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囧妈》 在反常运作下的全民关注， 使之突然
经由网络媒介面向了真正意义上的 “大众”， 打破
了春节档电影乃至主流电影产业早已习惯的、 分众
市场间的审美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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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妈》的低评分背后，
是电影产品与大众审美的割裂

身边的艺术展览， 正变得越来越繁荣、丰
富、多元。 表象之下，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关
注与深思。过去的 2019 年，在上海的艺术展览
领域，引进自法国的几大展览，风头很劲，不约
而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让人们强烈感受到
法国文化的整体来袭。这样的文化推广，是具有
启示意味的。

文化推广的前提，是所拥有
的文明与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和感召力

先是去年 4 月，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二楼
那片宛如游泳池般巨大的“克莱因蓝”带给人们
强烈的视觉震撼。 虽然这个题为“挑战的灵魂”

的展览是伊夫·克莱因、李禹焕、丁乙三人的群
展，但无疑，三人中，法国艺术家伊夫·克莱因的
作品最为张扬， 刷出了最多的存在感。 尽管他
34 岁就绝尘而去，然艺术界内外，无数蓝色控
为他着迷。其实，伊夫·克莱因不光是“国际克莱
因蓝”的缔造者，他还是观念艺术、行为表演、前
卫音乐、单色画、新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等领域
的先驱。总之，他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前卫艺术家
之一，与沃霍尔、杜尚和博伊斯一起，被并称为
20 世纪后半叶对世界艺术贡献最大的四位艺
术家。

接下去是 8 月，上海明珠美术馆携手巴黎
博物馆联盟（巴黎雨果故居博物馆），联合举办
“维克多·雨果：天才的内心”展览。 此展共展出
逾 200 件雨果创作及相关作品， 包含绘画、雕
塑、摄影、书籍、书信手稿、室内装饰、日常用品
等， 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一位天才文学大师带给
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更让人们看到整个法国文
化的丰厚与伟大， 以及法国各界对于大师的爱
戴与全方位支持。

在法国文化艺术史上，像伊夫·克莱因和维
克多·雨果这样可以对外骄傲地介绍和推介的
大师级人物，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 2018

年，也是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观众就领
略过法国一位女性艺术家妮基·圣法勒的杰出
才华。悠久丰厚的历史积淀，灿烂辉煌的文化艺
术，再加上名人资源丰富，且藏品与遗产保存良
好，让法国成为世界上令人尊敬的、屈指可数的
几个文化大国之一。 我想，文化输出的推广，正
是你所拥有的文明与文化对别国具有的强大吸
引力和感召力。

再接下去是 11 月， 来自法国的两个重量
级展览相继开幕。 11 月 4 日，题为“美术的诞
生： 从太阳王到拿破仑———巴黎国立高等美术
学院珍藏展”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展览共展
出 85 件来自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收藏的艺
术珍品，通过油画、雕塑、版画、模型、书籍和手
稿等多样形式，探寻法国艺术，尤其是学院派艺
术勃发、兴盛和转变的过程。 此展对中国而言，

别具深意， 因为巴黎高美不仅对欧洲大陆的学

院艺术影响深远， 更奠定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
与人才之根基。 20 世纪初，巴黎高美就吸引了
一大批中国艺术家前往留学， 如徐悲鸿、 林风
眠、潘玉良、颜文樑、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等。

此后，他们将法国艺术传播到中国本土，大力推
动并发展了中国现代艺术， 哺育了大批热爱艺
术、渴望艺术的年轻人。 因此，探讨中国现代美
术教育体系的成型， 离不开对巴黎高美的了解
和研究。

紧接着 11 月 8 日， 西岸美术馆正式对外
开放， 同时开启与法国蓬皮杜中心为期五年的
展陈合作。首个常设展“时间的形态”，汇集了来
自蓬皮杜中心的百余件重磅作品， 以 20 世纪
和 21 世纪作品为主线， 向观众介绍蓬皮杜中
心在艺术收藏方面的定位与历史， 展示藏品同
欧洲及整个西方社会的重要渊源， 展出包括约
瑟夫·博伊斯、 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 蔡国
强、马塞尔·杜尚、阿尔贝托·贾科梅蒂、胡安·米
罗、白发一雄、赵无极等在内的近百位世界顶尖
艺术家作品。首个特展“观察”，以跨学科讨论方
式聚焦新媒体艺术发展，16 件创作于 1972 年
至 2017 年期间的展出作品， 也全部来自蓬皮
杜中心馆藏。

