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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 3 月 10 日晚，《哪吒之

魔童闹海》（下称《哪吒 2》）以超 149 亿

元的总票房（含预售及海外），在全球

影史票房榜上更进一步，跻身前六。

如今排在小小哪吒身前的，是具有

跨时代意义的科幻冒险之作《阿凡达》

和它的续作，以及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的另一部巅峰之作《泰坦尼克号》、漫

威迪士尼集大成者《复仇者联盟 4：终

局之战》、很快也将被“哪吒”追赶上的

《星球大战：原力觉醒》。这无疑又是

一个值得庆祝和纪念的历史性时刻，而

且哪吒托举起来的市场，早已远远超过

150 亿元，甚至是数倍。一部电影的热

映，其影响力虽不及基建、制造业等传

统经济支柱，但对文旅商体展促消费，

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最直接的自然是票房贡献。《哪吒

2》远超预期的票房收入将直接流入院

线、发行方和制作方，并带动电影产业

链的现金流。更重要的是，高票房可能

促进资本对国产动画产业的后续投资，

有望推动更多优质内容产出，推动相关

技术（如特效、3D 建模等）的研发投入，

促进文化科技产业发展。与此同时，电

影产业涉及制作、发行、宣传、放映等

多个环节，票房大卖，可稳定相关岗位

（如影视制作人员、院线员工等），同时

增加地方税收。

高票房意味着更多人愿意走进影

院，而影院多位于商业综合体内，观众

在 观 影 前 后 倾 向 于 在 周 边 餐 饮 店 消

费。有数据显示，上海大悦城、环球港

等商圈影院，周末观影高峰时段，餐饮

区客流量通常增长 30%至 50%。2 月，

《哪吒 2》对于上海商圈餐饮、零售、交

通等消费的带动作用明显，甚至可以说

《哪吒 2》吸引了更多观众重返影院，推

动了线下娱乐经济回暖。

爆火之后，《哪吒 2》的 IP 价值也得

到充分释放。除了直接带动电影主控

发行方光线传媒实现股价飞升，泡泡玛

特的哪吒手办盲盒也是上架即售罄，现

在购买最早 6 月底才能发货。据不完

全统计，约 20 个品牌与《哪吒 2》达成官

方合作，涵盖食品饮料、日化、汽车、互

联网、数码、潮玩等多个领域，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制造业和零售业增长。

当然，一部好电影对于实体经济的

刺激和助推，远不止于此。

比如，那年《爱情神话》出圈，让武

康路、安福路等“海派街区”游客量在

一月内增长超 50%，带动沿线咖啡馆、

买手店消费；后来《繁花》又带火了黄

河路、和平饭店，相关 Citywalk 路线搜

索量暴涨；再后来《好东西》让相关的

冰激凌、快餐店、美术馆都成了时髦男

女争相打卡的香饽饽。可见，影视作品

的火热，对城市文旅的 IP 化也有着积

极的效用。

比如，上海国际电影节每年吸引数

十万影迷参与，其间酒店、机票预订量

环比增长 15%至 20%；《疯狂动物城》主

题区开放后，迪士尼周边酒店预订量再

增长 20%；上海油罐艺术中心举办的

《阿凡达》特效艺术展，吸引全国游客，

门票与衍生品收入超千万元。可见，电

影不仅是文化产品，更是实体消费的导

流工具，通过“观影+餐饮+打卡+住

宿”的链条，电影能将线上流量转化为

线下消费，尤其在年轻群体和文旅融合

场景中效果显著。

孙佳音

3 月 4 日，纪录片《文运中

国》于 每 周 二 22 时 在 东 方 卫

视 、优 酷 、腾 讯 等 平 台 播 出 。

纪录片共 4 集，通过两位外籍

友人游历中国的第一视角，向

海 外 受 众 呈 现 中 国 5000 多 年

悠久灿烂的文明史以及新时代

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

活力。

该片通过《生生不息》《历

久弥新》《千年遗蕴》《和合共

生》四个篇章分别展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赓续、

新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

护以及中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四个维度。

此次《文运中国》邀请的两

位外籍探访者，一位是在中国

生活了 25 年的英国人大牛，他

是中华文化的深度爱好者；另

一位是法国女生魏无瑕，她是

网络视频博主，10 岁起在法国

学习中文，现在是上海戏剧学

院研究生。摄制组与两位外籍

探访者先后走访了杭州良渚古

城、扬州大运河、曲阜孔庙、景

德镇陶溪川、广东潮州、福建

泉州等 16 处文化地标（其中 9

处为世界文化遗产），跨越中

国的东西南北，总行程达 2 万

余公里。这些地标涵盖了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古建筑修复与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少数民族

