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碑电影跑赢“最拥挤”周末
春节临近，20部影片“抢跑道”

距离春节档期还有十多天， 刚刚

过去的这个周末因为超过 20 部影片

上映，被业界称为“最拥挤”档期。走亲

情路线的 《美丽人生》《为家而战》，满

足动画迷需求的 《紫罗兰永恒花园外

传 》，惊悚片 《鲨鱼逃生 》等纷纷开始

“抢跑道”。 既避开了元旦前后上映的

《宠爱》《叶问 4》的强烈攻势 ，又与即

将在春节亮相的 《中国女排》《唐人街

探案 3》《囧妈》《紧急救援》 等错峰竞

争，元旦到春节之间“大片”的空窗期，

已经成为中小成本影片的窗口期。

值得关注的是，翻看票房报告，几

部几乎没有宣传的电影在票房和上座

率上占据高位。有学者认为，受制于制

作成本， 许多影片的宣传发行不可能

挑战大片的资源优势， 一方面选择合

适的档期可以创造自己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电影已经进入大众点评时

代， 能够在拥挤的银幕跑道实现弯道

超车的，必然是口碑之作。

没有铺天盖地的宣
传，这几部影片火了

虽然《宠爱》《误杀》和《叶问 4》等

元旦上映的影片依旧是排片的大头，

但是几部几乎零宣传的影片却在票房

统计中崭露头角。 根据最新的电影市

场统计数据显示， 上映三天的日本动

画《紫罗兰永恒花园外传》票房已经达

到 2100 万元，排片占比和日票房贡献

率和几部大片不相上下；而首映逾 20

年的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修复版，

虽然排片占比不高， 但是上座率位居

前列，甚至是几部大片的两倍多。

“早安，我的公主”，《美丽人生》中

的这句经典台词对于文艺青年和怀旧

派来说耳熟能详， 今年该片以 4K 修

复版的面貌和广大观众见面。 “欠《美丽

人生》的一张电影票”，对于很多人来说

足以成为走进影院的理由， 尽管对电影

情节如数家珍， 很多观众还是愿意在大

银幕上重温那位永远带着笑容的父亲，

为集中营里的儿子约书亚编织的一个个

善意的谎言。

和不久前上映的 《海上钢琴师》 的

再度走红一样， 经典电影重映掀起怀旧

浪潮， 在电影评论网站就能看出端倪，

《美丽人生》 的影评从豆瓣创立之初的

2006 年开始 ， 一直到时间显示为 “刚

刚” 的评论， 始终不曾间断， 口碑积累

的巨大热度， 为这部 “老片” 的票房打

上底色。

相比为记忆买单的 《美丽人生 》，

日本动画 《紫罗兰永恒花园外传》 是一

部新片， 它是日本动漫标杆之一 “京都

动画” 去年 7 月火灾后的第一部影片，

它的走红凭借的不仅是优良的制作， 更

有针对性极强的粉丝消费群体。 不仅有

影评网站上专门的小组成员相约观影，

还有不少学生影迷约好期末考完一起扎

堆影院。

凭借好口碑，电影可以
创造“档期”

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 这些影片站上

榜单头部，凭借的正是良好的观众口碑。业

内人士分析，电影消费进入大众点评时代，

垂直细分消费愈发明显， 口碑营销已经成

为电影在特定消费者中形成热潮的重

要原因。 尤其是近年来国内银幕上各

种类型片不断丰富， 观众的电影消费

也越发个性化。从电影“找”观众，已经

发展成观众自己找电影。

虽然档期观念在电影营销中深入

人心，暑期档、春节档等已成为大片争

夺的战场， 但电影市场的空间依旧很

大，不同内容和制作体量的影片，可以

找到合适的营销定位。 中国艺术研究

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表示， 档期之间的

“空隙”为中小成本电影的进入创造了

机会。 “从来自印度的《摔跤吧，爸爸》

到来自泰国的《天才枪手》，近年来不

少中小成本电影并没有选择几大火热

档期，也凭借过硬的品质叫好叫座。 ”

