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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供应充足
据灯塔专业版上映日历，2025年五一

档将有13部电影上映，较去年五一档多出4
部，商业化类型片、现实题材影片供应充

足，满足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过去两年五一档，喜剧片都成了票房

黑马，今年五一档将上映公路喜剧片《苍茫

的天涯是我的爱》，凤凰传奇的曾毅首次跨

界出演喜剧电影；另外还有易小星执导、常

远主演的《人生开门红》。今年五一档传统

的犯罪电影有刘德华、欧豪主演的《猎金·

游戏》和白客、辛柏青、郎月婷主演的《大风

杀》，这两部类型片各具独特风格，差异性

大，前者是经典港产犯罪片，后者则有西部

片风格，入围了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

奖；进口电影有动作片《雷霆特攻队*》、宫
崎骏动画《幽灵公主》；剧情片方面有马丽

主演的《水饺皇后》，以及改编自法国高分

电影《贝利叶一家》的《独一无二》，张婧仪

饰演听障家庭中唯一的听人。除此以外，

还有 3部国产亲子动画片上映，《哪吒之魔

童闹海》近日宣布第三次密钥延期，将在五

一档持续上映。整体上，今年五一档片单

百花齐放，场面宏大的动作片以及情感细

腻的现实题材齐头并进。

受众区分明显
据灯塔专业版，截至 4月 26日 21时 30

分，今年五一档已有12部影片开启预售，累

计预售（含点映）突破1921万元，其中《水饺

皇后》《猎金·游戏》《人生开门红》暂列预售

票房前三位。营销热度上，《苍茫的天涯是

我的爱》近日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并开启

路演，热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累计淘票票

想看突破 8万，位列第一，《雷霆特攻队*》
《水饺皇后》分列第二、第三。从淘票票想

看画像上能看出，今年五一档影片受众区

分度明显，《水饺皇后》女性想看占比接近

八成，最为突出；《雷霆特攻队*》则是男性

想看占比超过六成；25岁以下年轻观众想

看占比最高的是《独一无二》。在预售画像

上，《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华北地区票房

突出且最为下沉，《人生开门红》东北地区

票房突出，《猎金·游戏》华南地区票房突

出，《大风杀》西北地区票房突出。

今年五一档新片密集上映，良好的区

分度有利于降低同质化竞争，促进全域观

众覆盖和档期市场健康发展，但这也让五

一档票房冠军的归属扑朔迷离。从目前来

看，除传统喜剧电影之外，观众对根据“湾

仔码头”创始人臧健和女士真实故事改编

的《水饺皇后》期待值颇高。这类聚焦小人

物奋斗史的现实题材电影，若能精准把握

情感脉络，极易引发观众的共鸣，有望在五

一档拔得头筹。邱礼涛执导的《猎金·游戏》，

聚焦投行内幕，加上刘德华与邱礼涛第七

次合作的默契，以及两位主演的票房号召

力，《猎金·游戏》也具备成为五一档黑马的

潜力。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中国国家博物馆日前宣布

启动全新展览品牌——“国家

展览”。系列化、主题化、国际

化的顶尖展览，向观众生动展

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世界

文明的多元共生。首展“青春

之歌——全国大学生创新成果

展”将于4月29日开幕。

“国家展览”的推出，是国

家博物馆依托自身丰厚馆藏、

卓越策展能力和广阔国际视野

的战略升级。“国家展览”将以

服务“国之大者”为核心定位，

立足为国护史、为国藏史、为国

弘史的职责使命，着力发挥国

家博物馆“国家文化客厅”功

能。展览将涵盖历史、艺术、科

技、外交等多个领域，力求在展

现中华文化底蕴的同时，彰显

鲜明的时代精神。

国博还公布了 2025年十

大“国家展览”选题，亮点纷

呈。“青春之歌——全国大学生创新成果展”将于

本月率先亮相，聚焦国家战略与青年发展，生动展

现新时代大学生的创新实践与青春风采。

“万里同归——新时代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

汇聚党的十八大以来回归祖国的珍贵文物，讲述

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艰辛历程和累累硕果。

“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 80周年主题展”回顾抗日战争时期，国际

友人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战的珍贵历史。“制造强国

成就展”（暂定名）将全方位展示中国工业从制造

到智造的跨越式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安徽淮南武王墩大

墓展”将向公众展现武王墩墓出土文物，揭示近年

来国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展现楚文化在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全国农民艺术大展”“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博

