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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文娱

在金秋邂逅全球好戏
《哈姆雷特》《每一个女人》等将登陆上海国际艺术节

自10月11日起，《哈利 ·波特》全系列陆

续在内地院线展开重映，从10月中到11月

末，一周上映一部。截至记者发稿时，第一

部《哈利 ·波特与魔法石》已经收获近5000

万元票房，不仅连日稳居票房亚军，更在上

座率上领先所有新片。那么，经典重映一定

能助力电影市场吗？

并非新鲜事物
事实上，《哈利 ·波特》系列的第一部《哈

利 ·波特与魔法石》早在2020年8月就曾重

映，当时以1天3小时破亿、7天破两亿元的

票房佳绩，在电影行业复苏伊始，起到了为

市场预热的作用。再往前数，2012年《泰坦

尼克号》通过技术修复转制出3D版，在中国

内地重映后创造了9.46亿元的票房纪录，让

行业看到了经典影片重映的巨大市场空间。

重映从来也不是新鲜事物。只是2020

年以前，中国电影市场上的重映影片绝大多

数是中外经典电影，每年数量有限，且重映时

间与首次上映的间隔长则几十年，短则三四

年。而近几年，重映影片的数量大幅增加，早

已不局限于经典力作，只要是首轮上映取得

较高票房的影片，就有可能择日重映，重映影

片与首轮上映时间的间隔大幅缩短。

大多票房平平
前不久的中秋档，就有《西游记之孙悟

空三打白骨精》《流浪地球2》《我是哪吒2之

英雄归来》三部重映影片。只可惜，除了《流

浪地球2》勉强在这轮重映收获了1455万元

票房；《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不到12

万元的重映票房与首轮近12亿元的数字天

差地别。《我是哪吒2之英雄归来》首映与重

映的差距倒没有那么大，不过是因为该片首

映也仅收获了1759万元票房，重映16.6万

元着实不足为奇。

8月10日，追光动画“新传说”系列第三

部《白蛇：浮生》上映，之前一个多月，该系列

第一部《白蛇：缘起》重映，1755万元的票房

相比系列两部均取得的4亿元以上的首映

成绩，还是不值一提。如果说系列电影首作

重映多为他人作嫁衣，那么首映票房火爆的

电影，重映也未必就能坐收渔利。《人生大

事》首映票房17亿元，重映132万元；《孤注

一掷》首映票房38亿元，重映100万元。《泰

坦尼克号》和《阿凡达》重映所获得的超高票

房，似乎已经成了遥远的传说。

那么，重映能否真正激发市场潜能？又

要选择什么样的影片重映，才能吸引观众走

进影院？

如何才能破局？
首先，要认识到，重映的影片选择须谨

慎，否则投入不菲的修复费用和版权费用，

只能是赔本赚吆喝。经典电影的重制版本，

或是经过数字修复或是转成3D格式，抑或

是补足了此前删减的部分或增添了新的内

容，对观众来说才有足够的动力，重新走进

影院。比如《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1995年

在中国香港首次上映时票房惨淡，观众难以

接受影片无厘头搞笑的风格，但影片后来在

互联网上受到亿万年轻网友追捧，其艺术价

值被重新发现，2017年重映时还强调增添了

11分钟的新画面，当时在中国内地票房就超

1.75亿元；1961年上映的国产经典动画片

《大闹天宫》经修复和3D转制后，2012年重

映也取得了5000万元票房。

其次，无论对发行方还是对院线来说，

虽然经典电影不需要像新电影那样花费时

间宣传，但重映电影的排片和宣发，也都需

要有更精细化的考量。此次《哈利 ·波特》系

列电影每周重映一部的策略就可以借鉴。

又或许，重映的策划和统筹不必局限于某一

系列，院线也可以策划以某个演员或导演为

主题的放映活动，挑出其几部代表作隔周上

映以形成营销事件。最后，重映影片是一个

成熟电影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对于当下

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重映至多只是一道开

胃小菜，无法成为左右整个市场走向的主

菜、大菜、硬菜。创作更多捕捉生活真实、反

映时代风貌的作品，才能让市场真正繁荣起

来。 本报记者 孙佳音

繁荣电影市场
不能只靠经典重映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行止由

心——丁申阳书法作品展”昨天在上

海中国画院程十发美术馆揭幕。本次

展览由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市书法家

协会联合主办，共展出著名书法家丁

申阳书法作品50余件，也是他迄今为

止规模最大的个人书法展。

本次展览的主题“行止由心”，源自

《庄子》“身之所往，行止由心”。在丁申

阳看来，任何艺术都要有积累，只有积

累多了才能随意自由地挥洒，人生亦如

是。这种感悟诉诸文字的话就是“行止

由心”的感觉。

展览由“广大”“精微”两个部分组

成。在“广大”部分展出多件巨幅作品，

最长作品《月下独酌》长度为15米。丁

申阳说，他在书写时，用两支毛笔绑敷

于一起，尽全身之力挥洒，一气贯之。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整部作品真

气贯穿，洒脱浪漫。落款时，因为尺幅

过大，落款处姓名章钤盖了四次。这件

