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能走多远

近年来，艺术电影在市场
上的惨淡境遇引发众多业内人
士的关注。如何为艺术电影提
供良好的发行、放映渠道，成为
业界普遍关心的话题。由中国
电影资料馆联合另5家单位共
同发起的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
盟10月正式启动，全国31个省
区市的100个影厅作为首批加
盟影厅放映艺术电影，保证每
天至少放映3场艺术电影。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成
立，值得文艺片的拥趸们“喜大
普奔”，他们终于可以常在影院
里欣赏到文艺片的妙不可言
了。虽然首批文艺片放映厅只
有100个，但接下来，该联盟还会
在全国征集400个合作艺术影
厅，并逐步扩大整体布局，最终
实现3000块银幕动态放映艺术
电影，让更多的艺术电影与观
众见面，这就解决了文艺片发
烧友们“想看却无处看”的困
扰。不过，这个艺术院线联盟能
承担起扭转国产文艺片困局的
重任吗？我看比较难。

从电影本身看，文艺片一
直危机重重。不少文艺片口碑
虽不错，但上映后几乎都会陷
入“叫好不叫座”的怪圈。其中
原因在于一部分文艺片太高
冷。比如由三十余位华语明星
助阵的《黄金时代》，耗资七千
万，筹备三年，拍摄又三年，但
因很多观众不熟悉女主角萧
红，兴趣不大，表现方式也被评
像教学片、文献片，不像大众电
影。若文艺片“千片一面”、同一
种色调、同一种情绪，不能换一
副面孔，那么，即使有放映的地
方，也难以把观众召回影院。

从观众来看，我们的文艺
片观众还很小众。在任何一个
自由竞争的电影市场，掌握着
某种类型电影“生死”主导权
的，一定是观众。中国电影市场
的票房虽然井喷，但文艺片的
观众基础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文艺片的认同度长期较低，观
众的接受能力有待提高。即使
我们尽可能多地给文艺片一些
放映机会，仍可能落得个“有片
不看，有厅无人”的尴尬，就像
某些文艺片只能给一人一票放
映，毕竟电影观众的观影水平
不会在短期内发生质的飞跃。

再从经营看，艺术院线联
盟能挺多久，也很成问题。正因
文艺片太高冷、受众规模小，在
国内院线始终处于弱势，常常
只能“一天游”甚至“一场游”，
毕竟影院、院线要讲究经营成
本，何况房租、人工等成本目前
都在大幅提高。据报道，过去业
内也有类似于建立艺术院线的
消息，但最后往往悄无声息。目
前北京有三家具有一定知名度
的艺术影院，基本都处于盈利
困难甚至不盈利的境地。全国
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能够走多
远，让人担心。

总之，在商业片最好的年
代、严肃电影最坏的年代拯救
文艺片，不能仅靠放映环节，需
要电影大环境的培养与支持。
换言之，文艺片最终要摆脱困
局，除建立艺术院线联盟，还要
靠文艺片自身进行调整和完
善，寻找艺术创新与观众接受
之间的平衡点，要坚守艺术追
求，也要注重市场营销，从题材
与演员选择到后期宣传发行
等，扩大自身影响；也要靠政策
扶持，通过资金补贴鼓励文艺
片创作与宣传发行，推动解决
文艺片投资难、票房低的问题。

【旁观者说】

□何勇海

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历
史性突破440亿，今年年初电
影票房增速迅猛，业内对今年
暑期档充满乐观期待。结果暑
期档票房出乎意料地遇冷，在
银幕数增长的同时，票房总量
与去年暑期持平，增速为近几
年最低。而且国产电影所占比
例由72%降低到52%，尤其是由
高颜值的“小鲜肉”主演的几
部电影风光不再，“小鲜肉+IP
+青春电影”的模式似乎走到
了一个转折点。

青春片是近几年市场上
最容易被跟风的题材，经过
几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固
定的剧情结构和组合模式，
高颜值的“小鲜肉”演员是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
粉丝经济日渐强盛的时代，

“小鲜肉”主演具有强大影响
力。而今年“小鲜肉电影”遇
冷，演技是最大的硬伤。

在最近一项关于对年轻
演员演技差的调查排名中，
当红的几位“小鲜肉”皆榜上
有名，尤其是几乎承包了今
年暑期档青春片的某位“小
鲜肉”高居榜首，看来“小鲜
肉”演技差已成为观众的共
识，调查的结果也显露出观
众对“小鲜肉”作品多、质量
低的不满。仔细分析，现在

