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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一档宣布撤档不到一周，电影《没有

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前天宣布网播上线，

令业界一片哗然。该片由丁晟执导，杨幂、于

谦、田雨、余皑磊、李九霄领衔主演，此前于5月

1日全国院线上映，5月6日正式撤映，五一档

上映五天累计票房约5400万元。

“映后撤档”过去时有发生，但今年尤其

多。今年春节档，原本有8部电影在大年初一

上映，但途中4部影片先后撤档；而五一档原定

上映的11部电影到了收官日已累计有4部撤

档。这罕见的“撤档潮”被网友调侃为中国电

影迎来“撤档元年”。

“打不过就跑，属于正常现象。”中国艺术研

究院支菲娜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撤档现象不可怕，关键在于各界需要形成一个

共识——管理部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经营主

体也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支菲娜认为，提高

品质、找准定位、做好精细化发行，才是推动中

国电影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问：2024年的春节档有4部影片撤档，行业

内外都广泛地关注到了这个现象。五一档《没

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撤档后转网播，再

度引发热议。其实，“映后撤档”并非新现象，

只是今年特别多。那么，票房不佳是撤档的

“正当理由”吗？

答：撤档，具体来说分好几种情况。有一
些影片的撤档是不可抗力，比如此前的疫情或

一些技术原因等。再有就是档期的确选择错

了，比如像春节档的《我们一起摇太阳》，它就

是电影质量没问题但档期选择有问题，再次上

映后，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票房，口碑评分都不

错。第三种就是影片的质量本身是有问题，上

映后发现“打不过就跑”，但其实它换哪个档期

都没有用。

无论是哪种情况，出现“映后撤档”肯定不

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毕竟临时撤档，对于

片方、影院、观众多个维度，都造成了损失。

对于影院来讲，因为做好排片的电影肯定

会有前期营销铺垫，临时撤档的话，不仅损失

了前期营销投入，也挤占了影院其他电影的排

片空间，后续还要做大量补救工作。对于观众

来讲，也是有一定冲击的，可能有一些潜在观

众，如果没有撤档是准备去看的，虽然也许人

数不多，由于撤档彻底打消了去影院观影的念

头，这部分观众的观影热情被消磨了。

但是，我认为一个正常的市场是允许经营

主体作出各种选择的。片方出于止损需求撤

档，打乱了正常的排片计划，这不是一个好的现

象，但是我们也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说要

把它封杀掉，而是要尽量引导避免这种情况出

现。正常的市场无需过多干预，而是由市场自

己调节。毕竟撤档后受损最大的肯定是片方，

片方的信誉受损，影片的口碑受损，创作者的

美誉度受损，这几乎是“满盘皆输”的选择。

问：如果说撤档很可能是一个“满盘皆输”
的选择，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档期？你心目

中理想的电影档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答：最理想的电影档期应该是——想来就
来，想走就走。我想来我敢来，我想走我敢走，

而不是我想来不让我来了，我来了不让我走。

这种自由度应该是要给到经营主体的。至于

今后的市场会不会更多地出现撤档，我觉得品

质有保证的话，影片大概率没有必要撤档。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21年春节档的《人潮

汹涌》，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它的排片

很少，但是由于品质过硬，片方和宣传发行非

常费力地去营销，使得这部影片的口碑逐渐扩

大，最后获得了很不错的票房，也获得了好的口碑。

有一些影片自己本身的品质是有一些问题的，如果这个时候还在市场上接

着打下去很可能会获得更惨烈的结局，口碑会更差，那么不如暂时退出，然后采

取更好的一个精准营销的方式重新回到市场，获得它该有的观众。

当一部影片撤档以后，重新选择档期的时候肯定会更谨慎，希望获得更好的

票房回报。而对于同一档期的影片来说，它们也会做出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

进入一个档期的主要因素一个是拼（电影）质量，一个是拼钱（投资）多，一个是拼

运气好不好，甚至下一个档期没有更好的更适合的影片，这部影片也可以脱颖而

出。而有一些影片几大因素都“先天不足”，那么无论在哪个档期都很难获得一

个相对好的回报。

问：所以，撤档并不太会扰乱整个电影市场秩序？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电影撤
档的现象，有什么建议吗？

