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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案例：网络将人们连接在一起，

创造了流动的可能，可与此同时，

它也在创造着边界，将人们隔离开

来。在分众时代，个人空间反而有

变得更狭隘的可能。那么，该如何

突破那些新的边界？

给孩子看的电影

张英：你编了一本《给孩子的

电影》，编这本书的目的和动机是

我很关注 20 世纪创造的电影艺术样式能不能延续下去，因为它在 20 世纪所实践的社会功能角色是不可替代的。

络给学生授课。出乎意料，“一辈

子没有跟学生发过几次脾气”的她

却发了脾气，因为许多学生没打开

摄像头，“我的感觉是我在明处他

们在暗处，他们在黑暗里看着我”。

事后，戴锦华又在自嘲，也许学生

根本就没看她，他们不开摄像头，

可能是去玩游戏了，或者睡觉了。

从那以后，“他们愿意开就开，不

愿意开就不开，我一辈子上课不点

名”。

这个小插曲可视为网络时代的

特约记者｜张　英

中国电影市场早已成为全球第二

大电影市场。但持续推进电影

工业化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始终围

绕着中国电影。从全年电影票房跨

入百亿时代，到现在突破 600 亿元，

中国电影市场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

间。

疫情影响下，中国电影业从市

场环境、经营模式到消费习惯，都

较以往有了新的变化，如今，单部

影片票房也已突破 60 亿元。对于整

个电影产业和众多电影人而言，在

以最快速度复苏走出阴霾的同时，

也在疫情带来的挑战中催生新的发

展格局、新的交流方式。

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20 年中

国电影总票房达到 204.17 亿元，5.49

亿人次观影，超过北美，成全球最

大票仓。

在参加年度腾云峰会期间，北

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今年腾云峰会的主题为“流

动的边界”。阿来、戴锦华、冯乃

恩、葛剑雄、韩启德、李敬泽、饶

毅、张胜誉等科学和文化大家齐聚

一堂，探讨科技和文化的融合边界，

以及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和改

变。

作为电影达人与大学教授，疫

情影响下，戴锦华只好在家里用网

中国电影的所有问题源于发展太快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访谈

上 图：2020 年 8 月

12 日 晚，《 给 孩 子

的电影》在上海书展

首发。戴锦华带领现

场的大小读者们一起

重新认识电影、探索

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