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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中秋档，全国电影票

房报收3.89亿元，总放映场次135.5

万场，创中国影史同档期新高，但平

均上座率为近十年来同档期最低。

以《祝你幸福！》为例，上座率仅

3.5%。催婚、失独、离婚冷静期、冷

冻胚胎……这是一部集结了多个热

搜话题的电影，再加上一众演技派

演员加持，放映前被寄予了不小期

待。影片首日排片也不赖，占比达

17%，而后续的市场走势不容乐观，

排片逐步下滑，最终三天票房总计

2740万元。无独有偶，《野孩子》

《出走的决心》等今年中秋档上映的

多部新片都话题感十足，这不禁引

人思考：电影光有话题度就够了吗？

社会话题能引发共情？

“片名为《祝你幸福！》，但实际

剧情却不太幸福！”走出电影院，柳

先生在朋友圈如是写道。电影讲述

了一对在离婚冷静期中的夫妻罗宇

与白慧卷入一桩失独老人的胚胎归

属权纠纷案件的故事，由此带出三

组家庭的挣扎、坚守与抉择。随着

剧情的进展，人生中种种不可预知

的困境被毫不掩饰地一一展现，家

庭的变故、婚姻的纠葛以及意外的

降临，如同暴风雨般冲击着生活。

影片中的角色各具特点，他们

的遭遇和选择令人深思。吴越饰演

的夏美云在面对女儿成为植物人的

残酷现实时内心极度挣扎痛苦，甚

至在女儿床前说出“连妈妈都想过

放弃你”，无奈和绝望溢于言表。

宋佳饰演的白慧在离婚的那一

刻，笑着对丈夫说“祝你幸福”。她

最终做出这个决定并非因为对婚姻

的绝望，而是忠于内心。宋佳表示

这一刻她真正成为“大女主”，放

下情感选择去追求想要的生活。观

影时，钟楚曦与片中场景深深共

情，当肖央饰演的罗宇在民政局问

白慧“如果知道了离婚结果还会选

择结婚吗”，白慧回答“会”时，她表

示情绪有些“绷不住了”，很喜欢这

种“看到结果不堪，却依然有勇气拥抱感情”的人

生态度。

导演康博坦言，他也曾思考如果在生活中遇

到这种无常会怎么办，但并没有得出答案，“我们

过往缺乏关于生育的教育、死亡的教育、伤痛的

教育”。他希望观众看完电影之后，感受到主人

公们经历过创伤之后激发的能量，被他们传递的

勇气激励，无论是选择忘掉过去还

是与伤痛同行，找到自己能幸福的

答案就好。正如电影主题曲中唱

的“莫怕莫怕”，宣传语表达的“因

为人生好难，所以祝你幸福”。

无可否认，这类叙事无疑切中

了众多社会议题，自带话题感，其

间有关职业困境、老来丧子、生育

创伤等各类金句层出，也为受众提

供了情绪价值。然而过量话题的

设置消解了故事的可信度。一位

观众的评价颇具代表性：“有点堆

砌苦难、硬凑悲伤的嫌疑，感觉没

深下去，只停留在数量的叠加，观

众仅从中获得一个又一个包装精

美的口号。”

上热搜是制胜法宝？

深入剖析今年中秋档的主打

新片，虽然表现手法各异，却都或

多或少地手握热搜话题。《野孩子》

以“事实孤儿”为切入点，通过两位

主角的携手抗争，揭示社会边缘群

体的生存境况。《出走的决心》以细

腻的情感描绘，展现出个体面对生

活困境的坚韧与无奈。就连喜剧

片《一雪前耻》中，主角亦身陷弟

残、亲故、情伤、彩礼风波等多重悲

惨境遇。从戏剧结构来看，它们的

发展脉络颇为相似——开头以热

点话题引入，中间当事人展现自己

的不易，结局是他们走出困境，各

自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难免有摆

拍感。

曾几何时，话题片常常能以小

博大，凭借观感上的差异化，跑出

黑马。31亿元票房的《我不是药

神》、14亿元票房的《送你一朵小红

花》、11亿元票房的《煎饼侠》、8亿

元票房的《我的姐姐》、5亿元票房

的《滚蛋吧！肿瘤君》等便是例

证。尤其是近两年，银幕上的适度

“卖惨”，似乎更能引发广泛的观众

共情。去年票房前十的电影中，以

“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为原型的

《消失的她》、反电信诈骗的《孤注

一掷》、改编自“四川凉山格斗孤

儿”事件的《八角笼中》等皆是话题

效应明显，引来一波又一波观影热

潮。以至于，如何营造话题、上热搜一度成了电

影营销最重要的课题。

然而，到了今年中秋档，这一“制胜法宝”却

多少有些失灵。当下，究竟什么样的电影才能真

正打动观众？在竞争激烈的文娱市场中，电影人

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这是摆在电影创作

者和从业者面前的思考题，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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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多伦多电影节9月15日落幕，这场颁奖典