不过，成败萧何，有时候观众的评

价也会快速消耗影片的市场冲力，哪

怕影片顶着所谓巨星参演的光环。

刚刚过去的周末， 中等制作励志

片《为家而战》就上演了一次滑坡。 因

为有道恩·强森的主演，该片在上周五

首映时的排片比占到近 20%，日票房

也直逼 800 万， 但是周日排片已经跌

到 7.2%，票房也仅仅超过百万元。 有

影评人表示，强森的“符号化存在”过

于明显， 在这部影片中却充当了一个

《神秘巨星》中阿米尔·汗的形象，家庭

的温柔风格和强森之前动作片代言人

的形象相去甚远。 正是与观影预期不

符，导致观众的吐槽并打出低分，使这

部影片的票房出现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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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70多件精美石雕
本报西安 1 月 12 日专电 （驻陕记者

韩宏）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石峁遗

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进展， 联合考古队在对

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台顶一处“大台基”

的南护墙进行完整揭露时，发掘出 70 余件精

美石雕。 大台基的发现、确认和发掘，正式拉

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

幕， 为论证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

奠定了重要而深厚的物质基础。

“皇城台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

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

长孙周勇研究员介绍， 石峁遗址的发现不断

刷新学界关于中国早期文明认识的高度，大

台基南护墙出土的这批石雕， 远超出以往学

界对4000年前中国早期文明高度的判断。

石峁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

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由皇城台、内

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2018年，在皇城台台顶

东部，考古队发现并确认了“大台基”。2018年

至2019年，考古队廓清了大台基的“四至”范

围，并对其南护墙进行完整揭露。皇城台大台

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30米，四周

以石墙包砌。 南护墙用砂岩石块错缝砌筑，墙

体上发现有多个纴木洞，最高处残高约4.5米。

孙周勇介绍说：“70多件精美石雕是大台

基南护墙处最为重要的发现， 多数出土于墙

体的倒塌石块内，部分镶嵌在墙面。 ”石雕的

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

和符号五类，其中神面石雕体量最大。少量立

柱型石雕，为两面对称的神人形象，其中一件

椭圆形柱体立于夹道正中的地面之上， 高度

近1米。 立柱型石雕或已具备图腾柱性质。

测年数据显示， 这批石雕的年代应不晚

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专家认为，这些石雕为

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极其

重要的物质基础，应与石峁遗址发现的“藏玉

于墙”和用人头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体

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

▲大台基南

护墙出土的立柱

型石雕。

新华社发

▲《紫罗兰永恒花园外传》凭借口口相传，上映后排片占比稳定在 8%以上。

荩《美丽人生》修复版上映后上座率领跑周末档，票房贡献率是排片率的近两倍。 (均电影海报)

?本报驻京见习记者 吴金娇

借助现实设施和云端载体，走通“最后一公里”

拥有 131 万常住人口的杨浦区， 是上海人口最多的中心城

区。依托公共文化资源平台，逐步积累起“社区文化兴趣趋向”的

大数据，过去的“场内小聚”转为更多的“网上共享”。

2019 年， 杨浦区各类公共文化活动网上直播观看达 1770

万人次，“文化杨浦云” 覆盖全区 12 个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居委会综合文化活动室上线率 100%，发布各类活动近万场次。

借助于布设均衡的文化空间设施以及通达可及的云端大数

据，上海实现了各类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真正打通了公共文化

服务“最后一公里”。

目前，上海建立起全国首个数字文化服务的地方标准“公共

数字文化平台服务规范”，形成“市、区、街镇、居村”四级公共文

化设施网络，基本实现“中心城区 10 分钟、郊区 15 分钟的公共

文化服务圈”目标。相关统计显示，市、区两级公共图书馆已建成

23 座，街镇图书馆 216 座；市、区两级文化馆 24 家，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 216 个；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 5546 个；东方社区信息苑