与个展不同的是，“美术的诞生” 和西岸美
术馆两大开馆展 ， 都是基于两所专业艺术机
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与法国蓬皮杜中
心庞大的收藏，是从海量藏品中，根据展览主题
挑选出来。 这两大展项涉及到跨越了几个世纪
的收藏，涵盖的艺术家数量更多，领域更广泛，

因此也就更为全面、充分、立体地展现出法国文
化艺术的不朽魅力。

借力海外合作拓展品牌，博
物馆可以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国
际影响力

法国的艺术展览之所以受到上海观众的欢
迎，在我看来，除了 20 世纪初中国一大批艺术
家赴法国留学， 从此与法国艺术建立了深厚的
历史渊源和重要的内在脉络之外， 还在于中国
与法国文化的亲缘性。 而这种亲缘性源于两国
在诸多方面的相似之处：比如历史悠久，都曾经
历漫长的封建专制；比如民族意识强、对自己灿
烂的文化十分自豪；再比如重视农业文明、对美
食的追求与热爱、 对调味的精准把控等等。 因
而，中国与法国 ，虽然相距遥远 ，但在历史 、文
化、艺术、审美、调性等方面却是与之心有戚戚。

而更深层次的主要原因， 在于法国人十分
善于把本国文化推广与国际文化交流结合起
来， 通过开展各种国际合作向国外推广法国文
化。 除了在文化遗产、艺术展览、视听、书刊、网
络和文化创意产业等多个领域与各国展开文化
合作，全力促进法国文化的海外推广之外，近年
来，法国还致力于本土艺术机构的“国际化”之
路。 其中两家艺术机构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及蓬皮杜中心的海外拓展势头最为强劲， 步履
不停。

蓬皮杜中心前主席阿兰·塞班表示：“古根
海姆的拓展模式是基于对美国纽约旗舰馆的建
筑模型、高端型短期展览、永久藏品展示以及其
品牌效应的复制。 而我们会利用自身拥有优秀
收藏品的实力，以及品牌效应，期望以一种更为
中肯的方式，在现有场地开展一些短期项目，如
博物馆和大学校园。除这些场地外，还会涉足历
史古迹、旧工厂和购物中心等地区。”如此说来，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签署的为期五年的展
陈合作 ，以及两大开馆展 “时间的形态 ”和 “观
察”，就是法式海外拓展模式的一个中国版本。

事实上，设立临时展馆，蓬皮杜中心是致力
于在全世界开发新的观众。这些临时展馆以“蓬
皮杜中心+主办城市”的方式命名。 2015 年 3

月， 第一个采取该形式的分馆———蓬皮杜中心
马拉加在西班牙海港城市马拉加开幕， 并在第
一年就吸引了 20 万人次的客流量。 据了解，在
该合作形式中， 蓬皮杜中心每年向主办城市收
取约 150 万欧元至 170 万欧元的年费来打造
艺术空间， 所有相关经费都由当地合作机构承
担，临时空间的合作期限通常为五年。以蓬皮杜
中心马拉加为例，在五年的合作中，蓬皮杜中心
马拉加可以从蓬皮杜中心总部借展约 100 件
作品，并举办两场临时展览和其他活动。对于因
政府削减支出而减少了 9%预算的蓬皮杜中心
而言， 海外拓展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中心的资
金来源。

蓬皮杜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通过海
外文化推广， 蓬皮杜中心已成为一个 “国际品
牌”，其展览活动的海外输出，不仅是借出艺术
品和举办临时展览， 更包括其展映项目、 音乐
会、表演活动、青少年项目和讲习班等等，而国
际范围内， 鲜有博物馆向其海外分馆提供如此
完整的输出。

与蓬皮杜中心的海外拓展不同， 卢浮宫目
前仅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建立了首个海外分馆，

但也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2007 年，时任法国总
统的希拉克和文化部长德瓦布尔达成了与阿布
扎比政府的合作。根据协议，阿布扎比政府须向
法国政府支付四亿欧元以换取 30 年零 6 个月
的“卢浮宫”冠名权，还需为其他一系列博物馆
活动额外支付逾六亿欧元。 该博物馆耗时 10

年建成，2017 年 11 月 8 日正式开馆。 由法国
建筑师让·努维尔打造， 银色顶部采用通花设
计，由八层物料架叠而成，在阳光映照下，倒映
出极具阿拉伯特色的几何图案， 被冠以 “光之
雨”的美誉。

