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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从数据来看，元旦档上映的《送你一朵

小红花》开画排片占比 24.7%不敌《温暖的

抱抱》28.98%；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开

画排片占比 20.09%，低了《唐人街探案 3》
17.43%；《我的姐姐》开画排片占比16.65%，

与当日《哥斯拉大战金刚》32.04%的排片占

比相差近一倍。

在排片占比不高的情况下，《送你一朵

小红花》开局就以当日 44.08%的票房占比

一 骑 绝 尘 ，随 后 三 天 分 别 以 42.54% 、

39.29%、36.81%（周五、周六、周日）的票房

占比始终盘踞当日票房占比第一名，元旦

档期内以 5.24 亿的成绩夺冠；《你好，李焕

英》则是在开局劣势的情况下，以好口碑的

持续发酵扭转局面，截至目前《你好，李焕

英》以 54亿多元票房的好成绩位居中国电

影票房总榜第二；在与进口片《哥斯拉大战

金刚》的对战中，《我的姐姐》以三天3.77亿

元的票房成绩战胜《哥斯拉大战金刚》夺得

清明档票房冠军。

这些影片都从稍显劣势的局面出发，

以好故事、好感人、好口碑的态势逐渐走

高，最终拿下档期内的票房冠军。或许是

受去年疫情影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认识

到家庭亲人的重要性；或许是家庭亲情主

题影片直击人们现实生活的“痛点”；或许

是新时代背景下对亲情关系的有了新要

求、新期望……表现家庭亲情主题的影片

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加之影片口碑的持续

发酵，促使观众自发形成观影热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

健认为，今年这三部影片火爆背后有两个

重要因素。第一，在亚洲地区，家庭文化、

家庭观念已形成一种文化底蕴。特别是东

亚地区，家庭亲情题材是亚洲地区电影创

作的常见题材，创作者创作的现实主义电

影常常和亲情相关。第二，这三部影片所

呈现的问题，深刻反映了当下中国人的“心

病”。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对未

来、对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理解和诉求，家庭

成员的理解和诉求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

需要在追求个体价值的同时处理好与家庭

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影片在描绘与家人

关系、家庭情感纠葛中，能够与现实生活产

生共鸣、与观众产生共情。

导演刘抒鹃谈到这三部影片时动情

地说：“疫情之后的当下，家庭亲情主题

影片的‘火爆’都是理所当然的。有过一

定生活阅历的人，不论是意识到或者没有

意识到、承认或者不承认，这场疫情对内

心都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折射到我们生

活中，就让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在一个特定

时期帮助我们的观众打开了情感的大

门。在这个特殊时期，与其将它称为亲情

电影，我更愿意为它贴一个更准确的标签

——‘治愈系’电影。”

以现实为底色 用温柔斩荆棘
——国产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的动人“配方”

从今年元旦档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到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再到近期清明档的《我的姐姐》，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国产影片集体爆发，让观众在一

场场光影交错中，与大银幕上的家庭故事和亲情关系产生共情、共鸣。这些影片剧作扎实、贴近生活、感情真挚，在不同的档期中的表现均颇为亮眼。

近几年，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国产影片不断，如表现抗癌过程中一家人相互扶持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通过如何过春节为背景呈现中国式家庭情感困

境的《吉祥如意》、讲述父子情的《银河补习班》、描写年过七旬的奶奶远赴日本奈良寻找其失联多年的日本遗孤养女的《又见奈良》、描绘因意外丧子的家庭

为抚平伤痛远走他乡的《地久天长》等等。这些影片从主题上来讲，都以家庭为单位讲述一家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广义上来讲，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影片非常之多，其界定也比较困难，每一部影片所呈现的主题与内涵不一定是单一指向。正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

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饶曙光强调的，“家庭情感主题电影是一个包罗万象，乃至百科全书式的概念，含义太广，以至于我们都难以界定。所以很多

具体现象还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那么，《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为何能够在今年各大档期有着亮眼的票房成绩？它们成功的背后有什么相同的“基因密码”？

