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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看春节档渐成过年“标配”，这个春

节假期，不少观众走进电影院，看贾玲如何用

减重 100 斤呈现“热辣滚烫”的励志故事，看

沈腾饰演的昔日冠军车手如何再演绎“飞驰

人生”，看《第二十条》在家长里短中展现人民

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也看电影创作如何给“熊

出没”这一 IP赋予新的活力。

国家电影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假期，全国电影票房为 80.16 亿元，观影

人次为 1.63亿，相比 2023 年春节假期票房和

人次分别增长了 18.47%和 26.36%，均创造了

同档期新的纪录。

在斩获高票房的同时，今年的春节档，也

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内容优质、风格契合、市

场下沉，共同助力春节档交出一份“热辣滚

烫”的答卷。

笑口常开中票房与口碑“双丰收”

春节档电影数据新鲜出炉，票房“热辣滚

烫”。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春节档 4部

头部影片票房均突破 10亿元，破 10亿元票房

影片的数量为历年最高。与此同时，4部头部

电影既叫好又叫座，整体评分为近5年最高。

超高票房与电影合家欢的风格契合节日

喜庆祥和的氛围密不可分。《热辣滚烫》《飞驰

人生2》《第二十条》，都是这一风格的电影，适

合 一 家 人 一 起 观 看 。 灯 塔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24 年春节档电影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今