最大作品也成为观众们驻足品评的焦

点。“精微”部分则集中了丁申阳的小

品、扇面、文房对联，雅致精美，有传统

意蕴。

在“大”与“微”之间，有一面展墙

上集中了丁申阳书写的诸多电影片

名。早年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美

工，他携带毛笔墨汁进组，在拍摄间隙

依旧勤勉练习。连谢晋导演都邀他书

写电影片头，有外国导演看到他的书法，要求武

打戏的背景都换成丁申阳的草书。于是，他的

书法伴随《走出西柏坡》《女儿谷》《生死抉择》等

佳作一起进入影院。

开幕式上，丁申阳分别向上海中国画院和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捐赠了作品。本次展览将展

至2024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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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之书 ·再构版》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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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上海国际艺术节即将开幕。这两
天，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目、来自英国的阿库 · 汉
姆舞团全新力作《丛林之书 · 再构版》已经在     
剧场热演，此外，享誉全球的邵宾纳剧院的两部作品
《哈姆雷特》《每一个女人》也将作为艺术节参演剧目
登陆     剧场。艺术节期间，     剧场还
将携手各类文化场所，让戏剧走出剧场，在上海各大
地标进行各式主题拓展，丰富戏剧季的内涵，并推出
“秋是城市漫步地图”，邀请市民参与这场融合秋日美
景与专属戏剧元素的        。

路新景观
第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剧场内 好戏连台
10月12日，英国阿库 ·汉姆舞团的《丛林之

书 ·再构版》在YOUNG剧场完成上海首演，该

剧也拉开了“2024秋是国际戏剧季”的大幕。

《丛林之书》是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

卜林的一部英雄主义史诗。作品内容架构于一

个神秘丛林，情节跌宕起伏，构建了一个完整而

美丽的“森林语系”，充满童趣。

《丛林之书》自1896年问世以来，已经被数

次改编成电影和动画，包括大受欢迎的迪士尼

电影《奇幻森林》。阿库 ·汉姆也对这个童话故

事情有独钟。早在10岁时，他就在印度舞版

《丛林之书》中饰演毛克利。37年后，他决定

以编导的身份，重新造访记忆里的旷野，用舞

蹈美学重塑这场冒险。观众看完赞道“像一

部电影大片”“编舞无与伦比”“发人深省，令

人陶醉，充满希望”……

11月1日，德国邵宾纳剧院奥斯特玛雅

作品《哈姆雷特》也将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亮相YOUNG剧场，也

是该剧首次来到上海演出。邵宾纳剧院艺术总

监、“现代德语戏剧代言人”托马斯 ·奥斯特玛雅

的代表作《哈姆雷特》在中国首演后，迄今为止

仍在豆瓣保持了9.2的超高评分，被观众评价

为“从未有过的震撼”“史上最疯狂的哈姆雷

特版本”。该剧用极致现代化的版本颠覆观众

对莎士比亚的认知与想象。邵宾纳剧院带来

的另一部作品《每一个女人》则是由现今欧洲

最卖座的人气导演米洛 ·劳与瑞士电影演员乌

斯娜 ·拉蒂共同编创，作品延续了导演独具一

格的影像纪实风格，通过演员与素人的空间交

互叙事，革新戏剧的真实边界，上演“凡人之

死”的深刻剖析。

此外，还有一部有创意的视觉偶剧《尝一口

拿破仑》也将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目

在YOUNG剧场上演，法国视觉戏剧大师菲利

普 ·让缇的艺术传承人埃瑞克 ·德 ·萨里将打破

观众对偶剧的常规印象，开启一场充满诗意和

幻想的感官之旅。

剧场外 秋“艺”美景
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YOUNG剧场还

将继续携手各类文化场所，让戏剧走出剧场，在

上海图书馆、思南公馆、上海纽约大学等进行各

式主题拓展，丰富戏剧季的内涵，策划了20余

场包括演前导赏、主题讲座、舞台导览、大师对

谈、工作坊等一系列的延伸活动。

YOUNG剧场还创新推出“秋是城市漫步地

图”，精心规划了覆盖杨浦、静安、黄浦、徐汇、浦

东等多个热门文化区域的打卡路线，每个区域

均设有多个打卡点，包括书店、餐厅、咖啡厅、剧

院、花店等，参与者将漫步在秋日的上海，邂逅

全球好戏。

金秋时节，上海不断拓宽观演模式，为观众

开辟“用戏剧探索城市文化”的新可能，将艺术

的触角从剧场延伸至城市的生活脉络中，实现

从“不止戏剧”到“不止剧场”的华丽蜕变，这是

城市文化、商业与旅游多元融合后的一次生动

实践。 本报记者 吴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