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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清华

旧时我国的梨园有个传统，每逢岁末，
必会聚合大帮名角儿唱一出大戏，内容都是
与春节关联的吉祥喜闹类，各位角儿都使出
看家的本领。演出目的就是感谢观众多年的
厚爱，而且当天演出全场免费。

如今，戏曲已变得稀有，贺岁戏曲更是
少有听闻，而它的地位早在20世纪末被贺岁
片所取代。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香港，每年
岁末，演艺圈明星都会自发聚集到一起，将

“家有喜事”“福禄寿喜”等热闹喜气的影片
献给观众，目的就是为了在岁末寻求一种欢
乐、轻松的气氛，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增添节
日的喜气。1995年成龙的《红番区》是第一部
以“贺岁片”的名义引进内地的影片。21世纪
初，贺岁片在大陆迅速流行起来。

随着电影贺岁档开启，新上映的影片成
了观众热议的话题，今年的电影贺岁档历时
3个月，近50部电影扎堆上映，各路人马有了
“搏杀”动力。

“一剧两星”新政于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沿袭多年的“开年大戏”概念因此变成了“跨
年大戏”，在此之前开播，便可四星组盘，大
制作电视剧纷纷搭上末班车，却也促成了史
上最惨烈的跨年档。

在电影圈和电视圈，贺岁档已经争得
“面红耳赤”，不容忽视的是，今年的贺岁档
竞争又加入了音乐圈。从2014年底到本月
初，音乐界更是难得一见地聚集了近十年来
的最强发唱片阵容，不仅蔡依林、莫文蔚、小
S、杨丞琳已经正式开始“鏖战”，周杰伦、林
俊杰等也加入其中，甚至连张学友、张信哲
这样的超资深歌手都不放过这个新年，让这
场唱片贺岁档格外有看头。

贺岁档电影，从来都不缺华丽丽的炫

影，不缺光彩夺目的一线明星，同时也成为
诸多时装品牌争相热捧的时尚秀场。电影植
入式广告一直备受诟病，但若契合度高，又
赶上票房大卖，也不失为擦亮品牌的一个必
胜绝招。今年的贺岁档，去电影院欣赏影片
的同时，不妨顺势观赏时装秀和品牌展，掌
握下一年的时尚潮流。

万达老板王健林曾预测，今年的票房逆
经济风向而动，继续高速飙升，300亿不成问
题。每逢年底都会迎来大丰收的贺岁档，在
2014年却显得如此疲软、低沉，甚至还比不
上风光的十一档。吴宇森的《太平轮》、姜文
的《一步之遥》票房与口碑双双走低，霸气全
无。最终2014年中国影市以296亿的票房总
成绩正式收官，竟没能过300亿！

贺岁片遭冷落，是观众太任性？对电影
太挑剔？还是导演太任性？观众看不懂？现在

我们可以这样
归结这个问题：
我们的贺岁档
到底需要什么
样的电影？

今天的贺
岁片为何难博
观众一笑，一是
因为幽默不给
力，二是温暖太
淡漠。说到底，
都是商业炒作
惹的祸，只能流
于空洞的狂欢，

一地鸡毛之后剩下的只有空虚和冷漠。这也
使得，这个冬天的电影市场有点冷。

对于贺岁片的发展，著名社会学家、民
俗学家艾君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

“我不反对贺岁片的‘炒作’，因为这是它必
经的一个过程。”而就贺岁片的发展，他的观
点是中庸，避免两个极端，拒绝照搬西方的
拿来主义，也避免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坚守
原有的中华民族传统理念，利用多元化的表
现形式，才能让文化作品活起来。”

很多烂片在叫骂声中收获了高票房，
很多爆冷的电影在若干年之后成了影片
制作人竞相学习的范本，这也证明了一时
的市场反应：或热或冷不足以反映一个影
视作品的优劣。贺岁片唯有放弃盲从跟
风，尊重文化艺术规律，秉承以传播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才能赢得观众的青
睐，才能取得市场与口碑双赢并经得起时
间检验。

贺岁片 —

透过热闹看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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