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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过了元旦是春节，电影市场也将上演一年一度的压轴大戏：春节档。2022 年春节档

期一度有 13 部影片宣布上映，虽然期间有个别影片宣布撤档，但今年春节档的影片数

还是比 2021 年同期的 7 部影片明显增加，也比近 8 年来 6~8 部的平均片数要高。另一方

面，定档影片涵盖多种题材：喜剧、战争、传记、动画……热闹的场面，让今年的春节档再

次获称“史上最强”。

本报记者 邓崎凡

根据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的统计，2022 年元旦档电影市场

票房达 10.19 亿元，超过 2019 年元旦档 10.02
亿元的票房，位居电影同档期第三高，打响了

2022年中国电影市场“第一枪”。

电影市场苦疫情久矣，2020 年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电影行业遭受重创，在疫情的反复

冲击下，电影市场复苏也几经波折。随着市

场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举措的适应，业内对疫

情发展的乐观期盼，叠加不久前发布的《“十

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政策效应，大家都

在期待电影市场真正的复苏能与这个春天一

起到来。

又一个“史上最强”

疫情之前，春节档曾迎来一个又一个“史

上最强”，直到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将之打断。

2021 年的春节档，在疫情常态化防控背

景下创下新高。数据显示，截至 2月 17日（正

月初六）22 时，2021 年春节档总票房累计超

78 亿元，总观影人次 1.6 亿，累计场次 285.8
万，创中国影史春节档累计票房、人次纪录。

今年的春节档则再次收获“史上最强”的

称号。

根据猫眼数据，1 月 10 日的数据显示，

2022 年春节档共有 10 部电影，除一部之外，

想看人数均已达到上万人，累计想看人数最

高的《奇迹》，人数达到 38.2万人。整体而言，

春节档电影涵盖了喜剧、剧情、战争、动画等

类型，丰富多彩。

此前，春节档影片曾一度高达 13部。“拥

挤”的档期下，有个别影片撤档。1月 5日，原

本的票房大热门喜剧电影《超能一家人》以

“后期工作量巨大，无法按期完成制作”为由

宣布撤出春节档。此后两天，《樱桃小丸子：

奇幻笔记》和《戏如人生》也悄然撤档。

不过，接下来一个月里，还可能有影片加

入。最大的悬念来自《长津湖之水门桥》。作

为中国影史冠军《长津湖》目前票房已突破

57.73 亿元，并且第三次延期到 1 月 16 日下

映。作为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的一举一

动都备受瞩目。在去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

制片方宣布该片会在 2022年上映，但没有公

布具体档期。有人猜测，《长津湖》的延期就

是为了无缝衔接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

“今年春节档，唯一的变数就是《长津湖

之水门桥》究竟能不能赶在大年初一上映，如

果能赶上，整个大盘的形势就会有变化，也许

能创一个新高。”娱乐产业数据服务机构爱梦

科技 CEO雷鸣表示。

需求+政策，复苏基础已具备

对于今年的春节档，无论是业界还是观

众都充满期待。

实际上，虽然疫情有所反复，电影市场已

经逐渐适应了疫情防控策略并逐步企稳。国

家电影局 2022 年 1 月 1 日发布数据显示，

2021 年我国电影总票房达 472.58 亿元，其中

国产电影票房为 399.27 亿元，占总票房的

84.49%。全年总票房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是

2020 年票房总量的 2.31 倍，达到疫情前 2019
年票房的 74%。

业内普遍认为，从需求和政策层面，电影

市场已具备复苏基础。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表示，