年春节档单均购票张数 2.07 张，刷新历史纪

录，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73%，占比持续提高。

“看电影正在逐渐成为过年合家欢的一

种新民俗。”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

波表示，与家人分享共同的文化生活是春节

期间团聚的重要体验，相较旅游等消费方式，

看电影价格更为低廉，加之今年春节档上映

的电影大都是喜剧，氛围轻松愉悦，与档期的

风格十分合拍，因此收获了不错的票房。

尽管以喜剧为载体，此次春节档电影在

内容上却涵盖了社会百态，辐射体育、法治等

现实题材，聚焦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极易引发

观众的情感共鸣，让观众笑口常开又笑中带

泪，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总体来说，今年春节档的几部头部电

影，都呈现出‘量体裁衣’的特点。”刘海波告

诉记者，纵观春节档电影，从喜剧明星的出

演，到积极乐观、励志向上态度的表达，可以

说是为春节档期量身打造，从商业化、类型

化、档期化角度来说做得更好。

助推下沉市场表现亮眼

“带着父母看一部‘能看懂’的电影，一家

人过年图个乐呵。”春节假期，来自湖南省长

沙市长沙县的王女士，带着父母到电影院看

了《热辣滚烫》。王女士说，之所以选择这部

影片，是因为电影故事比较通俗易懂，观影门

槛不高，氛围又比较欢乐，适合与父母一起观

看，而观影后父母表示“还不错，挺好笑的”。

今年春节，“返乡观影”“边游边看”成为

热门观影潮流，下沉市场观影需求显著。猫

眼研究院发布的《2024 春节档电影数据洞

察》显示，今年春节档档期内异地购票占比

39.2%，为近 4年新高;三四线城市票房占比增

长至 58.9%，达近 5年最高。

票房下沉趋势在影院票房排行中也有显

现。数据显示，在 2024春节档全国影院票房

TOP10中，只有4席来自一二线城市，其余6席

均来自各地四线城市，且均为今年首次登榜。

“三四线城市春节档票房占比越来越高，

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影院及银幕资源的下沉，

观影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合家

欢的春节档影片不需要过高的观影门槛，而

是聚焦于朴素的情感共鸣，这也促使下沉市

场呈现出亮眼表现。”刘海波分析道。

猫眼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张彤认为，对创

作端来说，下沉市场意味着“大多数人的选

择”，即普世的价值观、流畅简洁的叙事、鲜明

的人设和有趣且容易理解的故事。今年春节

档下沉市场的不俗成绩，也给电影创作带来

新的启示。

“想要获得大体量的票房，下沉市场至关

重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供给端应该去‘讨

好’下沉市场，还是应该从专业角度去平衡艺

术创作和市场喜好。”张彤说。

多部电影集体撤档

纵向的影片维度上，春节档的高票房成

绩，离不开第一阵营的头部效应。今年春节

档4部“10亿票房俱乐部”影片中，《热辣滚烫》

《飞驰人生2》两部影片实现人群破圈，斩获超

20亿票房，为春节档票房起到显著拉升作用。

然而，春节档不仅是创造奇迹的档期，同

样也是竞争残酷的试炼场。

今年春节档，破天荒地出现了《我们一起

摇太阳》《黄貔：天降财神猫》《红毯先生》《八

戒之天蓬下界》等 4部影片接连撤档的局面，

堪称影史“奇观”。

从事电影制片宣发工作的韩女士告诉记

者，《我们一起摇太阳》《红毯先生》等电影其

实收获了不错的口碑，但因为受众偏小众、不

够贴合合家欢氛围等原因，在这个春节档并

没有达到预期票房，因此片方选择撤档，希望

在观众更关注影片质量而非题材的档期再次

与观众见面。

但撤档行为同样需要面临一定风险。“首

先是宣发成本的提升，其次是再次上映有新

档期的竞争环境，票房产出仍是未知数。”猫

眼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尹腾宇说。

事实上，春节档撤档现象并非首次出

现。最近的一次是去年春节档的《中国乒乓

之绝地反击》，影片本来定于 1月 24日大年初

三上映，之后改档至 2 月 17 日再次公映。尹

腾宇表示，每个档期都有自身特性和竞争环

境，这也给片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在选

择档期时需要更加谨慎，不仅要考虑档期本

身的票房潜力，也要考虑影片类型题材和档

期属性是否适配。

谈及今年春节档电影的得失，刘海波认

为，在商业化、类型化做得更好的同时，影片

风格相对单一，往年的科幻、战争、悬疑等题

材不见踪影，尽管可能是出于票房考虑的结

果，但从艺术的丰富性角度来说，尚有美中不

足之处。“电影创作要尊重市场规律，观众有

权‘用脚投票’选择是否走入电影院，这呼唤

更多创新多元、质量上乘的作品出现。”

龙年春节档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均创同档期新纪录龙年春节档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均创同档期新纪录，，头部电影叫好又叫座头部电影叫好又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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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着中华文化之美的非遗成为营造龙

年新春氛围的重要元素，在刚刚过去的龙年

春节，云南大理的手艺人结合龙年主题，创作

出了许多有新意更有美好寓意的非遗产品，

通过系列非遗传承实践活动，为市民游客奉

上一道道非遗年味“大餐”，给喜庆祥和的春

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让到云南的游客体验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瓦猫变“瑞龙”寓意财源广进

在大理，瓦猫是镇宅驱邪、免除灾害的瑞

兽。在传说中，这只张着大嘴，蹲在屋脊上的

神兽有“吞金屙银”的作用，是大理人自己的

“招财猫”。

走进大理喜洲的瓦猫小院，泥塑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苏龙祥正在制作一只极为特别的

瓦猫，与传统瓦猫的蹲姿不同，这只瓦猫呈现

出前行姿态。

背驮金元宝，身挂五帝钱，昂首前进，仰

天长啸，可谓威风凛凛，这就是苏龙祥今年创

作的新春瓦猫——“瑞龙暴富”。

而制作“瑞龙暴富”的泥土也大有讲究，

苏龙祥选用了大理当地的“五色泥”，也被老

百姓称为“五行土”，有招财纳福的意义，用

“五色泥”制作的“瑞龙暴富”在烧制过程中，

也会因为窑变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苏龙祥介绍，今年的“瑞龙暴富”结合了

中国神兽貔貅的形象，貔貅在传说中就有招

财的寓意，把它做成瓦猫，希望大家龙年收入

多多。而这个瓦猫是正在前进、对空长啸的

样子，也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气象，

生活会越来越红火，越过越好。

“富瘦双全”龙年创意甲马有新意

在甲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瑞龙家里，

他正在雕刻新创作的一幅甲马木刻板“富瘦

双全”，木刻板上，他精雕细琢，刻画着每一处

细节，渐渐地，一只可爱的卡通龙形象出现在

木板上。

甲马又称“纸马”，白语称为“纸符”，是一

种用于民间祈福、消灾与祭祀活动的木刻版

画。甲马的制作，是从刻板开始的，将设计好

的图案转印在木板上，再用刻刀进行雕刻，最

后将木板打磨处理后，就可以在纸或步上进

行拓印。

“不管是大人小孩，各个年龄段喜欢的甲

马，我们这里应有尽有。”提起龙年的甲马作

品，张瑞龙得意地展示了一大摞甲马木刻板。

刷上墨汁，一一拓印，传统的飞龙、神龙

等形象古朴大气；创新的卡通龙形象憨态可

掬，印在洒金红纸上，满是喜气。

根据顾客的喜好和需求，张瑞龙还制作

出了能够放在手机壳后的“小甲马”，以及帆

布包、T 恤、手机壳、明信片、红包、冰箱贴等

十多种甲马文创和周边产品，这些或传统或

新潮的龙年甲马兼具颜值和实用，是龙年大

理非遗的“实力派”。

“小祥龙”一针一线扎出新年仪式感

2022 年起，大理市蓝续文化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计划每年的新春都会推出白族扎染新