311 个；美术馆 89 家；博物馆 131 家。 “十三五”时期，在规划建

设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刘海粟美术馆、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

等重大文化设施的同时，上海积极拓展各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助力公共文化资源及服务的优化整合与均衡发展。

为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上海将公共文化服务工

作纳入城乡发展一体化、乡村振兴发展等工作目标。在公共文化

四级配送体系中，以区域人口为基础进行分配，重点向远郊地区

倾斜，着力化解远郊地区资源相对稀缺的矛盾。 截至目前，上海

远郊地区配送额度占全市配送总量的 20.3%， 与市区人均配送

量的比例为 2∶1。

以供给侧改革，实现更高层级社会化“大循环”

2019 年春，一场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与旅游产品采

购大会在长宁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共文化机构突破部门、

系统和地域局限，以更大格局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对接。

两天会期共吸引 240 家参展单位、1500 家采购主体、1 万余人次

参与，现场成交意向金额达 1.04 亿元，首次实现跨区域举办、市

区联手、长三角地区联动。

近年来，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的基础上，依

托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上海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站在更宽广的平台上，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供给侧改革，也实

现更高层级的“大循环”。

截至目前， 全市已建成运行 216 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其

中，超过 90%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委托企业、社会组织、群众文

艺团队等各类主体参与整体运行或部分项目管理， 并取得了显

著成效。与此同时，市区两级注册文化类社会组织达 1200 余家，

较 2015 年增长近 30%。 2019 年，参与全市公共文化内容配送的

主体中，共有包括国有院团、行业协会、民营院团、民非组织、社

会机构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约 600 家。

以上海市民文化节为例， 这是上海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

活动所搭建的重要平台。 创办至今七年来，累计开展活动近 25

万项，每年举办各类市民文化艺术赛事，发挥着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市民自我展示、公众艺术普及、涵育区域特色文化等功能，累

计服务市民超过 1 亿人次，成为上海重大文化品牌项目。

树立大文化发展理念， 推动跨部门跨领域
共建共享

围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二字，近年来上海创下了多

个“第一”：率先推出“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举措；率先形成全

市统一的公共文化内容配送平台， 在四级配送网络实现 “点单

式”“订单式”服务；率先建成省级区域全覆盖的文化数字化服务

平台“文化上海云”，等等。

为加强精准化供给，全市设置 5000 余个市民文化需求二维

码，形成“需求地图”。 “文化上海云”注册用户已超过 500 万，线

上场馆4000余家，平台日均浏览量达 50万人次。 依托“文化上海

云”平台，申城正积极探索面向居村的“文化云盒”，用户既可选择

云盒集成的文化资源，也可上传本地特色文化资源。 目前，“文化

云盒”已在 1150个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中心）内完成铺设。

以效能促活力，更以机制强保障。 当下，上海正树立大文化发

展理念，推动和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跨部门、跨领域共建共享

融合发展。 在全市层面，上海成立了相关联席会议机制协调推动

各项工作。 目前，已完成区级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全覆

盖。 完成 58家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建立以理事会

制度为标志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探索实践多方共同议事、咨询

和决策机制，推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形成公共文化服务单位独立

运作、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

新机制。 在基层，全市 216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均成立社区文化群

众议事机制，建立由行政管理部门、社会第三方、市民和媒体等共同

参与的多维监管评估机制，助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触云端通居村，申城畅享“文化小康”

（上接第一版）

荩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的石雕细部。

茛皇城台发掘场景及主要工作区域。

（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一套书折射当代中国文学代际更替
从“跨世纪”到“新世纪”———

当下文学如何反映时代？ 面对新的文化

格局、文学现象，作家以何种姿态写作？ 在日

前举行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第五辑”新书发

布会上，丛书主编白烨、邱华栋，作家阿乙、

计文君对此展开了讨论。 他们认为，在社会

与文化等因素的合力推导下，文学表现出史

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 创作形态更加多元，

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代际更替，但传统文学

的坚守与拓进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文坛 “三分天下 ”，严肃
文学仍将引领基本走向

