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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执导的2022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备受中外观众好评，
这也为他的新片《狙击手》带来
利好影响。 该片在大年初五当
天拿到超过5000万元票房，单
日票房创开画以来新高，这也是
春节档八部新片中唯一一部票
房连续三天逆跌的影片。按照
电影市场的常规走势，长假期间
影片票房一般呈现下跌趋势，如
果有电影票房反而上涨表现强
势，就可以称为逆跌。

大年初一正式上映的电影
《狙击手》可以说是与2月4日立
春举办的冬奥会开幕式同档期，
早在之前的采访中，张艺谋就谈
到过近几年和“冰雪冬天”的缘
分，忙于《狙击手》拍摄与冬奥开
闭幕式筹备的他表示：“感受最
深的一点，就是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那句‘把青春献给祖
国’不是随便讲的。众多志愿军
战士为抗美援朝这场伟大的战
争付出了生命，才有了我们的今
天，也才有了今年冬奥会在北京
的召开。”

而两场跨越72年与冰雪密
不可分的故事，用不同的形式与
内容，呈现出了同样的匠心和精

彩。同时，张艺谋也将冬奥会
“一叶知秋”的美学理念融入影
片，在春节期间展现了一次独特
的“冰雪两重奏”。《狙击手》以极
致的白以及战场的焦黑与鲜血
展现残酷的朝鲜战场，同时不着
墨于大场景的激烈的战争碰撞，
而是以小切口展现伟大的抗美
援朝精神，简约而不简单。

冬奥会开幕式上，被亿万观
众盛赞的“简约、空灵、浪漫”的
特点，在电影《狙击手》中同样能
找到美学共性。纯白的雪，鲜红
的血，漆黑的枪，没有狂轰滥炸
的特效场面，取而代之的是枪枪
精准的致命击杀。在敌我军备
差距悬殊的朝鲜战场上，“子弹
很重要，敌人必须死”是志愿军
狙击手们坚守的准则，也涌现了
许许多多如邹习祥、张桃芳一样
的“神枪手”，正是他们将青春献
给了祖国，才守护了如今的安宁
盛世。

截至2月7日17时，《狙击
手》票房已破2.8亿元。该片是
张艺谋导演首次进军春节档，虽
在上映前几日遭遇排片遇冷等
不利困境，但凭借良心制作与逐
渐高走的口碑，以及冬奥会开幕

式超高好评，在超380万观众的
选择与支持以及自发口碑推荐
下，排片、票房、场均人次逐步上
扬，成为春节档唯一连续三天票
房逆跌影片。电影中险象环生、
悬念迭起的故事，始终牵动着观
众的心，展现了有血有肉有勇有
谋的志愿军战士鲜活形象。

2月6日，片方还发布了“狙
击五班等你回家”正片片段，在
狙击五班年轻战士大永眼含热
泪的肃穆敬礼下，画面定格，伴
随着韩红温暖又蕴藏力量的《回
家》歌声，狙击五班战士黑白相
片缓缓出现，一张张照片定格着
他们青春的笑容和英勇冲锋的
身影，一个个年轻又稚嫩的脸庞
浮现又消失。

“大永18岁”“胖墩21岁”
“亮亮19岁”“小徐18岁”……
这群平均年龄不过20岁的志愿
军战士，将他们的青春定格在了
朝鲜战场上，守护了祖国的繁华
与安宁，一张张黑白照片、一个个
鲜红名字与年轻的脸庞，似子弹
般直击人心，引发无数观众落
泪。不少网友被狙击五班战士们
伟大的牺牲精神所感动，“哭湿口
罩”“哭到崩溃”成为评论高频词。

近日，由广东广播电
视台摄制出品、以粤语为
主要语言的当代家庭生活
题材电视系列短剧《外来
媳妇本地郎》播出突破
4000集，并计划向5000集
目标挺进，一时成为舆论
热点。该剧自 2000 年 11
月开播，历经 21 年无间
断，成为中国播出时间最
久、播出集数最多且收视
率、影响力、经济效益俱佳
的家庭情景系列电视短
剧。这一在中国电视剧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引发了业界广泛关注，也将
长剧话题引入大众视野。

