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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方式的改变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这样的方式很难复制，但在特殊环境下，

大胆尝试所有的可能性，至少是一种策略———

《八佰》启示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截至9月4日（内地影院复工第47天），
电影《八佰》正式上映15天，累计票房22 . 33
亿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这个
成绩，放之全球，也是一个奇迹。

《八佰》的大卖，具有明显的救市意
义，但远不止如此。没有人是天生的慈善
家，也没有人会因为你冒着当炮灰的风险勇
敢地上映，就会出现“救济型”观影。大家
敢于走进影院，首先是因为影片本身的质
量，是因为它是一个好的产品。其次，《八
佰》在发行方式上作出的一些改变，也是其
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这样的方式可能
很难复制，但在特殊环境下，大胆尝试所有
的可能性，至少是一种策略。

记者是9月1日走进山东新世纪院线旗下
一家电影院，观看《八佰》的。网上购票，
实名制；进影院先量体温，出示健康码；不
售卖零食和饮料。这些，影院都做得很好。
由于是工作日，又是午间场，一共4位观
众。每张票34元，很显然，这场电影，影院
是赔钱放映的。

《八佰》的取材，相信大家都知道，所
以不再赘述。对这部电影，如果用一句话来
评价就是：一部剧情有硬伤的硬核重工业电
影，或者说，是一部有缺点的好电影。

故事发生在苏州河两岸。对于苏州河，
我再熟悉不过。苏州河穿过上海，汇入黄浦
江；黄浦江的尽头，是大海。我的母校，一
半在苏州河的这边，一半在苏州河的那边。
四年的时间，我每天都要通过校园桥，在两
岸之间穿梭。一边是宿舍，一边是教室。那
时候，苏州河的水是黑的，味道是臭的，河
面上来往的船只昼夜不停。

在《八佰》中，苏州河的一边是天堂
（租界），一边是战场，或者说地狱。天堂
的人，隔岸观火，从看热闹不怕事大，到被
激起爱国热情，纷纷伸出援手，电影做了足
够有耐心的铺垫。地狱的人，从一开始瞭望
天堂，带着羡慕嫉妒恨，到有那么几个人一
心想游过河去到对面未果，到身处激烈的战
斗完全无暇顾及对面的生活，再到最后获准
撤到对岸后不顾一切地冲桥，也都合情合
理。两岸的对比，是《八佰》剧情的一大亮
点。

对人物的塑造，是《八佰》的另一大亮
点。这是一部群戏，人物众多，明星云集。
除了张译、姜武、王千源、杜淳、魏晨、李
晨、姚晨等人，很多演员我居然认不出来。
比如，从头至尾我没找到郑恺，差点没认出
刘晓庆。虽然认不出明星脸，但却记住了那
些角色。这在国产片中，是极为罕见的。在
《八佰》中，演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道具，
为整部影片服务。

尽管是群戏，但老算盘（张译饰）、羊
拐（王千源饰）、老铁（姜武饰）三个被强
行拉来参加战斗的杂牌军士兵角色，依然非
常出彩。尤其是老算盘和老铁，贪生怕死，
一心想逃离战场。在目睹了一系列残酷战斗
后，老铁决定慷慨赴死。而影片重点刻画的
人物老算盘，本是文职人员，一个极端的利
己主义者，最后化装成平民，逃到对岸，捡
了一条命。这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全新形象：
他没有转化为英勇的战士，或者被乱枪打

死，而是苟且偷生了。这个角色，演技派的
张译，演绎得非常到位，精准地诠释了人性
中复杂的一面。

在制作上，投资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
《八佰》，显然把大部分钱砸到了对战争场
面的还原上。战争片，一直是国产电影的短
板。《八佰》，无疑是近年来国产同类影片
的扛鼎之作。就战争场面而言，该片与好莱
坞大片相比，也毫不逊色。该片服装、化
装、道具、置景、美术、摄影等所有技术手
段，都极为用心。比如片中，湖北保安团是
一支杂牌军，枪械为“老套筒”（1904年前
的汉阳造步枪，枪管外还有一层护筒，以防
炸裂，故称“老套筒”），而中央军使用24
式步枪，租界的英国士兵使用李·恩菲尔德
步枪，这些都是历史事实。由此可见，管虎
导演对细节的重视。

硬核的史实底盘、精良的制作水准、持
续不断的宏大战争场面，加之精湛的全体表
演，可以说在147分钟的时间内，《八佰》
全程高燃。在好莱坞，战争大片，就是所谓
的“重工业电影”。在这方面，《八佰》为
国产同类型电影树立了标杆。