礼也意味着2025年奥斯卡奖项竞争正式开

启。威尼斯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接力跑，今

年的好莱坞秋冬颁奖季声势浩大地预热了，又

没有热起来，近20天的新片连轴展映，能够引

发公众讨论的现象级影片仍然没有出现，有话

题、有记忆点的电影是稀缺物种，只有表演类奖

项的赛道上挤满了巨星们。

安吉丽娜 ·朱莉有两部新片先后在威尼斯

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放映，分别是她主演的

《玛丽亚》和她导演的《不流血》，两部影片的口

碑落差极大。在威尼斯，朱莉的表演被盛赞“还

魂式再现走向生命尽头的玛丽亚 ·卡拉斯”，她在

表演中融合了自己正在经受的职业困境和卡拉

斯晚年逐渐黯淡舞台形象，绘就一幅“迟暮女艺

术家的肖像”，许多人为她惜败妮可 ·基德曼、没能

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感到惋惜，朱莉的光芒完全覆

盖了《玛丽亚》的导演帕布罗 ·拉瑞恩。几天后的

多伦多，她执导的《不流血》遭遇奚落，被挖苦是

“又一部哑火的大作”。注意这里的关键词“又一

部”——从威尼斯到多伦多，名导演和名演员们

被寄予同等厚望，而现实口碑如同反比例函数

的两条轨迹，在更注重导演能力而非明星主导

影片的电影节场合，导演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

新作乏善可陈，多靠明星演员们的表演兜底。

导演哑火，演员挽尊，这是从暑期档的爆米花大

制作扩展到整个电影工业的趋势，演员的个人

魅力和专业能力正在捍卫电影的阵地。

多伦多电影节过半时，有影评人在专栏里

感叹：电影的类型化叙事对今天的观众而言成

了过时且无效的致幻剂。这听起来是一个过于

武断的结论，但是看今年秋冬颁奖季率先亮相

的大部分电影，难以否认，惰性的电影叙事和积

极的表演之间形成鲜明反差，尤其历数全明星

班底的影片，电影存在的意义是作为优质表演

的容器。

几天前，贾森 ·雷特曼执导的新片《周六夜

时光》在多伦多首映，一部回溯喜剧综艺《周六

夜现场》创办风波的喜剧，被评价“无趣至极”，

得一星差评，唯一的一颗星来自“恰到好处的演

员配置”。“导演翻车，电影难看，只是为了演员

看到底。”这样的评语频繁地出现在威尼斯和多

伦多。威尼斯影展期间的《小心肝儿》毁誉参

半，导演把“上流社会，下流情欲”“性别和地位

翻转版《五十度灰》”这些具有眼球效应的议题

打包压缩在电影里，电影水准堪比网络热帖，幸

好有女主角妮可 ·基德曼以一己之力化腐朽为

神奇。类似还有多伦多影展期间的《伊甸》和

《归来》。《伊甸》堪称导演朗 ·霍华德的职业滑铁

卢，但男主角裘德 ·洛从评论的风暴中幸存；《归

来》被批评为毫无进取心的“经典新编”，只有看

着拉尔夫 ·费因斯扮演的奥德修斯和朱丽叶 ·比

诺什扮演的佩内罗珀，才觉得《荷马史诗》没有

被辜负。

略好一些的，则是导演的完成度不至于构

成电影的扣分项，但电影的光彩仍然由主演制

造。安吉丽娜 · 朱莉主演的《玛丽亚》属这一

类。同类还有丹尼尔 ·克雷格主演的《酷儿》和

休 ·格兰特主演的《异教徒》。对于导演瓜达亚

诺而言，执导《酷儿》就像是重复了《请以你的名

字呼唤我》，把意大利的背景换成墨西哥，一对男

主角的年龄增长了20岁。但男主角丹尼尔 ·克

雷格在导演自我重复的作品里，开启了他告别

“詹姆斯 ·邦德”这个角色以后的表演新篇章，当

他彻底从007的躯壳里走出来，在一则“求不

得”的陈旧爱情故事里，演出了多层次的暧昧和

动摇，这种具有“成人感”的复杂情状，在大小屏

幕上都不容易见到了。《异教徒》是一部四平八

稳的恐怖片，奇异的是，“暴雪山庄”模式的悬疑

叙事已近乎被榨干了惊惧的可能，休 ·格兰特却

在严重套路化的模式里制造了出人意料的表

演，他让观众看到滑稽和恐怖的并存，以及在套

路化的电影里，表演充当反套路的突破口。

《秘密会议》和《残酷真相》是极少数在表演

具有光彩的同时，仍然激发影评人讨论电影本

