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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海外版，近日，电视剧《大浪淘沙》在
浙江卫视、江苏卫视播出并在优酷、腾讯和爱奇艺等
网络平台同步上线，引发了热烈反响。日前，该剧研
讨会在北京举行。

《大浪淘沙》梳理了从1919年到1945年的党史脉
络，呈现了其中的关键节点和重大事件，详尽叙述了
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七大、从初创到成熟的伟大历
程。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部剧以人带史，具有严谨的
结构和强烈的纪实性，在表现手法上侧重当代年轻
人的视角，致力于引导年轻观众传承和坚定信仰。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认
为，这部剧的新颖之处是以几十年间不同人物的人
生离散聚合、命运起伏沉落为叙事主线，见证了中国
革命的艰辛历程。剧中一大代表的信仰抉择和命运
抉择相互交织，体现了革命进程的大浪淘沙，让这部
作品具有了更大的戏剧张力和更深刻的历史意义。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文艺评论家李准说，这部电
视剧在艺术呈现方式上的探索，主要是用年轻人陈
启航和伙伴们的直接讲述来构造故事，串联情节，拉
近了年轻观众和历史的距离，手法巧妙。

粽子传承与创新

也要讲好中国故事
据北京青年报，近日，在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街

道新湘苑社区，随着凌恩斌的一双巧手上下翻转，秤
砣粽、元宝粽、蝴蝶粽、海星粽、菱角粽、斧头粽、五角
粽、霸王粽……这些造型十足的粽子令人赞叹不已。

“我会包48种造型的粽子，有些是几十年前和外公外
婆学的，也有自己设计的。”说起这些，67岁的凌恩斌
满脸自豪。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包出48种造型粽子的人，并
不是卖粽子的世家，而是一位老木匠。老木匠之所以
能包出这么多种造型的粽子，一方面是几十年前向
自己外公外婆学的，即继承了老一辈的手艺；另一方
面，自己又创新设计了新的造型。笔者以为，这是继
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一个样本，继承传统为创新奠
定了基础，创新又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这一样本，既对生产粽子的食品企业有一定启
示意义，即造型创新也是产品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对其他传统文化弘扬和发展具有借鉴作用，比如
善于挖掘传统文化结合积极创新，都能让今天见多
识广的人们眼前一亮。假如我们只是简单复制传统
文化，对传统文化不加以创新，那么我国传统文化不
仅难以发扬光大，很可能在时代洪流中会被淹没。

现实主义题材火热回归

据四川日报，《山海情》《觉醒年代》《大江大河
2》……今年以来，一大批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收获
了不错的口碑和收视率。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增量
回归，创作水平明显提升，已是近两年影视行业的一
大趋势。

据爱奇艺公布的数据，从2018年到2020年以及
已经可以统计的2021年一季度，每一年现实主义题
材的剧集供给数量都在300部以上，且占比都大幅上
升，从67%上升到75%，持续保持主流地位。

现实主义题材很传统，但为什么收获了如此“不
传统”的成绩？究其原因，离不开创作者隐藏在其中
的匠心。一方面，通过这些数据能够看出业内创作者
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从更贴近人民现实的生活中来
寻找创作灵感和素材；另一方面，不仅是数量上的提
升，从具体类型来看，现实主义题材也在不断拓展多
样性，满足更多元观众的需求。

成绩固然可喜，但也应该看到，现实题材剧的原
创力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新的时代背景下，创作者
需要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艺术
匠心夯实创作全流程，更好地对话时代、把握现实、
发现生活，在表达上不落窠臼、实现突破，唯其如此，
现实题材电视剧才能不断成就精品力作。

戏剧节：

艺术正在融入城市生活
据光明日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国内

社会文化生活已全面恢复，其中也包括以戏剧展演、
艺术研讨为主的戏剧节。2021年上半年，全国各地花
样繁多的戏剧节纷纷拉开帷幕。近十年来，戏剧节如
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除了城市主题戏剧节，其他如
青年戏剧节、儿童戏剧节、女性戏剧节也都先后举
办。戏剧从单纯的舞台演出发展为城市节庆，不仅使
剧院舞台的艺术天地活色生香，生机盎然，更将艺术
融入城市，激活城市文化，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的助燃剂。

在接触戏剧之前，人们往往有一种刻板印象，认
为戏剧古典、高冷、小众，不会被普通人接受。戏剧节
使这种成见不攻自破。过去只有在明星演唱会或者
春运出现的“抢票攻略”“抢票入口”“摆好抢票姿势”
等火爆词语，现在却与戏剧节有了深度关联。据数据
统计，过去七届乌镇戏剧节演出近600场，吸引游客
和观众100多万人次。

