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栏10 中国电影报 2024.03.13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文/徐驰

进
口
电
影
市
场

对
当
下
的
中
国
电
影
意
味
着
什
么
？

■
文/

支
菲
娜

《飞驰人生2》:

一场“不愿醒来的美梦”

2023 年中国电影市场红红火火，国产

电影票房 460.05 亿元，是 2002 年电影产业

化改革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大幅超过 2019

年的 411.75 亿元，这是值得欣喜的复苏成

绩。但同时，进口电影市场已连续 4 年占

比不足 20%。2020-2022 年进口电影市场

疲软可大致归因为疫情影响导致的海外

市场产量和产业交流减少，2023 年在进口

分账影片数量明显恢复的前提下，以好莱

坞影片为支柱的进口电影市场仍然表现

疲软。受 2023 年 5 月以来好莱坞编剧、演

员陆续罢工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好莱坞电

影供给大概率不会乐观。

进口电影市场不稳定，是需要重视的

问题。进口电影市场是中国电影市场的

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长

期坚持的“多国别、多样化”方针，使得进

口电影为中国观众带来更多元的文化产

品选择、提升了国产电影的竞争力，进口

电影数十亿元乃至数百亿元的票房也让

影院活得更从容，其提供的 5%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更能直接反哺国产电

影业态各个环节。

进口电影市场的巨大变化，除了电影

业外部的不可控因素外，从电影业自身来

讲，恐怕也有许多深层次原因。我有四点

感受。

一是国内主流观众迭代了。当前的

主流观众画像是 20-29 岁、三四线城市、

女性、本科以下。至 2024 年，最年轻的 Y

世代观众也 30 岁了，不再能代表文化消

费潮流。与 Y 世代相比，Z 世代在民族复

兴和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民族自信、文

化自信明显提升，尤其对以“体制”“管

理”等词汇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更有认同

感。当前为 15-29 岁的 Z 世代，正在逐步

成为消费的中坚力量，也正是电影业渴求

的观众年龄层。他们追捧国风、带动国

潮、偏好国产影视剧，对远离自己生活经

验的进口电影兴趣缺缺，更希望在银幕上

看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内容。这也是这

几年几部本土现实题材电影经过精准营

销后动辄可取得逾 10 亿元票房的一大原

因。

二是疫情转段之后，美国电影的中国

市场表现与国际市场出现了“脱钩”现

象。2012-2019 年，好莱坞大片的海外最

大市场就是中国。而这几年，无论是好莱

坞续集电影还是美国单本题材电影，中国

市场表现很不乐观。2023 年，票房在全球

总排名前三并在多个海外市场排名前列

的《芭比》《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奥

本海默》等电影，在中国分别排在第 46

位、59 位、31 位。此外，尽管 2022 年 11 月

熟悉中国业务的罗伯特·艾格重回迪士尼

给业内带来不少希望，但 2023 年 9 月，华

纳兄弟探索集团亚太地区组织架构进行

重组，电影院线发行及营销业务由美国总

部直接管理与运营；2023 年 10 月，《花月

杀手》出品方 Apple Origional Films 调整国

际发行战略，取消该片在中国内地的上映

计划。这些转变背后的市场因素和更广

泛的社会学因素值得深思。

三是在某些题材类型上，我们与以好

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之间仍然存在着

明显的差距，其背后是在多个产业环节点

上的鸿沟。美国有卡梅隆、维伦纽瓦、诺

兰等多个顶尖人才团队，以及为之服务的

科技研发力量，每年能轮换着完成一部重

磅级影片，并拥有与之匹配的全球观众用

脚投票支持他们的创作。因此，《信条》

《奥本海默》《沙丘》系列、《阿凡达》系列

等作品，对世界其他国家形成了创意、美

学、技术、艺术等多方位的领先。而我

们，近年来仅培养出了一两位能拍高票房

硬科幻题材的导演，勉力维持着生产节

奏，这对于实现电影强国梦想，是远远不

够的。

四是需要在做好“内循环”的基础上

跳出“内循环”。美国各大传媒集团不断

巩固和形成能调动全球资源的强大制作

能力和一键分发的全球传播能力。以迪

士尼、派拉蒙环球、华纳兄弟探索、NBC

环球、索尼这五大传统好莱坞公司为代表

的美国多家大型影企，和 Netflix、Apple、

Amazon Prime 这三家新的大型流媒体平

台既各成一体，又通过版权业务紧密相

连，共同构成庞大的传媒帝国。与美国传

媒集团的“军团作战”“高精尖部队作战”

