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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合家欢刚需”仍未满足

2月电影累计票房已超96亿元，观影人次约2.3亿，
但扶老携幼看同一场电影仍是难题———

2 月即将翻篇时， 中国电影市场

又刷出了新的数据高峰。 截至昨天，
2 月影市票房已过 96 亿元， 在约 2.3
亿人次观众的支持下， 票房同比增幅

超过 50%。 但在 刷 出 全 球 纪 录 的 数

字面前， 在单月催生了三部 20 亿元

级别影片的环境下， 一个显而易见的

“刚需” 仍未得到满足———“过年期间

许多人问过我， 想带家里老人孩子一

起看场电影， 哪部合适？” 清华大学

教授、 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直

言： “这个问题， 我有些犯难。”
近些年， 茁壮成长的中国电影被

赋予不少新意义： 文化消费刚需、 新

民俗等等， 不一而足。 但观众 “看电

影 ” 这层要求 被 满 足 后 ， “看 好 电

影 ” 的需求随之 而 来 。 今 年 春 节 档

里， 一众影片虽在技术、 胆识和想象

力方面彰显了它们作为类型片的长足

进步， 但站在 “合家欢” 的角度看，
仍留了遗憾： 在中国人团圆情绪最浓

郁的春节假期， 许多人依旧无法在同

一个影厅里实现阖家团圆。

真正的 “合家欢 ”是能
符合全家价值观念、审美习
惯和智识需求的影片，而非
简单“大手牵小手”

