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五一档的突出特征是影片
数量多、 类型杂， 共有 13 部电影共同
挤占假期市场， 且几乎没有类型和题材
重合。 这其中， 爱情片 《你的婚礼》 因
其网络营销力度而率先获得最大份额的
排片量； 而谍战片 《悬崖之上》 虽然带
有张艺谋作品的光环， 但其营销力度和
初期排片量都远非大片级别。 可以说，

缺乏 “头部电影” 使得五一档期除了拥
挤之外又增添了一层无序。 事实上， 同
样的情况也在不久前的清明档上演， 只
有三天假期的节日档期却挤入了 10 部
电影相互竞争； 而在 2021 年的春节档
中， 不少评论者也曾指出影片扎堆节日
档期是缺乏市场理性的表现。 拥挤的节
假日档期， 似乎从 2021 年开始成为了
一种市场常态。

两个国庆档和两
个春节档

当下电影市场对节假日档期的特殊
关注，基本可以回溯到 2019年。那一年的
国庆档创下了 7天 43.8?元的票房纪录，

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
者》 三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片的引
领下，国庆档不仅票房出色，而且主题鲜
明，因此也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互分
离的节假日主题与电影市场文化重新结
合了起来， 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档期文化。

也正是在这些国庆档电影的贴片预告中，

观众开始期待一个类型多元的 2020年春
节档；而充满活力的国庆档氛围，则进一
步引发了对“史上最强”春节档的期许。

尽管 2020 年的春节档最终因突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而没能到来，但“史上最
强春节档” 却依旧以另类的方式影响着
中国电影。首先是院转网的《囧妈》，这部
徐峥出品的“囧系列”新作在春节档中被
寄予厚望， 也是率先在撤档的大潮中尝
试线上公映的重要影片， 因此深刻地卷
入了 2020 年全球电影产业普遍经历的
“网院之争”。

然后是三部“头部电影”：《唐人街探
案 3》《姜子牙》和《夺冠》。 其中，《唐人街
探案 3》 因为系列前作的口碑以及在网

剧平台的跨媒介布局， 建立起了观众对
“唐探宇宙” 新作的消费动力；《姜子牙》

因与当时的影史票房亚军 《哪吒之魔童
降世》有诸多联动，也被寄予了打造“封
神宇宙 ”的厚望 ；至于 《夺冠 》则延续了

2019 年国庆档确立起来的对主旋律电
影的文化期待。

最后，《姜子牙》《夺冠》同时在 2020

年国庆档上映，七日档期内分获 12.4 ?
和 2.8 ?票房， 在 33.3 ?的 7 天总票房
中占据近半数； 在排名前五的过?影片
中，还有同为春节档移档国庆档的《急先
锋》（1.4 ?）。 可以说，是未曾到来的“最
强春节档”奠定了 2020 年国庆档的票房
成就， 共同带来了电影市场的强势复苏
信号，而即便是国庆档的票房冠军《我和
我的家乡》，也是《我和我的祖国》的同系
列献礼片，因此都与 2019 年有着微妙的
联系。

《唐人街探案 3》 则更为谨慎和坚
定，在同档期影片经历了“院转网”风潮
和大面积移档上映的背景下， 依旧坚持
定档隔年春节。于是，一年后，《唐人街探
案 3》引领了 7 天总票房超 70 ?元的春
节市场盛况，以 33.6 ?元的票房位列档
期第一，也就此参与打造了 2021 年真正
的“最强春节档”。

从 2020 年的国庆档到 2021 年的春
节档，再到清明档和五一档，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中国电影迎来了不同峰值的市
场高潮， 节假日档期文化俨然成为了引
领中国电影市场复苏的关键力量。 而进
一步的观察则引导我们发现：2019-2020

年的国庆档和春节档间酝酿成熟又被迫
消失的“史上最强”，最终成为 2020-2021

年国庆档和春节档间影市复苏的主力
军。 这一两个国庆档和两个春节档的特
殊发展结构， 应该成为包括清明档和五
一档在内的当下节假日档期文化诸多议
题的认识起点。这能用来解释，为何 2021

年清明档和国庆档都成了“史上最挤”。

从“史上最强”到
“史上最挤”

若对 2019-2020 年的国庆档/春节

档结构做一种形象分析的话， 它显然是
充满了自信和进取精神的。 2019 年，中
国电影市场不仅保持着增长态势稳居全
球第二，而且国产电影表现优异：年初春
节档有《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掀
起的国产科幻热，暑期档有票房黑马《哪
吒之魔童降世》和口碑之作《少年的你》，

国庆档又迎来献礼片的高潮。 全年票房
前 10 的电影中， 有八部是国产电影，面
对以 《复仇者联盟 4》为首的 “漫威电影
宇宙”，市场占比依然达到 64.07%。 经历
了产能收缩的结构性产业调整， 中国电
影正待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周期， 挑战
北美电影市场的“坐二望一”愿景也在彼
时被提上了日程。 对于 2020 年“史上最
强”春节档的预期，就是在这样一片乐观
而团结的氛围中孕育而生的。