与此同时，《八佰》的缺点，也是显而
易见的。如同大部分国产片一样，本片最大

的短板，依然在于剧情。多了不说，我们仅
举两例。一，陈树生全身绑满手榴弹，将自
己做成一枚人肉炸弹，去破日军的钢板阵。
他一个人的壮举可以理解，但命令机枪连的
士兵一个一个地跟着上，是否合适？是否符
合人性和历史事实呢？有人考证，当年真实
的情况是，仅陈树生一人情急之下慷慨赴
死，并没有排队喊口号跳楼的场面。二，升
旗可以理解，让对岸的人和飞艇上的国际观
察团看到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地护
旗，白白送死呢？我宁愿相信，爱兵如子是
常情，是正常的逻辑。说白了，以上这两
处，就是拔高和煽情过头了。这样的处理，
不但没有提升整部影片的格调，反而削弱了
影片的质地。

有人说，《八佰》符合历史题材电影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它必须对
史实有提炼升华，艺术加工，才能不断营造
情绪高潮，展现战争中人性的极致。如果架
空历史，这么拍没毛病。但电影明确指向
1937年10月底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有史实、
有真人，这么处理，似乎不妥。

资深影迷张晓刚认为，战争题材的确是
考验导演的一道大题，不容易驾驭，管虎也
不例外。在《八佰》中，导演的手法太多，

编剧的想法也太多，因此张力由内力变成了
外力，显得用力过猛，使劲使大了。

人无完人，电影也一样。尽管有明显的
瑕疵，但《八佰》依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
影。正如济南百丽宫影城经理董文欣所说：

“即便是在最低谷的市场，也有巨大的票房潜
力。《八佰》确实就像大家期盼的那样，成为了
电影市场的救市之作。《八佰》的高票房，
是市场对它背水一战的勇气的奖赏。”

董文欣认为，潜在的力量来自观众。虽
然不能简单地说报复性观影，但观众内心压
抑的情感是需要找到一个出口的，而这个出
口之一是电影。《八佰》虽然有争议，但它
仍旧让大多数观众产生了情感共鸣，而这样
巨大的群体性的情感共鸣，是很难在国外电
影里找到的。这也是国产片近年来一直占据
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榜冠军的缘由。

除了是个好产品外，《八佰》高开高
走、票房长红，也与它的发行方式不无关
系。

8月1 4日，也就是该片正式上映前一
周，《八佰》开启点映模式。首轮点映，全
国放映了7029场，场均人次达到48人，点映
当日豆瓣开分便达8分以上。第一步，《八
佰》造势成功了。

以往，点映，就是一场，或者选一些票
房重地，如一些大城市的大影院，每个影院
一场。但《八佰》这次不同。首先是第一轮
点映，面非常大。其次，在第一轮点映热度
刚过不久，《八佰》趁热打铁，将能获得点
映资格的影院从去年年票房千万放宽至200
万，并于次周一到周四开启了第二轮全国大
规模点映。由此积攒下的良好观众口碑，从
一、二线城市发酵，然后市场下沉到三、四
线城市，直到县城一级。通过口碑的不断扩
散，从而影响和主导院线的排片。

点映，这个传统发行时代诞生的产物，
在后疫情阶段，又一次证明了它的价值。

“比如我排片，很少以豆瓣评分为标
准，而是会分析猫眼、灯塔上的数据，根据
各片的排场、上座率来分析排片走势。影院
排片经理的专业态度，就是一切以观众的选
择为准绳，谁的上座率高，我们就多排谁。
一部没有流量明星主演，没有IP的所谓烂
片，在上映较长时间以后票房、上座率一直
不错，就说明它并不是真正的烂片。艺术片
我会有所侧重，但也不会感性地在上座率很
差的情况下给它多排片，而是会选择最适合
的时间段进行适当排片。”董文欣说。

要知道，几年之前，发行还是一个和影
院紧密绑定的行业，发行人员的主要工作就
是和院线、影院搞好关系，“一杯酒一场排
片”，是发行人员生活的常态。而如今，影
院排片更多依据的是口碑热度，而非与发行
方的亲疏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渐行渐远背
后，是发行生态巨变的一个缩影。

