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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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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票房再创新高，让从业者们对今
年的电影市场充满信心。但在网络上，却意
外爆发了一场论战。歌手薛之谦在社交平台
发布观看《飞驰人生2》时的屏摄照片（注：用
手机拍摄的电影画面），引起全网热议。

支持薛之谦的人（大多是他的粉丝）认
为此举没有什么不妥，是在为电影做宣传。
但董润年、邵艺辉、路阳等电影人则发文表
示，屏摄是不文明行为。

近年来，国家版权局、广电总局、央视电影
频道等陆续牵头，发起众多反对屏摄的倡议，并
制作了院线贴片公益广告，但效果甚微。此次
屏摄事件的讨论中，甚至有网友狡辩称，法律只
是禁止“录音和摄像”，并不禁止拍照。

导演贾樟柯写过一段话：“我愿意静静
地凝视，中断我们的只有下一个镜头、下一次
凝视。”如今，中断观众在影厅里凝视的，是突
然响起的快门声和爆闪的闪光灯。

一些屏摄的观众表示，这么做是希望给
自己留个纪念，看完电影后发个朋友圈刷刷
存在感，并不会涉及到商业用途。

今年春节档冠军《热辣滚烫》放映到高
潮剧情时，当贾玲成功瘦身50公斤并出现在
大银幕上，很多观众会在惊讶赞叹的同时，拿
起手机拍摄记录下那一刻，追逐一下话题热
点。“让别人知道我看过”——这也是观影这
种文化行为给其带来的“文化收益”。

对于电影宣发公司来说，屏摄这样的行
为也让他们感到矛盾。一方面，业内人士自
然知道这样做不妥；另一方面，带照片（特别
是影片画面）的宣传，或许也是最直接的“自
来水”式宣传，能够发挥更大的营销作用。

可是，如果这样的屏摄行为不被阻止，
甚至被认定是为影片做正面宣传，那就突破
了基本的底线，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都会出
现。比如今年的春节档，电影院盗录现象再
次沉渣泛起：有人在影厅开直播，全网同步直
播院线电影；有人还去柏林电影节现场屏摄
电影，堂而皇之发在朋友圈里。

有网友说，今年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
讲述的是关于“正当防卫”法条背后的公理人
情，张艺谋导演应该再拍一部影片来普法：究
竟什么是知识产权？该如何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电影经过多年的曲折发展，逐渐走
入了以内容为王的佳境，并得到了越来越多
观众的认可和喜爱。优秀的电影，应该在电
影院观看，无论是片方还是影院，都应该站在
屏摄的对立面，坚决制止这一行为。作为观
众，也应该文明观影、尊重电影创作者，增强
法治意识——从拒绝屏摄开始。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电影放映中途举
起手机拍照或录像的这种行为不但损害其他
观影人的权益，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起
码在屏摄那一刻，我们肯定是无法百分之百
享受电影的。

让我们更多地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手
机来感受电影的美妙吧。 据《杭州日报》

《熊出没》的主体故事并不复杂，
它用夸张的卡通手法讲述了光头强与
森林保护者熊大、熊二之间的搞笑对
决，是一个保卫家园、完成梦想的励志
故事。截至目前，《熊出没》动画版已
播出18部共1066集，深受小朋友欢
迎。但难得的是，这个IP已经逐渐从
低幼动画拓展到电影、文创、游乐园等
多个产业领域。

《熊出没》系列电影的成功，首先
离不开“守正”。从第一部到第十部，
角色在不断成长，主题在不断变化，电
影情节和故事梗概各不相同，但是欢
乐、亲情、友情、家庭和爱等内核始终
没变，熊大熊二和光头强的“铁三角”
人物关系没有变。主角们传递的正能
量，是家长愿意让孩子们“追剧”的重
要原因。

创新，是《熊出没》系列电影成功
的另一主要原因。10年间，熊大、熊二
和光头强陪伴无数观众成长的同时，
其自身也在成长。每一年，创作者都
能创作出体现时代特色的新故事。比
如，又懒又馋的熊二，蜕变成了大英
雄；“绞尽脑汁”伐木为生的光头强，有
时摇身一变成了森林导游，有时是奔
波在高楼大厦间的上班族。光头强的
造型越来越好看，熊大、熊二的毛发越
来越真实，体现出国产动画技术的不
断精进。

此外，《熊出没》系列电影还在不
断平衡成年观众和儿童观众的审美需
求，既让儿童看得懂，也给成年人留下
了足够的思考空间。2023年，27%的
成年观众自发走进影院观看该系列电
影。现在的《熊出没》已经不仅仅是适

