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婷

全球最大票仓，中国影市只差关键两步
中国内地电影市场2月票房突破100亿元，刷新多项世界纪录

2018 年 2 月的最后一天，中国内

地电影市场又刷新了几项世界纪录，
最重磅的包括： 单月票房突破 100 亿

元大关，单月观影人次 2.59 亿。
纵向看， 此前中国内地最高单月

产出诞生在 2017 年 8 月， 凭 《战狼

2》 掀起的全民观影热潮， 把该月票

房 带 到 了 73.72 亿 元 。 仅 仅 过 了 半

年， 这一纪录被超近 30 亿元。 横向

比， 中国内地的新数据， 大幅超过了

北美市场在 2011 年 7 月 《哈利·波特

8》 与 《变形金刚 3》 交锋时创下的

全球纪录 13.95 亿美元。
仅 2 月份 ， 内地又新增了 1879

块银幕 。 银 幕 红 利 继 续 释 放 ， 市 场

潜力不断激发 ， 鉴 于 北 美 市 场 近 年

来近乎停滞的增长， 已拥有 9914 家

影院、 53824 块银幕的中国内地电影

市场， 有望在 2019 年跃居全球第一

大票仓。
从2010 年 全 年 票 房 101.72 亿

元 ， 到 如 今单月 破 100 亿 元 ， 朝 着

“世界第一 ” 奋力前行的中国 影 市 ，
离目标还有多 远 ？ 上 海 电 影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石 川 提 到 关 键 两 步 ， “ 市