年伴手礼。今年，“小祥龙”伴着祥龙献瑞的

美好祝愿闪亮登场。

该公司负责人、大理白族扎染技艺州级

代表性传承人张翰敏说，“耍龙是白族节庆重

要的庆贺方式，我们在制作今年的‘小祥龙’

时参考了白族传统的龙形象，结合白族织染

绣的变化，呈现出这只小祥龙。”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小祥龙”的龙角采

用一种名为紫茎泽兰的植物进行染色，这种

植物会在每个月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小祥龙”的龙角，张翰敏选择了紫茎泽

兰染出的明艳的黄色。龙身的蓝色则源自苍

山脚下生长的马兰，填充物中有大理田间生

长的艾草，龙须是传统技艺制作的棉线。

打开新年礼盒，憨态可掬的“小祥龙”为

游客市民送上龙年大吉的祝福，礼盒里还有

一本诗歌台历以及一块祥龙方巾，蓝白的扎

染，带着大理的四时风物、自然气息，每天都

仪式感满满。

祥龙献瑞、“瑞龙暴富”“富瘦双全”……

在刚刚过去的龙年新春，大理的非遗“守艺

人”们各出奇招，各种精美的非遗争奇斗艳。

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但不变的是这些龙年

非遗都被寄予了真挚美好的祝愿，展示了大

理这片美好的土地上的风物之美。

大理:“年味”藏在非遗中

方寸

宏大主题下的微观叙事，是创

作者一直需要面对的课题。哪怕是

综艺节目也不例外，得反复琢磨，寻

找一个主旨。找一个恰如其分的

“中心论点”并不是一件易事。

比如最近收官的音乐综艺《声

生不息·家年华》。《声生不息》历经

主题鲜明的港乐季与宝岛季，第三

季最终落脚在“家”，还算是巧妙，毕

竟“家”既可以升华到“家国”大义彰

显宏大情怀，也可以具化到“家人”

“家园”呈现细微情愫，于是就有了

足够的叙事空间。与前两季的豆瓣

评分相比，《声生不息·家年华》有所

跌落，不过在 2023 年整个音乐综艺

市场中算是口碑前列者，也创造了

不少优秀的演唱舞台。

音乐是最为普罗大众所接受

的，在综艺类型中，音综依旧是各家

“必争之地”。这些年，细分垂直已

是趋势，“现象级”“爆款”在国产综

艺领域已可遇不可求。去年的音综

市场，年初“宝岛季”、年末“家年华”

的《声生不息》，时隔两年在千呼万

唤中重启的《乐队的夏天》，首档以

OST 为主题的音乐竞演音综《剧好

听的歌》，打出“重逢老友、结交新

友”口号的《时光音乐会》……各有

“中心论点”，也各有千秋，惊喜之作

也能说上一二。

当下的音乐行业，新歌不多，破

圈作品更是寥寥，有一些借助视频

平台的传播流行成了口水歌。于

是，市面上的音综，更多在经典曲目

或者流行歌曲的改编、舞台等方面

发力。当然，还有就是所谓的话题

度。比如《乐队的夏天 3》，瓦依那

乐队与嘉宾任素汐合作的一首《大

梦》，用 7 分 55 秒浓缩了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不仅赚足了观

众眼泪，也掀起了足够的讨论热度。说起 2023 年的音综，这

首歌都是少不了的。

在《声生不息·家年华》的收官演唱中，黄绮珊的音乐自传

《小霞》写的也是“普通人的一生”。有意思的是，2023年最火

的网红歌曲《向云端》是她唱的，发布 10天播放量就超过了 14

亿次，《小霞》大概率不会有这样的“成绩”，也没有像《大梦》那

样为人讨论热议。

不过，在我这名观众看来，《小霞》在这个节目的收尾时出

现，很是贴切。正是一个个“个体”的人生故事，汇入“家国”的

大江大河之中，才会激荡潮涌，生生不息。

从千禧年算起，音综一路起伏，不管是全民狂欢还是落于

平庸，都在为市场制作推送不少值得一再回味的经典。动听

的歌，动人的歌，传唱的歌，唱的都是人的故事，生老病死、爱

恨离别，可以直击人心也可以婉转留白，词曲与旋律产生了神

奇的化学作用，于是进入人心，成为记忆。

回到所谓综艺节目的“中心论点”就会发现，节目的主旨是

灵魂，每一期的每首歌曲都是服务于此的，否则就是一盘散沙、

流于形式。“选秀＋音乐”已经式微，一直没提及的赛制也就不

必多说。音综的“皮囊”之下，还是得有文化、有时代、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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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人家》：强烈代入感引人关注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 实习生孙鑫仪）近日，电视剧《烟火

