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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影史百大电影入选影史百大电影，，
《《花样年华花样年华》》重映为何引争议重映为何引争议

导演的25周年导演特别版上
映，宣传主打导演特别增加了5分
钟时长的内容，同时强调了影片

“限量供应”——该版本仅在影院
上映，后续不会再上线流媒体。

影片选择在 2月 14日情人节
上映，结合节日氛围，也为影片赚
足噱头，首日票房超近2100万，占
据了预测总票房的三分之一。

可见，档期为这部影片或多
或少带来了票房加成。

影片于 2 月 14 日 19:19 进行
了“我愿意”特殊场活动，并做了
特别的定帧——映后将播放王家
卫导演定制的情人节告白，并在
结尾定帧“我愿意”画面，供观众
手持周边透卡，拍摄银幕进行互
动打卡。

这个模式下，也出现非常有
趣的情况，在《花样年华》特殊场
结束的时候，很多观众开始举起
手机拍摄大银幕。没错，这是官
方允许拍摄的内容，让观众堂堂
正正进行了一次“屏摄”。

这一活动满足了很多观众的
“朋友圈需求”。

只是这一形式引起了不少影
迷的争论声，这种对仪式感的追
求，是否同样破坏了观影氛围。
在屏摄反复被讨论的当下，这种
方式是否中和了观影秩序背后的
争议呢？

《花样年华》的仪式有效吗？
不可否认，《花样年华》推出

的这种特别场模式在发行宣传上
是有效的。

当天，很多观众在社交平台
上晒出了自己拿着道具拍摄大银
幕的照片，完成了一次观影“打
卡”。在屏摄打卡文化大行其道
的当下，电影片方似乎以这个方
式柔和了当下的屏摄争议。

影片发行方通过这种落地下
沉的方式，尽可能吸引更多观众
前往影院观影。虽然方式得到了
票房的有效回应，但相应的是，影
片在猫眼平台的评分已经跌至8.9
分，“看不懂”“抽象”等内容成为
该片的评论区的关键词。

而在此之前，该片在很多影
迷心中，是一部近乎满分的佳作，
豆瓣至今保持在 8.8分，片方更是
在电影海报上，非常有底气地打
出了“世界影史百大最佳电影”的
媒体评价。

这种结果导向，同比于电影
零点“一吻跨年”的营销模式，最
终普通观众更热衷仪式感本身。

时隔多年，这类仪式感营销
依旧见效。大家反复讨论如何让
受众为艺术电影买单，同时理解
电影的深意。

这一命题始终没有定论，只
是对于《花样年华》本身就是慢节
奏的影片，对短视频思维影响的
观众而言，这种仪式营销并不能
有效实现影片口碑的健康扩散。

正如影片特别场片尾打卡的
事件本身，片方试图用“限量”去
强化形式本身，同时呼应此次上
映版本的稀缺性。

从规则来看，该活动仅限在
2046家影院进行。在影片放映结
束后，银幕将播放王家卫导演定
制的情人节告白。据参加了该活
动场的小飞表示，这一段是在这
版影片之后，紧接了一段王家卫
的特辑花絮，直到最后定格画面
红底是“我愿意”。

小七参加了该场次的观影
团，她告诉我们，观影团的微信群
里，有相关负责人有提醒大家可
以拿票根拍照，“现场并没太多人
拍，并不知道是官方行为，还以为
观影团整活儿，潜意识觉得这算
屏摄。”即便后续知道这是官方行
为，她表示即便如此，不一定会真
的拍照打卡，觉得和电影的气质
不搭。

相反，在小飞看来，这种方式
倒是能中和了观众想拍照打卡的
行为逻辑，“只是一张定帧画面，
不涉及任何剧透，也不会造成版
权问题。”

而影迷晓峰并不认同，他认
为在屏摄现象都没有改善的当
下，通过这种方式去营销，会进一
步混淆观众对屏摄的概念理解，

“反而助长了一部分人追求屏摄
的气焰。”

《花样年华》之外呢？
为电影设置专门的摄影打卡

点，《花样年华》并非是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

早在跨年档的《“骗骗”喜欢
你》中，就曾推出烟花泡泡场，零
点时伴随着满场的泡泡，以及大
银幕里的烟花画面，观众开始完
成属于自己的跨年打卡。在影片
的官方视频平台，该仪式就配合
了电影里的烟花画面，完成了观
众的跨年打卡。