相比，中国当前最为强大的几家影视公司

和平台公司，在疫情转段后逐步形成了国

内统一大市场的较好循环，但面向海外的

能力仍然较为薄弱，仍然停留在“单打独

斗”“小米加步枪”阶段。这几年，中国电

影对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的

能力越来越强，但对外仍然是“小声”的，

与中国电影的国际地位、与强盛的国力仍

然是不够匹配的。

202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以及“增

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

和竞争新优势”。如何让本土和进口市场

结构更为协调，是我们从复苏走向发展绕

不过去的问题。经过一年的纾困，除了电

影事业产业发展主要指标数据明显回升，

行业此前积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也有所

松动，为实现 2035 年强国目标重新夯实

了基础、凝聚了人才、坚定了信心。但要

想克服少子老龄化、中小城镇收缩的宏观

社会环境影响，顺应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等趋势，恐怕需要在“最大的单一市

场”这个成绩上，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开

掘，促进更为广阔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市场

发展。毕竟，各国优秀电影在中国市场上

的百花齐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表

现形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中国电

影的大国担当。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编辑）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

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

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光辉岁月》是

Beyond乐队为了致敬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而

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既是对曼德拉的传奇经

历和伟大精神的歌颂，也是对乐队成员与曼德

拉精神共鸣的表达。谁能做到用残留的躯壳

迎接未来，在挣扎与彷徨中仍自信能改变未

来？曼德拉做到了，Beyond 做到了，《飞驰人

生》中深情对唱的叶经理和张驰认为他们也可

以做到。

在《飞驰人生 2》中，叶经理确实做到了，

他再次成为了大车队的车队经理，风光得意；

但张驰失败了，他在上一届比赛中被判作弊、

成绩作废，辛苦维持的驾校也即将关门。

残酷的现实让张驰的勇气与自信全失，他

意识到“做一件事大部分时候是为了生存”。

接受了辛厂长邀请的张驰，以“只要能拿到积

分就算成功”的理念组建了辛地机械车队。为

了挣钱，他将主力车手的位置留给辛厂长的儿

子厉小海；在车队无法获得后续赞助后，他又

将厉小海“卖”给光刻，换取了一大笔转会费。

这一阶段的张驰不自信但很清醒。

虽然张驰非常现实地制定并执行着各种

计划，但人不可能永远清醒、冷静、客观。看到

辛厂长在厂房里铺了一地从巴音布鲁克拉来

的土时，他沉默了；坐在老头乐里与大家进行

友谊赛时，他紧张了；面对好友喊出的“你是巴

音布鲁克之王”时，他无法再继续辩驳。因为

他“还是喜欢开车”。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张驰对现实的清醒

考量与判断，是前意识的必然要求。但对赛车

的热爱才是他的原始欲望，也只有在赛道上，

他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这些正是他此前各

种无意识行为所表达出的核心内容。

导演用张驰在驾校试练翻车的情节，非常

隐晦地表达了张驰意识活动的翻转。前意识

失势，无意识掌控了一切，无意识中的主要内

容将决定了张驰接下来的所有行为。所以张

驰翻车更像是从清醒状态进入梦中。因为只

有在梦里，无意识才能成为了人类意识领域的

主导力量。

张驰进入他的梦。在梦中，大伙合力补上

了车队的资金缺口，赛车也迅速改装完成。但

在睡梦中静止的只是入梦的个人，他周围的外

部世界依旧在不断运动。

在影片中，这表现为周围的残酷环境对

张驰“赛车计划”的不断骚扰。在碰撞测试

中，叶经理通过违规作弊的手段，让自家车队

淘汰了辛地车队。原本为了伸冤的张驰，却

在大赛组委会仓库中意外找到上次比赛时丢

失的发动机铅封。在影片中，这段情节冲突

营造出了强烈的戏剧效果。但重点着墨的内

容，却没有在情节发展上起到任何推动作

用。这从影片的情节设计上看是很不合理

的。但如果将翻车后所发生的一切视为张驰

的梦，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因为梦是人被

压抑的欲望的表现，而这些欲望以追求快乐

作为核心原则。

如果将张驰的欲望比作金字塔，塔底的欲

望和快乐就是参加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至于

失而复得的铅封能否为他回复名誉，作弊车队

是否应该受到处罚，随意制定、修改规则的赛

事组委会是否存在问题等等这些外部世界的

干扰，统统都会被梦所改造并弱化。

获得冠军是张驰欲望与快乐金字塔的第

二层。所以本来计划开赛就退出的张驰，在面