“小鲜肉”的演技差不难理
解——— 他们大多并非科班出
身，为了突出颜值，电影的灯
光、摄像等都会做出调整，比
如大量的特写、柔光、不必要
的移动镜头、追求MV般华丽
的视觉……在表现人物外貌
上用力过猛，必然很难触及
人物内心世界。尤其是非专
业演员不成熟、不到位的表
演，更容易破坏电影艺术层
面的完整性，观众的观影感
受往往非常尴尬。

此外，电影的剧本质量
不高也是重要原因。年轻演
员参演的电影，大多以IP改

编为主，从青春片滥觞之作
《致青春》到今年的《致青春
2》、《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等，
因为有原著做基础，电影对
剧本的依赖度没有那么高，
结果剧本出现情节老套、缺
乏基本的情感逻辑、人物塑
造过于表面等问题。这些电
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创
作，而像是一个经过精密计
算的产品，它与资本市场结
合更紧密。比如保底发行开
始流行，这些“小鲜肉”主演
的电影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

保底发行，这时电影更像一
个金融投资工具，用一部艺
术作品企图撬动数十亿的资
本市场，这实际上就是豪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影市
场已经像金融市场，当投资
成功一本万利时，还会有多
少人像做实体经济一样认真
对待电影呢？而今年恰逢电
影“小年”，质量经不起检验
的“小鲜肉电影”首当其冲，
除极个别电影成功保底，其
他电影皆以失败告终。这种
资本逐利的现实环境容易导
致电影投资的跟风，这必然
导致类型的泛滥，如果电影
质量跟不上，这一类型的电
影也会走向艺术的死胡同。

只重视“小鲜肉”明星的
最大危险在于对电影本体乃
至整个电影生态的危害。在
电影与金融、与市场深度捆
绑的时候，电影艺术本体实
际上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
这样伤害的是电影艺术的整
体质量，包括剧本、表演等。
如果用一个“小鲜肉”就能有
市场票房保证，那剧本就难
以被重视，制片方不会对剧
本反复打磨，因为热门IP与

“小鲜肉”结合的模式比原创
更有安全感，而且操作方便。
从某些方面来说，原创剧本
更加考验演技，人物塑造需
要靠演员精湛的演技作支
撑，具有风险性，而电影本来
就是风险的艺术。如果市场
上都跟风投IP作品，原创力
量就会受到压制，电影艺术
探索就会举步维艰，更不用
说营造好的电影生态。

另外，“小鲜肉”并非全
部都是科班出身，他们因为
超高的人气而涉足演艺圈，
起点非常高，市场的旺盛需
求让原本需要苦苦等待的机
会变得轻而易举。一方面，凸
显了“小鲜肉”的稀缺性；另
一方面，“小鲜肉”们则要利

用“保鲜期”实现自我价值最
大化——— 除了唱歌、表演，还
要上综艺、拍广告，留给他们
揣摩角色、磨练演技的时间
非常有限，这对演员的长期
发展实际也非常不利。

电影是表演的艺术，但是
客观地说，一部电影的失败，
并不能全怪演员，它是各方面
相互影响的结果。“小鲜肉电
影”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类型，
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庐山
恋》也可以算是“小鲜肉电
影”，但是那部电影折射了时
代的变化，展现了青春的蓬勃
气息，因为追求电影本体才成
就了经典。去年的《老炮儿》，
剧本扎实，演技老到，也有“小
鲜肉”加入，也获得了极大成
功。由此可见，“小鲜肉”如果
能经过好导演的调教，有好演
员的配合，也会展现出自己尚
未开发的潜质，所以，“小鲜
肉”们更应该利用每一部电影
去提升演技——— 毕竟，作为一
名演员，质量过硬的演技才是
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现在“小鲜肉”们基本上
与青春片这一类型搭配，其
实“小鲜肉”应该主动跳出这
种类型的限制，多尝试不同
的类型，如悬疑、科幻、动作。
在类型上创新，打破观众的
固有期待，才能打破自己演
艺的局限性。

演技是可以磨练的，“小
鲜肉”毕竟也会有一天变成

“老腊肉”，高颜值是稀缺资
源，但也有保质期。在有些电
影中，明显看出“小鲜肉”是被
剧本等其他因素所坑，消耗自
身的人气。对于“小鲜肉”来
说，唯有不断打磨提升自身演
技，选择质量过硬的剧本，多
挑战不同的类型，才能走得更
远。而对“小鲜肉电影”类型的
完善，还需要投资、制片、发行
等多个环节的共同努力。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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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幸途经荷兰南
部小城马斯特里赫特，一定
要去看看那家开在教堂里的
书店——— 多米尼加书店。雄
伟高耸的多米尼加教堂已经
在此矗立了八百余年，它是
人类智慧和艺术的结晶：哥
特式建筑、中世纪壁画、巴洛
克式屋顶画和五万多册图
书，还有入口处那本重逾一
吨的钢制大书和书店里两层
楼高的巨型书架——— 要看历
史悠久的教堂屋顶画，这儿
恐 怕 是 全 世 界 最 好 的 位
置……

