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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双节长假结束，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昨日提供的初步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档（10月1
日至 7 日）全国城市影院票房达
23.85亿元，如果加上8日票房则接
近26亿元，再创国庆档新高。与此
同时，几部主力电影口碑均衡，不再
是“骂声一片”，有观点认为，市场经
过两年调整，创作开始恢复理性。

票房创新高
据总局电影局的数据，今年的7

天 票 房 近 24 亿 元 ，观 影 人 次
7013.54 万，比去年 5124.27 万增长
了36.87%。而记者也翻了前两年的
数据：2015国庆档累积放映电影场
次122万场,观影人次总数高达5020
万，《港囧》和《夏洛特烦恼》助推下，7
天票房达18亿元。不过，2016年国
庆档以 15.8 亿元的成绩收官,同比
2015年下跌2.7亿元，也是近10年
来国庆档票房首次下跌。

国庆档仍是国产片的天下，今年
国庆档国产电影票房23.24亿元，占
总票房的97.4%，同比上升约2.47个
百分点。票房前10名榜单上，前7名
均为国产片。其中，《羞羞的铁拳》以
12.12亿元遥遥领先，比后9部影片

的总和还多。《英伦对决》、《追龙》分
别以 3.43 亿元、3.23 亿元占据二三
位，《缝纫机乐队》、《空天猎》、《钢铁
飞龙之再见奥特曼》、《昆塔：反转星
球》位列四至七名。

榜单上8至9名是两部进口片，
西班牙悬疑片《看不见的客人》、美国
科幻片《猩球崛起３：终极之战》均是
仍在档期的电影，值得一提的是，《战
狼２》自7月27日上映两个多月后仍
在排片，虽然7天内只取得990.54万
元票房，位列榜单第十位，但其累计
票房已达56.77亿元，把中国电影票
房亚军《美人鱼》甩出近23亿元。

烂片大幅度下降
今年的国庆档，除了票房总体复

苏，还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口碑整
体稳定，几部主力电影没有出现观众
口中的大烂片。

往年这种热门档期，往往是票房
好，口碑两极分化。尤其是2016年的
国庆档，去年国庆档，票房十年来首次
下跌。最终在《爵迹》、《从你的全世界
路过》以及《王牌逗王牌》的联合夹击
下，《湄公河行动》成功突围，成为“年
度黑马”。这几部电影中，只有《湄公
河行动》一部电影在口碑上成功引爆，
其余电影在占据市场热点的情况下，
从一开始口碑表现就比较低迷。

而今年国庆档，档期走势和去年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空天
猎》和《极致追击》口碑稍差外，其余
四部主流电影观众口碑极其接近，均
分为7.3分，最大分差只为0.7分。从
影片的类型来看，《羞羞的铁拳》和
《缝纫机乐队》主打小人物逆袭的励
志喜剧;《追龙》和《英伦对决》在受众
上过于重叠，都算是典型的“大男主
戏”;《空天猎》和票房过早掉队的《极
致追击》则处于依靠视效的重工业大
片。总体来说，不少观众都说“今年
的国庆档几部电影都很好看”。

烂片“绝迹”，为何票房还是《羞
羞的铁拳》一枝独秀？这是假期特点
所决定的。有专家分析说，《英伦对
决》历史背景厚重、《追龙》香港情怀
浓烈，这些都是比较挑观众的影片，
而它们的主力观影群很多人选择了
出游，这些都让喜剧类型的影片占了
大便宜，更何况两部喜剧口碑也都不
差——当然，由于东北喜剧方式这两
年泛滥，大鹏的《缝纫机乐队》出现了
审美疲劳，也在预料之中。

无论如何，重要档期国产片口碑回
升，对整个市场来说是好事：随着两年
的市场冷处理，很多电影人开始反思，

“创作至上”重新拥有了应有的地位，导
演王晶就是个正面例子。这也让中国
整体电影，未来路子可以走得更踏实。

国庆档口碑创新高

冷处理后 中国电影迎来健康思维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9月份文艺界最重磅的
新闻恐怕还是明星艺人的“限薪
令”。拍影视剧的明星片酬已经高得
离谱了，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了整个影
视剧制作成本的80%，其他的环节预
算基本上都只得能减则减，这已经严
重影响了影视剧制作的质量，所以才
有了“限薪令”。但是这几天，出版界
又开始有人讨论作家“限酬令”。青
年报记者也对此进行了一些调查。

提作家“限酬令”的人其实诉求
很明显。既然说，明星片酬过高，会
影响了整个影视剧的制作水准，那么
图书出版其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现在一些著名作家写手，索要的版税
率逐年提高（版税率指的是作家所得
占一本图书定价的比率，和图书销售
总量有关），成为了一本图书制作成
本的大头，而在图书价格没有办法很
快提高的情况下（读者还不能接受很
贵的图书），出版社利润不断下降，甚
至亏本。所以要限制作家的版税。