戏剧节并不意味着一批戏剧作品在剧院里扎堆
演出，它必须是城市的“节日”，需要市民的广泛参
与。戏剧节需要建构新型的城市公共空间，除了常规
的舞台表演，还会经常走出剧场，走向街头，在城市
中表演。在此过程中，让市民随时随地观看精彩的戏
剧演出，还有机会参与到戏剧之中，或者聆听戏剧大
师创作谈、演后谈，通过亲身参与感受艺术，提升艺
术鉴赏力。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党史题材剧的年轻化表达

到今年，孔子2572岁了。他如古柏，活得
郁郁葱葱。靠的是什么？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和
思想。从这个层面讲，孔子才是真正的明星，
不是流星，是恒星。

青岛籍演员王绘春28岁就在电视剧《孔
子》中扮演鲁国那位旷世智者，30年后，在央
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五期《论语》)中
再次扮演孔子，与“弟子”们一起围绕《论
语》演绎浓浓师生情谊。驾轻就熟的王绘春依
然不松懈，怀揣一颗敬畏心，倾全力投入地捕
捉着自远古射来的“恒星”之光。

王绘春对我说，终于又淋漓尽致地尽情
“活”了一次，从内到外感受到30年前的巨大
震撼。演绎就是对话，对话难，与古圣先贤对
话尤难。对话需要唤醒，唤醒自己的灵性，窥

知古人的博大与深邃。
30年前，28岁的王绘春扮演孔子，一个初

出茅庐的年轻人要演出至圣先师的青年、壮
年、暮年，何其难也！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个挑战不仅仅是外形，更重要的是主人公的
内在。能不能把握得住其魂魄？王绘春不气
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活”下去，生命在
往前快进。电视剧《孔子》充分显示了其智慧
“变老”的特长。他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要
搁现在，真得好好掂量掂量。也正是因为身上
的那股虎劲，那股不服输的闯劲，用志不分，
心无旁骛，调动起自己的智慧和青春的能量，
才出色完成了“孔子”形象的塑造。

又有了三十年的历练，厚积薄发，王绘春
扮演的人物一个个走进观众心里，没想到辛丑
年初夏再遇孔子，他能给观众带来惊喜吗？看
完节目，我说“能”。仅说一点，王绘春在用
目光演戏，他的目光多了些沧桑、冷峻，但依
然灼热、滚烫。王绘春那内蕴丰富的目光，让
孔子变得可触摸、可亲近。

陈蔡被困，断粮七日。弟子问孔子苦不苦，
孔子说：“苦吗？我不觉得呀”，那目光里是理解
与宽容，是“恕”。这目光，也就回应了子贡之问：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众人饥肠辘辘，
还剩半碗米粥，弟子都不喝，让孔子喝，孔子把
半碗粥倒在锅里，倒上水，大家每人一碗薄粥。
孔子说：“此粥味道甚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
滥矣。”追寻大道的苦，患难真情的甜，都在这一
碗薄粥里了！目光里是乐观，是慈爱，是启迪。梦
幻中，遇到向他辞行的弟子颜回和子路，他的
一声声呼唤，撕扯人心扉，目光里装满了晶
莹、湿润、伤感、惋惜。目光穿越了时空，穿
透了尘埃。

有敬畏心，方能深入历史现场，在现场还
原时，又果断跳出历史现场。带着敬畏打量，
自然是带着体温的观照。

在节目中的穿越环节，主持人撒贝宁以读
书人身份引着孔子师徒穿越到了当代。看到
《论语》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孔子目光里是
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一种自信，他说，君子

忧道不忧贫，吾无忧矣。他看到了“德不孤，
必有邻”的理想境界，看到后人对他的敬仰，
他那目光里是羞涩与温柔。

王绘春是典型的山东大汉，站在面前给人
以踏实感。他说，饰演孔子，心必庄严、纯
净，你要付出全身心，贴近他，体味他，受他
熏染。因为我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先，
都受孔子的影响，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气质，都自觉不自觉地被儒家文化所感
染，所浸润。我们没有理由戏说他，亵渎他，
只能用自己的智慧向他致敬。

值得一提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制
作人利用话剧、电影、电视等多种艺术手法，
运用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新科技手
段，运用专家导读、古今穿越的艺术形式，助
力王绘春和弟子们“打捞”出历史深井里的
《论语》，可圈可点。

靠近君子，则有君子之风；靠近智者，则
有智者之光泽。盯着王绘春在舞台上的目光，
我的眼睛湿润了。

王绘春的目光
□ 逄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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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日前，“电影院推黄金位置售价高10元
至20元”的消息在网络不胫而走。随后有媒
体证实，北京某些影院实行分区售票，将影
厅中央的位置设为黄金区域并涨价。以《速
度与激情9》为例，某影院IMAX厅黄金区
域的位置要比普通位置贵了20元。