中国市场需要合家欢电影吗？ 答

案毋庸置疑， 观众的烦恼早已表明态

度。 人们对合家欢电影的渴求， 追根

溯 源 ， 来 自 生 命 的 核 心 元 素———亲

情。 一来， 举家观影是桩带着些许仪

式感的亲缘行 为 ， 每 逢 佳 节 此 情 尤

甚； 二来观影后若能形成家庭内部的

互动空间， 那么家人间温暖的讨论氛

围定比手机聊天更为动人。
看看春节档诸片，《红海行动》热

血满腔，《唐人街探案 2》 机敏独具 ，
《西游记女儿国》画面唯美，《祖宗十九

代》 包袱叠着包袱， 观众总能各取所

需。可一旦拿着“合家欢”的尺子衡量，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电影文

学学会会长王兴东直言， 那真实的残

酷、成人化的笑料都不在“老少咸宜、
妇孺皆喜、雅俗共赏”的圆周内。《捉妖

记 2》 试图打全年龄牌， 片方不仅拿

“寻亲”当主题，还特意将第一部的 3D
改为续集的全 2D 版本。 但新意贫乏、
逻辑偏弱的故事， 看得不少成人观众

哈欠连天， 就连有些上了学的孩子也

对看腻的萌物兴致索然。
善意地说，《捉妖记 2》 是部面向

青年的影片向 着 全 年 龄 段 转 型 的 失

败尝试。 追根溯源，很大原因就是误

解了“合家欢”的真正意蕴。 尹鸿说，
真正的 “合家欢 ”是能符合全 家 价 值

观念、 审美习惯和智识需求的影片，
它应当“能屈能伸”，既能让孩子抵达

浅层的愉悦 、领略全局的感动 ，也 得

给成人走深一 步 、 想 多 一 层 留 个 入

口。 如果纯粹考虑“大手牵小手”，一

味迁就孩子而降低种种标线，充其量

只能称“陪伴式观影”。 《捉妖记 2》是

搞砸了的“合家欢”，反而《熊出没·变

形 记 》在 满 足 “陪 伴 观 影 ”后 做 出 改

观 ，二者口碑悬殊 ，与各自定 位 不 无

关联。
过去几年， 迪士尼的 《疯狂动物

城》、 皮克斯的 《寻梦环游记》、 韦恩

斯坦公司的 《帕丁顿熊》 等等， 都是

“合家欢” 的理想注解。 大银幕的呈

现让孩子们记 住 了 说 话 慢 三 拍 的 树

懒、 五彩斑斓的 “爱波瑞吉”、 像英

国绅士般生活的秘鲁小熊。 而片中设

置的美国社会阶层的焦虑、 对家庭记

忆的追索， 以及当代英国人所面临的

自我认同困惑等深刻议题， 即便只是

点到即止， 亦提供给了成人 “内观自

省” “过分解读” 的素材。
若一部影片能在家庭内部划出成

人和孩子深入互动的空间， 堪称一部

春节档电影能达成的极好使命， 却也

是眼下中国电影最缺的功能。

“合家欢”难做，它既需要
创作者甘与日常生活“促膝谈
心”， 也需要制片方能洞见质
朴里的灵光

合家欢电影难做， 北京大学艺术学

院教授李道新从社会学的角度 提 出 观

点， 严格的 “合家欢” 应在各方面最大

限度地熔铸一家人的各类诉求 。 但 目

前， 当家庭各成员间本已存在观念的裂

缝， 要想在一部电影中调和一切， 难上

加难。
难题面前， 该望而却步吗？ “翻翻

不算太久远的中国影史 ， 答案 显 而 易

见。” 王兴东建议， 从前人的经验里寻

找启示 。 他列出的片单 ， 时间 久 远 些

的， 有桑弧作品 《魔术师的奇遇》， 谢

晋导演、 于伶等人共同编剧的 《大李小

李和老李》， 周民震编剧、 谢添导演的

《甜蜜的事业》， 辛显令编剧、 赵焕章导

演的 《喜盈门》； 近一点的则有陆川执

导的 《我们诞生在中国》 等。 如果要从

这些跨越半个世纪的新老影片里找一条

草蛇灰线， 亲情是相似的切口， 又何尝

不是 “捷径”。 “家是人类社会机体中

最小的细胞， 但也维系了最牢固的情感

脉络， 以家庭为入口的电影， 其本质是

包罗万象的 ‘人的处境’。” 无论是 50
多年前父子相逢不相识的喜剧故事， 还

是改革开放后聚焦生育或者婆媳关系的

家庭伦理探讨， 抑或动物世界的拟人化

描摹， “生存与爱是这颗星球上亘古不

变的主题， 也当然能够网罗 8 岁到 80
岁的观众”。

但为何不知不觉中， 国产电影对于

最贴近现实的朴素的爱，渐渐疏远了？王
兴东从两个层面剖析，“合家欢难做，它

既需要剧本创作者沉下心来， 甘与朴素

的生活促膝谈心， 如此才能在日常中发

现不平常、在平凡中挖掘非凡，写出人物

间的戏剧张力； 它也需要制片方能洞见

质朴里的灵光，不因为‘没有奇景奇情’
‘没有大场面’‘没有迤逦画面’， 就对剧

本说不。 ”
别嫌小家难生波澜， 更别误解不同

的生活背景会阻隔了观影人群， 世界

各国都有佳片已经或正在作出示范。
阿米尔·汗大抵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

印度电影人。 连续两年， 《摔跤吧！
爸爸 》 《神秘 巨 星 》 都 在 中 国 圈 了

粉。 两则故事其实异曲同工， 主角是

普通人———父女或母女， 关注普通话

题———梦 想 的 绽 放 ， 传 达 普 遍 的 真

理———执著与勇气， 最后达到了普及

的传播效果。 至于故事的弦外之音，
阿米尔·汗对印度社会的反思， 则是

影片在完成了人情、 人性、 人格叙事

后的锦上添花。 伊朗影片 《小鞋子》
《一次别离》 《推销员》 亦遵循着如

是规律 ， 它们 朴 实 得 没 有 丁 点 儿 装

饰， 但恰是生而为人的情感， 轻轻拨

动了各国观众的心； 恰是见微知著的

视角， 让深刻的命题显出真实底色。
“电 影 始 终 是 以 真 诚 磨 练 的 艺

术。” 王兴东说， “合家欢” 的缺口

对于行业也是一种评判———对生活的

观察与体悟， 考验编剧的匠心与原创

力， 考量制片方的良心与眼光。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这些电影让孩子入神，也让大人动心

所谓 “合家欢” “全年龄段”
电影， 不是简单 “拉低观影门槛了
事”， 那只会在孩子津津有味的同
时， 让成人昏昏欲睡。 真正的 “合
家欢”， 孩子能够看入神， 大人也
会动了心。

《疯狂动物城》： 讲述兔子朱
迪在动物世界中通过自己努力奋
斗， 成为动物警察的故事。 孩子们
得到一个 “少女勇敢追梦 ” 的故
事， 成人则透过瑰丽的画面， 看到
美国社会存在的偏见与焦虑。

《寻梦环游记》： “死亡不是
别离， 而是生的延续。” 这是 《寻
梦环游记》 的灵魂。 而影片也以五
彩斑斓的画面， 消解了 “亡灵” 对
于孩子的影响， 让他们能与长辈共
同探讨家族的记忆 、 “生后的世
界”。

《摔跤吧 ！ 爸爸 》： 乍一看 ，
是个父亲将未竟梦想寄托在女儿身
上的励志篇章。 但在深沉父爱、 家
庭间互相扶持的大背景之上， 创作
者还注入了对印度真实社会情况的
反思。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没了
法术， 也不会飞， 不再火眼金睛也
不再身如玄铁， 齐天大圣孙悟空在
这部电影里不再无所不能， 却也因
此显得格外生动。 变身成为小和尚
的唐僧拉近了与儿童观众的距离，
大人们则在两人一路陪伴， 找回初
心的过程中感叹这股热血， 感慨这
份牵绊。

