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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观赏消费中，尽管观

众选择观影的因素颇为多元，但

核心还是性价比。在现代经济学

中，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概念便

是机会成本，在实施每个消费行

为时，人们都会率先考虑机会成

本。电影消费也是如此。

观众之所以看重性价比，首

先是由电影的日常文化消费性质

决定的。人们在生活中，除了衣

食住行，必然还有心灵慰藉、精

神消费的需要。新冠疫情三年，

世界电影行业曾一路哀鸿，但这

并没有隔断和阻滞电影与观众的

亲 密 关 系 。 联 合 国 信 息 中 心

（UNIC）引用英国电影观察公司

高尔街(Gower Street)的数据报告

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在欧洲、中

东和非洲地区的电影市场与去年

相比增长了 32%；在欧洲进行的

大 量 观 众 行 为 调 查 显 示 ，消 费

者，尤其是年轻观众，正在稳步

回归电影院，并确认看电影仍是

人们首选且最实惠的户外娱乐选

择。

我国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2023 上半年，电影票房和观众人

次均已恢复到疫情前的八成以

上，更可喜的是，暑期档继续发

力，全年票房有望超过 550 亿，足

以说明尽管受疫情肆虐的不利影

响，人们的电影消费热情和消费

需求依然在那里。而看电影之所

以成为人们户外娱乐选择的“首

选 ”，很 大 程 度 上 即 是 由 它“ 实

惠”的性价比带动的。电影作为

廉价的“奢侈品”，在大众日常生

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就像米面油

盐一样不可或缺，是一种精神刚

需，人们看重它的性价比、看重

它的“投入产出比”就在情理之

中了。

其次，它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态势紧密相连。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我们一直较少从经济社会发

展角度研究电影消费的变化，实

际上，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

段时，衣食住行等传统消费的增

速会放缓，而包括电影在内的精

神文化消费的增速会加快，新世

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我国电影消费

明显上升，正是经济社会的快速

增长带来的。而当下，世界经济

总体发展受阻，我国经济运行也

面临新的困难挑战，在经济调整

恢复的大背景下，人们的消费心

态必然更趋慎重和“理性”，对性

价 比 的 感 受 也 会 更 加 敏 感 和

突出。

根据美国影院业主非营利性

团 体 国 家 电 影 基 金 会（National

Cinema Foundation）前不久的行业

报告显示，随着 2023 年美国的平

均 票 价 上 涨 至 10.53 美 元（高 于

2018 年的 9.15 元和 2019 年的 9.16

美元），美国的电影银幕数量已

从 2019 年的 41172 块减少到目下

的 39007 块，下降了 5.3%（当然还

有 疫 情 和 通 货 膨 胀 等 因 素 影

响）。反向的案例则是，2022 年，

日本平均票价同比下降 8 日元，

虽然数额很小，却是 2013 年以来

的首次，刺激观众人次回到 1.52

亿，同比增幅 32.4%，全年未因新

冠疫情遭受影院关停等明显冲

击，已恢复到 2020 年以前行业发

展平均水平的约 90%，继续保持

全球第三大电影市场地位。

性价比的内涵颇为丰富，但

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电影票价。

无论从电影整体还是个别作品

看，电影票价与电影市场都是紧

密相关的。笔者曾在《性价比：

电 影 消 费 的 新 参 数》一 文 中 谈

到：“在一定时期，在一定价格水

平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

的商品数量是相对恒定的，在其

它因素未变而价格上升的情况

下，他们在这个时段内所愿意购

买的数量必然随之减少。”不同

的价格设计，会产生不同的需求

量；价格的升降必然导致需求的

起落，价格与需求的关系就是一

种性价的量具，一种性能值的衡

器。合理的性价比一定建立在性

能和价格变化幅度同一的基础

上。以近 5 年为例，我国一部电

影 的 平 均 票 价（主 要 指 城 市 院

线，含二级市场及服务费），2019

年为 37.21 元，2020 年为 37.26 元，

2021 年 为 40.49 元 ，2022 年 为

42.23 元 ，2023 年 上 半 年 为 43.5

元，虽价格每年略有提升，但伴

随电影作品整体质量的持续提

升、大片和头部影片的层见叠出

和消费场景条件的不断改善，这

个“提升”显然在合理范围之内，

且除开个别时段，总体上较为平

稳。目前的价格定位相对于其他

户外娱乐形式，还是具有竞争力

的 ，也 可 以 说 ，它 的 性 价 比 较

高。今年暑期档中国电影市场快

速复苏升温，创造了观众人次和

票房的历史新高，有的影片甚至

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首选”