说起长剧，人们会想到
的大多是《我爱我家》《家有
儿女》等十几年前的作品，
而近些年仍在播出的长剧
却凤毛麟角。长剧需要雄
厚的资金投入、长远的制作
规划、长效的播出机制。在
当下产业生态下，要几十年
如一日沉下心来耕耘一部
作品，非常困难。与中国当
下电视剧生产拍完再播的
主流模式不同，长剧大多采
取边写边拍边播的模式。
这样虽然可以更迅速地反
映舆论热点、社会动态，及
时根据观众意见和市场反
馈调整改进创作，却对电视
剧生产者的艺术功底、电视
剧制作方的创作决心乃至
电视剧工业化生产水平提
出了更高要求。

健全成熟的电视剧工
业体系应囊括一定数量的
优质长剧。对于出品方来
说，长剧在漫长时间内形
成的巨大品牌效应，是一
般体量的电视剧无法比拟
的。长剧在培养作品与观
众的约会意识同时，也加
强了电视台与观众之间的
收视惯性和用户黏度。

怎样才能创作出优质
长剧？分析《外来媳妇本
地郎》，或可窥得一二。长
剧应架构具有延展性的故
事框架，为人物走向和关
系结构留下广阔空间。《外
来媳妇本地郎》的创作者
以广东普通人家康家两个
老人、四个兄弟和他们分
别来自不同地域的媳妇以
及亲朋好友、同事邻里之
间的故事展开。作品设置
的主要角色在职业、性格
上都颇具代表性。每个人
物都有善良的本质，又都
有这样或那样的小毛病、
小烦恼，使不同观众都能
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长剧要常演常新，还
应根据时代发展趋势适时
调整创作方向。一开始，
《外来媳妇本地郎》抓住
“外来”与“本地”碰撞这个
戏剧冲突点。这种设置表
现了剧作诞生之初的时代
背景——改革开放初期，

大量外地人涌入广东，参
与那里的社会生活，广东
人与外地人乃至外国人组
成家庭的情况越来越多，
随之带来矛盾和困惑。《外
来媳妇本地郎》借助带有
喜剧色彩的生活剧形式，
表现这一社会现象，在当
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不过，随着城市化、全球化
发展，人口流动愈发频繁，
地域差距日益缩小，之前
看似巨大的差别在现代人
眼中已习以为常。创作者
发现“外来”和“本地”的冲
突设置已不适用于当下的
收视氛围，转向寻找新的
戏剧生发点。在展现康家
内部的故事中，四个儿子
生育了各自的孩子，这些
诞生在世纪之交的第三
代，展现出不同于父辈的
生活理念，他们的视野更
大，更具有开拓精神。创
作者的视野还从聚焦家庭
内部，延伸到昌盛街居民
如何和谐共处，守望相助，
共同迎接新变化、应对新
挑战的故事。大到社会发
展变迁，小到具体新闻热
点、政策出台，该剧的剧情
变化和现实趋势相辅相成，
表现出宏大的文化视野。剧
中的人物也伴随观众经历世
事变迁，长大、成熟、老去。
这正是长剧的与众不同之
处，即进程式演绎生活、伴随
式观看作品、养成式培养观
众，打造影像生活史。

长剧还需持续释放正
能量。纵观电视剧发展历
程，那些靠奇观化的狗血
剧情制造话题的作品也许
播出之初，能吸引舆论一
时的关注，口碑收视却往
往高开低走，艺术生命力
短暂。而长剧大都以积极
向上的态度铺陈剧情，将
生活中的美好善意娓娓道
来。如《外来媳妇本地郎》
没有陷入用婆媳大战等刻
意强化冲突、制造焦虑的
窠臼，而是在老百姓细碎
平实的日常中发现闪光
点，展现生活温情的一
面。这大大提升了观看舒
适性，使作品细水长流，持
续散发思想感染力。