不仅仅是北京，记者走访发现，济南部
分影院也推出了票价分区制。在近期上映的
《哆啦A梦：伴我同行2》中，个别场次实
行分区售票。中间区域的30个座位被定义为
优选区，售价41 . 9元。其余150个座位被定
义为普通区，售价39 . 9元。记者致电实行票
价分区影城的多位工作人员，对方均拒绝回
应。

吊诡的是，在记者采访期间，票价分区
制已被紧急叫停——— 一出生即夭折的新规，
结合网上的一片质疑、影院方讳莫如深的态
度，给票价分区制增加了一层神秘感。

院线：

假设黄金位置每个涨价2

元，一年便可增收43 . 8万元

在济南东部某影城负责人李想看来，
“这其实没有什么好避谈的，票价分区实际
上就是影院推行的一种营销方式而已。”他
告诉记者，根据不同影片的市场反应，在特
殊影厅、重点时间段进行差异化定价，是影
院保证收益的重要手段。一些热门电影上
映，电影票供不应求，好的位置自然身价也
应该高。况且，这种分区也具有很直观的说
服力：“黄金区域夹角不小于36度，仰角不
大于35度，同时在环绕立体声、沉浸音渲染
下实现声音的精准性。”黄金位置最能体现
出观影的舒适度，观众都想获得最好的观影
效果。让“花钱多”的观众享受最好的位
置，无可厚非。甚至，李想还在经济学角度
找到了充分的理论支撑：分区售票属于“价
格歧视”（“价格差异”）的一种，即商品
或服务的提供者，向不同的接受者提供相同
等级、相同质量的商品或服务时，在接受者
之间实行不同的销售价格或收费标准。

影院方的调查，也验证了票价分区制的
诱惑力，“如果涨价的幅度是在2元到3元之
间，观众是可以接受的。”在消费者眼中，
同几十元的票价比，3元以内的价格显得微
不足道。但对影院来说，这可是一笔可观的
收入。李想给记者算了笔账：假设每场黄金
位置有30个，每个位置涨价2元，按照影院
每天20个场次（保守估计）计算，一天便可
以增收1200元，一年便是43 . 8万元。“一家
有10个厅的影院一年的营业收入也差不多是
四十几万，这还是凭空多出来的收入，怎能
不令人动心。”李想说。

“票价分区的自由度很高，如果电影市
场惨淡，即便是黄金位置也很难售出，大家
普遍的心理就是‘能多卖一点是一点’，这
个时候影院经理不会去选择实行票价分

区。”另一位影院负责人王强解释道。在他
看来，票价分区这种营销手段只能是针对市
场环境较好的情况。就如当年《阿凡达》上
映，行情十分火爆，票价甚至被调高至288
元一张，仍然供不应求。也就是说，只要敏
锐地观察电影市场情况，合理调整电影票价
格幅度，分区售票还是可以实现的。

虽然济南地区已经普遍停止分区售票，
不过影院方仍抱有这个念头——— 李想和王强
也都表示，他们所在的影院未来都会考虑通
过分区售票来增加影院营收。

观众：

几元钱看似不多，但无形

中让消费者掉进了影院设置的

“消费陷阱”里

记者在实际调查中了解到，影院打的
“如意算盘”恐难服众。在观众眼中，首要
问题恰恰是分区售票的可行性并不高：影院
方给出黄金位置加价的理由在于其观影效
果，实际上，这种最佳观影位置体现出的观
影“优越感”实在是微乎其微——— 影厅如今
大都采用了环绕立体声、合理的银幕大小，
不会出现观看过偏的现象。换句话说，不同
区域的观影效果可感知的区别并不大。演唱
会和话剧常分区售票，前提是它们演出区域
很大，不同区域观看效果差异化明显。像话
剧《如梦之梦》，莲花池区域的售价为1880
元，较远位置的售价仅为80元。莲花池区域
可以近距离观看演员表演，包括和演员互
动。而售价80元的座位甚至需要借助望远镜
才能看清表演，观赏效果迥异。但在影院内
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差异化的观影服务基
本无从说起，黄金位置加价的理由难以立
足。

影院的上座率飘忽不定，特别是在观影
淡季，也导致分区售票寸步难行。在普通档
期，影片的吸引力不大，观众走入影院的动
力不足，甚至连黄金位置都坐不满。这种情
况下，观众为黄金位置的差价买单从何谈
起？记者买了某影城《哆啦A梦：伴我同行
2》两张优选区的电影票，观影时发现整场
仅有两个位置售出，其余皆为空座，好不冷
清，观众有必要为此多花钱买一个好位置
吗？