和“口红”效应同时得到了体现。

同样值得注意的有，为了助

推疫情后电影市场的快速恢复和

提升，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对票价

加强调整与监管，如：2022 年法

国主动实施“年度电影票降价计

划”，幅度达到近 40%；意大利从

2023 年 6 月开始，继续推进“折扣

电影票”活动；我国上海市则从

今年 8 月开始到年底推行“电影

惠民消费活动”，规定观众购买

任意场次影票，均可享受每张票

立减 20 元的优惠。可见，市场经

济中的边际递减规律具有普适

性，电影消费与电影票价存在明

显的对应关系。因此，从性价比

的角度看，中国电影市场想要繁

荣发展，不能眼睛只盯着票价，

更多应考虑和酌量行业的动态和

整体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态

势和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可以

肯 定 的 是 ，在 未 来 相 当 一 段 时

间，性价比将是中国电影产业发

展绕不开的一个命题，是牵动电

影市场盛衰起落的一个重要要

素。产销互牵，此消彼长，保持

电影票价的性价比优势，就是维

系电影产业特有的生命力和竞争

力，也是电影“镍币本质”的体现

和确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

定要头脑清醒，不能随心所欲、

滋长机会主义。也许，“纳什均

衡”的理论在这里也是适用的。

当然，价格只是相对的，难以

完 全 被 计 量 化 ，更 不 能 搞 绝 对

化。电影能否留住观众，观众是

否乐意出价，虽然有赖于特定的

供求关系，有赖于价格的定价机

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作品

本身的观赏价值与观众的心理账

户评估。2020 年《复仇者联盟 4》

在上海地区首映时，一些影院的

票价为两百元一张，但仍然被众

多漫威迷抢购一空；2022 年《阿

凡达 2》点映及预售期间，全国平

均 票 价 为 92.4 元 ，一 线 城 市 为

136.5 元，价格明显高出常态一大

截，观众照样愿意买单。可见，

电影消费需求的弹性相当大，性

价比只是相对的、主观的和具体

对应的，如果是观众喜欢的热门

影片，院线定价即使稍高消费者

也愿意接受。它的前提是，电影

一定要给观众一个值得出价的理

由。历经三年疫情，观众的消费

选择越来越理智，在付出同样成

本的情况下，希望看到体验感更

好、价值感更高、艺术感更佳、思

想性更强的作品。在此语境下，

价格与市场，品质与需求，既是

一种共生关系，还是一种因果关

系，同向行，正相关。所以，考量

性价比，不仅要有外显的票价尺

度，有内隐的电影品格和质量的

尺度，还要有观众可以和可能接

受的尺度。今年春节档六部影片

观众满意度得分为 87.1 分（最高

的《满江红》达 88.4 分），而暑假档

进入“20 亿俱乐部”的四部影片，

观众满意度都在 84 分以上（最高

的《孤注一掷》为 86.4 分），应该说

是很有说服力的。

由此我们足以明了，成本的

实际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看电影

是一种复合成本的文化消费行

为,付出的货币是成本，消耗的时

间是成本，交通的花费是成本，

甚至人们的心理迭代和情绪起伏

也是成本。性价比不是一个固定

的数值，只是一个复合的比例关

系。解析性价比，不仅仅要看某

一种绝对值，还要看各种成本的

比重分配，看其在全部成本中的

比例关系，关键要看人们想要得

到和能够得到什么，要看作品能

够提供什么和满足什么？正如法

国 著 名 社 会 学 家 加 卢 佐 所 说 ：

“消费行为不能被简单地看作购

买一件功能物品的行为，而是要

看到其在社会化方面的作用，购

买的物品当然具备了一些功能，

但同时也可以使它的主人进入某

种角色。”在他看来，商品不仅有

交换和使用价值，而且最重要的

是具有符号价值，“人并不是真

的因为内在需求而消费，而是为

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为了守住他

所属的阶级。”原来，由此及彼，

鞭辟向里，电影消费不仅给人带

来轻松和愉悦的情感满足，而且

是人对自我社会身份的一种确认

和肯定，是人的“自我”和“超我”