无论是蓬皮杜中心马拉加， 还是阿布扎比
卢浮宫，以及西岸美术馆，两家机构（蓬皮杜中
心和卢浮宫）都是通过海外合作借力，不仅扩大
了收入来源， 也在较大程度上扩大了品牌影响
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此来展现法国文化的
强大实力， 并且在博物馆助力法国文化外交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为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

法国如何借助博物馆
在海外圈粉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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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关注

2020 年的春节档， 也正是因为粘连着这些

关键词而显得尤为特殊。

一方面，从 2019 年的国庆档开始，春节档

的重要影片就提前定档， 定档时间都创下历史

之最， 体现出产业链各个环节对这一档期的特

殊重视；另一方面，这个高度依赖网络预售数据

的档期，又因对平台和院线的“票补”整顿，创下

近年来最晚的预售时间纪录。

这些相互缠绕的市场命题， 与因疫情而意

外到来的“集体撤档”一起，构成了一个难以厘

清的漩涡。 而 2020 年春节档唯一与观众见面的

《囧妈》，则成为了漩涡的“风眼”，是整个故事中

最为难解的寓言。

《囧妈》的网络首映势必带动网络院线的新

一轮讨论， 但这部电影更为重要的启示则来自

于其低于预期的口碑。 从宣布网络首映时的全

民支持，到一天后低迷的表现，《囧妈》为这个春

节档的故事带来了最具戏剧性的反转。 这部电

影一方面因为瞄准了春节档 ， 而早已蕴藏了

2013 年以来不断细分消费者的市场文化； 另一

方面，则继承了徐峥“囧”系列一贯的对城市中

产生活危机与解决的浪漫想象， 而将目标锁定

了特定 “返乡青年”群体。

但《囧妈》在反常运作下的全民关注，使之

突然经由网络媒介面向了真正意义上的 “大

众”，打破了春节档电影乃至主流电影产业早已

习惯的、分众市场间的审美壁垒。 于是，在面向

专业影迷时，它不连贯的剧本结构无法支撑起

对公路喜剧类型的期待；而当面向更广泛的人

民群众时，其猎奇的异国视野与略显刻板的城

市精英形象，又无法获得普遍的共鸣。 缺少了

票房成绩的掩护， 在鼓励细分受众的市场文化

中孕育出来的《囧妈》，赤裸裸地站在了大众的

面前。 而电影的口碑，则成为了全国人民在特殊

时期， 对这一市场文化下电影产品的集体检阅

结果。

因此，这个仅有一部电影的春节档，就如同

一场社会实验， 将一些被票房成绩与消费氛围

遮蔽了多年的电影命题显现了出来： 一种基于

市场不断细分消费者的电影文化， 正在同真正

的大众审美渐行渐远。

事实上，基于对电影市场的规范引导，2019

年春节档就取消了低价“票补”的策略，使春节

档市场遭遇全新的变革， 也意味着 2013 年以来

基于消费数据不断细分受众的市场文化正面临

重构。 2019年的春节档和国庆档中，都已经出现

了具有文化与市场引领作用、更能联系中国观众

普遍情感的优秀作品。 而《囧妈》在几乎真空的实

验环境中所检验出的，也恰恰是分众市场指导下

电影产品与大众审美日趋割裂的现实。

可以说， 中国电影正在经历 2013 年以来

的又一个崭新变化， 主流电影文化正从消费主

导向文化需求过渡， 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询

唤能够团结大众审美的电影文化， 由此对接中

国电影新一轮的质量革命 ， 便成了这个并不

存在的春节档对产业未来的明确启示与持续

影响 。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囧妈》的寓言：

基于市场不断细分消费者的电影文化， 正在同
真正的大众审美渐行渐远

春节档对产业未来的影响从其实现之初就

显现了出来，2013 年春节档票房为 7.83 亿元 ，

较上一年增长了 90.51%，而当年的全年票房也

经由春节档的驱动，突破了 200 亿元。

彼时《西游·降魔篇》对春节档的实现，以及

春节档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实现， 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两个产业现实： 不断下沉至三四线城市的

