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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青春片不再只用失恋、车祸、堕

胎、与父母争吵等桥段吸引观众时，转而

用细节雕刻人物，其细腻与真诚的表述

促使观众与影片中的人物产生共情共鸣

共振，这其中的变化过程是复杂且深刻

的。“首先是电影市场和电影观众的变

化。最早兴起的《小时代》系列、《致青

春》等影片背后是逐渐崛起的互联网文

化，从中能够看到‘网生代’以及互联网

文化的影子。有的影片是改编自互联网

文学，有的影片是利用互联网中的流行

‘段子’等方式对青春生活进行想象以及

夸张的描绘。”梁君健说，“电影受众方

面，当时异军突起的‘小镇青年’成为电

影的主力军，并且他们是一群比较容易

参与到互联网文化中的受众，深受互联

网影响的电影市场满足了‘小镇青年’的

观影需求，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

响。但另一方面，当时青春片的整体质

量不高，特别是其艺术品质以及传递的

价值观一直在被质疑。随后，青春片逐

渐脱离了完全无序的仅由市场或资本推

动的生产模式，开始走上了由中国电影

新力量参与之下的具有作者特点的创作

之路。类似《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

《我的姐姐》等电影作品，有了更加成熟

的戏剧化表达，不再去卖噱头，不再去简

单地依赖流量明星，反而是通过对于青

年人的切身体验去真正触达当代青年群

体的焦虑或生活境遇。”

与青春片带来的票房成绩相比，青

春片以关注现实问题而带来的社会效益

和群体反思更值得创作者关注。一切有

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

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

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文艺创

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

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一部好的青春片绝不是创作者潦草地幻

想，而是创作者扎根生活、深入人民群众

创作出的反映真实青春故事的留得下、

传得开的作品。

《少年的你》将校园霸凌这一社会问

题作为围绕人物的核心剧情进行挖掘，

陈念与小北这两个少年相互守护、共同

对抗残酷现实的故事，令不少观众为之

动容落泪。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少

年的你》公映时，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未成

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修订草案等。影片好似一把利刃，

直接破开了“问题少年”的外壳，将背后

的原因直接摆在观众面前：魏莱的“问

题”根结在于其遭受极端的家庭冷暴力

所带来的压抑情绪无法得到安慰和心理

疏导，从而使她的身份有了双重性——

一方面是她是家庭关系的受害者，另一

方面她也是校园暴力的施暴者；陈念的

“问题”原因是在社会价值观以及其深层

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将高考成绩跟自

己与母亲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她

产生了过度的心理压力；小北的“问题”