答：近些年，我国每年有五六百部电影上映，其中极少数几部电影的撤档不
太会对整体的行业产生大震动。“撤档元年”或者说是“撤档潮”这种现象，有些夸

张了，并不会也不可能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

一部影片的撤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片方对于影片的定位是不准确的，它是

否该放在这样的档期，是否该放在一个全线上映的定位，是否应该要做精准营

销，这些因素都需要片方在投放市场之前做充分的考量。

必须看到，现在的电影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们的电影市场已经走过了相对

匮乏、比较容易获得观众认可的年代。首先中国电影市场已有八万多块银幕。

其次，现在的观众对于影片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看得太多了，所以他们会

对影片的质量有非常高的要求。再次，如果观众进到影院以后发现营销的点和

内容不一致，货不对板，那么前期的过度营销反而会出现反噬。所以，首先还是

要回到影片本身的质量和片方对这部影片是否有精准的定位上来，不能盲目地

去把一部品质不够好的影片推到一个不合适的档期。

要避免出现更多的撤档现象，我认为电影市场必须走向精细化发行。

首先在营销方面不要盲目地集中于热门档期，一定是根据影片的质量和口

味，定位到更合适的时间，更合适的人群。其次，通过多场次的点映、扩映来细化

营销点，使得影片更精细化地到达观众。

为什么要提周末档，要提分线发行，这些都是当中国电影走到了一个相对过

剩的时代，电影人需要考虑的问题。针对现在的消费理念、消费状态，要怎样把

我们的文化消费的品质提升上来，是需要做精耕细作的工作。

问：近年来不少影院想方设法深耕市场，精准定位不同人群、不同需求，开展
“花式”营销。比如跨年夜的“一吻定情”午夜场，为浪漫爱情电影定制的“下雪

场”，精准定位赢得了不少观众。精细化发行，应该是更宏观的概念？

答：是的。现在很多影院都有意识地开展精准营销的工作，比如说很受青年
情侣欢迎的“下雪场”，这些做法更好地使得观众和影片互相找到，使得影片的票

房有效地释放，使得电影行业的市场做得更稳健更健康。

精准营销和精细化发行确实是两件事。精准营销就是让营销的受众更好地

知道影片的信息，而精细化发行，是更为宏观的概念，包括分线发行，也有分众发

行或者分票价发行、分区域发行，还有分类型以及根据影片的类型进行一些精准

定位的发行。

精细化发行会使得影片的片方降本增效，可以使影院更好地利用自己的银

幕去吸引更多的观众，也可以使得影片和观众更好地互相找到。比如说部分红

色题材的专属时间档期；比如说一些粉丝向电影，以粉丝圈层营销为主，不适合

大范围地去放映。比如今年五一档撤档的《小倩》，它在前期定档之后做了一些

口碑的测试，后来发现可能不如预期就果断地撤档，使得大家对这部影片还是充

满期待，这就是一个很有效、很明智的撤档。

说到底，撤档本身不可怕。少些浮躁与戾气，用心提升电影的内在品质，精

准定位、精细发行，尊重观众，尊重市场规律，就会获得更好的市场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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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流行乐坛许久没那么热闹