银幕扩增，以及日趋成熟的线上购票系统。 2010

年起， 政府通过政策鼓励地级市影院新建和改

建， 到 2013 年春节时期银幕数已达 14772 块；

2010 年前后出现的线上售票也随着移动互联网

技术与移动支付功能的成熟运用而逐渐普及。 借

助在线售票的低价补助，春节期间的返乡客流最

终为三四线城市释放了不断升级的银幕产能，大

年初一看电影成为返乡青年的主要文化选择以

及中国新年的“新民俗”。 至此，“返乡青年”这一

兼具地域与文化特征的身份指涉， 成为了撬动

此后中国电影产业不断扩容的关键力量。

由“团购”等低票价策略催化而成的在线预

售格局，逐步成为主流售票方式，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支撑着春节档的票房繁荣； 而实现了春节

档的“返乡青年”，则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中的重

要消费群体，以及电影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依据。

可以说， 中国电影依据市场不断对消费行

为的生产进行细化的过程， 也是从春节档的实

现开始的。 彼时起，“小镇青年”作为一个同春节

期间“返乡青年”高度相关的身份概念，成为了

中国电影分众生产与传播的重要依据， 甚至兼

具了美学指导的功能———如果说“返乡青年”还

仅在市场层面发挥解释作用的话，2013 年以后

一批基于三四线城市青年审美经验的电影创作

的集中出现， 则表明这一人群已经开始决定电

影生产的最前端。 至此，一个基于不同档期、面

向不同市场的电影分众生产与传播格局也就此

产生。 伴随着 2013 年以后电影营销对不同群体

消费行为、口碑舆情等大数据的高度依赖，最终

形成了一个不断被细分的、 基于预售与口碑营

销的电影市场文化。

产业扩容背后：

一个不断被细分的、 基于预售与口碑营销的电
影市场文化

1997 年，《甲方乙方》 率先开启了具有市场

针对性的“贺岁片”概念，由此，面向不同“档期”

的电影生产与营销， 逐渐成为中国电影产业中

的重要市场分配方式。 这其中，春节档作为最重

要的国产电影产销窗口，其成长为独立、核心档

期的过程，更与今天的中国产业现实紧密相连。

自2003年开始产业化改革以来，有将近十年

的时间， 春节档都不是中国电影市场中一个独

立、连贯的重要档期，而通常作为“圣诞+元旦”档

期套餐的延续。 2013年春节，周星驰的《西游·降

魔篇》获单片 12.46亿元的票房收入，实现了对春

节档的“单点突破”，此后，春节档不仅成长为了

国内主流的票仓，更逐渐成为主导中国电影文化

的风向标：2018年， 中国电影行业内部面临着市

场规范、行业整顿与结构调整，在这样的环境下，

2019 年的春节档最终累计票房达 58.4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增长了 1.2%，尤其是科幻电影《流

浪地球》以票房黑马的姿态出现，为危机中的中

国电影产业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2019 年以来

围绕电影工业体系的理论与产业建构， 便在很

大程度上源自于这一年春节档的启示。

2019 年国庆档就开始预热的 2020 年春节

档内部，也蕴含着相似的动力：中国影史票房亚

军《哪吒之魔童降世》布局的“封神宇宙”将在春

节档影片《姜子牙》中正式展开；围绕《唐人街探

案 3》组建的“唐探宇宙”也在春节档之前展开了

跨媒介的产品联动；《夺冠》 则延续了近年来对

主流电影文化的新一轮探索，并与 2019 年的国

庆档影片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关联。

可以说，不论是产业、媒介还是电影文化层

面， 未曾到来的这个春节档原本都注定指向中

国电影的未来。

溯源春节档：

其成长为独立、核心档期的过程，与今天的中国
产业现实紧密相连

这大概是最具戏剧性的反转： 受到疫情的

影响，鼠年电影春节档从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史

上最强”变成了“史上最魔幻”。 最终唯一通过网

络平台与观众见面的《囧妈》上映后口碑却一路

走低， 至今豆瓣评分仅为 5.9。 而这个尴尬的成

绩，也就成为今年春节档的唯一答卷。

而我们第一次得以不受电影口碑、 票房等

因素的影响，而把目光投向春节档本身，并透过

它产生一种观察。 至于这个故事中的几个关键

情节点：定档、预售与网络上映，则成了引导这

种观察的关键词。 不断被强化的档期概念、硝烟

弥漫的预售战场以及院线电影在网络首映所引

发的争议，这些线索，几乎穿越了时空，串联起

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正是

在此意义上，《囧妈》 成为一场检验电影市场文

化的社会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