直接产生于其童年的不幸所带来的成长

问题，当他由于现实原因辍学没能在学

校学习知识、建立完整的道德价值观念

时，社会上的打磨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酷

刑。如果影片所引起的社会反思已经足

够大时，已经算是相当成功了，更何况当

年《少年的你》以近 16 亿的票房收入成

为了 2019 年年票房第九名、青春片年度

票房冠军，这已经说明了一点——当影

片能够以现实为依据进行创作，回答现

实课题，与人民共情共振共鸣，市场自然

会给一个得体的回馈。

青春不止出现在校园，也出现在创

业生活中。《中国合伙人》、《一点就到家》

都表现了年轻人的创业经历，只不过时

代不一样所呈现的故事背景也有所区

别。《中国合伙人》主要是以 80 年代三个

怀有热情和梦想的年轻人的创业故事为

主线，《一点就到家》以“乡村振兴”为背

景的创业故事，不难看出，前者是怀旧，

后者是当下。《中国合伙人》与《将爱情进

行到底》、《后会无期》、《匆匆那年》、《同

桌的你》、《夏洛特烦恼》、《乘风破浪》等

影片一致，都有着强烈的怀旧风格，具体

体现在对时代歌曲的运用以及故事背景

的设置上。《一点就到家》巧妙地运用了

创业、电商、带货等当下热门的元素，将

创业故事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展现了当

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价值追求，传

递了乐观向上的态度。虽然影片在剧作

上还存在瑕疵，但是青春片尝试拍出不

一样的青春故事又何尝不是一次青春的

冒险与突破呢？

《七月与安生》将更多现实的目光投

向女性之间的友谊而非男女之间的爱

情，《嘉年华》聚焦未成年少女在成长过

程中所面临的社会恶意和困境，《狗十

三》则讲述女孩成长过程中被迫接受成

人世界的规则的经历，《我的姐姐》通过

姐弟关系关注了当下热门的生育、女权

等话题……这些影片共同组成了一个序

列，一种以青春片的方式呈现现实社会

的序列，它们在传达青年人所遭遇的现

实困境时的真切发问，让影片的精神价

值以及精神高度与时代契合，使得观众

的观影接受过程不仅在大银幕前更在现

实生活中。

好的青春片会通往哪里？或许是陈

丹强调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之前是类

似《匆匆那年》、《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

春》等怀旧类青春片，现在是以《盛夏未

来》为代表的具有贴近时代、有突破创新

的青春片。”也或许是孙佳山认为的，“一

部好的青春片，除了基本的商业类型元

素之外，如果能同时兼具艺术片的气质，

又有明确的现实关怀，那么显然将会触

达到更广泛的观影群体。融合发展才是

青春片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自从 2013 年赵薇执导的《致我们终

将逝去的青春》收获 7.19 亿票房后，青

春片不仅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还受到资

本的追捧。据数据显示，2013 年—2019
年间，以光线影业、中国电影、万达电

影、新丽传媒等影视公司为首，集中出

品多部青春片。谈起影视公司重视青

春片的原因，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孙佳山指出，“青春片之所以能够成为

持续的文化现象，是因为其能够通过

‘以小博大’的方式获得行业内的生存

空间。相较于那些大 IP、强视效、高卡

司、高概念的大片来说，大部分青春片

的制片成本相对较低，而且也不是非得

挤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春节档、暑

期档才能生存。这种拍摄、制作上的相

对中小成本，以及发行、放映上的相对

机动灵活，自然会一直受到市场的追

捧。”

纵观近半年的青春片票房收入，总

体上虽未形成类似《小时代》、《致我们

终将逝去的青春》等影片以小博大的常

态表现，但在一些档期内都有比较亮眼

的表现。如，《我要我们在一起》以近 1
亿元的单日票房，将 5 月 20 日全国总票

房推至 2.3 亿元，比前一日的不足 4000
万，涨了近 5 倍；《我的姐姐》更是以青

春中的家庭关系、姐弟关系深刻触动着

当下观众的敏感神经，以 3.77 亿元的票

房成绩成为清明档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电影院在停摆近半年之后的情况

下，2020 年 7 月 20 日起全国低风险地区

电影院复工，已经过半的 2020 暑期档

迎来了一波青春片的入市。这些青春

片虽然没有像《八佰》一样有着极为突

出的“救市”表现，但这些影片充实了疫

情后的电影市场，提振了电影从业者对

于行业的信心。

在对未来青春片的票房期待上，梁

君健强调，“仅从票房上来看，青春片

如果能够找准合适的档期与社会性话

题，票房成绩不会差。但从总体上来

讲，青春片作为一种题材、一个类型，

不能要求其像科幻、历史等类型的高

概念影片一样能够有二三十亿的票房

收入，这是不现实的。青春片如果得

到目标观众的喜爱、能够依靠品质在

观影市场盈利，就能够让这个类型不

断发展。”

青春片与其他商业电影最大的区

别就在于，青春片需要准确地把握每

个不同阶段的时代脉搏，因此它具有

一定的不可复制性。即便是美国、日

本乃至台湾等流行青春片的国家和地

区，其制作成本也基本是中小规模，因

此要对青春片的体量有充分且明确的

认知，找准受众人群，选择适当的宣发

模式才能充分发挥青春片的商业价

值。

电影的商品属性决定了电影宣发

的必要性，因为宣发的根本目的在于

吸引消费，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目

前，电影市场呈现出热门档期内影片

扎堆、影院放映周期普遍较短等特征，

电影宣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宣发工

作不仅能够左右首轮观众的规模以及

首周票房，而且间接决定了影片能够

留在银幕上的时长。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电影的宣发工作也朝着线上

发展，青春片更是通过充分利用抖音、

微博等新媒体社交工具的发酵有更大

范围的影响力。苏州电影协会放映发

行分会会长陈丹具体阐述了青春片线

上的宣发效果，“在抖音上发布青春片

的宣传主题曲或者易与观众产生共情

的电影片段，在类似抖音等大流量的

短视频渠道产生有效的宣传效果。印

象最深刻的就是《后来的我们》、《快把

我哥带走》等影片充分利用线上物料

有节奏、定位准的释放带来了大流量，

助力影片的票房增长。但最终能够决

定影片能否成功的依旧是内容质量。”

万达文化集团总裁兼万达影视集团总

裁曾茂军将《快把我哥带走》的成功总

结为几个步骤，“找到目标受众，了解

他们喜好的物料是什么样的，获取信

息的渠道有哪些，最终怎么样让他二

次传播影响到他身边的目标受众。”同

时，陈丹也肯定了线下渠道的重要性，

“线下渠道对青春片目标受众的影响

力也不容小觑”。

孙佳山则从产业现状的角度出

发，肯定了青春片的行业价值。“青春

片拍摄、制作的平均周期相对较短，如

果能够充分利用如大多为室内小场景

调度、演职人员规模相对较小，以及一

般中小成本等优势，一旦影片本身具

有口碑发酵效应，其市场回报就立竿

见影。尤其是电影行业受倍疫情打击

的情况下，青春片的这个优势更是被放

大。从电影市场看，《中国电影市场专

题研究——2018 受众、产品与票房》中

明确指出，截至 2019 年，我国 8.31 亿城

镇常住人口中，18 岁至 29 岁的青年群

体作为我国影院观众的中坚力量，其

26%的占比贡献了 39%的影院人口和

49%的观影人次。这些数据说明我国

电影观众的主力本身就是青年群体，而

这一群体与青春片的主要受众又高度

重合，所以青春片会一直存在。”

◎宣发更新、行业复苏的样本

（上接第5版）

◎以现实为根基，面向人生、面向生活

图片来自每日经济新闻
统计数据截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