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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王文珏

沉寂已久，影院终于等来排片。《乔乔的异想世
界》正在内地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高分
领跑上线新片。这部影片之前获得不少电影节的提
名奖项，甚至被拿来与《美丽人生》相较。但《美丽人
生》是属于成年人的，《乔乔的异想世界》却是一部真
正的、完全儿童视角的影片。

10岁德国男孩乔乔是“希特勒粉”，渴望快点长
大成为近卫军，小脑袋瓜里满是元首澎湃的演讲，还
有自己幻想出来的“身边版”希特勒，无时无刻不在
陪伴着自己，给予各种人生指示。乔乔很想念父亲，
据说他在意大利参战时失踪，是个逃兵，乔乔怒火万
丈又不知所措。他参加“少年团”培训想证明自己的
勇气，却在面临杀死一只野兔时暴露了自己的善良。

母亲萝丝保护了一个犹太女孩，把她藏在阁楼
壁橱里。乔乔发现这个“犹太怪物”后大为紧张，一边
色厉内荏地“审问”，拿着近卫军匕首比比划划却发
现自己啥也干不出来，一边困惑她到底会不会魔咒，
还忐忑渴望着一份令人心动的友谊。

萝丝一直和“希特勒”争夺着自己的孩子。她独
立、坚强，对战争、谎言保持着自己清醒的头脑，暗地
里参加了对抗纳粹的“反抗军”。对乔乔的憨萌式执
拗、显而易见的“外强中干”、内心迷惘的疑问，萝丝
用知识女性对自由、平等的认知，默默地引导着孩
子。这种引导不是生硬的，它是春日河边母子俩对自
然的抒怀，是对爱由己及人的理解，乃至面对不公时

“做自己能做的”的勇敢。乔乔的世界接收了许多僵
硬的训诫，可它们始终圆融不起来，所有想不通的地
方就像鬼打墙，而在母亲指给他看的另一种世界里，
却有温暖光亮的答案。

影片建设了一个新的视角。导演塔伊加·维迪提
用战争核心区一个男孩的内心，完全模拟了有些光
怪陆离、却又细思极真的儿童世界。一切影像、情感，
都从儿童的观察、思考里得来，有种煞有介事的奇
妙。幻想中又胖又咕哝的“导师”希特勒，孩童们夏令
营般接受战争的残酷训练，扔手榴弹、射击、学杀人，
乔乔总是严肃重复大人说过的话，对犹太人是头上
长角的怪物深信不疑……叙事有种漫画感，既扎手
舞脚又自成逻辑。在战争机器的不断强压洗脑中，一
个十岁孩童能做能想的，很可能正是这些。历史的切
片在这部影片里，是蹲下来专属于儿童的那些瞬间。

在一路不失笑声的讽刺中，悲剧的部分猝不及
防：乔乔发现，绞刑架上挂上的新尸体中，赫然有自
己的妈妈。也许是反抗军暴露了，也许是收留犹太女
孩的事被告发了，乔乔完全不能明白，只能抱着母亲
的双脚哭泣，为她把那双曾欢快起舞的鞋子最后一
次系上鞋带。失去所有亲人的孩子默默坐在地上，一
点也不害怕地凝视着妈妈。而阁楼上的女孩，他该怎
么去“处理”呢……在儿童一本正经式荒诞的背后，
真正的疯狂荒诞在历史叠加中显现——— 战争机器的
残酷，极权式洗脑的疯狂，民如盲蚁式的追随，如同
无需提及的故事B面。

影片易被诟病的，恐怕也是这个儿童视角。它偏
幽默的套路，会显得厚重不足轻巧有余。平心而论，
这种影片带给人的冲击远逊于《美丽人生》或者《辛
德勒的名单》。但电影世界的多样化叙事，容得下这
样一种风格。导演上一部佳作《追捕野蛮人》中，也将
这种视角应用得很纯粹——— 儿童混元一气的逻辑撕
开成人的虚伪，最终被证伪的，是成人以及他们堂皇
的扭曲。

《乔乔的异想世界》：

当历史蹲下来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疫情是否暴露了影院的短板？如果因类似
事件导致停工，影院还能干什么？可不可以
说，影院当下正面临转型升级？这是本报记者
日前设置的一个议题，并将它分别抛向了几位
业内人士。

