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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龙年将至，为丰富市民新

春文化娱乐活动，繁荣首都电影市场，

北京市将发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举

办“看电影 过大年——北京新春观影

惠民活动”。

此次活动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指导，北京市电影局主办，联同猫眼、

淘票票等3家票务平台、保利影业等6
家电影院线，组成新春惠民观影活动

伙伴，共同行动。今年观影补贴力度

相比往年更大,形式更加多样。

2024年春节档期间，《第二十条》

《热辣滚烫》《我们一起摇太阳》《飞驰

人生 2》《熊出没·逆转时空》《红毯先

生》等多部国产优秀影片已经定档。

广大市民可通过淘票票 APP、猫眼

APP参与到限时特惠、购票立减等形

式多样的惠民让利观影活动。

通过抢票方式限时特惠，市民可

享受购买北京市影院9:30前的电影场

次时立减 30 元。通过淘票票 APP购

买 2 月 10 日（正月初一）至 2 月 24 日

（正月十五）电影票，每日限量 2000
份。通过猫眼APP购买 2月 10日（正

月初一）至 2月 17日（正月初七）电影

票，每日限量 3000 份，通过猫眼 APP
购买2月18日（正月初八）至2月24日

（正月十五）电影票，每日限量1000份。

购票立减，春节期间全市所有时

间段覆盖北京市所有影院所有影片，

开展全日立减 10 元活动。通过淘票

票APP购买 2月 10日（正月初一）至 2
月 16 日（正月初七）电影票，每日

30000份，通过淘票票APP购买2月17
日（正月初八）至2月24日（正月十五）

电影票，每日 12500 份。通过猫眼

APP购买 2月 10日（正月初一）至 2月

17 日（正月初八）电影票，每日 40000

份，通过猫眼APP购买2月18日（正月

初九）至2月24日（正月十五）电影票，

每日25000份。

同时，各票务平台及各大院线等

合作伙伴将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让利

观影举措，例如保利影业推出的龙年

新春首都市民电影文化惠民活动、博

纳影业推出的“龙年新春大吉”促销活

动等。

今年春节，北京市将举办各类文

化活动近万场，为市民群众欢度春节

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营造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北京新春观影惠民活动

