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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佳音）新
年之始，灯塔研究院和灯塔专业版

联合发布了题为“新格局 新生力”

的《2021中国电影市场年度报告》，

对过去一年行业发展进行总结盘

点。

《报告》显示，作为疫情稳定后

的第一年，2021年中国电影总票房

达到472.58亿元，恢复至疫情前的

74%；在内容供给上，全年上映影片

共697部，创历史新高；下沉市场持

续扩大，三四线城市所占份额首次

逼近40%，其中四线城市在疫情后

恢复较快，其年观影人次超过了一

线和三线城市。

在内容市场方面，“中国叙事”

成为过去一年的核心主题。2021

年的进口片票房在大盘中占比

20%，不到2016年占比的1/2；另一

面，由主旋律题材引领的国产电影，

继续在这一年获得稳定发展。其

中，电影《长津湖》以57.7亿元票房

打破影史纪录，创作上持续贴近时

代精神，延续了“中国叙事”。

根据《报告》，2021年用户的消

费习惯更加偏向短期、节庆型观影，

票房产出向春节和国庆档集中，在

非重点档期上映的影片数量、产出

票房都有所下降。全年票房超过2

亿元的影片共27部，其中六成是在

大档期上映；在大档期之外上映的

共有12部，类型上以爱情片、犯罪/

悬疑片为主。

《报告》还显示，在疫情偶有反

复的2021年，影院在短暂关停后的

重启，让压缩的观影意愿爆发式输

出。例如，厦门全市影院在历经20

天关停后于10月6日重启，当日票

房高达673万元，超过前一年同期

峰值，观影热情持续到了节后第一

个周末。数据表明，在内容和档期

合适的条件下，用户仍有大量观影

意愿有待释放。

即将到来的2022春节档，将再

次聚集诸多头部影片。数据显示，

目前《超能一家人》《四海》《奇迹》以

高热度排名前三；在想看用户构成

上，《超能一家人》与《四海》无明显

倾向，而《奇迹》则年轻女性占比偏

高。此外，春节档动画电影多达6

部，其中两大儿童IP《喜羊羊与灰

太狼》和《熊出没》的新作，占据想看

热度的前二。头部内容带动观影动

力，春节档将为中国电影的2022强

势开年。

2021中国电影年度报告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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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旭颖）新年的钟声敲响，由本报、

钱江晚报、扬子晚报、姑苏晚报于2021年11月30日联

合发起的“寻宋江南”特别策划活动已经“满月”。一个

月里，四家晚报以图文、视频、创意海报、昆曲表演等形

式带领读者寻访长三角地区的各大宋朝遗迹。辞旧迎

新之际，这趟“寻宋”之旅，又首次走进了直播镜头之中。

2021年12月30日下午2时，“寻宋江南”线上直播

第一站由扬子晚报联合钱江晚报发起。南京博物馆社

教活动策划人朱媛媛化身主播，带领线上观众，走进南

京博物馆“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跨年大展现

场。展览展示了来自38家考古文博机构收藏的约300

件宋代文物精品，如2019年杭州市德寿宫遗址出土的

龙泉窑青釉六角占景盆，2020年湖州市杨家埠宋墓出

土的黑釉盏等。不少展品是经过修复之后首次公开展

示。“一曲新词酒一杯”的宋代江南文人生活仿佛在眼前

重现。短短一小时的直播，收获了近20万网友的关注。

紧随其后，跨年之夜，2022“书香迎新 阅向未来”脱

口秀直播举行。这是钱江晚报连续第三年举办的品牌

活动。跟随“寻宋江南”的脚步，活动走出浙江，走向长

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五座

城市展开联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带

领读者寻根溯源，聊聊《文明之源看浙江》的那些事；南

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陪伴大家在诗词的天地中“寻

宋”，领略《宋韵与诗意生活》。此外，中国科幻研究中心

首批特聘专家姜振宇解读《元宇宙到底是什么》，北京大

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展望《人类新家园》，

作家叶兆言则与大家在线探讨《文学的力量》。

两场直播，除了主办的两家媒体，本报和姑苏晚报

也各自在上海和苏州发出召集令，号召读者围观和参

与。“待无恙，多来往，共江南。”新的一年，四家晚报通过

互联网联结，共同扩展“寻宋”之旅的广度和深度，让江

南宋韵笼罩长三角地区，更为全国人民吹去清

新之风，期待与君共看江南

繁花似锦开。

游龙华、品素斋、听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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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쯎붭쓏”播짏횱능

游龙华、品素斋、看展览……

习惯了新年来龙华寺祈福吃素斋

的市民游客，如今又被安排了新

项目。昨日，龙华民俗传承馆（见

上图）开馆，不少前来龙华寺祈福

的市民选择这条充满文化内涵的

路线作为“新年第一游”。

非遗 就在你身边
不同于传统的展馆，和龙华

素斋馆“无缝衔接”的传承馆，是

一个充满古典与时尚韵味的展示

新空间。为让品尝完素斋的游客

能信步至此，传承馆的入口和素

斋馆相连，动线设计仿效古代园

林曲径通幽，移步换景，每个转角

都有惊喜。

整个展厅分为序厅、龙华印

迹、诗韵龙华、龙华踏赏、龙华传

艺几个板块，包含文化展示、影片

播放、传统非遗项目深度解读、体

验互动等内容，可以吸引不同年

龄段市民观众来了解、传播、

打卡龙华民俗文化。

与此同时，传承馆也是非

遗项目的展示平台与窗口，海

派插花、黄杨木雕、绒绣、剪纸

和沉香香品制作技艺5个非遗

项目将轮番亮相。策划人张

桂凤说：“非遗传承最好的姿

态就是活态传承，我们要做的

不仅是展出，将非遗作品挂起

来，更希望市民游客能在这个

空间沉浸式感受他们既古老

又时尚的魅力。我们的展览也会

不定期邀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前

来现身说法，让你感受非遗就在

身边。”

花语 无声胜有声
“梅兰竹菊四君子，我们刚好

四个人，快点快点，此地一定要来

一张！”每逢新年都要来龙华寺祈

福的赵秀娟，昨日和要好的小姊

妹如约前来，相比往年吃了素斋

还要另寻“节目”，今年传承馆首

展——“海派插花作品展”承包了

她们对“拍拍拍”的所有期待。而

让她们拍得停不下来的，正是此

展镇展之宝——《君子相聚启新

航》。

自传承馆正门进入，一眼便

能看到这一镜框式插花作品，取

“风好正是扬帆时”的寓意，展现

海派文化的包容兼并、大气谦和，

由海派插花代表性传承人蔡仲娟

携王志东、徐国栋、姜智玲、高华、

刘成林五名弟子共同完成。王志

东说：“此作以方形镜框为器，用梅

兰竹菊构图，借用中国园林意境，

是想要打造一个都市中的桃源，带

给人片刻‘时间之外’的宁静。”

市民刘振牵着女儿站在一盆

名为《清风》的作品前良久，父女

俩亲热地相互依靠着，看背影都

透着一份暖意。和其他多以新鲜

花材制作的作品不同，《清风》中

不少残枝败叶，甚至还有两段枯

木旁逸斜出。偏偏刘振却对这一

作品情有独钟：“它让人想到生命

的轮回，枯枝残叶肥沃了土壤，土

壤孕育新的生命，来年又是繁花

似锦。疫情让很多人的生活陷入

困顿，我也因为工作关系足足半

年没能回家，特别惦念家里人。

但愿新的一年、新的春天，能带来

新的希望，也让更多家庭能够

早日团聚。”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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