中国需要更多优质长
剧，树立更多电视剧品牌，
这是当下中国电视剧产业
化进程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然，长剧不能局限于《外
来媳妇本地郎》这一种样
态，还可以开发历史长剧、
职场长剧等多种样态。不
过，不管是哪种样态，都要
求创作者耐得住寂寞，经受
住考验，以持之以恒、精益
求精、与时俱进的奋斗精神
投入创作。唯有用热情和
匠心浇灌，才能培育出中国
电视剧百花园中花期长的
优质品种。 据《光明日报》

《狙击手》票房为何逆袭？
□杨帆

中国需要
更多优质长剧

□李蕾

“‘我们永存’，书籍说，即使
书页被撕扯，或者文字被呼啸的
火焰舔光。书籍比我们持久，我
们纤弱的体温会和记忆一起冷
却，消散，寂灭……”。

对于不少爱好文学的朋友
来说，当看到以上的词句浮现
时，脑海中会想到美籍波兰诗人
切斯瓦夫·米沃什的短诗《但是
还有书籍》。不过当下，人们说
起《但是还有书籍》时，也许谈论
更多的，是一部讲述了形形色色
的写书人、做书人、爱书人、读书
人故事的同名纪录片。

近日，《但是还有书籍》第二
季在B站上线播出。同首季一
样，该系列纪录片仍保留了每集
30分钟左右的篇幅长度，且不
过6集的总集数。但更为重要
的是，该纪录片似乎正在打破所
谓的“续集魔咒”。截至当下，第
二季在某书影音评分网站的分
数，达到了9.5的高分，高于第一
季的9.1分。要知道，在现在的
影视市场中，第二部的评分口碑
高于首部作品的确实比较罕见，
更别说两季都保持在9分以上。

一部以书籍为主题，以阅读
为故事的纪录片，为何能获得如
此高的评价？因为无论怎么看，
过于冷门的题材和小众的切口，
加上阅读碎片化的时代潮流袭
来，都让这部纪录片成为了一部

“不太合时宜”的作品。但出乎
人意料的是，该片在开播后获得
了不少年轻人的共鸣，更拿下了

“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最
佳电视纪录片奖，收获了来自业
界与观众的双重认可。

要将一个“冷门”的题材拍
好，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再加
上阅读的概念抽象，不少人提起
阅读，总将其赋予极为高深的意
义和厚重的观念，让观众“望而
却步”。《但是还有书籍》的精妙
之处，就在于其在“举重若轻”之
间，道出了阅读的魅力与书籍的
美妙。

不遗余力挖掘新人且“不择
手段”推荐作品的秃头编辑朱
岳，编完一本书换一副眼镜；“开
一辆书车行走中国”的80后夫
妻；从业五十五年，见证中国书
籍设计变革与发展的宁成春
……在这部纪录片中，虽有不少
在书籍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人
物，但没有去讲述名家作者的创
作历程，去解析经典名著的背后
故事，或是还原珍贵古籍善本的
修复过程。片中选择的人物，更
多是那些对书籍怀抱热忱的编
者、创作者、爱书人，是无数渺小
而鲜活的“小人物”。他们关于
书籍的日常，或枯燥或重复，或

有趣或跳脱，而共同的是对于书
籍的热爱和执着。

该纪录片第二季中，仍延续
了这样的人物选择。譬如回到
草原上建立了第一所公益图书
馆的95后久美，为家乡的孩子
们打开了一扇广阔的窗口；国家
图书馆一名普通馆员顾晓军，在
书籍中自学了法语、意大利语、
古希腊语等十几种语言……片
中选择了更为新鲜有趣的视角，
和不同类型的人物故事，让观众
对于书籍的认知，不再局限于作
者、编者与读者，而拥有了更为
丰富的理解层次。

在快时代之下，阅读的空
间、时间被不断挤占乃至变得狭
隘。而《但是还有书籍》的诞生，
似乎是对“人们为什么要阅读”
的一种强有力的回答与探讨。
正如这部纪录片片名的灵感来
源，短诗《但是还有书籍》所言：

“但是书籍将会竖立在书架，有
幸诞生，来源于人，也源于崇高
与光明”。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李雨心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赢得了极好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