将更好服务于广大市民“看电影 过大

年”的新年俗，让更多市民享受观影乐

趣，共同感受节日的红火气氛，快快乐

乐文化过年。此次活动预计覆盖全市

250 余家营业影院，惠及近 220 万人

次。 （北京市电影局供稿）

本报讯 2 月 2 日，由四川省委宣

传部主办的 2024 年“龙跃光影 火

红迎春”惠民观影季活动启动仪式

在成都市举行。

在龙年新春佳节到来之际，为

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发群众观

影动力，四川省委宣传部将于 2 月

2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在全省组织

开展“千万礼包惠大众”“百万团购

促消费”“十百千万公益行”3 项超

大力度惠民观影活动。

其中，“千万礼包惠大众”大礼

包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牵头，省财政

投入 600 万元，对观众购买电影票

进行优惠补贴。活动期间，每周

五、周六定时投放电影消费券 1 万

张，包含满 60 元减 40 元、满 30 元减

15 元两档；春节期间将集中投放消

费券 10 万张、免费票 2 万张，观众

可通过省文化大数据 APP、淘票票

APP、小程序、院线公众号和抖音直

播参与领取和抢票。同时，成都、

绵阳、德阳、凉山等地也将累计发

放超 400 万元的电影消费券。

“百万团购促消费”大礼包由

太平洋、万达、CGV 、百丽宫、博纳、

卢米埃、英皇等多条在川院线及影

管公司旗下 200 余家电影院以团购

让利的形式共同实施，分别推出龙

福卡、超值年卡礼包、春节家庭观

影大礼包等团购优惠卡。春节期

间，开展最低票价 9.9 元、年卡 4 至

7 折优惠、抽奖免费观影等促销活

动，让利幅度预计超百万元。

“十百千万公益行”大礼包由

四川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在全省

10% 的广场社区、100 个中心镇、

1000 个行政村，放映超万场优质公

益影片，春节期间把电影送到城乡

老百姓“家门口”。

（四川省委宣传部供稿）

本报讯“在苏州，过‘酥’年”。为

进一步促进电影高质量发展，提振电

影消费，苏州龙年春节档及年度重要

档期数字人民币惠民观影活动 2月 6
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中国电影资料馆

江南分馆正式发布。该活动由苏州

市委宣传部、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指导，苏州市电影业协会执行、

全市各大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参与

合作。

2 月 6 日-8 日期间，工商银行将

推出4万份，每份25元，共计100万元

的数字人民币红包，及 100 万元信用

卡购票优惠。用户登录“苏影通”微

信小程序或扫描指定二维码，支付

1.88元即可抢购25元数币观影红包，

每位用户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可抢购

一个观影红包，红包将在24小时内发

放至用户工行数字人民币钱包，可通

过数字人民币 APP上查询抢购到的

数币红包。用户通过活动指定购票

平台“苏影通”购票微信小程序，可选

择苏州市任意影城任意场次电影票

时将该数币红包进行抵扣支付。

不仅春节档有优惠，在接下来的

五一档、暑期档、国庆档和元旦档，工

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银行、苏州银行等 10
余家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将持续推

出数字人民币观影红包及各类优惠，

总金额达1000万元（含本次春节档活

动）。具体合作金融机构、金额和活

动形式将在各档期前正式公布。

2019年年底，数字人民币在苏州

启动试点测试后，苏州电影行业联合

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建设银行苏州分

行、农业银行苏州分行等数币运营机

构抓机遇，围绕电影领域的数字人民

币应用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组织开

展“惠动光影·数苏州”“光影金秋·数

惠苏州”等数字人民币优惠观影活

动，补贴金额达数百万，基本实现数

字人民币线上线下消费场景全覆盖，

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电影+数币”

的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太仓也成为

全国首个影院数币线上线下场景全

覆盖的县级市。 （姬政鹏）

本报讯 1 月 30 日，由陕西省教

育厅、省电影局主办，陕西省教育

学会影视教育研究部、西影视频、

西部电影频道、陕西励志校园数字

院线共同承办的“追光少年”陕西

中小学影视教育优秀微电影展映

活动正式启动。当天 19:00 西部电

影频道（陕西八套）“追光少年”特

别节目播出了安康市电教馆创作

微电影《“减”假》，与此同时，西影

视频、励志 online 等全媒体平台同

步上线“追光少年”专题展映。

“追光少年”特别节目围绕中

小学生自主创作微电影，于每周二

19:00 在陕西八套西部电影频道展

映 1-2 部 历 届 获 奖 微 电 影 ，每 期

10-15 分钟，每月邀请 1 部优秀微电

影主创师生团队参加专题访谈，分

享创作心得和创作经验。同时，利

用励志 online、西影视频线上平台，

将历届微电影按照“爱国主义教

育”“文化美德传承”“心理健康教

育”“科普探究教育”“综合素养培

育”5 个主题分类展映，为全省各中

小学搭建学习互动交流平台，启发

工作思路，激发创作热情，推动义

务教育优质资源均衡发展。

据悉，由陕西省教育厅和省电

影局组织开展的“陕西省中小学影

视教育系列活动”，面向全省 6000
余所中小学校、400 余万中小学生

组织开展的微电影创作展映活动，

已成功举办七届，创作出的 5000 余

部微电影，110 余部在全国获奖、

620 部获省级奖，这些作品传承红

色文化、展示校园生活、关注社会

热点。通过展映师生自主创作优

秀作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和美育教育，进一步提升

全省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活动影响

力，传承榜样精神，不断培养具有

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新一

代青少年。 （支乡）

《破战》

影片讲述了一个以“救世主”之

名进行犯罪的人与香港警方之间的

一次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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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动龙年新春观影惠民活动
发放2000万元补贴普惠市民