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
所有计划。农历小年夜，春节档七部电影
全部撤档， 随后就是长达半年的线下市

场停摆，一直到 7 月 20 日，低风险地区
的影院才有序恢复开放营业。显然，新冠
肺炎疫情打断了由 2019 年的电影市场
成绩向“史上最强”春节档迈进的步伐，

也使在市场信心中建立起来的档期文化
精神遭遇了挫折。

恢复营业的影院首先选择经典影片
重映和新片引进， 而几部春节档的国产
“票房炸弹” 则都选择更谨慎的观望态
度，直到 8 月 17 日，《姜子牙》和《夺冠》

才先后宣布定档 2020 年国庆档；也正是
在国庆档期间，《唐人街探案 3》 确定定
档第二年的春节。可以看到，在两个国庆
档/春节档的结构之间 ， 同一批电影在

2019 年势如破竹的进取精神转变成了

2020 年步步为营的观望态度。 这当然是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影视行业的打击带
来的延宕效应， 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
意气风发的少年精神遭遇到挫折后的老
成———于是， 档期文化的重要性刚刚开

始显露出来，就提前遭遇了“中年危机”。

这就可以用来解释今天的产业现
实。 2020 年国庆档成就了“史上第二”，

2021 年春节档实现了 “最强 ”的历史期
待， 但在这一片市场复苏的强劲势头之
下，谨慎的市场策略成了其基本底色：两
个档期的成功内部都有着 2020 春节档
影片在影院复工之后反复观望、 定档的
选择结果， 成为了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
的定档“指南”。也因此，随后而来的清明
档和五一档虽然都各自达成了 “史上最
强”， 但这一目标已经与 2019 年有着不
同的提出背景。面对新的产业现实，今天
的节假日市场首先是相对安全的定档选
择，其后才是蕴含产业未来的市场实践。

这构成了今天中国电影档期文化的基
础，也是从“史上最强”的追求到“史上最
挤”的现实之间的发展逻辑。

但这一基于创伤经验的态度， 却遮
蔽了传统节假日档期的市场文化潜力。

从今年三个档期的几部主要影片来看，

可以发现依旧是影片的营销和口碑在主
导着影片的市场表现， 而节假日市场的
文化功能则未能完全发挥出来。 如果再
次回望 2019 年的国庆档，它的重要特点
便是突出的节假日主题与电影市场表现
的结合， 这既是档期文化成为中国电影
关键问题的起点， 也应该是能够引领中
国档期文化走出“中年危机”的“初心”。

今天的电影市场档期， 一边连接着
中国电影市场在 2020 年以前的历史期
待， 一边引领了 2020 年以来的产业复
苏，理应获得更重要的理论认识。而以依
托传统节假日的档期市场赋能电影产
业，由此建构一种走向成熟的档期文化，

将是中国电影在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中
的全新课题。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
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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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谍战电影类型惯例的一次挑战
———也评张艺谋新作《悬崖之上》

李道新

《悬崖之上》公映前后，张艺谋曾在
不同场合谈起自己对主流电影、 电影类
型与谍战片及其美学风格、 群像叙事等
方面的理解和认知， 在将谍战片阐释为
一种“高概念”和“强戏剧”类型电影的基
础上试图展开新的探索，并不断强调《悬
崖之上》的风格和调子就是“酷”。

在张艺谋看来，“酷” 既是谍战片
这种类型本身应该拥有的品质， 又是
谍战英雄们身着黑衣出没于黑暗的夜
色与纷扬的白雪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和
沛然诗意， 还是这一群具有高度戏剧
化特征的英雄们坚执信仰、 出生入死
并对观众形成巨大感召力的 “身上的

光环”。在极度凛冽、残酷而又不乏浪漫
色调的独特光影中 ，悬崖之上 ，情深谊
长 ；身之所往 ，心之所向 。 而在笔者看
来 ，“酷 ” 同时也传递出张艺谋本人的
自信 ，既表明谍战片造型观念 、人物创
造与情感表达的作者性，也在某种程度
上彰显中国电影的文质兼美而又内敛
稳健。

这份自信， 由于来自张艺谋的编导
构思和创作实践， 在当下纷繁复杂的中
国电影情境里， 当然更具不可多得的象
征意义。当媒体表示，也当大多数观众在
影片里发现， 张艺谋终于可以不再像此
前一样，被所谓“大师”的光环、“作者”的
预期以及“电影节电影”的各种名利和束
缚所羁绊，甚至，也不再被急功近利的资
本冲动、市场虚火和票房指标所裹挟，而
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职业导演”的身份
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那么，一种主
要立足于本土观众的文化境遇、 精神诉
求和审美趣味， 努力尊重商业电影尤其
类型电影的特有程式， 并试图整合主流
与边缘、吸纳中外电影经验、跨越雅俗之
间界限进而寻求最大限度共鸣共情的中
国电影， 便在最大多数本土观众的殷切

