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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兵

电影《人生大事》为疫情下沉寂的国内电影市场打了

一针强心剂。

乍看“人生大事”字眼，很少人会联想到死亡，但这部

电影讲述的就是殡葬行业的故事。由于传统文化忌讳谈

论“死亡”，丧葬题材在国内电影中鲜有涉及。说起死亡，

往往令人心情沉重，但又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面对

的。电影讲述一位丧葬从业人员的故事，通过他所遇到

的人和事，展现出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怨，透过主

要人物之间的冲突和对话，将死亡这一话题呈现在观众

面前。

主人公秉性暴躁、与家人关系紧张，直到父亲告诉他

早逝的二哥是因为打捞死去小孩的尸体而亡的事实，一

字一顿地说：“人生除了生死，别无大事。”他才终于理解

了父亲，释怀了与父亲多年的矛盾。

主人公在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外婆去世的孤儿小文，

两人最终成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特殊“父女”。在彼此

温暖的亲情交汇中，二人实现了各自的人生救赎。主人公

对于小文的接纳，实际上是主人公个人的成长轨迹。他从

一个迷茫的青年变成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父亲”，体悟到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看到不同的死亡，主人公明白了生活的意义。正是

在小文的姥姥、情敌、父亲的殡葬仪式上，他才开始逐渐

审视自己的人生。不是别人口中的“吃死人饭”，而是在

帮助活着的人走出人生的“阴霾”，最终他与自己殡葬师

的身份和解。而主人公及其周遭起初对殡葬的偏见也

恰是大众对于死亡的忌讳与隔阂，人们透过主人公的视

角接触死亡、理解死亡，再带着这份郑重重新审视自己

的人生。

直视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好当下，更好地理解人生

的意义所在，这是作品试图传递的主旨。这种意义不在

于金钱利益，而在于同亲友的真挚感情。人们看到，每一

个生命都不会因为死亡而完全消逝，一份真挚的情感不

会因为生死的距离而有所削减，而自己也在努力淡然地

面对死亡。

电影中呈现的死亡，有轻盈如小文心中的“一股烟”，

也有浪漫如最后的星空中的烟花。不避讳对于死亡的讨

论，是对于生命的尊重。也唯有参透死，才能真切地感受

到生。我们需要尊敬死亡，尊敬每个人都会走到的终

点。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提醒着活着的幸运和当下的

可贵。而如何坦然地接受亲人或朋友的离去？如何与生

活的苦难和解？如何淡然面对自己的死亡？大概是我们

所有人需要用一生去学习的课题。

近来几部叫座的电影，如《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

李焕英》等，并非宏大叙事的题材。观众似乎需要这类

通过质朴而又动人的故事呈现的作品，来寄托我们平素

无处可寄的情感与牵挂。疫情发生以来，更让人们对于

死生意义有了更多的思考。因此，用心地讲好故事是电

影收获成功的密码。电影是心灵的艺术，只有沉下心来

探索作品和大众之间的情感连接，找到共鸣，方能行稳

致远。

直视死亡，
才能活好当下

阅 读 提 示
6月 10日，《侏罗纪世界 3》率先开启今年暑期档，票房持续接近 10亿元。6月 24日上

映的影片《人生大事》，14 天后突破 10 亿元票房大关，成为春节档之后票房最高的国产

片。对于受疫情反复冲击、状态低迷的市场而言，这算是提振信心和动力的好消息。

7月1日，抗疫电影《你是我的春天》上映，成为下半年的第一部国产影片；2日，讲述8位

普通人攀登珠峰的纪录电影《珠峰队长》紧随其后；8日，港片《神探大战》、入围柏林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的艺术片《隐入尘烟》同期上映；15日，黄渤主演的奇幻合家欢电影《外太空的莫扎

特》在备受瞩目中上映；由许鞍华等7位香港导演联合执导的《七人乐队》将于29日上映……

受疫情反复冲击、状态低迷的电影市场，下半年亟须高质量影片注入活力和动力

生存下去，就有更多机会
本报记者 陈俊宇

“在缓慢地复苏。”7 月盛夏，内地电影市

场经历过一场“寒冬”，正在回暖。

171.79 亿元，上半年内地电影市场总票

房定格在这个数字。相较于去年同期内地市

场 275.68亿元的收入，票房降幅高达 37%。

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

曙光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对 2022 年下半

年的电影市场，目前来看没有太多的乐观理

由，但我们仍然抱有期待，希望有一些高质量

的影片，尤其是头部影片，为电影市场注入活

力和动力，让电影人看到未来。”