2024年“龙跃光影 火红迎春”
四川省惠民观影季活动正式启动

江苏苏州启动龙年春节档及年度重要档期
数字人民币惠民观影活动

中国电影在经历上世纪末的低

潮和改革的阵痛后，几乎一路高歌

猛进，在疫情的曲折波动中跌宕起

伏、砥砺奋进。在互联网技术与互

联网思维的统摄下，中国电影行业

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新媒

介时代。“新世纪中国电影呈现出

鲜明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老中青几

代导演‘四世同堂’式共同努力建

设中国电影的‘百花园’。”常言道：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新近由中

国电影出版社出版，陈旭光教授等

著 的《 新 世 纪 中 国 电 影 史

2000-2022》（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

2023），描述总结 2000 年以来中国

电影的产业发展和工业美学态势 ,
为新世纪日新月异、变动不拘的中

国电影业进行了一次集大成式的，

线索明晰，资料详实的提升性整合

史述。

《新世纪中国电影史》的体例

几乎是一年一章，故为一部断代性

的中国电影编年史。该书灵活运

用美学、文艺学、伦理学、各种艺术

科学及批评理论等多元维度，分析

的电影类型包罗了新主流大片、古

装武侠片、喜剧片、青春片、家庭伦

理片、奇幻魔幻片、警匪动作片、艺

术片等诸多类型，深入剖析新世纪

以来年度电影的发展、成就、问题、

症结与未来趋向。该著以电影工

业/美学为重要维度，立足“中国主

体性”和“民族审美性”认知，以断

代分类的电影史研究方法和编年

体书写方式，全面、翔实地评介了

自新世纪以来至如今的电影发展

历程，再现了近 20 年来中国电影版

图的真实影业风貌。

“编年体”是中国传统的史书体

裁。《史通》讲“六家”“二体”，所谓

“二体”就是纪传、编年。《新世纪中

国电影史》以时间为线索既在历史

发展，用历时性的研究方法，以编年

为谱系，记载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

业每一年的波折与发展。在主编

《新世纪中国电影史》之前，他长期

每年撰写中国电影年度总结报告。

2014 年陈旭光教授受邀参与编写国

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电影编年

史》，这是一部以“史述思路、体例非

常有新意，颇为‘中国式’”的中国电

影编年史，该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

正式出版，非常遗憾。2017 年，他

开始主编《中国电影蓝皮书》，至今

《蓝皮书》的书写已经步入第六个

年头，一定程度上 ,《蓝皮书》成为

中国电影产业与学术理论的年度

“宝典”，为学界、业界提供了专业

的资料梳理和理性的判断分析。

以上所有的研究工作，均以“年”为

时间单位，记录、梳理、总结中国电

影发展的“地形图”，为该书的编年

写史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和有力的

保障。

“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

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也是史家

“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通史”旨

在贯通、纵通整个历史，“断代”则

是选取某个时间段记刻。关于“通

史”和“断代”孰优孰劣，古今学者

衡长较短，仁智互见。《新世纪中国

电影史》梳理、总结了新世纪以来

二十余年的中国电影踔厉奋发，赓

续前行的壮阔道路，在编著体例上

属于断代史，如此断代有其缘由：

新世纪以来的 20 年是决定中国电

影命运的 20 年，却在学界专著中鲜

有书写。20 年来中国电影完成了

“与狼共舞”的挑战，中国电影从新

世纪的生死存亡走向了新时代的

繁荣昌盛，中国从电影大国一步一

步迈向电影强国。这样的 20 年不

该在电影史中孤寂，由此。《新世纪

中国电影史》是一次巨大的补足。

此外，虽然《新世纪中国电影史》是

断代史，但在实际书写中并没有陷

入时间段的严格限制，融合了“通

史”的思维。例如该书在“第五代

导演的多元化探索”中还分析了费

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 年作

品）带来的深刻影响；再例如书写

“《投名状》的道德质询与人性剖

析”中，介绍了故事改编自著名的

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汶祥刺