“我从来不轻视观众的品位，很多所谓
专业平台的专业人员的打分，我只是看一
看，我更尊重观众们最直观的感受。”董文
欣表示，“中国观众给我的总体印象是比较
宽容，不势利，支持国产片。他们不会因为
你是好莱坞电影，就一定趋之若鹜，在打分
的时候‘跪舔’，也不会因为你是中东或者
东南亚国家的作品就忽视你。只要打动我
了，就会呼朋唤友来电影院支持你。”

靠着超前点映的好口碑，和之后的口口
相传，加之疫情下压抑已久的巨大观影潜
力，《八佰》票房呈现井喷之势，似乎水到
渠成、顺理成章。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9月3日是抗战胜利75周年纪念日。诞生于
枣庄的铁道游击队，是全国少有接受日军正
式投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陈列
在铁道游击队纪念馆的日军指挥刀，就是受
降见证物。

那么，铁道游击队是怎样做到的？这些革
命文物将给出答案。

在铁道游击队纪念馆火车主题大厅，有一
辆长达54米的老式蒸汽机火车。铺满碎石的铁
轨，陈旧的枕木，让人们仿佛穿越到抗战时期
的铁道线上。铁道游击队爬火车、搞机枪、打
洋行、炸桥梁的英雄形象跃然脑海。

铁道游击队，即八路军第115师“鲁南铁
道大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枣庄、微山
一带的抗日武装。尽管最多时仅有四百余人，
却在敌人“心腹”斗争多年，经历大小战斗百
余次，愈传愈奇，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标志性
符号，被誉为“坚持在敌占区工作的武工队、
游击队的一面旗帜”，萧华将军赞其为“怀中
利剑、袖中匕首”。

“撞火车”是其中一件“奇”功。抗战期
间，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枣庄活动的铁道游击
队转移到微山湖东岸，这让枣庄的日伪军放松
了警惕。1942年1月的一天夜里，游击队出其
不意杀了个回马枪，副大队长王志胜带5名队
员摸进枣庄火车站。当时，一列运煤车停在两
辆火车头中间，游击队员乘敌人不备，跳上两

辆火车头，在驶离一段距离后，分别撞向运煤
车。两声巨响，一片火海，整个车站乱作一
团，王志胜带着队员安全撤离。

不仅如此，张光中大字本、游击队作战地
图、纪子瑞当年用的大改锥、徐广云战时缴获
的日军装备和一枚枚荣誉勋章……一件件革
命文物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带着战火硝烟的传
奇，无声地诠释着革命岁月。据史料记载，抗战
期间铁道游击队浴血战斗百余起，消灭日伪军
5000余人，缴获轻重武器3500多件、各种物资
2000余吨，成为军事史上游击战的经典传奇。

在神出鬼没打击敌人之外，铁道游击队还
开辟了一条联接延安和华中、山东根据地的
“秘密交通线”，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
等千余名将士及黄金等重要物资安全过境。

400平方公里微山湖，莲叶田田，荷花映
日，芦苇摇摇，水天浩渺。“西边的太阳快
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站在这艘
曾战斗在万顷微山湖中的小船前，听着熟悉
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百里护送”
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那时，微山姬庄炮楼
里的伪军早就被铁道游击队掌握和控制，遇

有干部过路，只要事先给他们打个招呼，就
会安然无恙。

1943年冬的一天，陈毅被护送过微山湖，
见伪军为他们照明，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平安到达接应地点后，陈毅留下诗篇《过微
山湖》 :“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
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也是铁道游
击队创建80周年。缅怀先烈，是为了不忘走过的
艰苦岁月；致敬英雄，更激励我们坚定地奋勇
前行。

微山湖色慰征途

铁道游击队纪念碑

据中新网，来自中国、南非和塞内加尔的三国
嘉宾近日通过国际连线同时按下大拇指，宣告主题
为“携手同行命运与共”的第二届“中国与非洲”
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由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
会指导，北京周报社主办，中国网、人民网南非公
司、南非独立传媒、塞内加尔门户网站SENEWEB
共同协办。相比去年，本届大赛规模进一步扩大。
大赛设有微视频和短视频两个单元，并同时开设中
国、南非和塞内加尔三个赛区，面向关注中非友谊
的中非人士开放，最高奖金达10000元，结果预计
年底揭晓。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高岸明在致辞中指出，中国
与非洲虽远隔重洋，但中非一直是好朋友、好兄
弟、好伙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人民一直是同
呼吸、共命运的一家人。传承和发扬中非传统友
好，人文交流的作用将更加突出，这不仅造福中非
人民，而且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他
呼吁更多的非洲及中国民众参与本次视频大赛，用
镜头记录中非务实合作、友好交往的生动画面，积
极分享中非友好合作发展新理念，文化交流新进
展，民间交流新收获。“希望本次大赛可以弘扬中
非传统友谊，促进中非民心相通，互相理解，推进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新发展，为构建更为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高岸明说。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第二届“中国与非洲”