遭遇遭遇

7 月 2 日，《珠峰队长》上映当日，影片宣

发团队大象点映发布文章《当一家在上海的

电影公司打算自救》，讲述该片与观众见面的

漫长曲折道路——

4 月中旬，宣发工作已筹备整整半年，团

队决定按原计划的 5月 13日全国上映。后因

疫情，不得不主动喊停，决定在“五一”进行全

国超前点映。4月 29日，点映启动首日，北京

因疫情全市影院关停。5 月 7 日，决定“暂时

撤退”推后档期。6 月初，北京影院恢复营

业，团队决定发起冲锋：7月 2日全国上映。

“我们相信：这群普通人穿过风雪、踏过

绝境，终于登上世界最高峰的真实故事，会给

每个在疫情下咬牙坚持的平凡人带去继续前

行的力量。”大象点映创始人、CEO 吴飞跃感

慨这一路“太难”。

7 月 8 日，沉寂了近 4 个月的上海影院迎

来复工。大象点映宣发团队写道：“这趟不知

道海拔、晦暗不明的攀登征途，终于看见了曙

光。”然而，现实残酷，虽然该片有着 7.6 的豆

瓣评分，但却遭遇极为不理想的票房。

《隐入尘烟》有着相似遭遇。该片是入围

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

部华语电影”，豆瓣评分连续升至 8.3，是年度

目前评分最高的华语院线电影。即便如此，

上映一周票房才 300多万元，排片方面，首映

当日排片占比 2%，其后日均 1%左右。

“《隐入尘烟》的排片太少，是因为目前我

们还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电影市场，对于艺

术片存在着结构上的矛盾。”饶曙光如是说。

“如果影院经理觉得影片还可以，希望就

略微多给一点排片，试一试，让更多的观众多

一些选择的可能性。”《隐入尘烟》导演李睿珺

接受《工人日报》采访时呼吁。

理解理解

“我们做这部电影时，预想到了它可能的

命运。影片讲述两个在现实世界中，不太受

周遭人注目的人的爱情和生活故事，这可能

不符合当下主流观影群体的观影习惯。”李睿

珺告诉记者。

上半年，疫情反复打击着整个电影产业

链，出品方因疫情频频撤档，资金难以回流，

放映端无片上映，入不敷出。李睿珺对影院

的艰难处境给予足够理解，“当前终于有几部

电影上映，能够让影院有一些营收，喘口气继

续存活下去，这很重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影院选择观众喜闻乐见的类型片，多给一些

排片，这是无可厚非的。”

卢米埃影业市场总监谢超处于焦虑之中，

“一方面是，疫情状况不太稳定，影院随时面临关

停风险。另一方面，片源严重缺失，目前还没有

重磅国产大片的定档，好莱坞影片就更少了。”

2020 年 初 疫 情 暴 发 ，电 影 院 关 停 180
天。当影院复工时，饶曙光到电影频道做节

目，忍不住流下了热泪，“电影的可持续繁荣

发展、高质量发展，从大国走向强国，需要更

多的电影主体、更多的电影人参与。”

信心信心

国内电影市场如何重拾信心，是个摆在

众人面前的问题。

卢米埃影业就在尝试主动应对低迷的市

场。谢超告诉记者，卢米埃是一边电商转型：

去年入驻了抖音，每周一直播，今年上半年天

猫旗舰店开业；一边开源节流，缩短营业时

间，压缩场次，积极开发企事业单位包场活

动，比如去年承接了建党 100 周年的红色影

片包场，今年上半年在十几个城市举办了 20
多场影展活动。

“疫情后，中国电影体系需要结构性调

整，需要重建，包括电影管理体制机制，要

符 合 疫 情 后 的 发 展 和 变 化 。 一 个 战 略 性

的课题就是要培育观众，培育更年轻的观

众群体，让他们养成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

习惯。”

饶曙光给出建议，“电影公司与电影人

一样，最重要的还是要苦练内功，提升自己

的素质和能力。第一要生存，第二要生存，

第三还是要生存。只要生存下去，就会有

更多的机会。”

“电影创作者与影院，是一个唇齿相依、

互为依托的一个关系。理想中的电影市场

应该是多元的、丰富的，就像菜市场、超市，

有多种选择。如果电影院放的只有单一类

型，那大家会受控于这一类型，电影市场就

失去了活力，处在萎缩和消亡的状态，失去

了再往前推进的可能性。”李睿珺的建议具

体而微，“电影市场真正的繁荣就是多元。

希望当下的电影市场能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去丰富文化生态，让观众看到不一样叙事和

拍摄方式的电影。”

饶曙光说：“当回望 2022年，关键的核心

就是坚持、坚守。只要坚持和坚守，我们就会

有更多的机会，就会有新的未来。”

本报记者 苏墨

“许多人认为民歌距离自己十分遥远，这

只是因为大家还没找到恰当的‘打开方式’，

不知道通过什么路径去走进它、解读它、欣赏

它。”著名歌唱家雷佳在日前召开的“《春天花

会开》专题研讨会”上说。

伴随城市化的进程，与生活相伴而行的

民歌或者在城市中濒临消亡，难寻其踪，或者

因为远离了原有的土壤而呈现出为适应新的

生活方式的变化。雷佳感叹：“在城市中我们

听不到劳动号子，在高楼林立间也难以去抒

怀一首山歌，反而是市井小调和民谣成了都

市人的‘新民歌’。”

