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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另类思维以点带面

“三剑”排片的灵活性，还在于首映

不一定是全线推出，可在少数影院或地

区先引爆，培植卖座典型以点带面。

“三剑”成员平日爱和影院人士交

朋友，不是为了“套近乎”乞求影院多排

片，而是要了解各家影院的不同特色，

以便日后用其所长。

“三剑”推出《较量》时，考虑到广州

多数影院对该片信心不足，便先选择一

家影院独家上映《较量》。该影院并非

广州的票房“老大”，但该影院经理和排

片员向来重视国产片，这回又力挺《较

量》，票房收25万元！各家影院闻讯，都

抢着排映该片。

“三剑”在广东发行《离开雷锋的日

子》，各市电影公司对该片信心不足，

“三剑”先找一个地区带头，没有选择富

裕的珠三角城市，而看中粤西一个贫困

的边远小城，为何要舍近求远？原来，

“三剑”成员记得新闻传媒曾报道这个

小城有一位好人见义勇为反遭小人讹

诈，与《离开雷锋的日子》的故事很相

似，可引起该城民众的强烈共鸣。“三

剑”成员远赴该城大力宣传该片，果然

热卖，带动粤西其他城市的观众也争相

观看该片。该片在欠发达地区率先打

响，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富裕地区

的电影公司经理们坐不住了，都积极放

映该片，该片立即在全省掀起卖座

热潮。

三、新闻效应取代明星效应

在广州，报纸的要闻版（社会新闻

版）和电视、广播的社会新闻，比娱乐新

闻的受众面更广。

《狂吻俄罗斯》是商业小片，不具备

上报纸要闻版的分量。该片在广州上

映前夕，“三剑”获悉广州有一家老字号

电影院——新华电影院要拆迁，便心生

一计，建议该影院在最后一个放映日举

办《狂吻俄罗斯》首映礼。在一即将关

闭的电影院举办国产片的首映礼，在广

州电影史上是破天荒头一回，说明广州

电影工作者在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还

在支持中国电影，颇为感人，这就不是

一般的娱乐新闻，很有社会意义，广州

的记者将这一活动作为当地重要新闻

去报道，引出了《狂吻俄罗斯》。大批对

新华电影院有深厚感情的老观众纷纷

涌去看该影院的最后一场电影，成了

《狂吻俄罗斯》的第一批观众和该片的

“义务宣传员”。《狂吻俄罗斯》的名声就

借此迅速传播开来。

“三剑”推介电影《国歌》时，希望策

划一些与广东紧密“挂钩”的新闻，引起

广东观众的关注。但该片的故事并非

发生在广东，主人公田汉、聂耳并非广

东人，该片主创没有广东人，也不在广

东拍摄。乍一看，《国歌》与广东毫不沾

边，怎么办？

《国歌》有部分内容描写了十九路

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寇。影片并没有

交代十九路军将士的籍贯，但“三剑”成

员平日熟读史书，得知十九路军是粤

军，从总指挥到士兵多为广东人。因为

广东人与海外联系密切，不少内地人便

误以为广东人都是崇洋媚外，不讲精神

文明。广东人很不服气，因此特别爱看

反映广东人爱国的新闻和文艺作品。

“三剑”掌握广东人这一社会心理，策划

了一系列活动：《国歌》首映式不放在影

院，而在广州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

亡将士陵园”举行，邀请在广州居住的

原十九路军英雄连长何宝松参加《国

歌》首映活动，向广州观众大力宣传《国

歌》再现广东将士如何靠简陋武器击败

东洋强敌的海陆空三军，日军换了四位

司令官，也未能攻占上海。田汉、聂耳

在上海亲眼见到十九路军官兵如何舍

身卫国，激发了创作灵感，因而写出流

芳百世的《义勇军进行曲》。可以说，没

有广东十九路军，便没有这首国歌。以

上宣传，令广东人十分自豪，都很想看

电影《国歌》，大振广东人的志气。

“三剑”还“挖”出另一位新闻人物

——珠影退休美工师张云乔。张老是

聂耳的生前好友，聂耳写出《义勇军进

行曲》乐谱之后，第一位听众就是张云