影院当下正面临转型升级？

济南某大型影城经理（不愿透露姓名）对
这个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她直截了当地
表示，我们的影城各种硬件都是一流的，没有
短板，转型升级就是妄谈。电影院就是看电影
的地方，搞不成别的。

显然，这位经理代表了行业内传统的，或
者说保守的一派。与此同时，业内的激进派，
或者说改革一派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副会长、高级经济师赵军（前院线经
理），日前撰文《探讨影城行业的整体转
型》。他提出，影城行业必须对自己有一个转
型的交代了。“迎合市场，走大流量之路，不
被体制的藩篱困死。影城、院线和电影本身是
自带光环的，也是自带流量的，谁说没有了硬
盘和秘钥就能把人憋死呢！”赵军给出的具体
解决方案是：影城要打造成生活馆，并举了四
川绵阳中环影城的例子，称在这次停工中，该
影城可以持续给员工发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并
且有把握持续一年，就是长期开发生活馆理念
的收获。

对于生活馆能干什么，赵军也给出了九大
分类：影视分享馆、健身体验馆、绕梁三日
馆、真知悟道馆、香飘四季馆、棋牌一乐馆、
寻医问药馆、亲子开心馆、咖啡生活馆。赵军
称，总之生活馆的“群众”和传统影城的“影
迷”有重叠，更主要的是“影迷”得到了迭
代，在生活馆里他们都成为了消费的流量。在
这股通过生活馆创造出来的流量面前，传统影
城出圈并且迭代了。

对于赵军的观点，新世纪电影院线济南泉
城路店经理李言鲁并不认可。他对本报记者
说：“影院先进的放映和音响设备、舒适的观
影环境，就是让大家舒舒服服看电影的地方，
变成生活馆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影城人能
经营好影院就不错了，跨界、创新、组合想玩
好太难，毕竟专业做那些所谓生活馆的都难以
生存。我想健身去健身房，想喝茶去茶室，为
什么一定去影院？如果电影好看、影院生意
好，做这些可以锦上添花；如果电影不好看，
影院没人气，谁会冲着那些玩意进影院呢？”

李言鲁认为，影院离开了电影就失去了意
义。没有好看的影片，影院建得再好都无济于
事。影院靠电影，电影靠内容，有了好内容才
有市场和观众。“现在复映的片子都是经典
片，为什么票房平平？嚼过的馒头终究是嚼过
的，做个配菜还行，怀旧一下还行，整一桌真
的没胃口，观众都不傻。”

未来电影院

可能是固定的智能终端

在保守派和激进派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更

多的中间派。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健儿提出，在未来电影院可能是个固定的智
能终端。在上座率很低的时间段，是不是可以
进行直播活动、赛事演出等，以提高社会资源
的利用价值，而且也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需求。
同时，他认为，影院在创新科技的运用上也有
很大的空间，比如利用5G技术、区块链技术
去开拓新的业务模式和新业态。

据了解，中国影院的困境之一是经营模式
传统，客单消费较低。上影旗下61家自营影
院，2019年观影人次达到1900万，除去票房收
入之外，客单收入为4元左右。假如客单消费
每人次增加1元，那么就意味着增加约2000万
元的收入。因此，在流量变现的方向上王健儿
提出影院+的模式，在影院中增加多元业态，
打造成为线下娱乐消费入口、城市居民生活的
第三空间。

在调研中，王健儿注意到，日本的一家老
电影院去年引进了一个小型水族馆，通过高科
技将水循环的成本大大降低。尽管水族馆的规
模不大，却吸引了许多亲子人群，将影院的
“非票”收入大大提升。王健儿表示，上海影
城的下一步改造应当是颠覆式的创新，甚至可
以考虑尝试先看电影后打赏的消费模式。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指出，影院要提高
单块银幕的产出和上座率，实现流量变现，应
当加大力度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培育一批有电
影专业基础和美学判断能力的管理人才，对影
院进行技术与服务升级，提升影院的软硬件设
施品质，为观众提供最好的视听享受和体验。