未来的创作能否延续它们的成功？未来讲述家庭亲情的影片还会有“爆款”吗？

中国电影史上描绘家庭亲情主题的影

片并不少见，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江

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哀乐中年》、

《万家灯火》，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我们夫妇

之间》、《李双双》、《舞台姐妹》、《大李、小李

和老李》，以及新时期以来的《喜盈门》、《乡

情》、《乡音》、《野山》、《过年》、《喜莲》、《九

香》、《美丽上海》、《向日葵》、《世界上最疼

我的那个人去了》等一大批影片，现在来看

依旧具有较高艺术和观赏价值。

相较早期家庭亲情主题影片，今天的

电影创作更聚焦个体命运，以更为现代的

视角和观念展开故事。如《你好，李焕英》

用穿越的方式回到过去帮助母亲“改变命

运”；《我的姐姐》把安然和弟弟推到丧父丧

母的极端处境下；《误杀》将故事的背景设

置为父亲为维护一家人想尽办法与警察斗

智斗勇；《又见奈良》让年过七旬的奶奶在

异国他乡寻找其失联多年的日本遗孤养

女；《沐浴之王》以肖翔失忆为背景进入周

东海一家的生活中等。

梁君健表示，早期家庭亲情主题影片

与现代家庭亲情主题影片既有共性也有差

别。自五四运动以来，在各种文艺作品中

都强调脱离封建家长制，如《红色娘子军》

中吴琼花反叛家庭、逃离家庭、追求解放，

与洪常青所代表的战士们组成革命家庭，

在影片中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家。当代家庭

亲情主题影片与早期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相

似的是，都从正面或侧面表现了家庭对个

体的束缚和捆绑，但不同之处就在于当代

影片会站在理解的角度尝试与家庭、自己

温柔地达成和解。

这些新时代背景下创作的家庭亲情主

题影片都从不同角度都折射出当今中国家

庭观念的更新迭代。《你好，李焕英》中，贾

晓玲回到过去努力帮助母亲改变命运，让

母亲的人生更成功。贾晓玲理解的成功是

赢得一场排球比赛、遇见厂长的儿子、有着

比现在更充实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一个出

国深造的女儿、聚会上的谈资可以让人“羡

慕嫉妒恨”等。这一系列类似“蝴蝶效应”

的影响，都让贾晓玲对人生成功的理解直

指现代社会背景下对物质的更高需求。反

观李焕英，她常说的就是“我未来的女儿，

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你怎么总是

不相信我呢，我对自己的人生真的挺满意

的”……这些台词都透露出李焕英对生活、

人生的理解与贾晓玲大相径庭。李焕英所

代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家庭观念是与贫

穷但相爱的“烧锅炉”老公奋斗一辈子、有

一个健康快乐的女儿。贾晓玲所代表的新

时代背景下的家庭观念是有着丰富的物质

财富、女儿老公可以成为自己的“资本”。

这两种家庭观念的碰撞，深刻反映了当下

家庭观念的变迁，但贾晓玲在夕阳下与年

轻的“父母”一起享受微风时，贾晓玲对母

亲的选择也释然了。

《我的姐姐》中家庭观念的迭代，以当

代姐姐安然和“老一辈姐姐”朱媛媛为明显

对照，呈现出两位姐姐对家庭亲情关系中

不同的选择和思考。安然在突然面对要照

顾弟弟时，她会考虑自己的未来和追求，

影片正是在安然要去北京读研究生和亲

戚想让安然留在家乡照顾弟弟之间产生

的矛盾造成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反观安

然的姑妈，当时考外国语大学想要学俄

语，但是安然的爸爸也考上了中专，为了

让安然的爸爸读书，她只好放弃了自己的

梦想。之后，她想要与俄国人做生意，刚

坐了好几天的火车到俄罗斯，又因为安然

的妈妈生了安然，需要她回来帮忙照顾，

只能拿回来几个套娃当纪念。安然与姑

妈的对比，呈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两个

不同的选择，姑妈在说出“套娃也不一定

要装在的同一个套子里”时、结尾处安然

抱着弟弟落泪时，安然与姑妈都在某种程

度上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饶曙光强调，在《送你一个小红花》、

《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背后，更深层

次的原因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积淀，

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说就是中国人的文

化密码，简单讲就是伦理。关于电影的伦

理叙事，或者说伦理类型的电影，是一个特

别值得研究的课题。 （下转第6版）

◎家庭亲情影片成“爆款” 多档期票房的中流砥柱

◎呈现困境与温柔和解 传递新时代家庭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