乔，张老还是录制《义勇军进行曲》第一

张唱片的合唱队队员之一。张老因退

休多年，其经历鲜为人知，但“三剑”成

员早就知晓，便请张老参加《国歌》首映

活动，颇有新闻效应。

上映老片，似乎没有新闻价值。但

“三剑”推出《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

时，有意和《狮子王》同期上映，交锋的

第一天，“美猴王”就大败“狮子王”，显

示毗邻海外的广州人并不崇洋媚外，成

为“中美动画巨片打擂台”的奇闻，广州

报纸的要闻版都争相报道。

四、打破传统的商业广告模式

当年，许多电影公司在报纸刊登电

影广告，只有一种版本，广告词生硬

老套。

“三剑”在报纸上刊登《七七事变》

的广告，连发八条广告，有八种款式，天

天变换花样，将新闻报道、历史资料、观

众评议、章回小说笔法、抒情散文笔法

植入商业广告。

该片在报纸第一条广告故意空格

开“天窗”，借鉴猜谜形式，片名中没有

“七·七”二字，最显眼的广告词是：“中

国人不能忘记‘□□事变’？”“中国人须

看电影《□□事变》！”“请看清广告兼考

你历史知识。”造成悬念引人注目。第

二条广告列举当今日本右翼势力为侵

华战争翻案之行径（如日本国会在关于

“二战”定位的决议中欲删去“侵略”“反

省”等措辞；长崎市市长批评侵华战争，

竟遭右翼分子枪击；日本政要大员参拜

“靖国神社”，为战犯招魂等等），激起广

州群众的民愤，人们就很想观看《七七

事变》，了解抗战历史。其余的几条广

告，有些专门介绍该片情节的各种悬

念，有些专门介绍该片四场大血战的壮

观场面，有些专门介绍该片的新奇特

效，有些专门介绍剧中几位历史人物的

战后结局，都很引人关注。

电影广告不一定都要有明显的商

业色彩。“三剑”于1995年母亲节前夕在

报纸上发了一条《一个独生女的故事》

广告：“献给母亲节的最佳电影／比《妈

妈，再爱我一次》更感人／今天的世界

不是有钱就有一切／小主人公张鸣鸣

的母亲得到了人间最大的幸福，是因为

她有一位孝义的女儿／相信每位孩子

看了都会在内心呼唤：“妈妈，我要报答

你！”这个广告的接受对象是母亲们，采

用散文笔调，充满温馨的感情色彩，更

易打动女性观众，这个广告刊出之后，

在母亲节前后又一次掀起母亲带子女

观看《独生女》的热潮。

五、推销团体票有绝活

“三剑”组织团体包场，最有效的一

招是自编广告传单，阅读对象的定位不

是“民”而是“官”——各家基层单位可

决定包场的负责人。这就要讲究“基层

干部心理学”，要了解对方因年龄、出

身、经历、文化程度而形成的独特口味，

引起基层领导的关注和共鸣共情。

“三剑”编印《较量》包场传单，考虑

到现时各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多是50

多岁，在抗美援朝时都是中、小学生。

于是在传单的一开头加了一段充满怀

旧色彩的文字：“经历过50年代的观众

看了本片，会想起你当年如何高唱‘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如何含泪

传阅《谁是最可爱的人》，如何踊跃参

军，如何踊跃捐款……一个人的青少年

时代，多么值得回味！”这就颇能打动这

一年龄层的领导干部。

“三剑”编写的《走近毛泽东》广告

传单，竟有四种不同版本，各有不同的

角度和侧重点，因为不同行业的观众看

同一部电影，会有不同的需求。

第一种版本的阅读对象是党政机

关干部，宣传词要有“论政”色彩，体现

执政新思维，如：“一群衣着时髦的现代

男女青年，在街头弹着电吉他，深情地

唱起怀念毛泽东的自编新歌，这是为什

么？许多首次解密的电影镜头，展示两

党领袖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竞争，以全新

的观念，反思两大政党一个丢江山一个

得天下的成败之道。”等等。“三剑”还特

意说明该片记述了毛泽东如何从一个

出身寒微，没有靠山的普通农村青年，

成为政坛伟人，对从政人士也颇有吸

引力。

第二种版本的阅读对象是大专院

校学生会的学生干部，就多谈“如何成

才”的人生哲理，开头就是一句“凡是想

建功立业者，不可不看《走近毛泽东》！”

