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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中秋档7.93亿创新高
动画票房占比近40%

由肖战、李沁、孟美岐、唐艺昕等

主演的仙侠奇幻电影《诛仙Ⅰ》以 2.7
亿票房夺下中秋档冠军。影片改编

自网络小说家萧鼎（张戬）的同名小

说，讲述平凡少年张小凡经草庙村惨

案拜入青云门，机缘巧合之下获得法

器烧火棍，从而卷入正邪两道之间隐

秘斗争的故事。

玄幻类影片自 2008 年《画皮》开

始，一度在国内市场上引发观影潮

流，成为“高票房”的保证，但随着市

场潮流变化，2017 年《鲛珠传》仅收

1.13亿、2018年《阿修罗》上映三天票

房不足 5000 万并宣布撤档，此后，国

产玄幻影片逐渐式微，近年难有表现

突出的影片再现。

《诛仙Ⅰ》上映前并不被业内看

好，许多业内人士将该片与暑期档折

戟的《上海堡垒》对比，对“流量”与

“粉丝”的市场拉动力表示担忧，不少

影院人士告诉记者，“完全没想到《诛

仙Ⅰ》能夺冠，对它的最高期待原本

只在过亿。”

当中秋档落下帷幕，《诛仙Ⅰ》强

势夺冠，不少市场人士用“被打脸”来

形容当下的心情。“大家都以为《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已经是过去时了，谁

知道《诛仙Ⅰ》又一次证明粉丝与流

量的力量仍在。”一位上海的影院经

理如此叹到。

事实上，《诛仙Ⅰ》的市场成绩一

方面有流量明星的效用，另一方面，

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异曲同工的

是影片本身具有大批原著、剧集粉

丝，两种“粉丝”力量叠加，催生了双

倍效应。

“《诛仙Ⅰ》档期夺冠，一方面与

影片本身具有大量书迷、粉丝有较大

关系，其次在此次中秋档的影片当

中，《诛仙Ⅰ》题材没有同类型与之竞

争，质量也靠前，因此在中秋3天发挥

稳定。电影题材本就应该是多元化

的，玄幻题材前几年盛行，但是今年

却鲜有类似影片问世，《诛仙Ⅰ》抓住

了这个契机，因此有了不俗的成绩。”

冠宇影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中

心总经理郑寅路说。

事实上，对于流量明星来说，流

量有着极为短暂的黄金期限。金逸

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认为，如

果没有过硬的演技和影片质量，流量

明星的黄金时间可能只有一两年。

“《诛仙Ⅰ》赶上了肖战、孟美岐流量

正盛的时间点”，谢世明这样评价《诛

仙Ⅰ》的市场成功。

青年演员需要粉丝，更需要成

长，在电影市场的残酷法则下，如

果不能在“流量黄金期”内完成演

技积累，必将迅速被新生“流量”