“我国电影产业意义上的档期，主要是指春节

档、暑期档，还有这几年逐步稳定下来的国庆

档。”全球电影市场月度票房走势也表明，中

国电影市场存在明显的档期效应。2021 年

假日档期票房贡献率接近 70%，年度票房排

名前十的影片基本都背靠重要档期。

“重点档期的票房仍能屡创新高，背后可

以看出消费者仍然旺盛的档期观影需求。另

外相比 2019年，2021年头部影片仍屡破票房

天花板，可见观众对优质头部内容的需求仍

持续存在。”孙佳山表示。

政策效应叠加，也让业内对电影市场复

苏更具信心。

去年 11 月 9 日，国家电影局发布《“十四

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提出，要努力实现每

年重点推出 10部精品国产电影，票房过亿电

影达到 50部左右，国产影片年度票房占比需

保持在 55%以上，并支持院线公司并购重组，

推动资产联合型院线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到

2035 年建成电影强国。这无疑给电影市场

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好作品是最好的复苏剂

虽然今年的元旦假期票房表现不错，但

也有“叫座不叫好”的质疑。

以元旦期间上映电影《李茂扮太子》为

例，该片元旦档后两日票房呈现 30%左右的

降幅，豆瓣评分仅 4.8分。

好作品是票房表现的基础，也是电影市场

最好的复苏剂。这逐渐成为业界共识。

以 2021 年度为例，春节档和头部影片成

为总票房的最大贡献者。春节档电影《唐人

街探案 3》《你好，李焕英》将档期八成票房揽

入囊中。春节档外，头部影片仍然显示出强

大的票房号召力，主旋律影片《长津湖》以

57.7亿元打破《战狼 2》的票房纪录，成为中国

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怒

火·重案》《中国医生》《悬崖之上》《刺杀小说

家》等头部阵营影片用实力扛起票房重担。

这些影片都获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

从目前已定档期情况看，2022 年的国内

电影市场热闹非凡，各大档期扎堆上映，题

材丰富。“疫情逐渐被遏制，大家期待政策层

面会有所调整。国外则要看这轮奥密克戎疫

情过去之后，何时恢复进入正轨。今年国内

电影市场值得期待。”雷鸣说。

文化新闻文化新闻4 责任编辑：苏墨责任编辑：苏墨

E－mail:grrbwhzk@sina.com2022年 1月 16日 星期日

方寸

夜晚微光，三五好友，唱唱老歌，聊聊

往事……这事想想都觉得美好。

这一 幕 出 现 在 音 乐 综 艺《时 光 音 乐

会》中。不同年代的歌手坐在草垛搭起来

的“沙发”上，借着“年份”这一切口，聊起

岁月中的记忆，有一些过去久远，有一些

尚是不久前，有一些是幸福的，也有一些

是苦涩的，最后都能在音乐中寻找到慰藉

与“确幸”。

“常驻”歌手的选择需要心思，“流量”

歌手行不通的，得有“经历故事与经典作

品”，还要能够碰撞出火花才行。

演艺生涯超过半个世纪的谭咏麟、出

道 30 年的林志炫、在乐坛 26 年的许茹芸、

成名 17 年的张杰、老少咸宜的凤凰传奇以

及低调实力派郁可唯，这些不同年代的歌

手，都有着传唱度颇高的音乐作品。他们

轮流“坐庄”，其他歌手翻唱“庄主”的代表

作。“时光好友”李克勤、任贤齐、廖昌永、孟

庭苇、胡夏等知名歌手应邀而至。

这是一档逆势出现的音乐慢综艺，难能

可贵的是回到了音乐的本初，让音乐作为节

目的灵魂，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能够专心欣赏

音乐的舞台。没有主持人把控流程，没有观

众的欢呼声，没有刻意烘托气氛。大家坐在

一起，伴着旋律或低吟浅唱，或放声高歌，构

成温馨而美好的画面。

从本质来说，这是回到了音乐与人的

纯粹状态，它让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

勾连，也能够让不同年代、不同个性的人因

为某段旋律成为知己。

谭咏麟的《朋友》《水中花》《一生中最

爱》,李克勤的《红日》,林志炫的《蒙娜丽莎

的眼泪》《凤凰花开的路口》,任贤齐的《心太

软》《我是一只鱼》，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泪海》……当这些经典的音乐响起，旋律

