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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上映的《风流一代》票房未过千万

贾樟柯的“营销实验”难言成功
刘宗智 济南报道

22天，

是一种营销手段吗

电影《风流一代》从2001年
讲到2022年，赵涛饰演的主角巧
巧，年轻时和斌哥谈恋爱，但斌
哥丢下她出门闯荡，于是，巧巧
踏上了寻找斌哥的旅途。

为契合不严谨意义上22年
的摄制周期，导演和片方颇有仪
式感地把公映日期选定在11月
22日。同时，限定公映22天。此前
贾樟柯透露，这部历经22年时间
拍摄的影片从11月22日正式公
映起，将只在大银幕上映22天，
将于12月13日下映。

贾樟柯在社交平台发文解
释说，“这部影片花了22年的时
间拍摄，我们就用22天，来告别
这22年。我想我们用这22天，用
一种最具仪式感的观影形式，跟
这个世纪‘俱往矣’的20多年时
光，跟‘风流一代’的风流过往，
做个告别。”

除去贾樟柯的情怀考量，这
种相对“新奇”的放映方式，或许
也是片方撬动核心观众快速进
场的一种营销手段。在低迷的观
影情绪下，带有文艺属性的《风
流一代》很难拓展路人观众，只
能尽力争取影迷群体，而限时观
影能让部分观众尽快观影，保证
院线前期排片率，而不是延宕观
影需求，拖累上座率，最终因影
院排片过少而再度损耗票房。

按照贾樟柯以往几部院线
电影的排片数据，22天也恰好暗
合了作品的市场生命周期。以票
房最高的《江湖儿女》为例，这部
上映于2018年秋季的作品集齐
了赵涛、廖凡、徐峥、刁亦男等一
众实力派演员。首日排片占比
16 . 7%，当天票房1325万，然而到
了公映第十天，排片占比锐减至
0 . 1%，当天票房仅有21 . 2万，此
后每况愈下，偶有回弹也难挽倾
颓之势。因此，对于《风流一代》
而言，与其以“马拉松式长跑”比
拼耐力，倒不如限期22天吸引一
波热度。

从效果来看，这次“饥饿营
销”的确为影片的市场表现增彩
不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相关
话题多次冲上热搜，热评里也有
不少网友感慨“贾导也太有仪式
感了”“都是数字22，导演真的用
心”，还表示“欠贾导一张电影
票”“一定去电影院捧场”。影片
定档前夕，《风流一代》的片源遭
到泄露，在互联网上大肆流传，
贾樟柯发文请求观众“大家如果
有条件、有兴趣，还是把第一次
体验留给电影院吧。感谢！”“盗
版”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风
流一代》添了一把“火”。

22年，

是一种创作风格吗

从创作层面上来看，《风流
一代》更接近于贾樟柯的一次影
像实验。他介绍，《风流一代》的
创作过程非常特别，从2001年开
始拍摄，断断续续一直拍到2022
年，无意中记录了2000年至今人

和事的变迁，剪辑了超过1000个
小时的素材。“新的感受需要新的
叙事方法，我想去冒险，尝试用新
的叙事方法，带给观众一种崭新、
或许有些陌生的情绪体验。”

著名导演维尔托夫曾提出
“电影眼”理论，他认为电影设备
应该像人的眼睛一样去客观记录
生活实景，成为捕捉和构建现实
边界的一个工具。受此影响，贾樟
柯也萌生了创作欲望，“现在回想
起来，当时我只是一个拿着数码
相机的人，我的想法是找到一种
突破传统电影工业程序和制作模
式的方法，摆脱从剧本直接到电
影的过程。”

隔着时间回望，贾樟柯迄今
为止的所有作品，组成了一部关
于中国近30年来的纪录长片。当
时间越被拉长，记录的质感和文
献般的价值就越凸显出来。从最
初的DV，到16毫米、35毫米的胶
片摄影机，再到最新的数码摄影
机，贾樟柯有意使用多种设备，同
时也串联起《任逍遥》《三峡好人》

《山河故人》《江湖儿女》等过往电
影的画面，营造了材料混用和拼
贴的效果。他的兴趣不在于情节，
而在于如实记录和呈现不同时期
的社会风景。巧巧和斌哥的故事
线只是若隐若现，草蛇灰线般地
串联起二十年。在他看来，《风流
一代》像一种时间机器，“你会看
到技术是如何发展的，不同时代、
不同年代的人的外貌是如何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最让我难
忘的，也是最让我惊讶的是，我看
到了社会的氛围和情感是如何转
变的。”