了，或更准确说，许久没“炸锅”了。

时隔四年，《歌手2024》以直播形

式重启。开播前，首发阵容与网友期

待的颇多出入，大众观望态度大于期

待情绪。可仅第一期播后，节目不但

得到了乐评人点赞，还在一夜间收获

全网热议与共创，收视数据领跑一众

音综。中国视听大数据cvb显示，首期

《歌手2024》湖南卫视收视率0.44%，

份额1.84%，以领先次席40%的优势排

名省级卫视第一；上线不到24小时，节

目累计播放量已破亿。更不消说，微

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随处可见

“歌手”引发的网络狂欢。

从不被看好到全网热点，一场歌

手竞演连续多日撬动华语流行乐坛话

题。一时间，《歌手2024》全开麦、不修

音、onetake（一遍过）直播的模式革

新，像一枚“深水炸弹”，炸出了大众对

何为歌手本真的讨论关注；也有人将

它比作一条“鲶鱼”，有望通过音乐世

界的交流互鉴，重新激活华语流行乐

坛一池春水。

久违的直播祛魅，或是
对“艺能滤镜”的一次纠偏

《歌手2024》直播夜的第一个高位

热搜是与那英相关的。开播前，网友

们按经验主义认定，这一季“歌王”非

她莫属。可谁能想到，首轮第一次竞

演，唱完个人代表作《默》的那英是扶

墙下场的，“太紧张了！我魂都要飞

了”。这并非综艺效果的客套措辞，演

唱前半程略显保守的发声，都将歌手

的真实心境和盘托出，尤其，在不加修

饰的直播镜头前。

直播犯怵，有网友理解那英，以内

地流行乐坛老牌唱将的身份登场，唱

好了应当应分，可人声肉嗓稍有不慎，

在熟悉的观众面前瑕疵亦可能成翻

车。导演组在开播前的一次回应，也

从侧面佐证“直播是歌手的一道关”。

据监制洪啸透露，不少歌手因直播事

宜婉拒节目邀约，导致要同时满足实

力、胆量、档期的可选歌手寥寥无几。

真唱不修音、全程直播、没有重

来，这要求苛刻吗？横向看，同场竞技

的《歌手2024》，首位登场的摩洛哥裔

00后歌手Faouzia（凡希亚）一开嗓便

展示了强大的声音机能；刚落地中国

不满24小时就上阵的57岁美国歌手

ChanteMoore（香缇 ·莫）更游刃有余地

横跨四个八度。再往纵向追溯，单论

电视音综，不修音或者现场直出的做

法，《歌手2024》并非开创性的。在许

多人记忆犹新的本世纪初，曾经的“超

女”“快男”“加油好男儿”等音乐选秀

类节目，都有过类似基因。

事情何时悄然转变了？恐怕还得

从这些年“流量漩涡”的席卷谈起。在

流量需要完美偶像的语境中，粉丝维

护偶像的满分舞台，团队严防死守艺

人的完美人设，投资方与平台则多为

流量谋……多方合谋下，“完美偶像”