这是笔者近日看到的介
绍“靠‘乞讨’活下来的最美书
店”的一段文字。文章中介绍，
每年有近一百万游客来到这
家书店游览、购书或喝喝咖
啡，但众多游客的到来并未影
响这里的读者的阅读，这缘于
教堂建筑结构特殊，建筑时所
用的砖石是吸音的，声音会向
上走并迅速消弭……

多米尼加书店在庆祝它
的十岁生日时被BBC和CNN
盛赞为“全世界最美的书店”。
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这家
书店两次濒死，又两次复活。
在2014年，书店再次破产时，
书店发起了一场众筹活动，向
大家“乞讨”财政支持。他们在
Facebook上建了一个名为“多
米尼加书店挺住”的页面，在
48小时内即收获4000个点赞。
来自全世界书友的支持，让多
米尼加书店的员工们倍感温
暖、信心大振。书店向顾客们
发出问卷，询问他们想要一家
什么样的书店，很多人提了一

条相似的意见———“我们不想
要一家只卖畅销书的书店”。

众筹活动不仅为书店筹
到了钱，还在全世界找到了
600多位“书店使者”，越来越
多的人知道了这家书店并慕
名前来，书店利润开始回升。
经历了短暂的低潮后，书店的
一系列活动也很快重新开始，
有辩论、展览、对谈活动，甚至

是晚间的鸡尾酒宴会。书店非
常重视读者的建议，书店的文
化气息和优雅气质日益凸显，

“这正是第三空间的意义所
在，在你的居住与工作之地以
外，书店是一个交汇之处，作
者、读者、作品、艺术、文化、观
点在此汇聚。书店让你在闲来
无事的上午有地方可去，喝一
杯咖啡，读一本小说，跟同道
之人聊天，这是亚马逊不能给
你的……”

这家开在教堂里的书
店——— 多米尼加书店的经历
和故事，尤其是这家书店打
出的“我们不想要一家只卖
畅销书的书店”的旗号以及
它所追求的审美风格和品质
格调，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
一个书店阅读的功用、文化
的功用和艺术的功用，更告
诉我们怎样才是“最美”的书
店，这样的书店不需要奢华，
不需要显贵，它只是生命的
寄托、心灵的抚慰、灵魂的家
园……

我们知道，每一个爱书
的人大都有跑书店的习惯，
因为在书店里不仅可以买到
自己心仪已久的作家的新
书，更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
比如一本搜寻了很久的好
书、一部闻名已久的名著或
者一部不曾想到世间会有这
样一部书存在的僻书。对于
爱书的人，书店的巡礼不仅
可以使人在消费上获得满
足、买到意外的好书，还能从
饱经风霜的书页中体会人
生，沉静得如在自己的书斋
中一样……

这家“靠‘乞讨’活下来
的最美书店”两次濒临破产，
又两次复活，最终生存下来，
且成为不少读者向往的地
方，我相信，这会使不少爱书
者想到我们身边的书店的境
遇和命运。如果我们留意一
下文化媒体，常常会看到什
么“消失的书店”、“困境中的
书店”、“倒闭的书店”这样的
新闻。再环顾我们身边，虽然
开辟了宽敞的大道，建起了
一座座高楼大厦，但书店却
越来越少，每个城市仅存的
书店里也大多只能看到那些
所谓流行的、快速阅读的畅
销书。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
家自己喜欢的小书店，更别
提什么散发着文化气息的

“最美书店”了！但是，我们真
的不再需要书店了吗？试想，
我们的周围如果只有钢筋水
泥的森林、迷离斑驳的霓虹
灯、奔跑的汽车，那该是怎样
一个物化的、冷漠的、没有温
暖、没有精神灵性的世界啊！

世上最安宁的地方，莫
过于书店；世上最能令人沉
浸其中的地方，莫过于书店。
很多人心中都存有自己最难
忘的书店的风景，书店成为
每一个阅读者心中的栖息
地。书店体现了文化静水流
深的底蕴，它关乎我们的生
活内容，尤其是我们的生活
品质、精神品质，它更给予了
我们人文的浸润、哲学的深
思。但愿“最美的书店”能开
得越来越多，而不是像许多
地方那样，书店最终都变成
了只卖畅销书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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