文化与乡村振兴、全球文明倡

议等多个层面不同类型的文化

现象。

在澳门，大牛和向导开启

了一场城市漫步（City Walk），

在此过程中看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对历史街区的保护以及年

轻一代澳门市民对本地文化的

热爱 ；在景德镇陶溪川，两位

“洋景漂”通过分享在中国瓷都

艺术创作的过程，向观众揭开

了千年窑火不熄的奥秘；在贵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与火

爆网络的“村 BA”赛事相结合，

让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以更加

多元的模样呈现在世界面前；

在上海，一场结合了英国、荷

兰、中国三方团队创制的音乐

剧在黄浦江畔成功首演，展现

了上海这座国际文化大都市独

特的艺术魅力……纪录片将用

一场场文化之旅，带着观众读

懂风景背后的中国。

作为国家广电总局 2024 年

“记录新时代”精品纪录片项

目，《文运中国》将在东方卫视

《新 纪 实》时 段 首 播 ，看 东 方

APP、优酷、腾讯、爱奇艺、哔哩

哔哩等新媒体同步播出。4 月

初，《文运中国》将登陆 CGTN

英语新闻频道以及凤凰卫视海

外多个平台全球播出。

吴翔

都市爱情剧《难哄》日前在

优酷独家开播，并同步登陆海

外平台。该剧改编自晋江作者

竹已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曾约

定考同一所大学的桑延（白敬

亭饰）、温以凡（章若楠饰）因

误会而错过彼此，阔别 9 年后

再度邂逅，温以凡在桑延的温

柔守护下慢慢走出阴影，重新

拥有追求爱情的勇气与直面一

切的信念。

精致的镜头语言、浪漫的

氛围感塑造以及演员细腻动人

的表演，让此剧一开播就吸引

许多观众沉浸式追剧。温以凡

和桑延共同成长、相互救赎的

人物故事，讲述了勇气、坚持与

自我超越的可贵。

《难哄》是优酷生花剧场升

级 后 播 出 的 首 部 青 春 题 材 作

品。据介绍，优酷生花剧场还

将上线《吃饭跑步和恋爱》《樱

桃 琥 珀》《以 你 为 名 的 夏 天》

《我在顶峰等你》《谢谢你，听

见我》等作品。

李夏至

开年大剧中，政法剧《真心

英雄》因单元剧的独特形态和

强烈的现实意义备受关注。由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电

视剧《真心英雄》研讨会近日在

北京举行。

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该

剧播出期间收视率稳居榜首，

连续十二天占据卫视收视榜第

一；网络平台上，《真心英雄》

在优酷、腾讯视频、爱奇艺等

各平台榜单皆占据前列，掀起

了观众追剧热潮。对此，出品

方、制作机构代表、上海耀客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

编审孙昊认为，英模剧想要吸

引观众，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

都进行创新。

回顾创作历程，该剧主创

代表各自分享了创作体会。《公

诉人》单元导演金琛表示，这一

单元不仅呈现了追求公平正义

的显性主题，还挖掘了寻求人

性善恶空间的隐性主题。《罗平

安》单元编剧谢晓旭表示，通过

基层民警的故事，不仅致敬了

政法工作者，更传递了一种价

值观：英雄并非遥不可及，真正

的英雄主义是在琐碎中坚守初

心，在逆境中永不言弃。

研讨会上，中国文联电视

艺 术 中 心 主 任 赵 彤 高 度 评 价

《真心英雄》，认为该剧与以往

政法题材影视剧不同，它不再

是单一故事的讲述，而是集成

了多个故事，系统展现了政法

剧的魅力。

北日

“哪吒2”跻身全球影史前六

它托举起的市场远不止150亿元

“重温经典”频道开播一周年——

经典电视作品
何以常看常新

《难哄》
讲述浪漫都市爱情

《真心英雄》
创新表现英模事迹

纪录片《文运中国》开播

让世界看见
文化繁荣的中国

没有进度条、不能倍速观看……看起来“老派”的看

电视方式，却拥有不少年轻观众。在媒介传播渠道不断

迭代的当下，“老故事”不经意间成为许多家庭看电视时

的选项。

今年2月，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中国广电集团主办、

北京歌华有线承办的“重温经典”频道迎来开播一周年。

中国视听大数据（CVB）显示，截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重

温经典”频道已排播154档节目，其中包括电视剧65部、

动画片 52 部、纪录片 35 部、文艺节目 2 部。有线电视端

累计收视时长17.2亿小时。

随着《哪吒 2》火爆，生产商加快制作“哪吒”手办满足影迷需要。 新华/传真

20 世 纪 80

年 代 版 电 视 剧

《西游记》海报。

20 世 纪

80 年代版电

视 剧《红 楼

梦》海报。

电视剧《士兵突击》海报。

电视剧《父母爱情》海报。

唤醒不同年龄层观众

的荧屏记忆
