合约签字人。他的这些经

历，在当今中国电影制作人中，绝不是

多数。由此，我们可以想像岳翔著书

的背景与理由，同时更可悟出这部著

作的风格和作用。

一、从俗到雅是艺术理论的难

点。要把理性强烈的行业观点用日常

家话表述出来，这需要“高人”运作。

而岳翔在《娱乐经济学——中国电影

监制的亲传秘辛》一书发挥自如，既讲

行话，又接地气，堪称力作。其中印象

最深的是运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五行

学说，用金木水火土来哲学式解读电

影制作全过程。岳翔认为，金木水火

土在生活中是相生而相克的关系，电

影制作又何尝不是一样。如金生水，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比

对电影制作的结构关系即投资方（金）

促进制片人（水）；制片人（水）促进导演

（木）；导演（木）促进演员（火）；明星演

员（火）让著作权（土）更知名；知名著作

权（土）可以吸引投资人（金）。这种相

互吸引、相互依存的自然模式，不但是

让读者最便捷的走进电影制作大殿，

更让从业者更透彻了解自己的环境与

路径。在此，也不得不为岳翔为电影

制作模式描绘的这幅生态图而点赞。

二、从创到制是艺术认识的高

点。岳翔最擅长的岗位是制片,不言

而喻，这本书肯定是部制片人方法论

教材了。阅读此书，我对岳翔提出的

“导演中心制”和“制片人中心制”的质

疑均表赞同。产生这类疑问，肯定是

由于许多人没有搞清艺术创作与艺术

经管之间的关系所至。正如岳翔在书

中坦言，“所谓制片人中心制，根本就

是一群连制片人的岗位责任都没有搞

清楚的人脑中产生的幻觉”；而“任何

一个曾经感受过电影艺术魅力的人，

都可以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告诉你，钱

其实是一个可替代资源，在艺术创作

当中，来自艺术家们的创意才是真正

的不可替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岳翔又生动地列举了日本著名导演黑

泽明在电影《虎：虎！虎！》制作中，惨

遭美方投资人遗弃事例，不但证明了

导演中心论与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的格

格不入,又佐证了不懂金融，伟大的艺

术家也未必能赚钱，让读者全方位、全

景观地了解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的剧

变、裂变和异变。

三、从无到有是艺术金融的拐

点。怎样搞钱，这是出现在本书最频

繁的一句词。这话虽然属于江湖话

语，但确为制片人的“硬核”。岳翔在

书中一语道破天机，电影项目最初的

状态就是制片人，就是制片人使用自

有资金获取处于初创期的电影项目权

益，自己给自己做“天使轮融资”。然

后雇佣“自己”为”制片人”，这等于是

个“创业企业高管”，并以创始合伙人

身份募集资金后续资金雇佣自己和其

他主创。不言而喻，电影制片人手上

没钱就是个伪制片人，怎样从无到有，

这是电影制片人的人生轨迹，也是一

部电影诞生的真实过程。对此，岳翔

深有体会，他认为制片人这个词，在经

济学当中就是生产者 VS.消费者中，

商品的抽象“生产者”的综合,电影这

种特殊产品的销售、交换、分配全部与

你有关。

四、从粗到精是艺术管理的智

点。任何管理都是如此，从粗犷到精

细，从宏观到微观，从繁杂到简约，从

方向到定位，无不包括着管理者的智

慧。从岳翔全书的分章陈述和印象逻

辑来看，把制片环节和拍摄流程进行

线条化管控以及符号化梳理，是区别

于其他同业者的分界线。如书中将电

影全业务流程按线性关系,分成选题、

开发、投融资、筹备拍摄、拍摄制作、制

作后期、宣传营销、分窗口发行、收益

结算、资产证券化十个阶段，这种思维

模式，无论对于电影新人还是影坛熟

客，都是乐于接受和易于消化，这更是

这专业著作的特定风格和过人之处。

五、从内到外是艺术拓展的力

点。在制片人行业，岳翔最大的优势

是国际资源的整合和利用。作为行业

合作人，导演陈思诚是这样看待岳翔

的：岳翔作为制片人，在南北美、亚欧

洲很多国家都有过拍摄经验。我曾经

认为他和各国同行交流使用的是“英

语”，但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他应该

是掌握了一门比英语更“通用”语言，

一种叫“经济学”的语言。利用这种语

言，他让投资人、艺术家、外包合作方

与其他关联方之间快速高效地弄清楚

彼此究竟在说什么、想什么，以便让不

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艺术领域

实现高效合作。也正是如此，岳翔把

这些“江湖经验”贯入书中，作为国际

影视制片教材，应该是当之无愧。特

别是他作为中国年轻制片人，得到了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电影制片组织的高

度认可，是与岳翔在国际电影制片界,
有着丰厚的行业经验和良好的行业影

响分不开的。

我阅读该书后，还有一点深刻体

验。岳翔还在书中学习和采用了十二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相关理

论，为丰富和调整自已投资策略服

务。作为一名影视制作人，这种跨行

跨界举动，将大有可为。正如岳翔书

中第一章开篇所言，在“江湖”的环境

下做投资，肯定需要财力与勇气，还需

要一些经验与运气。但他认为更重要

的恐怕是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经济学

理论与金融学知识储备。

（作者为湖南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

究员、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常务副总编）

艺术经验的“江湖”表达
——岳翔《娱乐经济学——中国电影监制的亲传秘辛》阅读体验

当旋律在影院响起
——演唱会电影的新可能

■文/包 晓

■文/盛伯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