场 要 进 一 步 优 化供应结构 ， 国产电

影 还 得 提 高 单 片 竞 争 力 ” 。 在 他 看

来 ， 如 果 春 节 档 除 了 体 量 巨 大 的

“四 大 金 刚 ”， 还 能 让观众看见文艺

范儿的 “四小天鹅”； 如果国产电影

能 再 多 一 两 部 《战 狼 2》 ， 多 几 部

《红海行动》 这样令主流观众满意的

作品 ， “全球 第 一 ” 也 许 会 比 预 估

更早降临。

一串世界纪录 ， 见证
“电影人口”的增长

刚过去的 2 月， 中国内地影市是

由奇迹叠着奇迹的。 全球单月票房第

一之下， 单周、 单日、 单片的票房、
观众等等， 各种元素自由组合一番，
几乎都是世界纪录。

业界计算数字， 观众注重体验。
春节一周， “买不到票” 是不少人的

直观感受。 满座的影厅里， 铁杆影迷

固然不少， 春节才来到的 “低频观影

人群”， 同样可观。 “如果说十多年

前的铁杆影迷不过千万人， 那么现在

已经越来越多人把看电影当成一种生

活习惯。” 石川说， 当一列列返乡火车

把在外打拼者送回家乡， 他们在工作城

市所养成的观影习惯， 不仅带回了家，
还会传递给家乡的人。 这群人以及他们

的亲朋好友 ， 都是看得见的 “电 影 人

口” 增长点。

“电影观众” 来自观影习惯， 观影

习惯得靠家门口的影院维持， 而家家门

前有影院， 还得归功于持续多年的银幕

建设。 连续两年， 大年初一全国影院票

房排行榜上， 阜阳、 温岭、 绵阳都榜上

有名， 这在全国银幕数仅有 6256 块的

2010 年 ， 无法想象 。 “如今的 100 亿

元， 并非一月之功， 而是中国电影十多

年积累所致。” 石川说， 银幕增量、 消

费养成， 再加上影片 “适销对路”， 也

许单月 100 亿元、 2017 年的 16.2 亿观

影人次， 都不是 “天花板”。

北上广深还有大把潜力，只
是需要更有智慧的优化供应

曾有种说法， 大盘增长靠中小城市，
因为那里的影院激增显而易见 ， 银幕红

利 也 是 绵 绵 不 绝 。 至 于 “ 北 上 广

深”， 趋于饱和的影院数， 必将制约

票房增量 。 但 从 春 节 观 众 的 反 响 来

看 ， 那些阅片 经 验 丰 富 的 北 京 和 上

海影迷 ， 在 “饱 餐 ” 大 片 之 后 ， 还

希望品尝些 “清淡” 文艺片。
如果说 《红海行动》 《唐人街探

案 2》 《捉妖记 2》 《西游记女儿国》
是适配主流观众口味的 “四大金刚”，
那么小众热爱的文艺片就好比 “四小

天鹅”， 越是阅片量大的观众， 越爱

看些 “不一样的”。 翻翻中国电影的

日记本， 那上面还记载着 《二十二》
收获的满满敬意， 也有 《百鸟朝凤》
取得的长线生 命 力 ， 以 及 《冈 仁 波

齐》 的异军突起之路。
太多事实佐证———观众不会辜负

满心赤诚的作品， 只是需要一种更有

智慧的分众化供应。 想想有朝一日，
“重度” 影迷若能在大厅里赏完大片

后， 还能拐进隔壁小厅， 享受另一种

愉悦， 又一块 “天花板” 不复存在。

票房“大年”已启幕，国
产电影还请拿稳接力棒

业界早已有共识， 中国电影的发

展有两翼———市场还有潜力， 国产电

影仍需努力。
所以， 许多专家把最后也是最重

要的期许献给国产电影。 以 《红海行

动》 为首， 今年春节档的影片口碑完

胜前两年。 而春节前上映的 《无问西

东》 《南极之恋》 《前任 3》 等国产

电影， 也都在各自的类型领域里赢得

了观众好评。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 2 月份

票房高涨的背后， 其实是观影信心的

持续高位。 去年， 因为春节档影片质

量不尽如人意， 一整个春天的中国影

市陷于低迷。 是 《战狼 2》 的出现让

中国电影市场重燃信心。 随后， 《芳
华》 《无问西东》 等影片 “一棒接一

棒”， 延续了这股信心。 “不少观众

觉得 ， 既然 A 不错 ， 那 我 也 看 看 B
吧。” 正是接二连三的佳作， 撑起了

市场雄心， 让国产影片在今年前两个

月中， 票房占比超 80%。
2018 年还有十个月 ， 中国观众

即将迎来百余部国产影片。 其中既有

包括张艺谋的 《影》、 姜文的 《邪不

压正》、 徐克的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等 “中 国 式 大 片 ” ， 也 有 李 少 红 的

《妈阁是座城》、 郭帆的 《流浪地球》、
忻 钰 坤 的 《暴 裂 无 声 》 、 徐 浩 峰 的

《刀背藏身》 等各类型电影。
新的纪录正在狠狠奖励回归初心

与手艺的中国电影， 让它们完成了口

碑与票房的一次次默契会师。 在这个

票房 “大年” 开启的时刻， 后来的国

产电影还请拿稳品质的接力棒。 只有

这样， 中国观众才会长长久久地与中

国电影在一起。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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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闹元宵，要的就是欢腾热闹
申城将推出一系列活动诠释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明天将迎来春节过后第一个重要

的传统佳节———元宵节。 “正月十五

闹元宵”， 一个 “闹” 字道出了元宵

节的欢腾、 热闹。 记者获悉， 元宵节

前后， 上海将推出一系列群众文化活

动， 为人们诠释我国传统节日丰富而

多层次的文化内涵。

逛灯会赏民俗包汤圆，
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

正月十五是春节后第一个月圆之

夜， 这一天， 花灯自然不可或缺。 除

了黄浦区的豫园灯会， 闵行区也将于

3 月 2 日至 4 日， 在莘城中央公园内

推出莘庄灯会。 夜色中， 令人陶醉的

不只是各式色彩斑斓的花灯， 还有丰

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 活动现场，
市民们可以一 边 品 尝 冰 糖 葫 芦 、 糖