代替。

改编自小说《再见了，可鲁》的治愈

系电影《小Q》将于本周五（9月20日）正

式上映。15年前，日本导演崔洋一曾将

《再见了，可鲁》搬上银幕，感动万千亚

洲观众。

珠玉在前，《小 Q》导演罗永昌表

示，此次改编加入了更多本土元素，用

更阳光的手法，唤起观众对导盲犬的

关注。

2012 年，香港导盲犬协会正式成

立，罗永昌开始关注这一特殊的群体。

罗永昌发现，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导

盲犬的发展都比较缓慢。在我国，正在

服役的导盲犬数量不足 200只，我国的

视障人士却有约 1700万人。许多盲人

都没有机会分配到一只导盲犬，公众对

导盲犬的认识就更加有限，公共场所排

斥导盲犬的事情屡见不鲜，而一只导盲

犬一旦背上了那身行装，就把自己的一

生奉献给了主人。

罗永昌希望，通过《小 Q》的拍摄，

让更多普通人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

“至少，希望大家再见到导盲犬的时候，

不要拒绝它们，多一些善意”。

拍《小Q》之前，罗永昌接触了许多

视障人士，他们和导盲犬的故事一点一

点的感染着罗永昌。他告诉记者，导盲

犬的工作不只带路，它们更像是主人的

“贴身保镖”，无论是小猫小狗的挑衅还

是陌生人的恐吓，都不可以离开主人半

步。电影中，小Q在车水马龙间不惧危

险奋起护主也是大多导盲犬的真实

写照。

身为导盲犬要有极强的克制力，罗

永昌记得，有只导盲犬每个月都要跟主

人飞一次欧洲，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

导盲犬几乎不能吃喝，不能走动，实在

渴得难受，就拿冰块润润喉咙。电影

里，小 Q 在飞机上的细节就是由此

而来。

罗永昌把这些故事收集起来，放进

电影里，《小 Q》有了更多中国本土的

气息。

《小Q》点映后，不少观众被影片戳

中泪点，无论是小 Q 追车，还是任达华

背着病重的小Q去郊外看风景的段落，

感动中带着温暖。罗永昌说，写剧本的

时候，自己有意避免采用“催泪弹”的表

现方式，对于《小 Q》，他更愿意用阳光

的方法讲一个温暖又治愈的故事。

看完影片，小说原著作者秋元良

平、石黑谦吾泪流满面，称“这是《再见

了，可鲁》最好的一次影改”。

本报讯 9月16日，第三届平遥国际

电影展组委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电影

展创始人贾樟柯和艺术总监马可·穆勒

出席发布会，共同公布本届影展的首批

片单，共包含来自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2部影片，分为“卧虎”、“藏龙”、“类型