的一种投射和延伸。性价比的背

面，蕴藏着远为丰富复杂的认知

装置和情感建构，其中包孕经济

学 的 因 子 ，也 包 括 社 会 学 的 蕴

藉。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走出对

性价比的传统理解，从社会心理

学和观众行为学的结合部寻找更

多的解答和对策。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消费端将更多主导供应端，消费

者主导的不仅仅是消费品的价

格，而是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

因此，提高电影性价比，其实就

是要解放和提高生产力，就是要

坚持电影高质量发展，寻求产业

盈利路径与消费者合理承受范围

之间的平衡，保障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与文化消费提质升级之间的

良性互动。正如华纳兄弟影业国

际影院发行总裁安德鲁· 克里普

斯前不久所说：当下电影业面临

的挑战是，确保观众每次到电影

院都是一次特别且重要的体验，

让“消费者离开时必须获得真正

优 质 的 体 验 ，不 仅 是 视 觉 和 声

音，还有客户服务以及涉及影院

的一切”。从这个意义说，性价

比不是拘囿，不是牢笼，而是手

段，是工具，是艺术创新欲求和

消费底层逻辑，它要求我们，必

须把所有的生产、制作、服务都

导向满足消费者健康的社会和精

神需求，通过电影消费的杠杆，

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和整体持续

的高质量发展，最终带动和实现

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

文化消费内涵。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

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美轮美奂、诗卷盈香的历史

文 化 题 材 动 画 电 影《长 安 三 万

里》，以近 18 亿元票房成为今年

暑期档的市场“黑马”。该片融

合了武侠、历史、传记等类型，以

诗人高适与李白的人生跌宕起伏

为主线，串联了王昌龄、杜甫、王

维等众多诗人的交集与命运、辉

映与破灭，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时

空回响。耳熟能详的诗句，让小

观众情不自禁附和片中的台词，

而人生境遇的世态炎凉与抗争，

引发了成人观众的共鸣，影片画

面的富丽堂皇与国色天香，让人

体验到了中国传统诗画的相得益

彰。

磨难挤压下的浪漫与入世

影片伊始，唐朝处于安史之

乱、西部空虚、吐蕃大军围困长

安的危机，太监程公公作为神策

军护军中尉，奉命前来质询边关

大将高适与李白的渊源，因为李

白曾经加入了叛军的麾下，如果

高适不忠于朝廷，大唐可能岌岌

可危了。因为程公公有生杀定夺

的 特 权 ，作 为 剑 南 节 度 使 的 高

适，不得不接受程公公的质询，

回顾了高适与李白的过往。

出身四川巨贾且具有西域人

血 统 的 李 白 ，是 浪 漫 主 义 的 诗

人，诗学高拔，聛睨群雄，但是，

唐朝《通典》记载，“刑家之子，工

贾殊类，不得应试。”商人处于被

人蔑视的地位，李白求得官员荐

举的机会，又不断受挫，但作为

富豪之子，李白依靠锦衣玉食，

来保存自己的一点豪放的心性。

当然，为了改变身份，不得不入

赘 官 宦 之 家 ，被 人 赶 出 家 门 之

后，在烟花三月的扬州，与一群

郁郁不得志的少年，过着风花雪

月、醉生梦死的生活。直到被朝

廷豪门青睐，才扶摇直上，声名

鹊起，门庭若市。当被排挤和冷

落之后，心灰意冷的李白决意出

家为道士，当说出“安能摧眉折

腰事权贵”时，观众已经感受到

这是一种浮华如梦之后的自我宽

慰而已。李白以为做了道士，就

可以求得解脱，所以当济南的传

度 、授 箓 仪 式 之 后 ，一 首《将 进

酒》再度神魂释然绽放，一扫压

迫、不安、痛苦状态之后恢复“本

我”活力。安史之乱时期，永王

李璘三请李白当幕僚，李白下了