在那一刻停驻，而思绪飞到了属于各自的

记忆时光，那里有岁月起伏的痕迹，有人生

百态的感慨，有深深浅浅的心事，有千帆过

尽的释然。作为听众，我们获得的那就是

那一刻的“停驻”与“治愈”。

“被抚慰”，音乐纪录片《中国这么美》

同样有这样的功效。不同的是，音乐人是

流动的，在路上。

每集邀请一支乐队或一组音乐人，比如

五条人、九连真人、康姆士、钟立风&莫西子

诗等。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广东连平、云南

建水、甘肃靖远、福建泉州、江西景德镇……

拜访有情有趣有故事的当地“素人”，吃饭、

喝茶、交谈，跟着走街串巷，体验平淡又美好

的生活。然后，就是放声歌唱。

如导演王圣志所说，“《中国这么美》讲

的是我们的自我安顿，讲的是如何温柔地

与这个世界相处。”很喜欢一个关于节目的

说法，“把红尘拍给你看”——要理解丰富

多彩的世界，要理解深情又多元的生活的

美好，要消除浅薄，要远离颠倒世界，红尘

是最好的修行。

看着节目、听着音乐时，总想找到一个

合适的词句表达那一刻的心绪，一时词穷，

只得喟叹：音乐啊音乐啊，在别人的旋律与

歌词中，最后听到的都是自己的人生。

不甘心词穷，直到偶遇作家余华的一篇

文章，他写道：……有时候，我仿佛会看到

1905年的柏林，希曼诺夫斯基与另外三个波

兰人组建了“波兰青年音乐协会”，这可能是

世界上最小的协会，在贫穷和伤心的异国他

乡，音乐成为壁炉里的火焰，温暖着他们。

多么贴切的比喻——音乐是壁炉里的

火焰，温暖你我。这温暖是无形且强大的

力量，支撑我们度过漫长岁月，哪怕会遇到

肆虐疫情。

电影市场苦疫情久矣，市场企稳叠加政策效应，让人们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

20222022年年，，电影复苏会电影复苏会和春天一起到来吗和春天一起到来吗？？

音乐啊，那壁炉里的火焰音乐啊，那壁炉里的火焰

视 线G

本报讯（记者苏墨）日前，国家文物局通报了切热遗址、玛

不错遗址、格布赛鲁遗址、当雄墓地等西藏自治区的 4项重要

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

噶尔县切热遗址是一处全新世早期旧石器时代旷野遗

址，考古发现连续的文化层堆积，出土石制品为主的遗物

5000 余件，发现火塘、灰坑等人类活动遗迹。一处石制品密

集分布区出土遗物超过 2000件，推测为古人制作石器并原地

埋藏的遗迹，发现石片工业、细石叶工业两种石器技术类型，

推测为两个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遗存，显示古人类在此地至

少经历了两次反复的占领过程，填补了青藏高原腹地距今

8000年至 10000年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康马县玛不错遗址（海拔 4410 米）是一处距今约 4000 年

的史前聚落遗址，考古发现火塘、墓葬等人类生活遗迹，出土

石器、陶器、骨器、蚌饰品、滑石珠、玉管珠等遗物。玛不错遗

址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对建立西藏史前考古学

文化的序列、探索人类适应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过程及策略

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札达县格布赛鲁遗址是一处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

期的遗址。发现早、晚两期墓葬，第一期距今 3600 年至 3000
年，以石室墓为主，反映出畜牧、狩猎的经济特征。第二期距

今 2700 年至 2100 年，以洞室墓为主，出土陶器以夹砂红褐圜

底器为主，多装饰粗绳纹和刻划纹、戳印纹，该类型遗存广泛

见于象泉河中游地区。格布赛鲁遗址对研究象泉河流域人群

的交流与迁徙、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当雄县当雄墓地是一处吐蕃时期的墓地，年代为公元 7
至 9 世纪。考古发现封土墓 52 座，包括石室墓和土坑墓两大

类，墓室外围有茔墙，葬式主要为拣骨二次葬，动物殉牲较为

普遍。出土金银器、珠饰、陶器、围棋子等各类器物 300 余件

（套）。当雄墓地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揭示了吐蕃文化的丧葬习

俗与制度，出土石质黑白围棋子、漆器残片、纺织物等表现出

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证。

此次通报的 4 项重要成果，进一步揭示了青藏高原史前

文化发展的复杂进程，实证了西藏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

本报记者 黄榆

冬日暖阳在绿水青山的掩映下，一幢幢

青瓦白墙的房屋时隐时现。近日，记者来到

云南大理巍山县庙街东山的三家村。刚走进

字汝民家，他就在花台里随手摘了片杨梅树

叶吹奏了起来，一个熟悉的旋律——《我和我

的祖国》，就在小院里飘荡开来。

“树叶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乐器，随手摘下

一片树叶，就可以恣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云南省非遗传承人、民间大师字汝民对记者

说，“春节快到了，外地的游客对我们的吹叶

技艺和彝族打歌有特别浓厚的兴趣。”

彝族打歌也称“踏歌”，是云南省巍山县

分布最广、影响最大也最为普及的一种自娱

性民族民间舞蹈。

字汝民表示，游客在巍山就可以看到“东

山打歌”“西山打歌”“马鞍山打歌”等形式，不

同地域的传承人在习俗、服饰、表演方式上都

有不同，再加上打歌还会运用到笛子、芦笙等

乐器，这就要求不同地域的同一项目传承人

对这项非遗有全面的掌握，而不能只局限于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身为传承人，要在学