民歌的两难

民歌如今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是民歌

的歌曲目前在观众心目中渐渐趋于晚会化，

唱法也比较单一；二是很多熟悉的经典民歌

在流行时代里，在青年中淡化淡出了。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做民歌的推广和

尝试，将民歌和青少年的距离拉近，使其以全

新的方式理解民歌，理解传统文化。”正是有

了这样的初心，湖南卫视推出民歌综艺——

《春天花会开》，制片人安德胜在研讨会上，回

忆初心也复盘了整季的功过得失。

正如节目中一首叫《很久》的歌所吟唱

的：“沿着故事我走到此刻，听着乐章萦绕我

一生。旁人都看我平淡优雅地唱歌，真实地

活着却低唱高和地波折。”这档看似小而美其

实大矣哉的主流综艺节目，点燃了大家对民

歌现状与未来的关注。

接入年轻一代的数据线

民歌是百姓的生活史和心灵史，承载祖

先的记忆和族群的情感，与观众自然亲近，容

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当代青年视野开阔，对多元文化的汲取

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正因如此，民歌更应

成为青年一代和中华根脉相连的音乐载体。

民歌如何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用时代的话

语向年轻观众讲述民族文化故事，这档栏目

是一次有意义的实践。

雷佳说，她很早感受到了民歌的生态和

状况，并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做一点工作。

“这档节目针对的主要是 90 后、00 后的观

众。努力通过内容设置找寻那条可以与他们

产生共鸣，能将民歌、民族民间音乐接入他们

生活的‘数据线’。”在雷佳看来，这次音乐之

旅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成为这些歌者对民族

文化的巡礼。

找到一个“解决方式

参赛歌手龚爽认为，当代民歌传承者要

找到一个“解决方式”，让更多人更多群体去

关注了解自己的根、自己的文化，让民歌变成

年轻人、现代人表达自己的方式。

近年来，无论是电视平台，还是自媒体，

民歌在大众的认知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断层

审美，除了曝光度大大减少外，也与我们生活

方式的改变、情感需求的改变息息相关。田

间地头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方式依然存

在，但早已不是主流。更多的城市人整日面

对的是狭小的格子间和几寸的手机屏。

“要以怎样的面貌和姿态去传播民歌，传

承和创新能否兼容，能不能找到一座平衡的桥

梁，用这个时代大众熟悉的表达方式去演绎民

歌，甚至让它在更多的年轻人心目中共振呢？”

龚爽认为，当下眼花缭乱的各种音乐类综艺节

目大多是流行音乐的阵地，在这样的环境下，

一档民歌综艺的出现，十分有价值。

《春天花会开》集结了各类型的年轻优秀

选手，其中不乏各个少数民族的歌者、原创音

乐人、跨界制作人、乐队、学院派歌手等，但不

论是哪种类型的选手，大家都在努力的用不

同方式去表现民歌，哪怕是看来有些“冒险”

的改编和尝试，目的都是为了探索民歌更多

的打开方式。往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也

是增强自我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增强文化自信的方式之一。

民歌接入年轻一代 不能只是“静待花开”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已于7月6日向社会公众开放。馆内目前设有“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案文
献展”“兰台翰墨 家国春秋——明清历史档案展”“盛载千秋——明清档案装具陈列”“守护国家记忆 传承民族文脉——明清档案事业
发展历程展”四大主题展厅。该馆实行实名制预约免费查档，馆藏明清档案共有77个全宗，目前向公众开放44个全宗数字化档案近
470万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于1925年，是专门负责收集管理明、清两朝及以前各朝代中央机构形成档案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
新华社记者 李梦馨 摄

走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走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

日前，浙江湖州德清县新市古镇“戏曲夜市”开市，组织戏
曲演员上演经典京剧剧目，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
群众业余文化生活。2022年来，新市古镇开展非遗市集、古
镇灯光秀、仙潭艺术粹等文化惠民活动等，满足市民和游客多
元化消费需求，促进“夜经济”发展，提升古镇活力。

谢尚国 摄/视觉中国

新市古镇“戏曲夜市”开市

2022年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线上开幕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日前，以“阅读新时代 奋进新征

程”为主题的 2022年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暨 24届读书节

线上开幕。记者获悉，主办方精心准备了 9 大活动让申城满

溢书香。

今年适逢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 40周年，为此主办方

计划推出一部纪录片、组织一次读书征文和出版一本纪念特

辑三方面活动，总结回顾展望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自

1982年推出以来的发展历程。

“喜迎二十大建功新时代”是今年读书活动的重要内

容，主办方将面向全市职工文艺创作者和爱好者，征集反映

人民心声、紧扣时代脉搏优秀文艺作品，并结合 2022 年上海

职工（市民）文化网络大赛，开展“寻找身边好声音”云端诵

读活动。

全民阅读项目也有新进展。今年，主办方将推荐一份悦

读书单推荐书籍涵盖思飨、社科、文学、人工智能、心理学等九

个类别总计 100 套（册）。此外，还将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

作开展融媒体读书节目《我们读书吧》，邀约各界劳模先进、读

书达人、优秀读书组织等代表走进电台，分享特色读书活动、

阅读心得和精选书单。一批示范项目也将得到遴选并向社会

公布。

◀清道光朝犬名册、猫名册。
▼观众在参观展品《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