这种官方对于屏摄允诺的行
为，更像是一种观众完成“我在电
影院看过《xxx》”的观光打卡行为。

此前，就影院屏摄的争议，不
少观众就认为，既然自己已经买
票了，为什么不能在影院拍照，进
行打卡朋友圈的行为。而这种行
为就如同预制菜，预制打卡点供
观众拍照。

回归屏摄本身，争议何在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

产业促进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未
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
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发
现进行录音录像的，电影院工作
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
除；对拒不听从的，有权要求其离
场。

就目前的官方条例来看，如
果只是在影院拍照，且不作商用
的话，并未构成绝对的侵权行
为。但是，对于常年呼吁抵制屏
摄的影迷而言，屏摄会很大程度
的影响观影氛围。

晓峰谈到，观影过程中，周围
如果有人拿出手机拍照，那个光
势必会影响观影体验。在电影院
观影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行为，
如果打破沉浸体验，那么折损就
会非常大。

不仅如此，晓峰特别向我们
指出，在每一张电影票背后其实
都明确写着影厅内禁止拍照的话
术。

同时从事电影宣传工作的晓

峰，他告诉我们，虽然现在很多片
方会在映前强调禁止屏摄，但是
每每上映后，总会有一些营销号，
或者外围宣传中，或多或少将屏
摄内容进行传播，“从宣传角度来
看，因为宣传节奏尚未流出相关画
面，只能通过这种手段以路人视角
传播，使其进一步完成发酵，但深究
背后，本质就是就不合理。”

这种情况并非只出现在国
内。

去年年底，70mm 胶片 IMAX
版重映时，社交平台出现不少屏
摄内容，就连官方转发了相关屏
摄内容。有相关博主表示，活动
方在影院门口有相关公告，允许
拍摄5张以内《星际穿越》IMAX的
静态照片，目的就是为了展示该
版本的震撼画面，以作宣传作用。

片方本质希望用这种打卡的
方式刺激观众映后的二次传播，
加强观众的观影仪式。

《《美队美队44》》上映上映，，漫威遭群嘲漫威遭群嘲？？
作为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

代表，“漫威宇宙”自去年“休整”
后，今年陆续推出重磅影片。

《美国队长 4》（《美队 4》）12日
在法国、14日在中美等多地上映，
然而口碑并不理想，“换人”的美国
队长似乎难以重回前三部的高度，
即便有老牌动作巨星哈里森·福特
加盟，最终也让期待已久的影迷倍
感失望。

北美票房艰难破亿
《好莱坞报道者》称，“《美队4》

开画票房为4000万美元，影片糟糕
的口碑对于后续票房走势能够产
生多大影响还需观察。”

据CinemaScore统计，《美队 4》
只获得了B-的分数，在漫威作品中
排在倒数，但由于上映日恰逢美国

“总统日/情人节”假期，该片的首日
票房还算不错，“开画票房甚至比
该系列之前备受好评的《美国队长
2》（3690万美元）还要高一点，作为
今年的第一部大片，整个小假期票
房有望达 9000万至 9600万美元左
右”。

报道称，《美队 4》的观众受众
群主要为男性。在海外市场，包括
欧洲以及中韩等亚洲国家，《美队
4》也有望收获总计约1亿美元的海

外票房。
据《综艺》预测，《美队 4》的总

统日假期北美票房有望破亿，全球
票房超 1.9 亿美元，“略好于预
期”。毕竟迪士尼/漫威作品无论口
碑如何，首周票房通常都很强劲，
但也会出现像《蚁人3》和《永恒族》
那样次周狂跌的状况。

《综艺》认为，对于影院来说，
接下来的档期里，直到 3 月 21 日
迪士尼的《白雪公主》之前，都没
有大体量的影片上映，因此《美队
4》票房能否挺住就显得非常重
要。

而对于漫威公司而言，接下来
就要看暑期档的《雷霆特工队》和
《神奇 4侠：初露锋芒》的表现了。
BoxOfficeMojo 网站显示，截至 16
日，《美队 4》本土票房破亿，算上
海外收入，全球票房 1.92亿美元。