的产品流水线日益成熟、壮大。一些

艺人不再死磕个人艺能，一些制作方

不再愿花费时间打磨细节。“流量温

室”“艺能滤镜”比比皆是，不少歌手误

把反复补录的录音棚出品当成“完美

现场”，将后期修复的科技狠活错当

“炸裂唱功”。久而久之，全开麦、无修

音等歌手本分，而今成了值得大书特

书的优秀品质。

参演此次节目的歌手汪苏泷说得

直接：“我们都需要对音综祛魅。”从这

一层面讲，在拍戏靠配音、拍照靠精

修、唱歌靠修音的“艺能滤镜”笼罩下，

《歌手2024》的出现更像是一次纠偏，

一次唤起艺人锤炼真本事、大众为真

实喝彩的正本清源。

与其说降维打击，毋宁
看成穿越“信息茧房”的审美
锻造

毫无疑问，首期节目中，最为惊艳

的舞台当属来自美国的爵士女歌手香

缇 · 莫演唱的《IfIAin’tGotYou》。

技术性的演唱方式、松弛自由的台风、

广阔音域间收放自如的表演，令香缇 ·

莫毫无悬念地收获周冠军，还获赞“降

维打击”。

值得玩味的是，面对海外音乐人

带来的感官冲击，有网友犀利直指华

语乐坛遭遇信心危机，同一时间，云端

观演的海外观众却对二手玫瑰表演的

《耍猴儿》赞不绝口，为其中浓郁的中

国民族特色而着迷。两相对照，有不

少网友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与其

说海外歌手降维打击，毋宁看成，这是

在流媒体平台成为音乐主要载体的当

下，《歌手2024》带着更包容的音乐态

度，与观众共同拓展音综的外延，穿越

各自的信息茧房去锻造新的音乐审

美。事实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加速

了现实和虚拟世界的圈层文化。也正

因为圈层的壁垒与渠道的分散，导致

近十年来，特定圈层内具有强大号召

力的“偶像”常有，国民级艺人、巨星却

越来越少。

《歌手2024》 暌违四年重启，节

目监制洪啸这样解释对邀请歌手的考

量——他们分别代表不同喜爱音乐

的人群圈层，“有喜欢流行音乐的，

有喜欢摇滚音乐的，有喜欢欧美音

乐的……现在是一个圈层时代，每个

人都在表达自己的喜好，我们要顺应

这样的变化，节目组邀请了来自不同

领域歌手中的佼佼者”。

以首发阵容为例，香缇 ·莫演绎的

是节奏布鲁斯名曲；凡希亚身上融合

了世界音乐和西方新世代多元审美的

生命力表达；那英的《默》是观众熟悉

的成名作，也是重新编曲后的新作，钢

琴的至简伴奏与主副歌间巨大的悖

反，更凸显人声起伏与歌词意境里岁

月年轮的举重若轻；汪苏泷作为手握

可观音源的唱作人，此次新歌《想到我

们》首秀，编曲上打破传统的节奏行进

方式，透着华语乐坛中生代创作人的

野心；二手玫瑰乐队一如既往，从来都

是民族传统与摇滚混搭的先锋实验

者；杨丞琳演艺多栖，《带我走》一张口

就是人人回味的青春时光；海来阿木

唱着《你的万水千山》而来，就像他曾

走上春晚舞台那样，彝族小伙子何尝

不是亿万普通人情感炽热、梦想达成

的缩影。

对于音综，尤其是“歌手”这个内

娱旗舰型音综，我们期待《歌手2024》

接下来的11场直播，能继续用久违了

但其实是本分的诚意，重建大众对华

语好音乐的信心。让节目的注意力奇

观变现为行业、产业的动力。

《歌手    》以直播形式回归，连续多日撬动华语流行乐坛话题

音综“深水炸弹”，炸出了什么

他从脚下的土地出发，从日常的藏

地故事写起，让我们听见嘛呢石静静地

敲，他的小说透着一种地老天荒的淡然

和自然，万玛才旦的最新小说集《松木

的清香》从传统文化和藏族民间文学中

汲取丰富的营养，体现了作家的艺术创

造力和文化传承的能力。

作家龙仁青认为，万玛才旦与民间

文学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提取素材、

借鉴语言这么简单，更大的意义在于奠

基了万玛才旦文学艺术诉求的文化基

因，也塑造了他的人格品质。在著名导

演谢飞看来，先写小说然后才当导演的

万玛才旦是真正的作家导演。

他从听着 《格萨尔王传》 中代代

相传的传奇故事成长，到在西北民族

大学研学文学、历史、语言、宗教、

民俗等，他从翻译民间传说 《西藏：

说不完的故事》，到1991年开始发表小

说，万玛才旦已出版《诱惑》《城市生

活》《嘛呢石，静静地敲》《乌金的牙

齿》《故事只讲了一半》 等多部小说

集。藏地深厚的民族文化深深浸染了

万玛才旦的创作。近日中信出版 · 大

方推出万玛才旦小说集 《松木的清

香》 和文学翻译作品 《如意故事集：

代代相传的藏地民间故事》，纪念作家

和导演万玛才旦辞世一周年。

《松木的清香》是万玛才旦遗作小

说集，篇目由万玛才旦之子、青年导演

久美成列编选确定，以久美成列写给父

亲的信《再见，阿爸》为序言，收录和整

理了万玛才旦在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

具有重要意义的12篇代表作品，有生前

尚未出版的小说遗作《松木的清香》、小

说处女作《人与狗》、小说成名作《流浪

歌手的梦》、电影《寻找智美更登》的同

名小说，还有《我是一只种羊》《寻访阿

卡图巴》等小说作品。久美成列在万玛

才旦文集发布会上表示：“我觉得父亲

生来就是一个应该写小说的人。父亲

深受藏语言文学源源不断的滋养，最主

要的是一种想象力，影响着父亲描绘出

文学的世界；还有《如意故事集》《格萨

尔王传》都是在传递真、善、美的精神，

在父亲的作品中很明显地感受到一种

流淌的、坚定的，对美与爱的追求，这些

对于我父亲的电影和文学创作都有着

深刻的影响。”