期待之中。

诚然，在《悬崖之上》里，为了传达主
流的价值观并体现编导者的个人情怀，

张艺谋并没有陷入为谍战而广布迷局、

为视效而不断炫技的误区；相反，几乎从
一开始，或者说在故事推进之后不久，观
众就已经从许多颇有意味的情节、 细节
特别是人物之间的关系、 演员表情的演
绎中， 基本获得敌我双方的内部信息及
每个角色的任务设定。 正是这种并不有
意考验观众智力， 也不乐于紧张观众神
经的剧作结构，却在一定程度上“冒犯”

了谍战片的影迷， 也就无法满足部分观
众的类型预期， 进而挑战了谍战电影的
运作惯例。但也不得不说，正是这种针对
“经典”谍战电影的“挑战”，为影片也为
观众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将主要篇幅
与注意力更加集中在刻画角色的身心状
况并阐发谍战之于群像生命的意义。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影片不仅在有
限的时间长度里纳入共产党特工小分
队多位谍战英雄的“群像叙事”，而且尽
力以张译饰演的张宪臣与于和伟饰演
的潜伏在伪满特务科的共产党同志周
乙为中心，前后相继地完成了两个相反

方向的谍战“接力”。 跟张宪臣在伪满特
务科遭受的非人的身体酷刑相比，周乙
在敌人和战友面前反复经历的死亡威
胁、生离死别与心理摧残，其严酷程度，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 但在情感之浓
郁、 意志之昂扬与信念之坚定等方面，

两人都不愧为散发着英雄的光彩，值得
观众内心景仰的抗日先驱。 或许是为了
更好地引发观众的共鸣，也不便让叙事
长久地陷入迷局，影片遂以章回体的形
式将全片故事分解为“暗号”“行动”“底
牌”“迷局”“险棋”“生死”“前行”共七个
章（回），几乎在建构的同时也瓦解了谍
战片本身的紧张悬疑动机。 因此，情节
的迷局让位于群像的刻画，情绪的逆转
也升华为情感的积聚。 影片最后的几个
场景，则是离开“谍城 ”哈尔滨 ，再一次
回到一片白雪覆盖的北国天地 ， 通过
母子相认与战友劝勉 ， 象征性地完成
了家国一体的大义 ， 以及信仰净化与
黎明终将到来的主题 。 这样 ， 与其说
《悬崖之上 》是一部挑战谍战电影类型
惯例的影片 ， 不如说是一部将主旋律
电影基因融入谍战电影创作进而创新
谍战电影类型的尝试 。

这种以融合或融入的方式而展开
的谍战电影新探索，当然也在张艺谋所
强调的 “酷 ”的风格与调子中得到明确
体现。 因为主旋律电影基因的融入，也
因为群像叙事所带来的更加严肃和不
无超越的电影主题，张艺谋虽未刻意减
轻或削弱独属于自己的、但也经常因为
华而不实而被众人诟病的视觉风格，却
也找到了另外一种更能被普遍接受的
造型方式。 由于在“酷”的类型特质以及
角色身体与其精神层面之间找到了光
影与思想融合的新路径，《悬崖之上》为
谍战片赋予了风格化的影音质感。

当然 ，对于 《悬崖之上 》而言 ，“酷 ”

的风格和调子未必尽善尽美，观众的接
受也是见仁见智；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
果说自信心源自认真比较之后冷静的
自我认同，那么，基于导演 30 多年来为
中国电影以至世界电影做出的贡献，以
及针对中外合拍电影的多方探索和各
种类型电影的不断尝试，张艺谋的自信
心是可以被认定的。

（作者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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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档期市场”撬动电影产业的新常态
宜·讲

赵宜

2021 年的电影五一档票房市场突破了 16.72 亿元的票房成绩 ， 共有四
部国产新片的票房过亿 ， 创国内影史五一档票房纪录 。 一方面 ， 从 2020

年 “史上最强春节档 ” 撤档和影院关停到下半年的影市复工复产 ， 再从
2020 年国庆档的市场复苏到 2021 年春节档的票房成功 ， 中国电影正在形
成新一轮的市场文化 ， 电影观众的消费需求在一个个重要节假日档期中被
不断确认 ； 而如果算上今年五一假期总人次破亿的疫情后首个国内旅游高
峰 ， 这个假期电影市场的成绩就显得更具含金量 。

但另一方面， 也有产业研究者提出与往年相比， 今年五一档的高票房背
后其实缺乏结构性增长； 而国产影片扎堆上映也显得局面混乱。 被称为 “史
上最挤” 的五一档， 折射出的是一种档期依赖与盲从； 在 “档期市场” 撬动
起中国电影产业新能量之后， 如何将其确立为一种新常态， 关系到中国电影
的未来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