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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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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捉妖记》
《大圣归来》两部电影不仅在创意、制作、
营销等领域靠诚意打动了观众，更用国际
电影流行表现手法，讲述了具有浓郁中国
风、饱含向上向善正能量的故事，紧紧抓
住了观众视觉和心理的双重审美要求，进
而创下一个个票房纪录。

电影市场的“诚意之作”
“诚意之作”。这是在整个7月电影票

房狂飙突进的过程中，观众给予《捉妖记》
和《大圣归来》的直接评价。这个简洁明
了的评价的背后，是两部电影排片率长时
间维持高位，实现华丽逆袭，进而成为众
多上映影片中最耀眼的两颗明珠。

《捉妖记》超越《泰囧》，创下华语电影
票房纪录；《大圣归来》超越《功夫熊猫2》，

成功登顶中国动画电影票房总冠军。前
者把华语电影票房纪录进一步推高，让超
越好莱坞大片不再遥远；后者直接把动画
电影的纪录据为己有，把旗帜插上了动画
电影的新高地。

“是时候让我们的猴子惊艳四方”“是
时候让我们的神魔呼啸八荒”。这两部电
影带给观众的观影体验是愉悦的，甚至带
有明显的宣泄。以至于不少业内人士认
为，这两部电影票房带有报复性色彩，代
表了观众对当前流行的粉丝电影等类型
片的不满。在电影院内，众多观众坚持看
完闭幕字幕后才肯离场，生动阐释了好片
的全方位吸引力，更是用实际行动向“诚
意之作”致敬。

无论是《捉妖记》浓郁的好莱坞制作
技术和表现手法，还是《大圣
归来》“八年磨一剑”，光是“动
态分镜”环节就耗时两年多，
杂糅中、美、日动画制作特长，
将质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
无疑是电影能够成功的基础
性因素。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
员刘藩说，《捉妖记》《大圣归
来》创下一系列纪录的背后，
是国产电影作品质量的不断
提升，电影作品的多样化形态
正在形成。

全流程融入创新元素
业内普遍认为，《捉妖记》和

《大圣归来》的成功，在于在遵循
传统电影表达手法的同时，在整
部电影各个角度做到了最大程度
的创新，这是其成功的最直接推
动力。

《捉妖记》的魔幻色彩是开创
性的，人与妖能够和谐共处，胡巴
的形象更是前所未有。并不复杂但跌宕
起伏的故事冲突，处处彰显出亲情、友情、
爱情的纯真可贵。《大圣归来》创造了非同
一般的超级英雄，家喻户晓的孙大圣长着
一张长脸，失去了法力，内心迷茫无助，唐
僧变成了前世的萌孩子“江流儿”。

从电影叙事模式，到人物形象设计，
两部电影都体现出新意，但是新意并不是
荒诞，更不是离经叛道式的颠覆。“电影讲
述了用爱和勇气找回梦想，这是全世界观
众都能理解的内核。”《大圣归来》导演田
晓鹏说。

电影运营方式上，这两部电影也极具
新意，充分利用了现代传播渠道。《大圣归
来》出品人路伟说：“如果是两年前，《大圣
归来》不可能取得这个成绩。”路伟当初在

“朋友圈”发起众筹，原定目标100万元，
结果却带来了100多位投资人，筹到700
万元。

现代传播渠道给影片带来口口相传
的口碑，突破了传统影片宣传途径，产生
了令人惊奇的效果，更是直接影响了影片
的排片率。在排片率逆袭后，《大圣归来》
各方对主动宣传影片、被称为“自来水”的
网友充满敬意和感激。博纳影业总裁于
冬认为，这一切对中国电影传统“产供销”
体系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

用现代电影工业手段讲述中国故事
如果说好莱坞大片极大满足了观众

视觉审美需求，从而在
商业电影上大获成功。
那么《捉妖记》和《大圣
归来》已经能够借助好
莱坞电影工业的表现手
法，开始无限接近这一
视觉效果。尤为可贵的
是，这两部电影用充满
中国风的故事内核，开
始在心理审美上让观众
感受到无限愉悦。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中
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光
《西游记》就有无限空间，成为众多影视作
品题材库，很多演绎作品受到观众欢迎。
这座取之不竭的“精神富矿”，为当下提供
了很多可以转化为形象椽笔的宝贵资源。