他在小说的世界中重构这个世界。

万玛才旦曾说：“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很重

要，较之过于理性与坚硬的现实，它呈现

出某种混沌、松软与诗意。”万玛才旦的

小说以原乡人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

个鲜活的藏地。公务员的“我”与青年牧

民的对话中，《松木的清香》展开了“我”

的小学同学多杰太短暂而陡峭的人生，

凝练的故事线索有力地勾勒出人物的生

命曲线，童年的单纯与青年的复杂，多杰

太意外地推门而入与“我”在藏族餐馆的

对谈，憧憬与失落，命运的绳索与人生的

山脉，生命的疼痛与同学的友情，青稞酒

的浓度与松木的清香……小说在删繁就

简的情节推进中，让读者阅读了人物短

暂的人生，五味杂陈的体验犹如青稞酒

在体内升腾、弥散……

坐飞机而来被寄予众望的外来种

羊，一生寻找梦中姑娘的流浪歌手，

全身透明的雪山精灵，仰望星空的少

年情事，辗转追寻的公路电影……万

玛才旦的小说基本构架是由人物对话

构成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交谈与诉

说，成为他的小说鲜明的艺术特征。

他的十二部小说犹如十二幕人间行

歌、十二次命运演绎，从藏地风霜到

雪山生灵，从文字书写到影像画面，

万玛才旦带着心中的笔和镜头在行走

中，锲而不舍地记录。

在《寻找智美更登》中万玛才旦告

诉读者：“故事等上路了再讲，我们的路

途遥远。”他的小说有着苍凉中的温馨、

清苦中的回甘、吟咏故土的风物与慈

悲，洗涤着沿途泛起的尘埃。万玛才旦

重构了宽广高远的精神故土，融在他的

文字里的混沌与灵性，有着软化和松动

坚硬现实的力量，展示了他对生命的理

解和对故乡的深情。

民间故事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瑰

宝，万玛才旦通过将悠久的藏地民间

故事重新翻译、编选，让传统文化的

精神与当代读者对话。《如意故事集》

是万玛才旦翻译的藏族民间故事集，

评论家李敬泽分析了 《如意故事集》

和万玛才旦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犹如卡尔维诺与《意大利童话》的关

系。《如意故事集》有着一种民间的传

统和智慧，一切就如同风吹过土地，

风吹过树叶那样自然。“万玛才旦是淡

然和自然地去处理人类生活中的那些

大的、小的，微妙的和直接的事物。

他的力量常常在于庄子的说法，在庄

子的‘齐物论’中大和小是一样的，

所以他的这种眼光和语调是非常特殊

的。万玛才旦本身对这个界限并不在

意，但就是这种不在意反而赋予了他

一种很强的艺术效果。对万玛才旦来

说，‘齐物而视之’，这不是一个深思

熟虑的选择，而是一个天性的选择，

后来他又不断锤炼这种天性，使这种

天性变得非常饱满和成熟。”

文学创作继承传统的文学血脉，又

有着紧密联系当下的艺术创新，作者在

前行的路上，不断重新寻找，不断开

拓。作家次仁罗布认为，万玛才旦的作

品呈现藏族百姓的生活状况，又随着时

代的变化，表现他们内心和思想的变

化，这是难能可贵的。

万玛才旦遗作小说集《松木的清香》出版

他对故乡的深情，犹如松木历久弥香
■本报记者 王雪瑛

■本报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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