合春节假期的“合家
欢电影”，其受众圈层也在不断扩大。

拍好一部电影不难，但要持续10
年拍好一系列电影，在我国影视界并
不多见。《熊出没》的成功，生动诠释
了何为“十年磨一剑”，也给国内影视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借鉴和参
考。同时，它的成功也让我们相信，
坚守阵地、持续深耕，前方就会是星辰
大海。 据新华社

尊重电影
从拒绝屏摄开始

古稀之年的张艺谋去年凭借《满江红》和《坚如磐
石》分别夺得春节档和国庆档的票房冠军后，今年春节
他又推出了电影新作《第二十条》。身先士卒为电影做
宣传的他表示，求新求变是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

现实主义题材是张艺谋一直以来
情有独钟的，他在1992年拍摄的《秋菊
打官司》和1999年拍摄的《一个都不能
少》就是这样的佳作。

“我拍的电影中主人公都有一根
筋的特点，性格上有点轴，很像陕西人

的性格。”张艺谋认为，正是这种不
撞南墙不回头的固执和坚持，产
生了强烈的戏剧性和心理冲击
力，故事就会有意思。

《第二十条》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
这两部作品的风格。影片名取自《刑
法》第二十条规定，聚焦“正当防卫”这
一热议法条，讲述了基层青年检察官
韩明（雷佳音 饰）、吕玲玲（高叶 饰）
顶住重重阻力，追根溯源还原案件真

相，只为守护公平正义底线的故事。
在张艺谋看来，作为国内第一部

以“正当防卫”为题材的影片，故事涉
及的公平正义，跟老百姓的生活息
息相关，“中国文化传承的深厚底
蕴，让每个中国人的本性中有追求
公平公正的朴素认知”。正如片中
一句台词说的，“我们判的不是案
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而这正是电影
想要表达的主题。

《第二十条》里张艺谋尝试将喜剧
与严肃的法律议题结合起来，他说：“一
方面是因为春节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
是希望能够创新出有一定风格化的东
西。我想让观众的情绪像坐过山车一
样来回起伏，再代入现实主义，让大家
能共情。”

之所以这样做，源自张艺谋在艺术

表达上的创新精神。虽然《第二十条》
涉及凶杀、打架、跳楼等案件，但观众看
片时却也有笑出声的时刻。其中有一
场戏，韩明约同事、前女友吕玲玲在一
家体验室谈话，韩明戴上眼部按摩仪躺
在椅子上，看不见对方。碰巧妻子李茂
娟看到了他们的举动，误以为两人旧情
未了，趁着吕玲玲中间出去接电话，自

己偷偷躺在丈夫身边，于是上演了一场
让人捧腹的对话。

至于创新的成败，张艺谋拥有一个
良好的心态：“创新是很冒险的，要想不
断地创新，最大问题是不能太爱惜自己
的羽毛，不能做过多的自我人设。我的
电影风格五花八门，这可能也是我的天
性使然。”

张艺谋笑称，自己是天生的“劳碌
命”，就是喜欢不停地工作。“如果几天
没有事做，就会觉得于心不安。”

他至今依然珍藏着年轻时买的第
一台海鸥牌照相机，那是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他在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时省吃
俭用花了180多元买来的。为了拍出
好照片，他曾十几次徒步上华山拍摄取
景。直到现在，这台相机依然被张艺谋
在重要时刻拿出来招待朋友，比如在

《满江红》的编剧陈宇生日时，他特意用
这台老相机为他拍照留念。

几十年来，张艺谋在艺术的道路上
创新求变。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他每
天只吃一顿饭，快走五公里，风雨无阻，
他旺盛的精力让很多青年演员都自叹
不如。“当导演，我是活到老学到老”，这
是张艺谋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虽然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繁荣，
但张艺谋依然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

的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是不够
的，这跟我们大国的身份不太匹配。
相比‘讲出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
事’更难。通过电影的方式，让世界
看到中国人是什么样子，是我心中的
梦想。”张艺谋说，“拍一部好电影很
难，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如果每
个人都能做得好一点，中国电影整体
就会好一点。”

王金跃

10年总票房超过70亿元

“熊出没”凭什么？
截至2月21日零时，春节档上映的动画电影《熊出没·逆转时空》票房

已突破16亿元。从2014年至2024年，《熊出没》系列一共创作出了10部
电影，总票房超过70亿元，稳居国产动画电影首位。面对国际动画巨头，
这个看上去有些“土”的国产原创IP是如何把路越走越宽的？这匹黑马，对
于文化产业创新又有哪些有益启示？

文明观影，拒绝屏摄。图据新华社

话语

电影主题跟百姓息息相关

用喜剧形式包装严肃话题

“讲好中国故事”是心中梦想

张艺谋张艺谋：：
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样子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