之窗”、“首映”、“影展之最”、“从山西出

发”、“回顾”、“青年导演之选”、“东西方

交流贡献之选 ”、“影迷嘉年华”共10个

单元。

其中，张之亮导演，李淳、欧阳娜娜

主演的《武动天地》为闭幕片，该片也是

著名演员计春华的遗作。发掘国际优

秀新导演作品的“卧虎”单元涵盖多部

备受国际关注的导演处女作品。入围

影片包括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摄

影机奖”得主《我们的母亲》、日本电影

人小田切让自编自导的首部长片《一个

船夫的故事》、《爸妈不在家》导演陈哲

艺的第二部长片《热带雨》等。

关注华语新人新作的“藏龙”单元

均为年度备受期待的华语片。包括祖

峰执导的《六欲天》；入围莫斯科、慕尼

黑国际电影节，集结归亚蕾、杨贵媚两

位影后的《蕃薯浇米》；入围鹿特丹、慕

尼黑国际电影节的《周军的行走》；热播

网络剧《法医秦明》编剧徐翔云的首部

导演作品《追凶十九年》；由鹿特丹电影

节最佳亚洲电影大奖得主雎安奇执导、

王学兵出演的《海面上漂过的奖杯》、宁

元元导演的《小事儿》等。

“类型之窗”单元关注优秀类型电

影，今年入围本单元的影片涵盖奇幻、

悬疑、恐怖、武侠等多元类型。入围影

片包括《咒怨》导演清水崇的最新恐怖

片《犬鸣村》，妻夫木聪与丰川悦司主

演、日本配乐大师半野喜弘执导的犯罪

嫌疑片《亡命之途》，入围第72届戛纳导

演双周单元和釜山电影节的奇幻影片

《万物迷踪》，入围威尼斯和釜山国际电

影节的犯罪悬疑片《5 是最完美的数

字》。

“首映”单元影片囊括威尼斯电影

节主竞赛入围影片《乳牙》，戛纳电影节

一种关注单元入围影片《灼人秘密》，田

壮壮监制影片《建筑师》，进行全球首映

的印度影片《靶心》。

“影展之最”单元全部为本年度各

大重要电影节的获奖佳作，包括戛纳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得主《大西

洋》，戛纳影评人周单元大奖得主《我失

去了身体》，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

单元及多伦多、釜山国际电影节的《索

莱》，入围捷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俄罗斯 Kinotavr 电影节大奖得

主《公牛》，入围威尼斯地平线单元、多

伦多及釜山电影节的万玛才旦导演作

品《气球》。同时，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

导演双周、同时获慕尼黑电影节电影视

觉奖的《无名之歌》，和中国导演松太加

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的《拉姆与嘎贝》将进行亚洲首映。

在官方单元展映之外，第三届平遥

国际电影展青年导师谢飞将在“青年导

师之选”中带来自己导演的《黑骏马》2K
修复版，这部影片曾获蒙特利尔电影节

最佳导演奖。柏林金熊奖得主张艺谋

的《红高粱》4K 修复版将作为“东西方

交流贡献之选”与平遥观众见面。

由李仁港执导，集结吴京、章子怡、

张译、井柏然、胡歌等演员出演的《攀登

者》则将作为“影迷嘉年华”影片惊喜亮

相平遥。

据介绍，本届电影展首批公布片单

共包含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52部影

片，在官方单元 49 部展映影片中，

57.1%（28 部）为全球首映，73.5%（36
部）为亚洲首映，中国首映率则达到

100%。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

前，电影展还将公布最后一批官方单元

入围片单。

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 10月

10日-10月19日举办。

（姬政鹏）

《小Q》导演罗永昌：

请给导盲犬多一些善意
■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公布首批片单

《攀登者》将亮相平遥

据国家电影资金办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档期（9.13-9.15）累计票房产出7.93亿元，较去年中

秋档（5.31亿）同比增长49.34%；观影人次累计2347万（去年为1529万）。“史上最强中秋档”诞生。

《诛仙Ⅰ》以2.7亿元夺魁；亚军《名侦探柯南：绀青之拳》揽下1.59亿元；《小小的愿望》1.19亿元成

为档期第三名；《罗小黑战记》档期内收获0.93亿元，位列第四；《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尾效应强劲，中秋

档再收0.61亿元，排名第五。

新老动画电影在档期内的表现成为亮点，《名侦探柯南：绀青之拳》、《罗小黑战记》、《哪吒之魔童降

世》三部共产出票房3.13亿，大盘占比超39%，引发动画电影新一轮观影热潮。同时，粉丝电影《诛仙

Ⅰ》档期内夺冠也再次引发业内对“流量”的讨论；曲折上映的《小小的愿望》不达预期，翻拍影片的本土

化落地仍待探索。

在经历了撤档、改名、“番位之

争”等诸多曲折后，《小小的愿望》9
月 10 日开始点映，9 月 12 日零点场

领先其他中秋档影片一天上映，中

秋 档 期 内 收 获 1.19 亿 ，累 计 1.5
亿。这个数字与许多业内人士的

预期大相径庭。“完全没想到它会

是这个成绩，当时想着再怎么差，

也肯定是中秋档的冠军。”谢世明

说。

《小小的愿望》改编自韩国电

影《伟大的愿望》，打着“青春性喜

剧”的旗号，影片却如“带着镣铐跳

舞”，处处受制，品质最终不尽如人

意。翻拍电影确实不易，《重返 20
岁》算是近年来成功的翻拍影片代

表，但是更多翻拍影片由于各种各

样的原因而不达预期。

谢世明和郑寅路都认为影片

在翻拍中的删减对故事完整度和

最终呈现产生了消极影响，“《小小

的愿望》几经周折，已经让观众降

低了期待感。对比韩国版，由于过

多剧情删减，情节不完善，对影片

故事的呈现造成了影响，因此有悖

于观众的期待，反而口碑下滑。”