“既不勇敢，也不新鲜”
《美队 4》的剧情紧接《复联

4》和漫威剧集《猎鹰与冬兵》，讲
述了从前任美国队长史蒂夫手中
接过盾牌的“猎鹰”山姆·威尔逊，
如何在执行任务时发现幕后秘密，
揭露曾经的罗斯将军和如今的罗
斯总统的政治野心和“真面目”。

不过，《美队 4》虽然沿袭了该

系列注重政治解读的传统，罗斯总
统化身“红浩克”也有足以手撕猎
鹰，摧毁白宫的战斗力，但糟糕的
剧情仍遭遇不少差评。

口碑上，《美队 4》在烂番茄网
站仅获 51%的媒体新鲜度和 80%
的观众爆米花指数，Metacritic 网
站媒体均分也只有 42，远低于该
系列的前三部作品。

《华尔街日报》认为，《美队 4》
的执行能力很强，没有追求多元
宇宙那种过时的噱头，而是为观
众提供了现实世界的对照。《综
艺》调侃称，“还是超级英雄那种

‘土豆+肉饼’的套餐，配得还算合
胃口，没有让人感觉是重新加热
的剩菜。”

之前曾有多家行业媒体报
道，《美队 4》由于内部试映非常糟
糕，片方不得不修改和重拍，导致
制作成本飙升，档期也受到影响。

《娱乐周刊》对此表示，当发
现这部影片居然有 5 个编剧时，
就预感到这不是个好兆头，成片
果然如猜测那般混乱。《好莱坞报
道者》则毫不留情地批评：“漫威
又一部平平无奇的作品，复杂的叙
事中几乎看不到什么灵感。”

在 IGN网站看来，《美队 4》“既

不勇敢，也不新鲜”，英国《泰晤士
报》也认为该片“混乱而空洞，说明
漫威宇宙已经没有故事可以迭代
了”。《每日电讯报》批评称，这是一
部“毫无惊险刺激的所谓政治惊悚
片”。

IndieWire 网站则从漫威历史
的角度评析：“该片是一部试图把
系列 IP带出低谷的作品，猎鹰可能
会找到一种摆脱前任美队阴影的
方法，但漫威宇宙还没有能做到这
一点。”

在法国提前上映的《美队 4》
评价也不理想，Allocine网站仅打
出媒体 2.6 分、观众 2.8 分（满分 5
分），虽有《费加罗报》肯定“观众
不会对这部快节奏的大片感到无
聊，因为其融合了政治元素、精彩
的动作戏和令人惊讶的特效”，但
也不乏《回声报》等媒体批评称，

“整部电影从头到尾都很失败，唯
一的优点是把哈里森·福特带入
漫威宇宙。”

丝毫无法撼动《哪吒 2》地位
在中国市场，《美队 4》的口碑

和票房也不理想，丝毫无法撼动
《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 2》）的
地位。据猫眼专业版统计，《美队
4》在中国上映 3天仅收获 7664万

元人民币票房，17日的排片率虽然
有 8.2%，但票房占比只有 0.8%，作
为一部新片仍低于《哪吒 2》《唐探
1900》《熊出没·重启未来》《射雕英
雄传：侠之大者》等春节档影片和
同日上映的《花样年华》重映版。

按照这种趋势，猫眼专业版已
将《美队4》的最终票房预测下调至
1.2亿元，不如去年的漫威作品《死
侍与金刚狼》（4.3亿元）。

口碑上，《美队 4》在中国更是
遭遇吐槽，豆瓣评分只有 5.3，和
之前的《蚁人 3》《惊奇队长 2》半
斤八两。南京师范大学电影研究
员张鹏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
队 4》在中国市场遇冷是漫威电影
近年来多重问题的集中体现，而
非完全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失
效。

张鹏表示，从市场现状来看，
漫威近期电影因质量下滑、剧情
割裂、角色工具化，导致全球观众
普遍出现审美疲劳，而中国国产
片的崛起，进一步抬高了观众的
观影标准。中国观众对美式个人
英雄叙事的接受度降低，更偏好
集体主义叙事，漫威作品中隐含
的价值观与中华文化疏离，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