身的作品。拉尔夫 ·费因斯在《秘密会议》里扮

演为新教皇选举奔忙的红衣主教，被认为已经

提前确定了明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但

《秘密会议》不是一部把重心集中在演员的作品，

它得到的肯定更多在费因斯的表演之外，是因为

编剧和导演带着单刀直入的勇气直接质询现实

的两难困境，诸如：选举一名观念保守的少数族

裔教皇，是进步的表现吗？宗教有可能在传承延

续的同时保持开放和自我更新吗？迈克 ·李的

《残酷真相》首映时，影评人们欢呼他又一次和女

演员琼 ·巴普蒂斯特合作，这是“黄金组合”自《秘

密与谎言》之后，相隔28年的再携手，更重要的

是，李的电影不仅为优质表演提供舞台，他仍坚

持用开放的电影面向不设标准答案的生活，让

电影成为一种引发公共讨论的方式。

《秘密会议》和《残酷真相》在充满光彩的表

演之外，同时让观众看到电影具有处理复杂议

题的能力，然而，即便是对这类电影不吝好评的

影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费因斯的明星效应不

见得能让《秘密会议》公映后获得更多的关注和

认可，而《残酷真相》至今没有进入发行环节，仍

在满世界地寻找买家。困于“惰性地依赖明星

演员”和“无法成为大众产品”的两难选项，秋冬

颁奖季“只见演员，难见作品”，这何尝不是电影

当下的“残酷真相”。

秋冬颁奖季赛道上，演员取代了电影

“我是上海的学生，将这些收藏放在上戏，我

的戏剧人生也是终生有托了。”特地从成都赶来的

91岁著名剧作家、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徐

棻动情地说。昨天，“徐棻书屋”在上海戏剧学院揭

牌，徐棻将其收藏全部捐献给上戏图书馆，上戏图

书馆由此成为收藏徐棻资料最丰富、最完备的场

馆。据了解，该馆将对部分尚未出版的书信、手稿

进行整理出版，推进徐棻研究和现代戏曲研究。

“徐棻书屋”位于上戏图书馆三楼戏曲部一

隅，空间精致温馨，由徐棻的书桌和徐棻的书柜

组成，墙上挂着徐棻与家人和业内好友的照片。

《曹禺剧本奖获奖作品选》《中国话剧百年剧作

选》《四川剧作选》《川剧传统剧目集成》……书柜

里满满当当放着徐棻的爱藏。“这批书籍文献对

于上戏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希望这个书屋会吸

引更多戏剧人和戏剧学子来到图书馆研究学

习。”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说。

上月，上戏图书馆采编室专程飞抵成都，经

过三天的打包、托运，将67个箱子的书籍、文献与

六组书柜，全部运抵上海。据上戏图书馆馆长李

伟介绍，此次捐赠囊括了徐棻创作的戏剧、小说、

报告文学、影视文本、舞台剧录像、影像光碟、徐

棻与师友交流戏剧艺术的信件等。“徐棻是我国

当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也是川剧史上第一个

女性剧作家，她的藏书和手稿无疑提升了上戏图

书馆的馆藏水平。”

选择在上海为自己的珍藏“安家”，源自徐棻

对上戏“难以割舍的情谊”。在揭牌仪式上，徐棻

回首了上海与其60余年编剧生涯的交汇。“大上

海给了我戏剧人生的第一束鲜花。”徐棻难忘，

1963年，初为编剧的她带着《燕燕》《秀才外传》两

部作品随成都市川剧院来沪巡演。彼时，国内观

众少有给主创献花的习惯。没想到，上海演出结

束后，两名观众一路寻她到后台，将鲜花递给

她。“老师我要给你献束花，你这戏太好了！”

徐棻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在校并未系统学习

过戏剧。用她的话来说，她是在上戏的“戏剧速

成班”里，迈出了编剧生涯扎实的一步。上世纪

80年代，成都曾先后邀请上戏一众老师到成都讲

学授课和学术交流。“从戏剧史、戏剧美学到编剧

法、组织矛盾冲突，我在这个班里学会了写戏。”