习中才能做好‘非遗+旅游’这道加法。”字汝

民说，这将为游客提供别样体验。

“每一片树叶都有自己的魅力，要依靠自

己去感悟。”字汝民说，所有的乐器都经过加

工、调试和完善的过程，符合人体的吹奏习

惯，而树叶完全没经过加工，可能吹奏几分钟

就得换一片，地点不一样，树叶的质感不一

样，吹奏出来的音色也就有差别，而且吹奏树

叶完全没有指法可操练，靠的是吹奏人“天生

的艺能”。

树叶虽然是最简单的乐器，但吹奏起来

并不轻松。“木叶基本只有 2个八度音，吹奏 3
个以上的八度音就非常吃力了。”字汝民说，

“木叶就是簧片，口腔犹如共鸣箱，吹奏者通

过吹气使叶片振动发音。”改变叶片的振动频

率，可吹奏出高低、强弱不同的音色，同时在

变换不同音色时还需要双手、嘴劲、口形等的

控制，才能奏出动人的曲调。

字汝民还将一片小小的叶子吹到了国

外。早在 1987年，他便随云南民族民间歌舞

艺术团前往日本，在东京、大阪、广岛等城市

做巡回演出。最让字汝民难忘的，是 2006年

代表中国民族民间艺人到法国巴黎大剧院演

出，当他在台上吹奏出《友谊地久天长》的旋

律时，全场的观众都打着节拍唱了起来。多

年来，字汝民先后随国家及省州民间艺术团

到美国、新加坡、泰国及欧洲六国做过吹树叶

演出，所到之处，刮起了一阵“吹叶旋风”。

30 多年来，字汝民先后参与各类演出

200 多场次。“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吹

树叶也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非遗项目，让

更多的人去保护和传承下去。”字汝民说。

字汝民：将一片树叶
吹出国门的民间艺人

“考古中国”聚焦西藏自治区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

实证西藏地区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感受“双奥之路”
日前，观众正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参观“传承·超越——双

奥之路中华体育文化展”。本次展览分为“华夏体育·源远流
长”“振兴中华·奥运征程”“双奥之城·举世瞩目”三个部分，通
过中国体育故事传递中华体育精神，彰显中华体育文化的深
厚内涵和别样魅力，提纲挈领勾勒出中华体育文化从古至今
的发展脉络。据介绍，此次展览旨在传播中华体育文化，传承
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迎接北京 2022年冬奥会，助力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艺 评艺艺 评评G

“《作家文摘》2021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出炉
本报讯（记者苏墨）近日，“《作家文摘》2021 年度十大非

虚构好书”终评结果在京揭晓。《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等

11本图书入选（含一本特别推荐奖）。

近年来，非虚构类作品受到国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其观

照现实、洞察历史、建构文化的特质为读者所喜爱。《作家文

摘》从 2012年起就联合广大读者和知名专家，举办“年度十大

非虚构好书”评选活动，在文化界和出版界积聚了良好口碑。

2021 年是国内出版界非虚构作品井喷的一年。本届评

选自 11 月火热启动，《作家文摘》综合一年来本报所推介、选

摘过的几百本图书，并在近百家出版机构推荐的非虚构类作

品（每家限三部）中，筛选出 180 本初选书单。在此基础上编

辑部经过多轮讨论，推举出候选书目 36本。入围作品风格多

样、精彩纷呈，集中展现了 2021 年国内非虚构图书出版的绚

丽多姿。网络投票与终评小组现场投票结果一起以 3∶7的比

例决出最终十佳（具体书目见上图）。

景德镇：“双年展”展出陶瓷之美
近日，“瓷的精神——2021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

在江西景德镇进行预展，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206件入围
作品集中展现了近年来当代陶艺的最新成果。

据介绍，双年展由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景德镇陶瓷大学、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和国际陶艺学会共同主办，倡导陶瓷的新
材料、新工艺、新观念在新时代的全新表达。展览将于2月28
日正式开幕，持续到3月18日。图片为陶瓷作品《锦灰堆》。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青海玉树发现古岩画遗存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

县文联历史文化研究团队在玉树州通天河中游藏娘地区新发

现一处古代岩画群落，现场统计岩画个体共 191幅，这也是首

次在玉树州通天河中上游地区发现古岩画遗存。

据介绍，这组新发现的岩画有组合岩画和单体岩画，保存

完好，内容丰富，主要以通体敲凿牦牛图案为主，有少量鹿和人

物图形，也有较晚期的摩崖造像。早期岩画进一步贯通了通天

河上下游上古时期密切的文化关系，明晰了古人类迁徙轨迹。

晚期的一幅摩崖造像，对玉树历史变迁、发展有着很高的研究

价值。青海玉树通天河岩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截至目前，

称多县文联研究人员在通天河流域发现古岩画已达3000多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