短视频大赛拉开帷幕

据中新网，近日，第四届86358电影短片交流
周闭幕仪式在山西吕梁贾家庄的贾樟柯艺术中心广
场举行，主办方颁发了属于青年电影人的七项华语
短片荣誉。

作为86358电影短片交流周的重要节目单元，
今年“华语短片”共收到报名作品1032部，最终确
定16部作品入选。在过去的一周，经过以导演章明
为主席，包括吕松野、秦海燕、李梦、张大海在内
的评委会讨论，最终评选出本届86358电影短片交
流周的“组委会荣誉”和“华语短片”单元的“最
佳短片”等总计七大短片荣誉。

第四届86358电影短片周的最高荣誉“最佳影
片”由《敲门》获得，这部短片以简练精当、颇有
创意的镜头语言描述了几组微妙有趣的人物关系，
具有强烈的导演个人风格，呈现出了对当地人情风
物的独特表达；《无休无止》获“评审团大奖”，
由刘子洋导演的《月圆之夜》获“最佳导演”，
《秘密基地》获“最佳编剧”，《然》获“最佳摄
影”，《私有海域》《雁南飞》获“后浪电影学院
荣誉”，《满地情》获“组委会荣誉”。

86358电影短片交流周被业界视为一个纯粹的
专注于电影短片展示、交流、推广的新生平台。
来自山西本土的青年导演说，交流周展示的电影
水平很高，“以前这些优秀的短片像远方的树，
远望而不可及，电影周平台让我低头看到了自己
前进的方向。”

终审评审团主席章明在发言中表示，短片周
所展示出的国际特色和乡村特点让人印象深刻，
入围的短片都风格各异、类型多样，充分体现了
青年电影人旺盛的创造力。

第四届

86358电影短片交流周闭幕

据新华社，9月天宇，行星依然是夜空的主
角。天文预报显示，“火星伴月”“英仙座艾普西
隆流星雨极大”“海王星冲日”“金星会月”“木
土合月”等精彩天象将轮番上演。

进入9月，火星观测条件越来越好。天文教育
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9月6日
晚，天宇将上演“火星伴月”美丽天象。届时，如
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抬头仰望就会看到“战
神”联袂“嫦娥”共舞苍穹的美丽画面。

英仙座艾普西隆流星雨的活跃期为每年的9月5
日至21日，非常适合在北半球观测。“该流星雨将
于9月9日迎来极大，但一轮下弦月会在子夜时分升
起，月光干扰强烈，不适合观测，建议感兴趣的
公众选择9月17日前后的无月夜尝试观测。”赵之
珩说。

作为目前已知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海王星将
于9月12日上演“冲日”表演。“此后的20多天，
在透明度较高的晴朗夜空，感兴趣的公众借助天文
望远镜，有望观测到这颗淡蓝色的神秘星球。”赵
之珩说。

9月14日至15日，“金星会月”美景将连续两
天在晨曦上演。“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将
会在东南方低空看到一幅金星和弯月近距离争辉的
美丽画面。”赵之珩说。

赵之珩介绍，9月25日至26日，木星和土星将
先后与一轮盈凸月“相合”，在天气晴好的条件
下，感兴趣的公众连续两晚凭借肉眼可一睹“双星
伴月”的迷人风采。

“火星伴月”等天象

9月轮番上演

据中新网，近日，作家出版社出版敦煌文艺
奖获得者阿慈兰若的散文集《自由与向往》，这
是作家阿慈兰若数十年散文随笔创作的精选，被
认为是其多年来倡行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
理念的实践。

阿慈兰若多年来坚持文学创作，同时观山望
海，赏花斗草，捕虫戏鸟，读书品茶，修禅养性，
有着独特的生活体验。他将这些体验原汁原味记录
下来，他的散文读来如清风拂面，清新别致，淡雅
从容，体现出不一样的美学和文学价值。

从作品内容来说，《自由与向往》是一本集爱
与美，自然与人生，思想与人文关怀于一体的散文
佳作，也是一部讴歌生命与生活的诗卷华章。

《自由与向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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