庐山入了军营，结果一个月后，

李璘兵败就被唐肃宗斩杀，李白

触犯从逆之罪。后经高适请托郭

子仪，李白被发配，但到了白帝

城，接到了朝廷的赦免，于是“朝

辞 白 帝 彩 云 间 ，千 里 江 陵 一 日

还”的狂欢与豪放跃然纸上，传

诵至今。

年少时光的李白的飘逸与浪

漫，是基于锦衣玉食的无忧；后

期在长安城中得到了皇族的青

睐，贵族文化的虚伪、奢侈、巧饰

之弊，浮薄之美，让李白有了进

阶梦想的张扬。入道门之后的狂

放，才是经历一番寒冰彻骨之后

的泠然绽放，是进入“绝对的精

神王国”的逍遥游。至于被大赦

之后的狂歌，则展示了李白了断

一切羁绊的赤子之心，是一种死

而后生的对生命的赞叹。

家境败落的高适，其处事风

格与李白的放荡不羁形成鲜明对

比。求学难成、遭到先人故旧冷

落的高适，也想求得功名，也想

得到一些机遇，这是高适收到李

白的来信，奔赴扬州与长安的原

因。但高适认为扬州的李白，是

千金买笑的浮浪之徒；长安的李

白 是 攀 龙 附 凤 、酒 醉 金 迷 。 于

是，他奔赴边关为伍，看到“战士

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

贪腐与军纪败坏后退回故园。后

来，慨叹爷爷的军功卓著，已经

42 岁的高适，成为了陇右节度使

哥舒翰的幕僚。作为幕僚的历

练，以及风云际会，高适扶摇而

起，成为了护国大将。

可见，李白的浪漫主义，不是

一个浮浪少年的意气用事，而是

在命运浮沉中对于生命伟力的呼

唤和护养，颇有老庄的风骨。而

高适奉行儒家的仁、恕、诚、孝，

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

礼相辅相成，穷则独善其身，达

则兼济天下的入世哲学。博大精

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机，为李

白与高适的动画角色设计，赋予

了汩汩不绝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性情的敦厚

与科幻中的“黑箱”效应

与李白的率性与外放相比，

家 境 破 败 的 高 适 ，从 年 少 到 重

臣，一直是敦厚的表情。高适性

情安静，心性纯净，对待李白一

直 是 海 量 的 包 容 ，即 使 两 次 被

“戏耍”之后，高适虽然是“道不

同不足与谋”，但没有嗔怪，不计

前嫌，一直是李白的至诚之友。

在高适的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主

忠信、忠恕、慎独、正心、主敬、存

天理、致良知等人格修养，并且，

欲效仿爷爷的报国求取功名的，

是践行了以仁义为内容的儒家人

性论，推及到了治国平天下的伦

理、政治的责任。可见，高适的

人格是纯真、纯善，无外物渗扰

于其间，“湛寂之中，自然而感，

如 火 始 感 ，如 火 始 然 ，如 泉 涌

出。”然而，敦厚不是迂腐，而是

一种仁义朗照下的智慧。

影片开始，已经屡次被征召

出 关 迎 战 吐 蕃 的 高 适 ，按 兵 不

动，招来各种非议，听闻有权“持

节立斩、株连九族”的程公公来

到边关，在军帐内持长矛利刃做

自残的状态，以老态龙钟的孱弱

态势，迎接程公公的兴师问罪；

当程公公得知高适遭受了不白之

冤的真相后，追问高适如何破围

困长安的吐蕃大军，高适撤下脖

颈上的红布，意气风发，提出了

闪击云山城的惊天之策。原来，

高适开始从云山城退回到泸水

关，意在吸引吐蕃兵力，并暗中

让唐朝大将严武带着援兵镇守泸

水关，自己帅兵奇袭吐蕃大营的

云山城，从而形成了犄角之势的

绞杀。作为重臣的高适，处于朝

廷风雨飘摇的危难之际，在敦厚

的外表之下，佯装守势，伺机而

动 ，不 仅 是 明 哲 保 身 的 处 世 之

道，更利用了一种类似于科技上

“黑箱”的迷宫思维。

德国托马斯· 瑞德在《机器崛

起》一书中指出：同态调节器就

是一个黑箱。从表面上看，它是

四个铝制的黑箱。但在 20 世纪

40 年代，“黑箱”的概念是作为一

个艺术术语出现的。工程师和控

制论专家们率先使用了它。将一

件东西称为“黑箱”，被视为一种

描述他们所无法描述的事情以及

认识一台他们所无法真正认识的

机器的优雅方式。这种“箱子”

