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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真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回首2017年的中国电
影市场，国产影片占据了 53%的比
重，由于华语文化审美的独特性，相
比部分被高度“好莱坞化”的电影市
场，这是个还算可喜的成绩。不过，
其中也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前些年
靠老牌名导支撑的市场，如今已越来
越是年轻导演甚至是首次执导者的
天下，他们在国产电影前十票房中占
据了六个席位。新老导演更替，已经
在市场的主导下完成了？

新导演渐渐扛起大旗
2017年国产电影的票房前十位，

分别是《战狼2》（吴京，56.83亿元）、
《羞羞的铁拳》（宋阳、张迟昱，22.09亿
元）、《功夫瑜伽》（唐季礼，17.49亿
元）、《西游伏妖篇》（徐克，16.52亿
元）、《芳华》（冯小刚，11.87亿元）、
《乘风破浪》（韩寒，10.46亿元）、《大
闹天竺》（王宝强，7.56亿元）、《悟空
传》（郭子健，6.97亿元）、《追龙》（关智
耀、王晶，5.76亿元）、《情圣》（宋晓飞、
董旭，5.49亿元）。其中，唐季礼、徐
克、冯小刚、王晶的电影，是老导演，其
余的6席，全部是新导演。

虽然说在2017年的总体票房前
十中，5部国产电影里只有2部是新
导演执导，但他们包揽了冠亚军，而
且两者合计79亿元的票房，已经是
后面8部的总和。新导演不是2017
年的新鲜词，但“新导演成功”现象却
越来越密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资深电影人陈庆奕此前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分析说：“喜剧、动作、武侠、魔
幻、爱情等题材都有卖座的案例，但
观察市场可以发现，中国电影观众的
消费观念还是比较实在的，对于一部
大片来说，台前幕后阵容好是值票
价的，题材新鲜有惊喜是值票价的，
场面特效震撼是值票价的，品质有口
皆碑也是值票价的。中国观众善于
比较和琢磨，中国电影的未来更要经
得起比较和琢磨才行。”

他的意思是，中国观众现在已经
不迷信大导演、名导演了，一部电影，
如果内容足够吸引到自己，那就会买
票支持，如今传播渠道那么多，好片
或者烂片，经常是迅速就能见分晓，
观众变得越来越理智。

其实，不仅仅是在商业片上，去
年不少文艺片、纪录片，也都表现抢
眼，一些市场上可能知名度不高的电

影，但凭借小众的口碑，也是有盈利
的。比如李雨禾的首部作品悬疑片
《提着心吊着胆》，成本才200万元，
最后1300万元的票房足够惊喜。

对于新导演涌现这一现象，光线
传媒总裁王长田表现得相当乐观。

“我前两年一直说中国缺两三百个成
熟的导演，现在看来，改变的速度很
快，一年出来二三十个没有问题。”在
他看来，导演人才短缺的问题，将在
五到十年内得以解决。而金马奖上
拿最佳剧情片的《八月》导演张大磊
则理智地表示：“说新导演影响了电
影市场和电影文化，这都是事后的分
析。但只要大家还在坚持拍电影，不
论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认真完成作
品后，振兴国产片是必然结果。”

老导演遭遇滑铁卢？
相比于众多新导演的意气风发，

老导演似乎成了尴尬的存在：名气巨
大，但票房和口碑往往遭遇滑铁卢。
典型的是吴宇森，他将事业中心转移
回华语片后，市场并不怎么买账，当
年的《太平轮》巨星云集，票房却极其
惨淡；去年上映的《追捕》，也仅仅
1.05亿元票房。

前不久，陈凯歌的《妖猫传》上
映，画面极具审美特色，视觉特效也
做得不错，很多人都认为是他这些年
自《无极》以来表现回升的一部作
品。当然，更让人关注的是，这部中
日共同投资的电影，日方宣传时直接
打出了“150亿日元投资（约合人民
币9.7亿元）”的噱头——这在日本被
电影界疯狂转发，因为日本投资10
亿日元就算大制作了。曾以《神秘马
戏团》在柏林电影节获奖的日本导演
园子温在此新闻下连发九条推文，直
言自己“没有活路了”——“中国新人
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平均预算就超过
10亿日元，演员的酬金更是惊人；从
第一部作品开始，我拍电影也有25
年了，现在依旧拍着预算只有三五千
万的日本电影；10亿日元的成本在
日本就能算史诗级巨作了……而在
美国和中国，10亿日元绝对是低成
本制作；之前一直待在中国，昨天才
回来。中日两国在电影产业上投入
的钱悬殊太大了，我被惊到了。”

然而，《妖猫传》上映13天，至今
票房才5.01亿元，想靠票房收回投
资，它的票房得卖到30亿元！这一
目标，无论如何是完不成了——当
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投资里，包含了