对可能获得车队冠军的机会时，毫不迟疑地选

择了争取第六名完赛。期间遇到的所有干扰

也全部被排除和消灭。

在《光辉岁月》的副歌中，“问谁又能做

到”这一问句有两个答案。其一是歌者本人

与词作者抱有同样的豪迈之情，认为自己能

够或已经历经艰辛获得成功，即“我能做

到”。另一种则相反，通过反问来感叹很少有

人能够如曼德拉一样不屈服于命运，表达

“我”的无奈。

从《飞驰人生》系列中可以发现，张驰并不

愿意坦然接受命运的捉弄，他几次试图改变命

运，重新站在人生或比赛的领奖台上。《飞驰人

生》中叶张二人的深情对唱，在本片中变成了

张驰尴尬的个人表演。虽然叶经理给了他第

二种回答，但张驰再次唱起《光辉岁月》显然是

为了在面对“问谁又能做到”时，回答“我能做

到”。这是张驰欲望与快乐金字塔的最高一

层，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驶向终点前看到过

去的自己并与之合体。

跳出影片回到现实，两百万人民币能否

组建一支拉力车队，并在国内顶级拉力赛中

取得车队冠军；中年发福、且长时间没有经过

任何系统训练的老车手能否只凭借经验就力

克对手取得胜利；在赛事筹备阶段暴露出巨

大问题的赛事组委会能否顺利“脱险”……面

对这些问题，身为职业赛车手的导演韩寒，显

然会有更为准确、客观的答案。但他在《飞驰

人生 2》中不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张驰也不需

要回答这些问题。因为韩寒所编织的、张驰

所需要的，甚至观众所期待的，只是一场“不愿

醒来的美梦”。

3月2日，爱奇艺出品的动作电影、“动作

高手季”首季收官之作《陌路狂刀》在影院正式

与观众见面。该片由李伟执导，张晋、耿乐等

人出演，讲述了一位隐世的卖炭翁为匡扶正义

挺身而出的故事。随后3月8日电影在爱奇艺

平台独家播出。影片的上映为观众提供了在

影院和线上同时观看武侠动作电影的机会，重

拾了观众对武侠动作电影的期待与热情。

▶重回武侠：

狭义情怀与动作奇观

为了给观众带来良好的视听体验，《陌路

狂刀》在演员的选择、情节的设计等多方面都

努力体现武侠动作电影的特色与风格。影片

整体采用了古朴质感的色彩风格，搭配粗犷凌

厉的人物线条，营造出了武侠风格明显的古风

韵味。这首先在影片氛围上就让观众感受到

熟悉但又有特色的东方武侠意蕴，唤起观众潜

在的武侠记忆，帮助其更好融入到影片之中。

在演员选择方面。影片主演张晋出身于专业

武行，是国家武英级武术运动员，给多部影片

担任过武术指导。他本人也在《一代宗师》《叶

问3》等影片中有着出色的表现。影片另一位

主演蒋璐霞同样是国家武英级运动健将，她在

《红海行动》中饰演的“蛟龙小队”女机枪手给

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专业武术

演员的加入，既保障了影片在动作场面的完整

度和流畅度，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影片的专

业度，给观众带来较好的视觉审美体验。

片中张晋饰演的人物田安邺有很多大开

大合的打戏。团队人员为了呈现不同于以往

武侠动作片中单刀、剑等兵器的力量感、沉重

感，选择使用陌刀。创作者查阅历史文献，进

行陌刀的还原，并且根据主角和陌刀设计出一

套新的刀法，使得影片的人物和佩刀能够更好

进行融合。除了使用陌刀外，影片中还有一场

戏是田安邺为保护聂灵儿母子在教坊与追杀

者进行“火球打斗”的场景。绳索前的火球随

着张晋的动作起落开合，在明暗相间，火光四

溅，形成了电影独特的质感和美感。影片通过

不同兵器的使用，增加了自身的可看点，也给

观众带来新的审美感受和观影体验。在人物

的性格表现设定方面，也能够明显看出武侠风

格。影片最开始，张晋的卖炭翁并不想过多参

与到纷争之中，老头想要帮助聂灵儿母子的时

候他还出言相劝。但是当其决心匡扶正义，穿

上铠甲后，却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内心坚韧、如

竹如松的武侠侠士。这样的性格设定也比较

契合观众对武侠动作片的理解和认知。

通过画面风格、人物性格设定、细节呈现、

情节设计等各方面，可以看到《陌路狂刀》在试

图找回曾经的武侠意蕴，从而激起观众内心对

武侠动作电影潜在的冲动。在这个过程中，影

片不是单纯对曾经武侠动作电影模式的复制

重现，而是希望在原有基础上加入当下的理解

和元素，实现原与新的结合。但冲破模式创新

还是在模式之中创新，以及在何方面进行创

新，是影片需要思考的问题。

▶“分线发行+线上云影院”：

多渠道观影

《陌路狂刀》本次并没有采用全国院线统

一发行、统一上映的传统策略，而是采用院线

“分线发行”与线上云影院接档播出的放映方

式。先在全国部分院线的部分影院上映，而

后再在爱奇艺云影院独家上线。在当下，许

多观众的观影习惯已经发生了变化，院线观

影并不是观众观看电影的唯一选择渠道。而

“线下+线上”的发行模式，也给观众提供了

更为多元的观影渠道选择。通过“分线发

行”，《陌路狂刀》可以更精准也更广泛地覆盖

影院网络，让更多喜欢武侠动作电影或者对

影片本身有兴趣的观众能够更有针对性的选

择。同时，也增加了影片的曝光度和票房的

潜力。而线上云影院接档则在传统影院放映

基础上，提供了更加灵活和便捷的观影方式，

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地点选择观看影

片。并且，线下和线上结合的放映方式，让更

多观众知道了当下仍有武侠片面世，这使得

影片拥有了能够在更多层面上接触更多观众

的可能性。

从影片效益的角度来看，“分线发行”和线

上云影院的结合，可以让影片从多个渠道获得

相应的效益。一方面，线下影院的放映可以有

相应的票房收益。另一方面，线上云影院的付

费观看也可以给电影带来收益。并且，因为

“分线发行”是有针对性的选择，线上云影院又