观众梦醒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几元
钱看似不多，但无形中让消费者掉进了影院
设置的‘消费陷阱’里。”黄金位置涨价幅
度虽小，但会让消费者形成“加价购买黄金
位置”的消费习惯，久而久之观众便会对此
有稳定性偏好的心理表现。并且，影院对黄
金位置价格的涨幅也充满着随机性——— 同样
是上映《速度与激情9》，有的影院涨了20
元，有的影院涨了10元，还有的影院涨了5
元，不同涨幅的依据在哪儿呢，颇有“霸王
条款”之嫌。“以前掐点儿抢座的乐趣和成
就感没了。现在买电影票只能看总价了，
如果超出了心理价位，只能稍微斟
酌一下，特别期待的电影可以尝
试买票看看。不是特别期待的
或者只是刚好有时间的就不
看了，大不了选择别的娱

乐方式。”梦醒说，她身边的朋友都表示
“不会买单”。

媒体对此也普遍持质疑态度，记者看到
《电影院推“黄金座位”加价20元，观众恐
难普遍买单》《电影院“黄金位置”加价售
票，劲儿使偏了》等评论文章，对影院票价
分区制反对声层出不穷。记者发现，舆论持
续发酵后，北京部分影院进行了价格调整，
黄金区域位置只涨价3元到5元，相比之前已
大幅降低。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的深层困境

深入分析，影院分区售票的新政，总体
上看，多少有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
决定了它的紧急叫停在情理之中。

“不可为”，体现在电影市场当前的供
需关系处于对观众明显有利的买方市场。连
王强也不讳言，“在产业链上游，只有好的
影片才能为影院带来票房收入，如果在某一
阶段电影市场没有好片出现，就很难让观众
走入影院。”

好片子少，但影院数量已经实现大幅增
长。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影城数量从
2010年2000家增长到2019年11453家，年均复
合增长率达到21 . 40%，银幕数量从2010年的
6256块增长至2019年的69787块，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30 . 73%。从增长曲线可知，电影行业
已处于充分竞争状态。“《阿凡达》上映期
间，济南各大影院算在一起可能只有几块
3D银幕，能提供观影的场次有限，这才导
致了动辄上百元的票价出现。如今，各大影
院3D影厅比比皆是，从行业整体趋势来看
已渐趋饱和。大多数情况下，观众不愁没有
电影看，但影院却在发愁卖不出去电影
票。”李想十分感慨。

知“不可为”而为之，李想和王强都表
示这是“无奈之举”——— 影院“压力山
大”，只能通过增加票房收入来缓解经营困
境。2020年被称为“影视寒冬”，国家电影
专资办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电影市场数据
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
2 0 4 . 1 7亿元，因受疫情影响比上年减少
68 . 23%。实际上，为缓解压力，影院早早就

在票价上下功夫了。强势回归的2021春节档
更被称为“史上最贵春节档”——— 其平均票
价在36 . 5元-50 . 2元之间浮动，甚至有网友表
示一张2D的《你好，李焕英》居然花了120
元。以北京地区为例，影院春节档影片价格
在80元以上，大部分场次价格超出了百元一
张。所以，票价分区制其实只是影院为提高
收入而另辟蹊径的一种方式。

由此看来，票价分区制的失败尝试，暴
露的是影院被动经营的深层次困境：电影票
房是电影院线最主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收
入，这就导致影院的盈利模式单一。我国电
影票房收入的分配在电影产业链（制片方、
发行方、放映方）中以票房分账的形式进
行。根据现在电影票房的分成比例，扣除掉
票房比例中5%的电影事业专项基金和3 . 3%
的特别营业税后，其余部分的票房为“分账
票房”。此外影院还有部分广告收入、副食
品收入、电影衍生品收入、影院租金收入以
及多元化经营收入等。但是，国内票房分账
收入占影院总收入的65%-80%，是影院最为
主要的收入来源，决定了影院增收只能在票
价上打主意，“螺蛳壳里做道场”，当然会
越来越施展不开。

可以说，电影产业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
时候了。据权威统计，“国内和国外的电影
产业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国内所有电影文
化公司市值总和不到迪士尼市值的16%。因
为迪士尼不仅在全球贩卖电影，还在全球推
销自己的商品，孩子被电影打动的同时，进
而进行多次的消费。”为了提高收入，美国
影院也采用了多元化的盈利模式。例如院线
利用多厅影院多屏幕的优势，进行次轮影片
放映，发展独立或艺术院线，进行会议、演
唱会、大型活动的直播，增加影院银幕的利
用率，最大化院线效益。此外，美国院线还
致力于将影院打造成“娱乐中心”，不仅能
够投入股份经营获得后期的利润收入，而且
能够充分开发影院副产品，提高影院副业收
入，成功的副业经营成为院线票房以外的盈
利亮点。对比之下，国内影院仅靠“死磕”
票价来缓解经营压力，不仅不得人心，也很
难缓解实际的困境。倒不如多多借鉴其他行
业的盈利模式，创新消费场景，降低观影门
槛，引导观众进行多层次的消费。

影院仅靠“死磕”票价来缓解经营压力，无异于“螺蛳壳里做道场”———

影院票价分区制为何急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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