1992至200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

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 “跨世纪文丛”，7

辑67本作品有点有面地反映了20世纪80年

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 当时国

内众多知名作家和文学新秀，王蒙、贾平凹、

余华、池莉等59位作家均曾以名篇新作加入

文丛，在纯文学低迷时期给彼时的纯文学图

书闯出了一个品牌。

接过 “跨世纪文丛 ”的重担 ，自2015年

起， 长江文艺出版社启动 “新世纪作家文

丛”， 从新世纪富有创作活力的小说家中遴

选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对这些作品给以一

定程度的“经典化”，让更多有蕴含和品质的

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

白烨认为，近20年过去，文学与文坛发

生了“三分天下”的结构性变化，即以传统文

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

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

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 （网络文

学）。 在这种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

与发展，“不只表明它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

着它应有的艺术高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 在他看来，

喧嚣之中仍有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作

者怀揣执著，身负重压，蹒跚前行，作为出版

人没有理由袖手旁观。

邱华栋认为，“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特点

在于“三性”，即“文献性、文学性和生长性”。

文献性是指丛书的体例收录作家的代表性

作品，并附录一篇评论和创作年表，“通过这

种方式进行文献性的整理，给现当代文学的

研究教学提供了重要的文本”； 文学性指所

选的作家作品“面对大众也很可读、很好看，

入选作家写得很有意思，个性纷呈、面目清

晰、文本独特、才华横溢”；生长性强调文学

作者的更迭，“从早年的跨世纪到现在的新

世纪，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代际更替”。

文丛主要瞄准当下在小说创作领域比较活

跃的70后作家， 同时收录其他代际作家作

品。 “文学最大的特点不是80后必然取代70

后 、70后必然取代60后 ， 而是同时在场写

作。 ”邱华栋说。

作家只有贴近生活 ，才
不会在写作中怯场

在近代，乡土文学一直充当关于中华民

族国家寓言写作的象征。 鲁迅、沈从文等作

家从不同方向构筑乡土小说的脉络，塑造了

或迟缓封闭的乡村，或宁静悠远的田园乌托

邦。 随着经济发展，“到城里去”的持久冲动

和精神上的返乡冲动在文学作品中不断出

现，在韩少功的《归去来》、贾平凹的《商州》

等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均有极具象征性的

表达。

作为丛书第三辑收录作家之一，阿乙长

期倾心乡村。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阿乙的创

作不再止于乡村， 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小镇、

县城、城市。 “国外很多汉学家更关注21世纪

的中国，所以他们很期待在年轻作家身上看

到城市的描写。 ”阿乙说，“如果这套丛书能

够及时嫁接到汉学家那里，会方便他们了解

中国新一代作家在写什么。 ”作为丛书第五

辑收录作家之一，计文君的写作典型反映城

市主题。 两位作家的写作以一种有趣的相遇

呈现了当前我国文学作品中农村与城市两

大母题。

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是否完全割裂？ 观

察他们的写作，不难发现，城市文学的写作

自始至终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和制约，有关

城市的想象始终与对乡土的想象联系在一

起。 对于城市文学发展的考察，没有乡土文

学的参照及其作为他者式存在，便不可能有

更深刻的认识。 同样，书写乡村生活的小说，

也不应当陷入“老龄化”“空心化”等关键词

的窠臼。 在阿乙看来，乡村之美，在于其包容

一切的大地性，这是城市所没有的特质。 “这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乡村于我而言是

可以安放灵魂的家。 进入城市，也要了解乡

村。 作家只有贴近真实的生活，才不会在写

作中怯场。 ”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书是媒介，作家通

过书走向读者。 在今天书已经变成了一种商

品。 我们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改变了。 生

活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书写这个时代的方

式也不得不改变。 ”计文君说，尽管时代在变

化，优秀作品的标准却从未下降，“每篇小说

的创作都需要作者回答什么是小说和什么

是好小说，需要放在人类文明史的维度进行

考量。 ” （本报北京1月12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