2023 年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

合相关部委，积极展开了针对电视“套

娃”收费及操作复杂现象的专项治理行

动，取得显著进展与成效。在此背景

下，“重温经典”频道应运而生，旨在进

一步优化电视内容服务、丰富优质免费

内容的供给。

“重温经典”频道汇聚了大量为人

民群众所喜爱且经久不衰的经典视听

佳作。据统计，“重温经典”频道收视

靠前的四部作品分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

版电视剧《西游记》、20 世纪 80 年代版

电视剧《红楼梦》、20 世纪 90 年代版电

视剧《三国演义》、20 世纪 90 年代版电

视剧《水浒传》。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副教授何天平看来：“即使处于不

同社会发展时期，今天重温这些经典佳

作，亦能透过一部部优秀作品，获取共

通的价值取向。”

自频道开播以来，150 余部经典作

品在荧屏重现。当电视剧《渴望》中刘慧

芳推着自行车穿过筒子楼时，改革开放初

期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电视剧

《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紧握的军用水壶，则

镌刻着新世纪奋斗者的精神密码……这

些穿越时空的电视符号，以独特的艺术

语言再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唤醒

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荧屏记忆。

让经典再次焕发艺术

生命力
过去，不少老年观众因视听设备操

作复杂、节目内容选择有限，难以方便

地享受经典影视作品。如今，“重温经

典”频道通过构建“全场景传播生态”

打破了这一局限。这个频道不仅拓宽

了播放渠道，还将经典作品带入酒店、

养老院等公共服务空间，让老年人在

熟悉的环境中轻松享受高质量的观影

体验。

全场景传播体系的建立，也让经典

作品突破时空壁垒，在代际对话中焕发

新生。在“经典进校园”系列活动中，

创作者看到大学生们通过弹幕为电视

剧《父母爱情》续写剧情。中国传媒大

学的经典影视数字活化实验室中，动画

片《天书奇谭》的 AI 修复过程被转化为

沉浸式体验展，年轻参观者通过 VR 设

备得以看到 80 年代动画师的手部运动

轨迹。

数据表明，频道开播后 35 岁以下

观众占比达 58%。“重温经典”频道的

创 新 探 索 正 体 现 了 线 上 与 线 下 深 度

融 合 的 趋 势 。 通 过 电 视 端 与 新 媒 体

平台的结合，经典作品的传播不再局

限于传统电视播放，而是通过社交平

台和短视频应用等现代传播手段，进

入 年 轻 人 的 视 野 。 正 如 中 央 文 史 研

究馆馆员仲呈祥所言：“当经典作品

突破传播藩篱，便自然成为连接代际

的精神桥梁。”

此外，“经典进校园”沙龙和文化展

映等活动进一步促进了经典内容在校

园、影院和社区等不同空间的传播。上

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艺术总监速达介绍：

“动画片《黑猫警长》的每一帧手绘都

蕴含着对科学的敬畏。”这些幕后故事

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也激发了年轻观众

对传统动画工艺的兴趣。正是在线上

线下结合的传播生态中，经典作品再次

获得新的生命力。

为当下文艺创作提供

宝贵创作经验
“重温经典”不仅在于怀旧，更在于

为当下文艺创作提供宝贵创作经验。

1983 年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作

为首部在内地播出的香港古装武侠剧，

塑造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价值

观，影响了几代观众，播出后引发创作

者对武侠创作的讨论。1991 年中央电

视 台 摄 制 播 出 的 大 型 纪 录 片《望 长

城》，以纪实风格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

的历史记忆，其对“真实”本质的追求，

对当下纪录片创作仍有深刻启示。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

川表示，“经典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

成为承载观众集体记忆的文化富矿，是

因为这些作品根植于中国大地、厚植于

中华文明的沃土，其中蕴含着丰富且独

特的创作经验”。

一年来，“重温经典”频道注重让编

剧、导演、演员重新讲述幕后故事，这

些故事既是酿造经典的原浆，也有启迪

未来的引子，让创作者在经典中寻找下

一部经典的支点。

牛梦笛 王澍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