电影院不会死亡，

并不代表一成不变

电影院不会死亡，并不代表一成不变。从
当前复工两周多的情况看，那些重新走进影院
的，终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今年的疫情，
让人们看到了电影院行业的脆弱，以及盈利模
式单一所存在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对过
于依赖线下业务的影院而言，疫情期间没有表
现出任何反抗的余力；而在增值服务上，影院
也没有和消费者建立起足够的黏性。”一位业
内人士表示，影院自身产业模式上的缺陷，不
仅给其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会反过
来对上游内容的创作、发行产生影响。

事实上，疫情之前电影放映业就已经压力
巨大。拓普智库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观影人

次只有17 . 4亿，同比增长不到1%，是近5年来
最低增幅；而平均上座率也只有10 . 74%，和
2018年的12 . 09%相比下滑明显；元旦档、春节
档等大档期，同比观影人次都存在下降的情
况。电影市场看似红火，但票房增长更多来自
于票价的上涨，而不是增量人群。

在日前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场论坛上，移
动电影院CEO高群耀提出：“传统的电影院模
式终将被‘超级影院’取代，实体院线不进行
技术升级和商业模式突破是没有前途的。”所
谓“超级影院”，即电影院既有实体业务，同
时拥有自己的线上电影院，来应对时间、空间
不合适的用户，打破原有发行模式对于内容多
样性的束缚，去探索更多的增量空间。未来，
每一位观众都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愿地欣赏
电影。

今年4月，环球影业的《魔发精灵2》改走
线上发行的举动引发了美国最大院线AMC的
抗议。AMC表示，未来全球所有AMC影院不
会放映任何环球影业的影片。7月28日，环球
影业宣布与AMC达成协议，AMC将保证在上
映的前17天内，独家享有环球影业的所有电影
放映权；17天后，环球影业将可以选择通过在
线点播等数字平台方式发售。史无前例的“17
天窗口期”，不仅会影响未来整个好莱坞发行
模式，引发更多平台和片方效仿，甚至会进一
步影响到中国等大市场的产业格局。

当线下观影受阻、流量进一步向线上汇集
时，高群耀认为，从实体院线到内容发行，要
充分把握互联网的技术和思维，推进线上线下
一体化产业模式升级，聚焦观众会员进行用户
化深耕，提供社区式无限服务扩展，线上、线
下共同发展的超级院线模式，会是未来20年影
院模式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相较北美等成熟市场，中国院
线的行业集中度有提升的空间。中国目前有近
50条院线，不少规模不大的院线生存艰难，经
营成本较高，管理人才欠缺，上座率和盈利率
较低，市场整合势在必行。加之今年疫情的影
响，不少影院因现金流短缺而面临倒闭。来自
企查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1-6月，全国有133
家影院管理、影院投资类公司或注销（126
家）或吊销（7家），有8家院线类公司注销或
吊销。

乐观的一面是，电影产业链中，影院是价
值含量最高的环节，去年全国票房超过了600
亿元。虽然最近两年票房增速有所下滑，但还
是保持正增长。看未来空间的话，国内2019年
人均观影人次只有1 . 2次，相比美国3 . 8次，韩
国3 . 6次，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今年2月以来，
上海电影、横店影视等头部院线开始通过设立
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展开对中小影院的并购
整合，未来行业集中度提升已是大势所趋。

据了解，上影公司计划将旗下自营影院从
61家增容至100家。王健儿认为，只有一定规
模和一定实力的企业才有可能投入研发，进行
战略布局。扩大规模意味着供应链综合盈利能
力增强，降低成本，产生溢出效应。想要把上
海电影产业做强做大，首先应当做大院线，而
现在是一个出手的好时机。在他看来，做大院
线不会很难，关键是如何加快实现影院客流量
转换与变现，这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命题。

日前万达电影也发布公告称，募集资金
43 . 5亿元，用于新建影院项目及补充流动资
金。本次募集资金拟新建162家影院，主要分
布在江苏、河北、河南、广东等地，共计1258
块银幕、175535个座位。

当线下观影受阻、流量进一步向线上汇集时

影院转型升级，路在何方？

▲国内一些影城已经被打造成生活馆，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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