画、 棉花糖、 酒酿小圆子、 元宵等美

食， 一边做着古老的文字游戏———猜

灯 谜 ； 也 可 以 全 家 总 动 员 一 起 DIY
灯笼， 体验一把儿时的快乐， 孩子们

则能在游园时拉着 “兔儿爷” 感受曾

经父辈们喜爱的节日活动。 一旁， 书

法家们挥毫泼墨， 为市民献上自己所

书的春联； 非物质文化遗产———莘庄

钩针编结的技艺大师， 则将以走秀的

形式为大家呈现一针一线的魅力。 此

外， 舞龙、 歌舞等精彩表演也将送去

欢乐。
民以食为天。 在中华文明悠久的

历史长河中， 饮食在日常生活中占据

了重要的席位， 更在中国传统节日的

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宝山

区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征集优秀传统美

食， 采用文字、 图片、 视频、 实物、
表演等多种形式， 从视觉、 味觉、 嗅

觉 、 听觉 、 触 觉 等 为 人 们 全 方 位 展

示传统佳节的美食文化。 今天，“记忆

中的宝山———宝山味道”展览在大隐

精舍开幕。 活动现场，除了通过视频、
图片等动静结 合 的 方 式 介 绍 美 食 的

制作流程和工艺，还将邀请厨艺大师

现场演示罗店鱼圆、 宝山红烧鮰鱼、
吴淞鞋底年糕等的制作工艺，并邀请

市民现场品尝和制作传统美食。

走出 “日常 ”，过一过 “非
常”的生活

自古以来， 元宵节是一年中最为热

闹的节日之一， 堪称中国古代的 “狂欢

节 ”。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翁敏华指出 ，
古代元宵狂欢精神之第一要义 是 “解

放” 精神。 人们首先把自己从冬天里、
从室内解放出来， 其次从古代日常生活

的规矩 、 身份 、 性别约束里面 解 放 出

来 。 这对身心健康有着无可估量 的 作

用。 因此， 正月十五元宵节， 就该热热

闹闹地过。
元宵节当天， 一场别具一格的 “元

宵行街会” 将在杨浦区苏家屯路、 抚顺

路热闹上演。 据史料记载， 上海在明代

已有 “闹元宵” 的习俗。 清末民初， 随

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上海城市的繁

荣， 江苏、 浙江、 安徽等周边地区大量

人口涌入工厂、 码头密集的杨树浦， 带

来的丰富多彩的元宵节习俗与杨浦当地

元宵风俗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具有城市

文化特色的 “元宵行街会 ”。 2015 年 ，
“元宵行街会” 被列入上海市第五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 今年 的 活 动

中， 不仅有舞龙舞狮、 非遗展示、 灯谜

等传统民俗项目， 还有弄堂九子游戏、
戏曲演出等， 展现出一幅热闹的元宵民

俗文化画卷。
崇明区的元宵巡街游艺活动同样热

闹非凡。 扁担戏、皮影戏、传统糖画等民

间艺术齐齐亮相，营造浓郁的节庆氛围。

在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
里，人也是一道风景

元宵节在古 时 也 是 一 个 浪 漫 的 节

日， 赏灯游园给未婚男女提供了相识的

机会。 于是， 元宵节也留下了许多描写

巡游和约会的诗词。 无论是 “玉容似

花， 全胜故园桃李”， 还是 “月上柳

梢头， 人约黄昏后”， 从这些词句中

不难看出， 元宵佳节， 人也成为一道

风景。 3 月 3 日，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将以一场唐朝的婚礼将大家带回到喜