人家》在 CCTV-1 黄金档、腾讯视频同步播出。开播一周以

来，该剧收视一路走高，在剧情和现实议题上引发观众热议。

该剧的故事围绕孟家的三代人展开，讲述了大家长乔海

云（宋春丽饰）、性格各异的孟家三姐妹孟明玮（徐帆饰）、孟菀

青（梁静饰）、孟以安（李小冉饰）以及三姐妹各自的女儿在经

历家庭及婚恋等种种问题与困惑后，彼此支撑、各自成长的温

暖故事。

该剧艺术总监、总制片人杨晓培介绍，作为一部家庭话题

全景群像剧，《烟火人家》聚焦代际沟通、亲子关系、事业与家

庭的平衡等现实议题，以群像故事的形式反映家庭生活，展现

人文关怀。希望观众通过观剧，增进对家人的理解与支持，让

家庭的温暖成为克服生活难题的勇气来源。

它以家庭作为故事的基底和载体，通过演绎个体在家庭

关系中获得的成长、家庭为个人带来的情绪价值以及代际关

系所能带来的共生力量，为观众带来情绪共振及价值共鸣。

剧集主演以精准的演绎，将孟家三代人之间割舍不断的

牵绊呈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母女之间的争吵和释怀，还是姐

妹之间的打闹与在意，乃至祖孙之间的理解与和睦，都在主演

的诠释下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对于观众来说，剧中一众

实力派演员的精准演技为故事带来更强的共情力和代入感，

让这个充满烟火气的故事更具感染力。

“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沉浸式观剧，孟明玮在饭

桌上对李衣锦的唠叨仿佛也在我耳边响起，同样的话我在现

实生活中也听到过不止一次。”有网友表示。《烟火人家》播出

恰逢春节，以其合家欢的氛围和生动的家庭叙事吸引了观众

的注意。开播以来，不少观众表示“非常接地气”“演技细节都

很好”“有被细节戳到”。

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元宵戏曲特别节目播出
本报讯 2 月 24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元

宵 戏 曲 特 别 节 目“ 水 韵 江 苏·梅 香 泰 州 ”》在 戏 曲 频 道

（CCTV11）、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播出。

本次特别节目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泰州市人民政府

与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共同主办，分别从上元灯节、梅派文化与

戏曲艺术传承的角度进行演绎。名家名段荟萃、内容形式丰

富多样，展现出戏曲艺术丰厚的文化基础，与元宵佳节喜庆祥

和的热烈气氛。

节目汇聚了来自全国京、昆、豫、越、黄等近 20 个戏曲剧

种，数十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百余位优秀演员从全国各

地赴约而来，登台献艺，相聚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乡泰州共

度佳节。元宵喜庆热闹的民俗风貌、有情有趣的节日氛围，

与中国戏曲独有的美学精神，通过本次戏曲盛会生动呈现。

（苏墨）

本报讯（记者赵欢）元宵节前后，全国

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欢度佳节。

赏花灯、猜灯谜、舞龙舞狮等传统的民

俗活动，吸引人们驻足观看，天南地北的人

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欢欢喜喜闹元宵。

除传统民俗外，今年元宵节各地还推

出不少创意十足的特色活动，解锁多种元

宵节新玩法。英歌舞、火龙舞、高山戏等各

类非遗表演在各地轮番上演，醒狮巡游与

游客亲密互动，热闹非凡；绚丽多彩的无人

机灯光秀点亮城市上空，为人们呈现震撼

的视觉盛宴；各种中国风主题灯会将诗词

文化融入灯火之中，人们一边赏花灯，一边

品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

有诗词擂台等待市民游客们挑战；各类“网

红打卡地”人头攒动，在国潮集市，不少市

民身着汉服拍照打卡；各地博物馆也纷纷

推出各种文化展览，举行富有地域特色的

祈福活动，大打“国潮文化牌”……全国各

地，花式闹元宵活动精彩不断，人们沉浸式

感受别样的元宵节气氛。

当传统的节日民俗遇上新潮的创意玩

法，丰富多彩的活动交相辉映，人们共享欢

乐时光，将元宵佳节氛围感“拉满”。

左图：兰州，社火醉关公在中山桥黄河集市
进行表演。 马梓豪 摄/视觉中国

中图：安徽歙县，村民自制鱼灯巡游祈福，喜
迎元宵佳节。 施亚磊 摄/视觉中国

右图：南宁，118条吉祥炮龙激情起舞，走街
串巷“祛除晦气”。 刘峥 摄/视觉中国

各地解锁多种“玩法”欢度元宵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