物馆文物精品展”“庞贝：永恒的发现”“俄罗斯列

宾特展”和“王国的艺术——沙特现当代艺术展”

（暂定名）等精彩展览也将陆续推出。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不约而同”皆因“道法自然”
上博讲坛揭秘中埃古代书写发展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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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档13部电影上映，
比去年多了4部——

百花齐放题材多元
谁能把观众留下来

作为春节档之后、暑期档之前承上启下的重要档期，五一档向来备受市场瞩目。
去年五一档，影片类型丰富、票房集中度降低、多部影片逆袭，5天市场总计交出了
15.27亿元的票房，同比增长0.4%，日均票房3.05亿元，也略超2023年同期，市场稳中
有升。2025年五一档，多了4部电影，市场会更值得期待吗？

看过正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金字塔

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许多观众会对古埃

及文字和使用文字的方式感到熟悉，因为总

能时不时看到其与中国古人书写内容、习惯

的相似之处。然而相隔万里的古埃及和古

代中国，为何会有这些“不约而同”？前天，

上博讲坛第五季第二期在上博学术报告厅

开讲，研究馆员葛亮以“中埃古代书写纵横

谈”为主题，为观众揭示这些有趣的巧合。

造字方法 满足记录需求
在文字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古人与古

埃及人都采用了表意、表音、形声等多种造

字方法，这使得中国商代文字与古埃及圣

书字中“日”“月”以及数字等文字，都有着

相似的模样。

然而，不同地区文化中相似元素的出现

并不能被简单视为传播交流的结果。葛亮认

为，由于各个地区、各个时代人类基本需求是

相似的，因此可能自发做出类似的选择。这

些不同地区创造文字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

惊人相似性，是为了满足记录、传递信息的

需求而自然形成的，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书写工具 方便日常使用
在书写文字的尺度和工具方面，中国

古人与古埃及人也有不少“不约而同”。现

场，葛亮展示了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商代甲

骨、西周青铜簋铭文以及东汉居延汉简等

文物图片。古代中国人书写文字时，通常

使用简牍作为载体，以毛笔作为书写工具，

文字的尺度虽然会根据载体的不同而有所

变化，但最常用的一般书写尺度在 0.5至 1
厘米之间，这不仅与古埃及相近，也与如今

现代人的习惯类似。

与此同时，古埃及人通常使用莎草纸

作为载体，以芦苇笔作为书写工具。而中

国古人习惯的竹简、毛笔，也同样具备轻便

易得、吸水性强的特点。葛亮说：“日常使用

要方便书写、节约空间，又要让阅读者看得

清楚，所以不管在哪儿、在什么时代，字的尺

度和工具都会自然发展成相似的模样。”

书写姿态 适应身体特点
通过湖南省博物馆藏品西晋青釉对书

俑以及多种汉画像，乃至商周墨书的笔画

形态，可以推知，中国古人在桌椅普及之

前，通常采取跪坐的姿势，左手握简、右手

执笔进行书写——在古埃及壁画中展现的

书吏形象也时常是这副模样。中国古人对

于已有文字的成卷、成册的竹简，则会采取

左手持卷、展卷，右手持笔、批阅的姿势，这

与埃及国家博物馆和卢浮宫收藏的古埃及

书吏像的体态也很相似。

“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思

想之一，强调人类应该顺应自然规律行

事。在书写和阅读方面，中国古人与古埃

及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特点选择

了最适合自己的书写和阅读姿态，而这一

切的巧合，都是载满古人智慧、符合生活实

用的“道法自然”。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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