一方面，市场人士将《小小的愿

望》失利归因于剧情删减，另一方

面，业内专家学者则从文化认同度

和接受度入手，认为改编影片的选

择与本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偏离。

“ 翻 拍 或 者 改 编 自 外 国 的 电

影，可能因为社会体制、文化背景

和民族心理的不同，有的东西是很

难一致的，像这种青春性喜剧、性

幽默，可能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达

到那样一个开放程度，也自然没有

那么高的接受度。”饶曙光从电影

的翻拍与落地角度分析了影片失

利的原因。

除了翻拍品质不佳，围绕影片

产生的诸多负面因素也影响了观

众预期：电影首映当日，主演彭昱

畅由于影片署名顺序问题与片方

解约并宣布自费参加路演宣传，随

后，另一主演王大陆也晒出合同中

关于署名顺序的细节，对峙之下，

出品方被推上风口浪尖……

演员的作品署名权需要保障，

但署名争议背后折射出在“粉丝”

左右下而衍生出的“番位之争”值

得警惕，作品尚未公映，却先因署

名顺序争得两败俱伤，对于影片形

象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无论对

片方还是演员，唯有诚心创作、爱

惜羽毛，才是电影人（企业）的立身

之本。

中秋档亚军爆冷被《名侦探柯

南：绀青之拳》拿下。该片今年4月12
日在日本上映豪夺92亿日元，创下日

本本土“柯南”系列剧场版最佳成

绩。时隔 5 个月在我国上映，1.59 亿

成绩已经超越去年《名侦探柯南：零

的执行人》1.27亿票房，成为该系列在

我国市场上市场表现最佳的一部。

“时间间隔短”、“没有盗版资源

流出”是诸多业内人士对该片表现优

异的归因。“已经超过我预期，原本以

为比上一部会稳中有升，预计在 1.5
亿左右，但现在最终票房可能会过 2
亿了。”谢世明说。

有业内人士梳理柯南系列，发现

“怪盗基德”的出现也是《名侦探柯

南：绀青之拳》能够超越前作的重要

原因，“怪盗基德很神秘，凡是有这个

家伙的，票房都相对更高”。

不仅是《名侦探柯南：绀青之拳》

表现惹人关注，整个档期内，新老动

画电影的表现都相当令人惊喜。提

档到 9月 7日上映的《罗小黑战记》中

秋档期内产出9300万，上映一月有余

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秋档再收

6100 万。三部动画电影在整个档期

的票房占比超39%。

面对动画电影的亮眼表现，中国

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中秋档三

部动画电影共同吸引观众是这个中

秋档的突出亮点，这说明动画电影的

市场正在热起来，《哪吒》的热度从

暑期档一直延续到中秋档，对带动整

个动画市场起到了很大作用，《罗小

黑战记》虽然票房没有像《哪吒》那

样大爆，但是影片的品质和口碑都非

常好，随着观众口味的原来越多元和

市场原来越理性，这样的电影还会进

一步拓展市场空间，取得更好的表

现。”

三部动画中，7 月 26 日上映的

《哪吒》在中秋档仍然发挥着强力的

长尾效应，尤其是小长假首日，《哪

吒》排片仅有 4.6%，上座率为当日第

一，高达 31.5%，仍有大量受口碑效

应影响而等待在节假日进入影院的

增量观众。

“《罗小黑战记》和《柯南》两片虽

都为动画片，但观影年龄段多样化，

并非低幼动画片，同时影片质量较

好，两片均有 IP 及粉丝，日本动漫及

国漫占比较多为正常现象，《哪吒》的

突围是由于中秋档期影片没有特别

突出的影片，为增强排片的多样化，

增加了《哪吒》的排映。从而使三部

影片票房占比近 40%。”郑寅路如是

评价档期内新老动画的表现。

随着《哪吒》和《罗小黑战记》等

一批国漫不断涌现，动画电影市场正

在不断生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对不同

年龄段观众产生着强大的吸引。

◎《诛仙Ⅰ》撞上“流量”黄金期，意外夺魁

◎《柯南》创系列最高成绩 动画电影撑起档期半壁江山

◎《小小的愿望》略显失望 改编不易，署名惹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