的内部运作发生在黑暗中，看不

到且不透明。这是一种从输入中

产生输出的机器，中间发生了什

么不得而知。

“黑箱”的特质可以让观众产

生似是而非的角色认知，同时又

有不知所以然的玄密，这是现代

科技的神奇；同时，这种让人无

法一下看透的玄机，又产生了角

色能力与思维的无限走势，为绝

处逢生、峰会斗转等剧情走向的

设计，暗中嵌下了无限的游丝一

般的逻辑性与可能性。“黑箱”效

应是科幻动画和科幻电影的基本

特质之一。

以此观之，高适的敦厚，是不

坑人害己的仁义，正因为此，当

高适说出 70 岁的李邕被杖杀、王

昌龄被流放等名人的命运蹇滞的

时候，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悲鸣。

但 是 ，敦 厚 之 情 下 的 奇 兵 等 良

策，也是一种通透的大智若愚，

这种“空生静，静生定，定生慧，

慧至从容，从容生活，有何不可

至，不可求”也是老子《道德经》

的哲学思想。

为国产历史文化题材动画

电影树立新标杆

《长安三万里》在叙事上仍有

一些疏漏。片中，程公公深知边

关十万火急、军情瞬息万变，但

是当传令兵第二次与高适耳语之

后，程公公没有追问军情，反而

强行让高适继续话题。这个细

节，为高适故意放走俘虏、传递

假 情 报 、引 来 吐 蕃 大 军 做 了 铺

垫，不过有些生硬。另外，李白

的性格很有一些迪士尼动画片中

的夸张、戏谑色彩，这也许强化

了浪漫主义的个性与洒脱，但相

对于高适的文化底蕴的多维性而

言，李白的角色设计，只是刻画

了他是一个没有随着命运兴衰而

自怨自艾并立足挣扎奋起的形

象，在性格走势上，缺乏一些变

化；作为一个彪炳史册的诗人，

还是具有大智慧的。从宫廷盛宴

上跌落下来的李白，仅通过了道

教的仪式，就能喷薄而出《将进

酒》的 名 篇 ，貌 似 少 了 一 点 沉

静。尽管有如此的微瑕，《长安

三万里》将诗人的传记、唐朝的

历史元素进行了有效缝合，展示

了唐朝的辉煌记忆与天籁般的交

响，还是值得赞誉的。当然，历

史题材动画与历史不能相提并

论 、等 而 视 之 ，本 质 上 虚 拟 、夸

张、玄奇的动画，是对静态的历

史 元 素 的 活 化 、通 俗 化 和 艺

术化。

相对于童叟皆知的童话、青

春、鬼怪等动画类型而言，历史

题 材 动 画 属 于“ 小 众 ”的 类 型 。

日本、欧洲生产了大量历史题材

动画电影，此类型还可以细分为

历史事件类型的动画电影、人物

传记类型的动画电影。日本的历

史题材动画电影，包括以历史事

件为题材的动画电影，多以“二

战”为题材，包括《起风了》（导演

宫崎骏，2013 年）、《萤火虫之墓》

（导演高田勋，1988 年）、《在世界

的 角 落》（导 演 片 渊 须 直 ，2016

年）、《虞美人盛开的山坡》（导演

宫崎吾朗，2011 年）等，以及人物

传记题材的动画电影，如《赤足

小 子》（导 演 真 崎 守 ，1983 年）、

《千 年 女 优》（导 演 今 敏 ，2002

年）。即使是“二战”题材动画，

相对而言，欧洲历史题材动画电

影的故事背景，相对广泛，如英

国的《伦敦一家人》（导演罗杰·
梅伍德，2016 年）。

除了二战题材动画之外，英

国的《当风吹起的时候》（吉米·
穆拉卡米导演，1987 年）取材一

战，法国、丹麦联合出品的《漫漫

北寻路》（导演雷米· 沙耶，2015

年）取材于 19 世纪末，一位俄罗

斯外交官的女儿萨沙，为了驳斥

一些对祖父的讥讽与污蔑，放弃

父 母 安 排 的 婚 礼 ，踏 上 冒 险 征

程，追寻、重走了作为极地科学

和探险家的祖父的足迹。相对于

国外的历史题材动画而言，赢得

市场与好评的国产同类题材动画

是少之又少，《长安三万里》为国

产历史文化题材动画电影的发

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

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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