旅游城开发项目，“羞于谈钱”的陈凯
歌导演，并不完全指望票房。他为此
还自比托钵僧，称别人往钵盂里扔不
扔钱，他都是不惊不喜。

老导演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得
罪”了观众？面对这一现象，不少人
也在反思。“名导找投资，相比新人导
演要轻松很多，所以，他们有时候太
不把观众当回事。而且，成名导演相
对来说，更为固执，面对市场，他们不
愿意放弃自己认为对的东西。”一位
制作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而北
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指出，新
生代导演往往比父辈导演更自觉地
在商业诉求和艺术表达间求平衡，以
期望更好的发展前景。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老导演都一
意孤行，王晶在《追龙》时的表现，让
很多人都惊叹“原来王晶认真起来拍
得这么好”；冯小刚的《芳华》，虽然因
为波折提高了观众们的好奇度，但它
本身的质量，也确实足以推高它成为
冯小刚本人的最高票房电影。

新老导演还要比拼稳定和底线
仅仅在几年前，中国电影产业还

是依靠大导演支撑，冯小刚、张艺谋、
陈凯歌、姜文轮流坐庄，同时，吴宇
森、徐克、周星驰、陈可辛等一批香港
大导演也是票房主力军，这一度引发
业内感叹中国电影导演严重青黄不
接。但现在，大家都在聊的话题却是
改朝换代。其实，青黄不接未必就已
过去，改朝换代也无需太极——新导
演折戟的更多，老导演相对来说，仍
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线上。

处女作《煎饼侠》曾经卖出了十
几亿元的导演大鹏，《缝纫机乐队》就
只有4.58亿元票房，虽然他说自己这
两年“很努力地学习了导演，感觉水
平提升了很多”。中国的电影观众越
来越理智，他们并非只靠“新旧”来区
分导演，他们需要的是作品。

更何况，好莱坞的威胁并未远
离：2017年有一个现象是，只要有好
莱坞大片的月份，国产片票房都很一
般；尽管前10票房中有5部国产电
影，但在第11-20这一阶梯，只出现
了2部国产电影，也就是说，前20名
中只有7部是国产片，更重要的是，
这7部全部出现在暑期档、贺岁档和
春节档等传统国产电影保护月中。

我们不可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妄
自尊大，新导演老导演，振兴中国电
影的任务仍然艰巨。

2017中国电影导演盘点

观众买不买账 名气不是第一位

中国电影市场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后起之秀。

法国年观影人次
创50年来第三高

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昨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7年法国观影人次达
2.092亿，达到50年来的第三高位，已
连续4年超过2亿。

2017年，好莱坞电影在法国的
市场占有率有所下滑，法国本土电影
则实现三连增。

数据显示，法国本土电影观影人
次达7800万，市场占有率由2016年
的35.8%上升至37.4%。美国电影观
影人次减少8.6%至1.02亿，市场占
有率由2016年的52.4%降至48.8%。

2017年法国最受欢迎的是两部
美国影片《神偷奶爸 3》和《星球大
战：最后的绝地武士》，分别以560万
和520万高居观影人次前两位。《疯
狂特警队》则凭借460万观影人次问
鼎法国本土电影冠军。 据新华社电

去年北美电影票房
总收入史上第三高

根据美国相关专业统计机构日
前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7年北
美电影票房总收入达111.2亿美元，
比2016年的历史最高票房收入下降
约2.3%，并略低于2015年，创下史上
第三高的佳绩。迪士尼公司则蝉联
北美年度票房收入冠军。

康姆斯科分析公司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去年北美全年票房虽未保
持继续增长势头，但总额仅次于
2016 年创下的历史最好票房成绩
114亿美元以及2015年的111.4亿
美元。

根据专业票房统计网站美国票
房网的数据，去年仅新上映8部影片
的迪士尼公司夺取了北美全年总票
房约21.2%的份额，继续领跑北美年
度票房。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去年新
上映了20部影片，约占北美全年总
票房的19.1%。排名第三的环球影
业去年所占份额约为14%，新上映影
片16部。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索尼
影业则分列第四、第五位，所占份额
分别约为11.9%和8.8%。

迪士尼公司的精品战略继续获
得成功，新上映的8部影片在年度票
房收入前五名中占据了3席。其中，
最新一部星战影片《星球大战：最后
的绝地武士》上映仅半个月，就取得
了5.33亿美元的票房成绩，一举成为
2017年北美年度票房收入最高的影
片；真人版《美女与野兽》收获5.04亿
美元，为北美年度票房收入第二高的
影片；另外一部影片《银河护卫队2》
以3.89亿美元排名第四。前五名中
的另外两部电影分别是：华纳兄弟的
《神奇女侠》，以4.12亿美元排名第
三；索尼影业的《蜘蛛侠：英雄归来》
以3.34亿美元排名第五。

康姆斯科分析公司的票房分析
专家保罗·德加拉贝迪安对新华社记
者说，去年北美票房总收入能突破
111亿美元实属不易，尤其是经过了
一个惨淡的夏天。2018年如果想继
续把观众从家中吸引到电影院来，好
莱坞必须创作出更多能带来新鲜感
的影片。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