具备更多的灵活性，而我们又处于全媒体时

代，所以影片可以进行更加精准和广泛的营销

推广，包括社交媒体宣传、短视频推广等。这

不仅可以提高影片的关注度和了解度，还可以

吸引更多潜在观众走进影院或线上观看。如

此，在收益方面相对来说也有更多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陌路狂刀》选择在3月2日和3月8

日这两个时间进行上映，并没有选择所谓的热

门档期。配合“分线发行”的模式，这其实也给

当下中国电影档期建设提供了思路。部分中

小成本电影或者在“热门档期”不具备竞争优

势的电影，可以根据受众群体以及市场的需

求，在非热门档期进行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放

映。这一方面给予影片自身发展的潜在可能

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电影的多元化发

展，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和需求，同时也为电

影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综上而言，《陌路狂刀》“分线发行”与线

上云影院放映模式相结合的优势是多方面

的，不仅让武侠动作电影可以在更多渠道被

观众看到，提升观众的观影体验，还可以降低

发行成本，拓展电影市场。当然，在实施这种

放映模式时，也需要充分考虑版权保护、内容

质量监管等问题，确保电影产业的健康有序

发展。

▶“动作高手季”：

助推动作电影发展

2024年1月18日开始，爱奇艺平台正式推

出电影“动作高手季”，相继上线了《挡马夺刀》

《目中无人2》《缉恶》《陌路狂刀》四部动作电

影，包含了武侠、犯罪、戏曲等多种元素。在演

员方面也集合了张晋、吴樾等一批专业的动作

演员，让观众在枪林弹雨和刀光剑影中感受到

动作电影的魅力。动作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

非常重要且有代表性的类型电影之一。在新

世纪初，曾有《英雄》等一大批动作电影在电影

票房、海外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一时之间，动作电影不论是数量还是关注度都

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成为中国电影不可忽视的

现象之一。但是时至今日，动作电影虽然也有

一些票房和市场评价表现良好的影片，但都难

以达到当时的高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奇艺

平台推出电影“动作高手季”对于中国动作电

影的创作和发展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也让更多

观众看到了平台试图推动中国动作电影发展

的态度。

动作电影有着优异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受

众基础。加之爱奇艺平台本身的影响力，通过

其推广，有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喜爱乃至重

燃对动作电影的兴趣和希望，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拓展动作电影的观众市场，促进动作电影内

嵌的中国文化底蕴的传播与传承。这不仅可

以给相关的电影带来效益，也可以为动作电影

本身加入更多的新力量与新动力。与此同时，

也正是因为平台自身的优势所在，观众对电影

乃至是否观看电影都有着更多的选择。即便

有着平台的专题推广，也需要动作电影本身能

够让观众做出观影选择。这也反向推动了电

影的创新和质量提升，从而满足观众多样化的

观影需求。

在当下，中国电影面临着结构性变化和新

挑战，动作电影更加需要通过不断的创新与努

力，培育、培养更多人才尤其是动作明星、动作

片导演；特别是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推动自身

的可持续繁荣发展，达成与更大观众群体尤其

是年轻观众群体的共情共鸣共振，从而为中国

电影的发展作出属于动作电影的应有贡献。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陌路狂刀》：

武侠动作电影的新尝试与新发展
■文/饶曙光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进口片总量（不含港台地区）

票房（亿元）

205.36

258.07

230.79

230.91

33.24

73.31

45.56

89.1

票房份额

41.67%

46.16%

37.85%

35.93%

16.28%

15.51%

15.15%

16.23%

数量（部）

99

89

126

123

60

61

55

77

其中美国为第一出品国的电影

票房份额

35.10%

36.02%

32.48%

30.02%

12.58%

12.30%

12.42%

13.42%

数量（部）

53

45

58

47

32

25

25

38

2016—2023年进口片市场基本情况

（根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国家电影局、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数据整理

计算。美国影片含非好莱坞影片。跨年影片票房计入当年、部数计入上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