马”故事，选取了 19 世纪中后期中

国晚晴政治腐败与社会动荡的乱

世背景，并回溯了张彻导演于 1973
年拍摄的武打片《刺马》。

在“重写电影史”的语境下，

《新世纪中国电影史》选取了中国

电影断代史的编年体书写，编年体

的史述方式比较便于史述者从时

间维度对史实进行宏观概括，特别

是在人物史料钩沉与影像、文本的

分类描述上，比较能够体现清晰的

历史发展脉络。然而，编年体的史

叙方式本身存在一定缺陷，比如它

线条较粗，很容易将一些差异明显

的历史细节纳入某种具有“同质

性”特征的分类描述当中，从而导

致某些个别性较鲜明，个人风格较

为独特，并对已有断代的时间节点

有所跨越，很难归类的电影作品、

作者和特定电影历史现象被忽略，

或 被 某 种 同 质 性 分 类 描 述 所 遮

掩。《新世纪中国电影史》进行了一

次打破“编年体”弊端的积极尝试，

首先，对中国电影的“断代”截取一

定程度上弥足了“编年写史”粗线

条的弊端，20 年的时间维度既没有

隔断历史的延续性，又不至于过

长，能够在书中以细腻的笔触进行

多向度、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

其次，《新世纪中国电影史》是一部

包容的、敞开的、能“接着讲”的历史

书述，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融入了

新思考，比如该书对《英雄》《无极》

等“中国式大片”的态度，不同于大

部分电影史书，做出了温和、公允、

新颖的评判，评价《英雄》为“中国电

影产业化的开山之作”，并关注到

《英雄》的明星制与“眼球经济”。这

是在“断代整体观”中对电影现象的

再评价，同时《新世纪中国电影史》

作为“开放的电影史”，在写作时留

出了足够的“接着写”空间。

“断代”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在

于中国电影美学观的“立新”。新

世纪以来，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明

显加快，电影技术、工业化程度伴

随着“重工业”大片、“互联网加”态

势和游戏、新媒介等的崛起不断升

级换代，全方面深度媒介融合。新

时期的电影生产与电影批评呼唤

新观念、新思维、新美学。一方面，

新世纪以来的电影产业和美学的

交融体现在陈旭光教授提出的“电

影工业美学”理论上有明显体现，

“电影工业美学的电影本体观与功

能观都具有多元性特征，认定电影

是艺术、工业、产业、商品的符合

‘共同体’”，认可电影的“实用性”

或使用功能即“消费性”。另一方

面，新世纪以来的电影产业和美学

的交融体现在电影“共同体美学意

识”的强化上，共同体美学的核心理

念为“美美与共”、和谐共处，其愿景

在于与电影相关的人、文化、美学、

伦理均休戚相关，相互包容，相互尊

重。“‘电影工业美学’与‘电影共同

体美学’都是电影‘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背景下诞生的本土中层理论”，

“前者强调‘类型化策略’，后者偏重

‘共同体智慧’，两种美学观念共同

描画、共同担当着中国走向电影强

国的道路。经历疫情的全球困境，

“中国电影 , 依旧在宁心静气 , 暗练

内功 , 蓄势待发 , 我们期待、默祷

着中国电影的‘再度辉煌’。”

中国电影人在新世纪的影业河

流中“知言养气”、千帆竞发，“四世

同堂”的老中青创作者们百舸争流

逐浪高，共绘鸢鱼飞跃的电影“百

花园”。陈旭光教授不断强调“中

国主体性”及“民族主体性视野”，

《新世纪中国电影史》充分彰显学

者的爱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写就新

世纪中国电影发展的一幅立体可

感的工业和美学史 , 产业与文化的

“航线图”和地形图，探讨中国电影

的工业和美学、多元类型与主流形

态 ,记录着新世纪中国电影发展二

十余载的辉煌、曲折、顽强与光明，

以此见证 2000 年以来中国电影创

作的质量提升、电影产业的升级换

代，以及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建构

与批评实践。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层林尽

染，百舸争流，又确乎处在新的岔

路口上。我们坚信——中国电影

前景无限，风物长宜放眼量。

中国电影断代史的编年体书写
——评陈旭光《新世纪中国电影史2000-2022》

■文/ 卢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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