庆热闹的古代婚庆现场：民俗、乐舞、
皮影、说唱……多姿多彩的演示内容，
展现出传统 婚 俗 礼 仪 丰 富 的 历 史 底

蕴，也传递着人们对于生活和文化的

热爱。 当天，馆内还将推出青年手工

匠人原创市集， 带来皮影、 年画、剪

纸、中国结艺、草木染、糖人、布艺、勾

花 、紫砂等传统技艺 ，让人们 度 过 一

个有匠心的元宵节。
业内人士表示，对今天的人们而

言， 传统节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向

祖先学习致敬 ，走出 “日常 ”，过 一 过

“非常”的日子。 元宵节热闹欢乐的文

化底色，值得大家一起体会感受。

YOUNG剧院有望明年开门迎客

由杨浦区与上海大剧院联手打造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杨浦区与上

海大剧院昨天联合发布， 改建后的杨浦

大剧院有望在明年开门迎客， 双方已就

运营管理剧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联合将剧场打造成一个以戏剧演出为特

色的综合剧院。 双方还计划在演出基础

上，扶持年轻艺术家、跨界创意人以及民

营艺术团体，让剧场成为集戏剧孵化、展
演、交流、教育于一身的文创平台。

杨浦大剧院建成于 1996 年，位于杨

浦区控江路。根据杨浦区文化发展“十三

五”规划，将构建重大功能性文化设施布

局，剧院正在改建之中。剧院重新开门迎

客时， 将包含一个 1200 座的主剧场和

200 座的小剧场。 此外若干大小不一的

艺术工作坊、 多媒体活动厅等将承担排

练厅、工作室等功能。有了新的特色与功

能定位 ，剧 院 还 将 有 “YOUNG 剧 院 ”这

样一个新名字。 YOUNG 音同“杨”，取英

文单词“年轻”的含义，寄予这座改建后

的剧场“有活力、敢创新”的寓意。

此次合作是上海大剧院第一次运营

管理其他剧场。 在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

笑丁看来， 上海大剧院建成 20 年来，有
着成熟的剧场运营管理体系与海内外文

化资源 ， 是时候将积累的经验 向 外 输

出。 在杨浦大剧院的定位上， 不同于目

前国内有些剧院管理方的 “院线式” 发

展模式， 张笑丁表示： “不是要建立第

二个上海大剧院， 而是要为其度身定制

一个有特色、 服务区域百姓， 并为上海

文化发展赋能的剧场。” 所以， 上海大

剧院早在改建杨浦大剧院改建方案设计

之初， 就参与到其中， 充分考虑文化产

业发展阶段、 区域特点以及新剧院在上

海剧场版图中的功能， 从而确立剧院的

定位与特色。 而杨浦区也正是看中大剧

院这样的运作模式， 对新剧院的未来发

展充满信心。 据悉， 改建后的杨浦大剧

院演出有望在第一年达到 200 场， 第三

年增长至 250 场， 从而成为上海东北部

文化艺术演艺地标之一。

用朗读声呈现内心最想表达的情愫
闵行区年内将布点投放100个“敏读亭”

本报讯 （记者李婷） 新春伊始， 闵

行区图书馆一楼大厅内迎来了两个新鲜

玩意儿， 乍看之下它们像两个外观时尚

的自助唱歌亭 ， 走近 细 听 ， 里 面 传 来

朗读声 。 这是闵行区文广局携 手 社 会

力量推出的集朗读与歌唱功能 于 一 体

的 “敏读亭”， 让人们在步履匆忙的日

子 里 找 到 安 静 的 力 量 。 据 悉 ， 年 内 ，
这样 “敏读亭” 将在闵行区分批布点投

放 100 个。
据介绍 ，“敏读 ”二字出自 《论语 》：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并且，“敏”又与“闵”同音。 记者在现场

看到，“敏读亭”配备有先进的录音设备

和点播系统 ， 在这个高约三米 、 占 地

2.25 平方米的小亭子里， 朗读者可自行

选择诵读诗词、 美文、 绕口令、 成语故

事或自创作品 。 目前 ， 亭内已 载 入 了

80 篇朗读篇目供朗读者点读 ， 年内将

更新至 1000 篇。 “敏读亭” 采用互联

网运维模式 ， 其阅读模块通过 微 信 登

录， 前 15 分钟免费， 之后以较低的公

益价收取费用 。 录制好专属自 己 的 音

频， 朗读者可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与亲朋

好友分享。

“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和视听化的呈

现形式，架起市民与阅读之间的桥梁；也
让人们在步履匆忙的日子里稍作停留，
为心灵加油。”闵行区文广局相关负责人

如是表达了推出“敏读亭”的初衷。 记者

看到，昨天的启动仪式现场，地上的彩带

尚未拂去，“敏读亭” 前便井然有序地排

起了长队， 许多市民想要尝鲜， 为爱发

声、为自己发声。 一位朗读者说，城市的

生活节奏很快，有太多的压力，朗读是很

好的解压方式，“一个人，一段文”，就这

样简简单单， 便能呈现内心最想表达的

情愫。
有业内人士表示， “敏读亭” 是继

24 小 时 不 打 烊 的 “城 市 书 房 ” 之 后 ，
闵行区营造全民阅读氛围的又一崭新尝

试。 这种推广阅读的方式， 适应了新时

代的需求， 丰富了市民的阅读形式， 让

文字更赋有魅力。
据透露，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 闵行

区文广局还将举办一系列线上线下的朗

读比赛活动。 市民可通过 “敏读亭” 内

屏幕上的比赛端口报名参与， 胜出的参

赛者即可获得奖品， 并有机会参与朗读

节目的录制。

黄浦区的豫园灯会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氛围。 本报记者 陈龙摄

▲2 月票房冠

军 《唐人街探 案

2》， 上 映 13 天

时 ， 观影人次 超

7100 万。

荨 《捉 妖 记

2》 志在树立奇幻

电影工业新标杆。
（均电影海报）

▲ 《红海行动》 这部从也门撤侨开讲、 把浓墨重彩留给反恐战斗的影

片， 从上映第七天起后来居上， 连续领跑单日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