《小鞋子 》： 影片纯朴至极 ，
九岁的阿里用尽所有力气在比赛
中 奔 跑 ， 只 为 得 到 季 军 的 奖
品———一双球鞋 ， 这 是 他 欠 妹 妹
的一双鞋 。 孩子至善的品格和清
澈的眼睛能够击穿任何年龄的屏
障。 而伊朗社会底层百姓的艰辛以
及他们与命运所作的抗争， 则是影
片的厚重底色。

《魔术师的奇遇》： 作为我国
第一部彩色立体宽银幕影片， 影片
讲述了魔术师陆幻奇回到上海， 寻
找失散 20 多年的儿子阿毛和老友
王小六的故事。 这部从记忆深处走
来的影片， 至今仍透着阴差阳错制
造的种种妙趣。 而当年， 它更是描
摹了两代人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
同际遇， 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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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去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

的原创芭蕾舞剧 《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 开演

前， 我问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小朋友： “你知道马可·
波罗是谁？” 小朋友不假思索地随口回答： “一个意

大利旅行家， 到中国来过。”
这个回答让我有点意外 。 在西方 ， 在欧洲 ， 马

可·波罗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 他口述的 《马可·波

罗游记》 被称为 “世界一大奇书”， 是公认的经典地

理著作， 书中记叙了他 1271 年到 1295 年从欧洲到亚

洲的旅行见闻， 特别是他在中国的传奇经历， 向欧洲

人展示了一个富足、 文明的东方世界， 给欧洲知识界

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 欧

洲的航海家、 探险家受他的影响， 掀起了一波又一波

到东方探险的浪潮。 欧洲地理学家根据这本书绘制了

早期的世界地图。 哥伦布阅读了 《马可·波罗游记》，
受到鼓舞和启示， 激起了冒险远航的决心， 带着西班

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 乘船远航， 无意中到了中

美洲， 发现了 “新大陆”。 想不到一个中国十三岁的

少年， 对马可·波罗这个外国旅行家也了解不少。
仔细想想， 也不奇怪。 看看上海大街小巷星罗棋

布的马哥孛罗 （马可·波罗的另一种译法 ） 面包店 ，
即使你没读过关于马可·波罗的书， 大概也吃过美味

的马哥孛罗面包吧？ 看看市场上畅销的马可波罗瓷砖

洁具， 它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 高档时装店里马可波

罗服装， 更是时尚男女喜欢的品牌。 一个 700 多年前

的外国人， 竟然如此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了当代中国人

的日常生活， 真是一个奇迹。
说奇不奇。 马可·波罗其人， 就是一个奇人。 他

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富商之家， 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商旅

游到达蒙古帝国夏都上都 （位于今中国内蒙古多伦县

西北）， 与忽必烈大汗建立了友谊， 曾受命担任大汗

的特使， 访问罗马教皇。 马可·波罗十七岁时， 跟随

父亲和叔父踏上东方之旅， 沿着陆上丝绸之路， 经两

河流域、 伊朗高原， 跨越帕米尔高原， 穿越大沙漠，
途经中国新疆的喀什， 再一路向东 ， 经和田 、 罗布

泊、 哈密、 敦煌， 历时四年， 抵达元朝京城上都， 后

随大汗到大都 （今北京）。 20 多岁的马可学会了突厥

语、 蒙古语、 汉语， 深得大汗宠信， 经常派他出巡，
去过山东、 山西、 陕西、 甘肃、 四川、 云南、 苏州、
扬州、 杭州以及缅甸、 交趾、 印度等许多地方， 了解

各地的风土人情， 向大汗报告。
1289 年，波斯王阿鲁浑的元妃去世，阿鲁浑派出

三位男爵作为专使到元廷求婚，忽必烈选定姿色绝伦、
才识过人的十七岁公主阔阔真应聘，同时派马可·波罗

护驾，并承诺这是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允许他及家

人完成任务后返回故乡威尼斯。护送团有 600 多人，分
乘 14 艘四桅帆船，从泉州港杨帆启航，走海上丝绸之

路，驶过中国南部万里海疆，途经苏门答腊、爪哇、印度

等地，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到达波斯（今伊朗）。马可·波

罗完成使命，回到阔别 26 年的威尼斯。
1298 年，两个意大利城邦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因