据青年报记者了解，一些作家的
版税率确实涨得很快。2006年，当易
中天的《品三国》以14%的版税率花
落上海文艺出版社时，世人瞠目结
舌。因为当时作家的普遍版税率只
有6%到8%。仅仅10年时间，顶级作
家的版税率飞速上涨。现在出版社
和名家谈版税，15%是很普遍的，高
的有18%，甚至20%。

作家版税率达到20%是一个什么
概念呢？按照图书出版的一般成本
来算，人工和印刷成本，一般会占到
图书定价的25%到30%，现在出版社
给网络书店的供货折扣，一般是一本
书定价的50%到 60%，如果作家版税
率达到20%，也就意味着出版社基本
上很少的利润，甚至是没有利润。一

些著名作家的要价，已经成为出版社
不可承受之重。也因为这个原因，在
明星“限薪令”出来之后，出版界很快
有人提出也应该给作家来一个“限酬
令”，规定版税率不得高于15%。

不过对于这种呼声，业内一些专
家表示了一种很谨慎的态度。文学
评论人郭庆红对青年报记者表示，现
在一些著名作家的版税率涨得很快，
这是一个事实。但也应该看到，大部
分作家的版税率还只有8%到10%，10
年之中涨得并不多。而获得版税，是
很多纯文学作家的写作动力之一。
这几年，为了提高作家的创作积极
性，各界都在做着努力，包括大幅度
提高一些纯文学作家的稿酬，呼吁给
作家收入减税等等。如果此时提作

家“限酬令”，会影响纯文学作家的创
作积极性。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出版社愿
意给作家15%、18%，甚至20%的版税
率，那也是心甘情愿的事情。本身也
就说明，在名家效应的影响下，大幅度
飙升的图书销售，还是会给出版社带
来巨额利润。没有哪家出版社会愚
蠢到明知亏本还要接下买卖的地步
（除非出版社是想借名家来打品牌）。

总而言之，现在对于大部分作家
来说，版税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大
部分作家还远远没有达到仅凭版税和
稿费就能过上小康生活的地步，不少
人还不得不找一份工作，白天工作谋
生，晚上写作谈文学理想。所以，现在
谈作家“限酬令”，并不合时宜。

出版界讨论作家“限酬令”

多数作家吃不饱 创作动力从何来

上海国际诗歌节
诗歌爱好者齐朗诵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正在如火如
荼举行的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昨
天迎来了著名法籍华裔女诗人张如
凌。静安区图书馆为这位女诗人专
门举行的“梦中的汗血宝马”诗歌朗
诵专场，朗诵会由“Listen·领声”青
年艺术家及静安白领朗诵沙龙的白
领青年共同演绎，吸引了大批的诗歌
爱好者，为上海秋日的下午注入了浓
郁的诗意。

张如凌曾在中美法三国求学，获
斯坦福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博士学
位。在诗人的身份之外，张如凌是一
位著名建筑设计师。张如凌还曾作
为建筑艺术顾问参与了多个中国大
型项目，如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
术中心等。但是在众多的身份之中，
张如凌最看重的还是女诗人。

昨天在静安区图书馆，上海作协
副主席赵丽宏对张如凌的诗作赞许
有加。他认为，张如凌虽身在异乡，但
她仍坚持用母语来进行诗歌创作，诗
中有对于故土的思念，对于情感的体
悟，还有这曲折的人世间的思考。“张
如凌的诗是中国人的诗，张如凌是一
个真正的诗人。”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张如凌的最重要的诗集都是在上海
出版，包括201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中英对照诗歌合集《法国蓝》、《中
国红》。201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中英文对照版《红蓝如凌》。

而作为上海国际诗歌节的另一
项内容，昨天上午，《上海文学》杂志
社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礼堂举办中外
诗人交流会，并为新出版的《上海文
学》第二届国际诗歌节特刊举行首发
式。《上海文学》的这份特刊中刊登了
受邀来上海参加国际诗歌节所有中
外诗人的诗歌新作，并刊发了有关诗
歌创作的专题访谈和评论。这是
2017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的丰富
读本，也生动诠释了“诗歌是我们唯
一的母语”这一共同主旨。

“一带一路”文化活动
亮相瑞士首都

2017“一带一路·遇见中国”文化
活动昨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市联邦
广场隆重举行，瑞士各界人士和当地
居民约2000人参加了这一活动。

当天，联邦广场上彩旗飘扬，气
氛热烈。舞龙、舞狮、武术、秧歌、藏
族舞蹈、旗袍和民族服装秀等节目轮
流上演。同时，广场四周还搭起了20
余个展台，通过中国书法与绘画、中国
书籍及主题图片展、中国美食、中国茶
艺、剪纸、趣味游戏、中医、中国语言
学习、传统服饰、传统乐器等主题，充
分展示中国灿烂而悠久的文化。

中国驻瑞士大使耿文兵表示，今
年是“中瑞旅游年”，预计今年来瑞士
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有望达到创历
史新高的150万人次。中方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瑞方积极响应。
据悉，7日的“一带一路·遇见中

国”活动是2015年以来在瑞士首都
举行的第三次中国主题大型文化宣
传活动。 据新华社电

纯文学作家仍需要合理稿酬维持品质。

■文化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