《风流一代》身上的“文艺气
质”让人无法忽略。低成本投资让
其更容易从稳妥的类型套路创作
中挣脱出来，产生相对先锋、自由
的表达，但也意味着作品本身缺乏
产生高影响力、高冲击力的先天优

势。贾樟柯形容自己拍电影，
是“咬紧牙关站立着，拍自
己想拍的电影”。这样的姿
态让人尊敬，但也不得不
承认，电影最终要面向市
场、面向观众，“限时上映
22天”作为一种妥协之
道，在“商业性”和“作
者性”中找到了一种
奇妙的平衡。但影
片上映22天票房
未过1000万元，
贾樟柯的营销实
验难言成功。

《风流一代》：贾樟柯的“时代切片”

贾樟柯的最新电影《风流一代》下映在即。从11月22日首映以来，这部历经22年拍摄制
作、限时上映22天的作品带领观众完成了一次情感与时代的游历。此前，影片定档时，贾樟
柯曾表示，“影片下映后，应该也不会大规模复映。但我觉得，对于想看《风流一代》的观众
朋友来说，22天足够让我们相逢。”“限时上映22天”作为一种妥协之道，在“商业性”和“作者
性”中是否找到了平衡呢？

□刘雨涵

对于《风流一代》的评价，
有人称赞“时代拼贴画”“影音
博物馆”；也有人不买账这样的

“行为艺术”，说贾樟柯是在“给
电脑清库存”“做剩菜”———“看
冰箱里还剩什么，随便切切做
了道菜”。

《风流一代》以21世纪的头
20年为背景，以中国北方小城
恋人巧巧和斌哥的分分合合为
主线，讲述形形色色的小人物
沉浮20年的人生故事。他们的
故事不仅是一段爱情的纠葛，
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

在影片的开篇，贾樟柯以
画质模糊的DV拍摄，呈现了许
多时代的切片：2001年的山西
大同，一屋子的女人围着炉子
轮流唱歌；废弃的文化宫，承包
场子的男人讲述下岗女工为了
挣十几块在这里唱晋剧；大妈
们台上合唱《潇洒走一回》，台
下向大叔大爷收取打赏钱；
KTV包厢里，推杯换盏，唱着
《老鼠爱大米》；北京申奥成功，
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复高呼“我

们赢了”；街头停着桑塔纳，人
们拿着寻呼机找电话亭；还有
大量普通人呆滞、放空的镜
头……

最初，贾樟柯是用数码DV
拍摄捕捉日常生活和相应的电
影素材。在影像方面，影片在拍
摄的不同时期分别采用了包括
胶片、数码到VR在内的多种摄
影器材，不同制式的画面共同
杂糅成创作者与观众同构的时
代记忆。在拍摄的前两三年里，
贾樟柯觉得电影该结束了，但
又找不到结束的理由，仿佛一
切才刚刚开始。就这样，电影在
断断续续中拍摄了20多年。其
间，贾樟柯去拍摄了其他多部
电影，这部早期的创作也渐渐
被淡忘。直到最近两年，他重新
翻出素材进行剪辑，并拍摄了
当代的部分。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有大
量镜头来自《江湖儿女》《三峡
好人》《山河故人》等贾樟柯电
影中未使用的素材。导演将其
全部剪到一起，变成了一部新
电影。无法连贯的地方，便用默
片对话的形式接续。因此便有
了观众的“清库存”“做剩菜”之
说，有网友认为，这是贾樟柯转
发了自己以前的微博，向自己
致敬。

在《风流一代》中，贾樟柯

依旧热衷于华语金曲串烧。全
片共出现19首不同年代的歌
曲，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家喻户
晓的外国舞曲，到八九十年
代广为传唱的流行曲，再到
现代独立乐团的创作，它
们承担着相当重要的叙事
作用。直至影片的后半程，
进入新拍摄的2022年之后，
电影的观感才变得流畅起来，
不再像碎片拼贴。

通过电影，观众在旁观他
人，也是在审视自我。对于过
去，贾樟柯的记录看似客观，
也总有一种淡淡的疼怜和抹
不去的悲苦底色。

在《风流一代》中，赵涛
饰演的巧巧是个想打破
传统、拥抱世界的人。
她充满了活力、勇气和
坚韧，歌厅跳舞、街头
泳装走秀、礼堂前当广
告模特……为了找到斌
哥，她辗转多地，甚至登
电视广告寻人。最终她
回到县城在超市打工，
与斌哥重遇，巧巧告
别后头也不回地加
入了夜跑人群。最后
一句的一声“哈”，是
巧巧全片的唯一一
句 台 词 ，却 掷 地 有
声。俱往矣，不回头。

天天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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