以富有青春锐气的文字介绍青年毛泽

东的胸怀抱负和成才策略，如何“立奇

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

男子”，对大学生的学习和就业颇有启

迪和鼓舞。大学生特别讨厌干巴巴的

政治说教，这份传单特意说明该片颇幽

默风趣，令观众笑声不断；摇滚插曲《毛

泽东》很好听，定会流行。

第三种版本的阅读对象是中小学

校长，着重介绍毛泽东小时候如何刻苦

学习，积极锻炼身体，校长们就觉得很

有必要让学生看该片。

第四种版本的阅读对象是企业领

导，重点介绍毛泽东如何披荆斩棘创大

业，如何与群众打成一片。对企业如何

冲出经济困境，改善干群关系、劳资关

系，很有指导意义。

《走近毛泽东》在广州的包场收入

可观，影院的同志都说这四种传单帮了

大忙。

结语

“三剑”的理念与实践，对电影发行

的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很有借鉴意

义。各级政府大力支持这一新生事物，

国家广电总局和电影局三次指定“三

剑”的代表在全国性电影工作会议或讲

习班介绍先进经验。电影界专业报刊

共发表 40 多篇评析“三剑”战果的文

章。“三剑”成员应邀前往全国31个省的

电影发行公司讲学近100场。“三剑”成

员赵军晋升为广东省电影公司总经理、

珠影集团副总经理，是广东省政协委

员；祁海评上正高职称，获“广东省劳动

模范”称号，当选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今天，电影发行的一些旧观念尚未

根除，改革任重道远。重温当年的发行

改革成果，不是照搬其形式，而是学习

先行者敢于创新的锐气和善于创新的

思维方式。

随着现代新科技的兴起，电影营销

的硬件更丰富更先进，但智力软件的开

发仍不可松懈，因为预测市场和排片还

是要有好眼光，线上宣传也要有好创意

好功底。

盼望更多高情商和高智商的精英

人才加入电影发行大军，进一步解放电

影业的生产力！

近期上映的动画电影《时间之子》

由青年导演于奥、周铁男联合执导。

作为一部原创奇幻爱情题材的动画长

片，它在上映后带来了不少惊喜，也引

发了诸多争议。本文将围绕影片的主

题立意、故事结构与人物塑造、现实文

化映射以及题材创新贡献四方面，观

察《时间之子》的得失利弊。

穿越时空的爱情寓言

《时间之子》讲述了一段跨越时间

的奇幻爱情故事：冷面杀手十七和渔

村少女千晓因神秘圣物“时轮”相遇，

从最初结伴一日的冒险到彼此守护一

生的爱情。在奇幻冒险的外壳之下，

影片包裹着对时间与爱的深刻思考。

导演于奥、周铁男透露，创作灵感源自

他们生活中一次猝不及防的离别——

养了九年的爱犬意外离世，这让他们

深刻体会到人生中的大部分告别往往

毫无预兆。正因如此，两位导演希望

通过电影表达“总会重逢，离别亦非终

结”的主题，并据此设定了一个时间循

环往复的叙事结构，让观众仿佛置身

于一个奇幻的“时间迷宫”去体会离别

与重逢的意味。

影片以爱情为主线，巧妙融入了

对时间的哲学探讨，试图探讨永恒与

短暂、生命与爱情的关系。例如，女主

角千晓因获得时轮而永葆青春，男主

角十七却会逐渐老去，这种时间维度

上的不对等给他们的感情带来巨大考

验。通过两人穿越时空的爱情经历，

影片传达出珍惜当下、超越生死的浪

漫信念——真正的爱情能够跨越时间

的流逝与生命的终结。片中直接点题

的一句台词“我从不怕电影会散场，因

为陪我看完这场电影的人是你”，动人

地阐释了陪伴和爱的永恒价值。影片

最终落脚于对爱与记忆的礼赞：人生

的意义不在于永生不灭，而在于每个

“与你共度”的珍贵瞬间。

奇幻冒险中的情感闭环

在叙事层面，《时间之子》采用了

非线性时间叙事的结构，将“一日”与

“一生”两个时间维度巧妙地交织在一

起。影片用超过一小时的篇幅铺陈了

元气少女千晓与冷面杀手十七在大都

会中的奇幻冒险，一日之内发生了充

满想象力和悬念的经历；而后半小时

画风一转，进入催泪感伤的情感戏，把

视野拉长到他们此后一生的爱恨离

别。这“一日”与“一生”两条时间线在

影片中形成了分水岭式的对照：前半

段节奏紧凑、笑点频出，充满天马行空

的浪漫奇遇，后半段则时空闭环逐渐

明晰，情节急转直下，引出更加宏大的

情感表达。随着故事推进，诸多看似

独立的事件被证明前后因果相扣，构

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时空闭环叙事。

影片除了在叙事结构的设计上颇

为用心，也塑造出了两个鲜明、生动的

角色。千晓是一个充满朝气的渔村少

女，勇敢追梦，初到繁华都市时对新生

活充满了好奇与向往。她敢想敢做，

面对危险毫不退缩，对爱情真挚热

烈。十七则是外表冷酷寡言，内心却

隐藏着孤独和温柔的杀手。片中两人

的互动细腻而动人：当十七因无法掌

控命运而自责时，千晓安慰他说“即使

你把一切都努力做好，该发生的还是

会发生”，这一简单却深刻的劝慰令十

七释怀。类似的情节细节使角色形象

更加饱满立体，让观众对这对命运纠

缠的恋人生出由衷的关切。

然而，影片在故事与角色方面也

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十七与千晓的

感情发展略显突兀：两人从初次相遇

到相知相爱几乎都发生在短短的一天

之内，情感铺垫略显不足，使得爱情的