为商业利益发生战争，马可·波罗自己出钱装备了一艘

战舰，并亲自担任舰长，与热那亚作战。威尼斯舰队全军覆没，马可·波罗不幸被俘，
投入监狱。他在狱中把自己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见闻讲给狱友作家鲁斯梯谦，
作家把他的叙述记录下来，这便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一年后，马可·波罗获

释，重操旧业，经商谋生，同时结婚，生下三个女儿，七十岁时，因病去世。
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商人、 旅行家和探险家， 在交通极为不便、 列国战火不

断的古代， 历尽艰辛， 披荆斩棘， 跨越沙漠， 横渡大海， 播撒友谊， 传播文化，
为东西方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青史流芳。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在 700 多年前， 徒步或骑马、 骑骆驼走通了陆上丝绸之

路， 又统帅船队走通了海上丝绸之路，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他特别向

西方介绍了中国到处有一种挖自矿山的黑色石头， 可以点燃， 火焰比木炭更大更

旺， 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也不会熄灭， 能发出巨大的热量。 这就是煤。 他把中

国的用煤知识带回欧洲， 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 马可·波罗不愧为 “一

带一路” 上一位伟大的先行者。
芭蕾舞剧 《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 截取了马可·波罗传奇经历的中间

一段， 从三位男爵奉波斯国王之命， 到元朝京城上都向忽必烈大汗求娶公主开

始， 忽必烈命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 护驾船队从泉州出发， 海上

风暴肆虐， 海浪颠簸， 船队在爪哇岛停靠休整， 忠于职守的马可·波罗怀抱虚弱

不堪的公主上岸歇息。 在热带雨林的蛮荒之地， 马可·波罗与野兽搏斗， 保护公

主。 年轻英俊、 勇敢智慧的马可·波罗和美貌善良的阔阔真公主之间的纯真爱情

油然而生。 只是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和使命， 让他们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

底， 只能在梦中互诉衷肠。
经过两年多的航行， 马可·波罗一行历尽艰辛， 抵达波斯， 波斯王宫近在眼

前， 年轻的阔阔真公主突然感到无比的孤独、 恐惧和哀伤： 过往的路途虽然艰

辛， 但有马可·波罗———她梦中的情人时刻保护着她。 现在马可将离她远去， 返

回故乡威尼斯， 自己则有乡难回， 她突然产生了随马可私奔的念头。 迎亲卫队迎

面而来， 波斯王来到公主面前行礼迎娶， 打破了公主的幻想。 皇宫内鼓乐齐鸣，
歌舞升平， 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中， 只有马可和公主强颜欢笑， 作最后的告别。 一

次伟大的航行， 一路朝夕相伴的难忘经历， 一个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 就这样缓

缓地落下帷幕， 让世人去品味思考。
幕间休息时， 上海芭蕾舞团团长、 著名芭蕾舞演员辛丽丽介绍说， 成立于

1979 年的上海芭蕾舞团是国内一流的芭蕾舞团， 不但经常在国内巡回演出， 还

曾赴日本、 朝鲜、 法国、 加拿大、 美国、 印尼、 新西兰、 西班牙、 新加坡、 澳大

利亚等国及香港、 澳门、 台湾等地区演出， 受到国内外同行和观众的赞誉。
上海芭蕾舞团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 与海内外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建立了

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 《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 就是由国际团队打造的一

件艺术精品， 编导是西班牙国家舞蹈大奖和洛桑芭蕾舞大赛第一名获得者约翰·
马丁内兹， 舞美和服装设计者是世界时装大师皮尔·卡丹， 编剧是法国皮尔·卡丹

公司的方方 （法国） 和张玮 （加拿大）， 作曲是美国的丹尼尔·沃克， 灯光设计是

法国的马克·阿切让， 马可·波罗和阔阔真公主分别由上海芭蕾舞团的优秀青年演

员吴虎生和戚冰雪扮演。 他们把马可·波罗的传奇经历和两人出生入死的青春爱

情故事演绎得细致入微， 淋漓尽致， 催人泪下。
剧场里灯光亮起来， 演员们走到台前谢幕， 观众席上响起一阵阵掌声。 我突

然看见前排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抱着妈妈哭起来。 妈妈问她： “你哭什么？” 女

孩抽泣着说： “他们要分开了。” 马可·波罗的故事， 不但激励过、 启迪过古代的

欧洲人， 而且激励着、 感动着当今的中国人。 当我们乘坐高铁、 飞机、 轮船， 航

行在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 跨越大洋， 飞越沙漠， 都会想起马

可·波罗， 想起阔阔真公主……

上海芭蕾舞团演员吴虎生和戚冰雪分别扮演马可·波罗和阔阔真公主。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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