文化IP（知识产权）是经过若干年积
累，生根于所在国文化、价值观的一种符
号，往往承载在某个固定形象中。而中国
传统IP相当丰富，比如《三国演义》《水浒
传》《封神榜》等，都是历经千年、浸润中华
文化基因和价值观的“超级IP”。“说到底，
各国强势IP的传播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
了一国的文化软实力。”刘藩说。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已经成为极
具世界影响力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且
在致力建设电影产业大国和产业强国，此
时的电影文化尊严和电影文化品格应引
起广泛关注。商业电影必然要注重市场，
但是“真正好电影是能引起大多数人共鸣
的，必须有向上的力量。”饶曙光说。

《大圣归来》影片投资方、横店影视总
裁助理刘志江认为，《大圣归来》的成功证
明了“积极向上”和“走市场”并不互相矛
盾，运用现代电影工业手段，艺术化展现
悠久浓厚的民族文化，对文化经典进行贴
合当下生活的改编，坚持向上向善的故事
内核，兼顾时代精神和市场需求，应成为
业内的主动追求。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史竞
男）记者近日从国家电影资金办
获悉，经初步统计，7月份全国电
影票房为54.9亿元，在连续打破
日票房纪录和周票房纪录后，再
次刷新中国电影市场月度票房
纪录。

据了解，这一数字超过了
2002年至2005年中国电影票房
总和。

7月全国电影票房新纪录几
乎全部由国产电影创造。国产片
票房52.5亿元，占比95.6％。其
中，《捉妖记》《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煎饼侠》三片联手贡献33.65
亿元，占比超过六成。

7月处于电影暑期档，是全年
除贺岁档、春节档、国庆档之外重
要的黄金档期。因其持续时间
长、市场容量大，票房收入可观，
过去5年，暑期档均贡献了全年
四分之一的票房。

业内人士指出，新纪录的创
造，得益于国产电影暑期档的抢
眼表现，其中不乏票房与口碑双
丰收的影片。如《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创造了国产动画电影票房
纪录，并引发“自来水”现象；《捉
妖记》成为国产电影票房冠军，连
续两周登顶美国票房机构制作的
每周国际票房榜单，超越《小黄人
大眼萌》《蚁人》《头脑特工队》等好莱坞影片。

此外，7月观影人次达到1.59亿。今年以来，
中国电影市场已累计票房258.53亿元，国产片占
比57.2％。

7月，全国电影票房为54.9亿元，
国产片占比95.6％，各项票房纪录不
断被刷新。但正如专家所言，中国电
影的内容生产，若只满足于当前水
平，将不进则退。这指出了下一步继
续努力的方向。

近些年，中国电影蓬勃发展，与
好莱坞的差距正在缩小。但也应该
看到，我国电影业依然存在“有数量
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内容原创力不足、想象力不够，机械
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也比较突
出。支撑起7月票房突破的是两部鬼
魔神话片，确有创新之处，但品种不
免单调，所以我们不能过分乐观。

纵观近年来的中国电影，人们的
关注重点放在票房数字的提高，但是

忽略了一个同样致命的问题，那就是
在电影质量普遍不高情况下，诸如

《1942》《钢的琴》一些实实在在的好电
影却出现“叫好不叫座”。一些强营
销、高排片的“劣币”驱逐“良币”，使得
不少热爱电影的观众与上述好电影失
之交臂。光靠《大圣归来》的“自来水”
现象，恐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有待
相关方面综合筹划加以解决。

唯有心静，方有艺成。长期存在
的譬如抄袭模仿、千篇一律，人才储
备欠缺等问题目前尚在。当看到其
他影片成功时，许多从业者并不屏声
静气分析成功原因、为消费者们奉上
诚意之作，而是“一窝蜂”如法炮制。
此外，中国电影尚未实现全球发行。
即使有了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

中国的电影向海外传播，依然有一段
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电影虽然在爬坡，尤其在爬
质量、内容、原创、健康环境等方面的
坡，但中国电影人依然有理由抬头挺
胸、扬眉吐气。毕竟中国电影、中国
电影人赶上了万马奔腾的大时代，中
国电影产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势
头。只要中国电影人一步一个脚印
持之以恒、不懈努力，在中国大地上
吸取传统文化养料、深耕细作，不断
拓展产业规模、提升电影文化品质，
就完全可以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富有生命力、大众喜闻
乐见的精品力作。作为“围观者”的
我们，则要不断地为其点滴进步拊掌
点赞、增添“自来水”。

为正在爬坡的中国电影增加“自来水”
■新华社记者 李思远

七
月
份
全
国
电
影
票
房
达
五
十
四
点
九
亿
元《捉妖记》《大圣归来》有多少成功可以复制

■新华社记者 闫祥岭 史竞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