升温稍嫌仓促。这种略显生硬的感情

线发展影响了后续悲剧张力的说服

力。其次，反派角色的塑造相对薄

弱。影片中的主要反派势力（以佐伯

为首）动机不够清晰，他们与主角之间

的矛盾冲突缺乏深度刻画，导致正邪

对抗的戏剧张力打了折扣。再者，剧

情在后期略显凌乱混乱——由于前期

对“时轮”奇幻设定铺陈得过于复杂，

结尾处多条时间线交织，让部分观众

感到难以完全理解故事走向。尤其是

高潮结局阶段，不同时间循环的交汇

与逆转迅猛而密集，如果没有提前仔

细梳理线索，观众很可能被绕得一头

雾水。

民国风华与共同情感

从美术风格和背景设定来看，《时

间之子》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中国近

代历史和都市文化的元素。影片巧妙

融合了民国复古美学与现代动画技

术，打造出了独特的视觉风格。故事

发生的大都会充满老上海风情：外滩

万国建筑、石库门里弄、街头霓虹灯交

相辉映，甚至马车与老式汽车并行于

街头，生动再现了民国时期上海都市

的繁华景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千晓的家乡——静谧质朴的海边渔

村，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远离尘嚣，呈

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美感。这种都市

与乡村、新奇与宁静的强烈反差，不仅

营造出视觉上的层次感，也隐喻着女

主角千晓内心经历的文化冲击：从封

闭安定的旧世界踏入灯火辉煌的新世

界。这一设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

国近代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历史场景，

也折射出现代年轻人向往都市精彩生

活、突破故土局限的心理历程。

影片还与电影文化和历史进行了

有趣的对话和联结。对于资深影迷而

言，《时间之子》犹如一封写给经典电

影的情书——片中埋藏了许多向中外

经典致敬的彩蛋和桥段。例如用漫天

金沙具象化时间流逝，用老式电影胶

片象征封存记忆，还有新人导演阿木

的名字前缀竟糅合了影史上一些重要

导演的名字。影片的多处场景也让人

联想翩翩：《泰坦尼克号》中经典的旋

转舞会、《功夫》里的斧头帮追杀、《一

代宗师》中的雨夜打斗楼梯，以及弗里

茨·朗的科幻名作《大都会》的都市剪

影。可以说，电影可以超越时空的特

点在本片中得到了鲜明地体现，各种

电影史元素的融入让《时间之子》具有

了跨越时代的文化趣味。这种对电影

文化的融会贯通既显示了主创团队的

情怀与野心，也让观众多了一层解读

影片的维度：既可将之视作一个独立

故事欣赏，也可以当作“电影元素寻宝

游戏”，从中发现熟悉的影史符号。这

种创作手法本身就是对电影作为时间

艺术的一种元表达——借由无数前人

影像记忆的碎片，重构出了一个新的

时空故事。

题材拓展与艺术创新

《时间之子》在题材和创作方面的

探索与创新，为近年国产动画电影注

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近年来国产动

画大片多以传奇神话（如哪吒、姜子牙

等）或系列续作为主流的背景下，这部

融合爱情、奇幻、冒险元素的原创故事

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影片构建了一个

全新的世界观，将都市传说、科幻概念

与浪漫爱情糅合，试图摆脱国产动画

题材局限，拓展更丰富的叙事疆域。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时间之子》可算

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世界系”国漫

——这种小人物爱情与世界命运紧密

相连的故事模式，在日本动画中屡见

不鲜（如新海诚作品），但在国产动画

中还是新鲜的尝试。能够在院线看到

这样的题材，本身就体现了国产动画

人求新求变的勇气与诚意。

总的来说，《时间之子》是一部勇

敢而富有想象力的尝试之作。它以创

新的题材立意和精良的视听效果，为

国产动画开拓了新的疆域，在炫目的

奇幻冒险中融入了对人生、爱情的真

挚思考。尽管影片在剧本打磨上仍有

可以提升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让

观众看到了国产动画人求变求新的努

力和决心。或许正是通过《时间之子》

这样的不断尝试和磨砺，国产动画电

影才能在未来孕育出更多既有思想深

度又具类型娱乐性的优秀作品。我们

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看到中国动画

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出更耀眼的光芒，

而《时间之子》无疑是这段旅程中值得

铭记的一步。

■文/徐 驰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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