从事编剧工作以后，徐棻就开始了对“古典戏

曲现代化”的思考和实践，一甲子的编剧生涯贯穿

了中国戏曲事业从复兴到繁荣的各个时期。徐棻

的戏剧作品不仅深受戏迷的喜爱，也是许多优秀

演员的培育摇篮。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的40年

间，12朵梅花从徐棻的作品中孕育绽放。

“徐棻作品最大的共性便是富有创造性的现

代意识和现代审美。”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

润看来，这种孜孜以求的创新精神正是当代青年

编剧亟待追求的。“编剧从根本上来说，是将生活

感受、生活材料演绎成艺术作品的一种创造性思

维。”荣广润说，“尤其当今天的AI技术已经可以

把人类积累的信息编织起来，这种思维显得更加

重要，而不是工于技巧、工于运用工具。”

  岁著名剧作家本人来沪参加揭牌仪式

“徐棻书屋”安家上戏
本报讯（记者宣晶）一座历经千年的宏伟

建筑，一部世界闻名的文学巨著，一台享誉全

球的法语音乐剧传奇。昨晚，法语原版音乐剧

《巴黎圣母院》唱响上海文化广场，开启连续18

场演出。该剧改编自维克多 · 雨果的同名巨

著，此前曾数次登上申城舞台，缔造法语音乐

剧的高光时刻。

今年，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年初，《巴

黎圣母院》首登央视春晚舞台，法语音乐剧演

员安杰洛 ·德尔 ·维奇奥、吉安 ·马可 ·夏雷提和

索拉尔与中国歌唱家们携手，带来一曲中法双

语的《美人》。“《巴黎圣母院》是连接中法两国

文化的桥梁，是对爱、美和人性的赞歌。”制作

人尼古拉 ·塔拉尔说。

《巴黎圣母院》以其自身的熠熠光彩，证明

着一部优秀的作品能够跨越时代、文化和地

域，历久弥新。该剧由欧美乐界顶尖才子吕

克 · 普拉蒙东作词，理查德 · 科西昂特作曲，

1998年9月首演于巴黎议会宫。由此，《巴黎

圣母院》一举完成从名著到名剧的华丽转身，

至今已热演26年，并衍生出英语、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等10个语言版本，吸引全球超1600

万名观众。

作为“一唱到底”式音乐剧的代表作之一，

《巴黎圣母院》曾被誉为“最好听的音乐剧”。

剧中没有对白，剧情皆由50余首歌曲的演绎

串联呈现，打造出《大教堂时代》《美人》《波西

米亚少女》《再为我跳支舞》等众多观众耳熟能

详的经典曲目。该剧在基本音乐剧框架中融

入大量流行音乐元素，巧妙地将美声唱法和摇

滚乐有机联系起来，极具视觉效果的舞台背景

和尽情投入的表演与之完美结合，兼具历史纵

深感与现代性。

打造经典金曲之余，《巴黎圣母院》创新

“唱跳分离”“以歌带戏”等模式，引领了大部分

法语音乐剧的制作和运营方式。其中最为经

典的曲目《美人》先声夺人，首演前在电台连续

热播三个月，一度占领法国各大音乐榜单，为

《巴黎圣母院》打开了成功之门。

此前，《巴黎圣母院》多次登上上海文化广

场的舞台。2019年7月与2020年1月，20周年

纪念版的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在沪

演出，两轮40场演出共计吸引观众72447人

次，场场爆满。今年9月，《巴黎圣母院》阔别

五年再度归来，18场演出开票即售罄。明年1

月，《巴黎圣母院》作为2024年末演出季压轴

之作归来，将迎来该剧在上海文化广场的第

100场演出。

近年来，《罗密欧与朱丽叶》《摇滚莫扎特》

《摇滚红与黑》《唐璜》等多部法语音乐剧佳作

在申城的舞台之上焕发出全新光华。多年来，

助推着法语音乐剧在中国一路飘红的上海文

化广场，亦成为法语音乐剧在中国发展的亲历

者与见证者，开启一扇中法文化交流之窗。在

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看来，法语音乐

剧在世界音乐剧版图中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体育馆演出的模式，促成了法语音乐剧“偏重

歌曲，弱化叙事”的风格，而法国的文学底蕴，

又赋予了它如诗般的辞藻和哲思的意境，而这

恰好与中国传统戏曲的核心审美异曲同工，

“法国与中国像找到知音一样找到了彼此”。

法语原版《巴黎圣母院》重返申城

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再度唱响上海文化广场。 （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91岁著名剧作家、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徐棻特地从成都赶来参加揭牌仪式。（上戏供图）

 《周六夜时光》。

▼《玛丽亚》。

▲《小心肝儿》。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