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大平台的电影榜单上，2024年女性导演的作品频出，在电影这一长久以来由男性主导的领域中，

贾玲、尹丽川、邵艺辉、杨荔钠、杨圆圆等女性创作者开辟出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让我们看到无数更鲜

活的女性形象，也触及到更广泛的社会议题。

虽然影评人毛尖曾在2024年度演讲中提到，这是“女性为自己松绑的一年”，但2024年中国内地电

影市场总票房425.02亿元中，女性作品的票房占比不足15%，前路漫漫。

显然，当女性走上舞台之后，未来该以怎样的姿态留在舞台上，是整个行业必须面对的，也是我们

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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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创造规则，打破
边界

在 2024 豆 瓣 年 度 电 影 榜 单 的 卷

首，用“突破景框、颠覆规则”概括了全

年女性影像，其中《热辣滚烫》《出走的

决心》《好东西》这三部影片，无疑最能

体现“突破”和“颠覆”的过程。

《热辣滚烫》自 2024 年年初上映

起，就伴以超高的讨论度。影片中，我

们目睹了杜乐莹（贾玲饰）通过打拳，

从讨好型人格变成一个面对前男友

（雷 佳 音 饰）邀 约 说 出“看 心 情 吧 ”，

然后径自离开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女

性。相较于原版日影《百元之恋》，这

是非常符合时代语境的本土化改编，

拳击只是载体，找到自我才是目的。

戏里的贾玲用身体“奇迹”帮助角色

完成了从客体向主体的转变，戏外的

贾玲也经由这次蜕变迎来了全新的

事业高峰。

到好莱坞监制美版《你好，李焕

英》、参加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去米兰

看时装秀、成为商业品牌代言人、筹备

自己的第三部影片《转念花开》……

《热辣滚烫》之后，贾玲看似在公众视

野中消失了，其实她只是从喜剧、综艺

的舞台转向了自己更热爱的创作。她

用实际行动鼓舞观众，去做自己人生

的主宰者。

2024 年年中上映的《出走的决心》

将镜头对准更现实的层面，影片相较

于原型故事已经温柔了许多，但却更

能有效地聚焦创作者的表达内核——

“娜拉为何出走”。

导演尹丽川曾在采访中提到，李

红（咏梅饰）这个人物身上集合了很多

女性的缩影，她既是单一的个体，也代

表了一个很普遍的群体。来自原生家

庭和丈夫（姜武饰）的挤压是最容易被

看到的，而母职才是女性更深层次的

困境。

故事中，女儿（吴倩饰）对母亲的

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她从小目睹

母亲为家庭的付出，因此支持母亲为

自己而活；另一方面，当她在面对事

业、育儿、家庭等多重压力时，又希望

母亲能帮忙分担，给予自己更多的支

持。这种以爱为名的索取，与家庭中

男性成员的“隐身”，共同构成了女性

的“系统性困境”。李红的好友马婕

（马苏饰）也因此没能过上想象中洒脱

的退休生活，这才是李红最终决定出

走的原因。

对于片中李红的独白：“我就想出

去看看，看看日子还有没有别的过法”

的提问，年末的《好东西》或许给出了

另一种答案。

导演邵艺辉借王铁梅（宋佳饰）之

口讲出“悲惨叙事并不能改善女性处

境”，所以影片用幽默且犀利的台词表

达了对当下诸多议题的思考。在片中，

男女关系、闺蜜关系、亲子关系都在被

重塑。单亲妈妈的故事不再沉重，原生

家庭的伤害可以被治愈，小孩子能和大

人坦诚交流。女性拥有掌控自己生活

的权利，男性则成为叙事中的“客体”。

《好东西》创造了一个近似女性乌托邦，

但好像又触手可及的新世界。

片中，小孩（曾慕梅饰）问：“女孩

应该怎么打鼓？”小叶（钟楚曦饰）答：

“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鼓。”这就

是新世界的规则——先肯定自我，再

打破陈规，而后书写全新的篇章。

《热辣滚烫》《出走的决心》《好东

西》三部影片共同构成了女性导演在

表达方面的深度，2024 年的其他女性

作品则代表了她们所触达的广度。

张裕笛导演的《倒仓》将传统京

剧与青春成长相结合，“倒仓”既是戏

曲演员在变声期的必经之路，也是少

年们在面对未来时的迷惘。故事在

对传统的继承中突破，男可扮旦角，

女可唱老生，每个人的人生都由自己

掌握。周莉亚、韩真执导的《只此青

绿》将舞蹈诗剧这一小众艺术推向大

众市场，利用镜头、实景、特效等电影

手法让更多观众认识了天才少年希

孟和他笔下的《千里江山图》，影片也

呈现出一幅鲜活生动的北宋人文图

景。在杨圆圆导演的纪录片《女人世

界》中，跳着 Cha-Cha 的美籍华裔老

年舞团，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自信、

明媚、积极的生命力。影片用“她 92

岁，仍年轻”形容舞者余金巧，既有历

尽千帆后的无畏，也有活在当下的惬

意与洒脱。

2024年年末，《小小的我》用平等视

角呈现脑瘫患者的生存状态、家庭关系

和情感需求，这个项目最初源自编剧游

晓颖和监制尹露，导演杨荔钠此前鲜少

拍摄以男性为主角的故事片，更偏向用

艺术电影的方式展现不同代际间女性

的关系，《小小的我》无疑是一个不小的

突破。影片采用青春片的叙事模式讲

述现实故事，结合杨荔钠擅长的影像手

法和意向表达，为2024年的女性创作画

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市场：商业可能，亟待
突破

《小小的我》让我们看到一位以艺

术电影见长的女性导演，在商业市场

中的可能性，但整体来看，女性导演在

这方面的处境并不乐观。

随着《热辣滚烫》以 34.17 亿元问鼎

2024 年年度票房冠军，贾玲成为影史

第一位得此殊荣的女导演，也是内地

导演票房榜前十名中唯一一位女性。

她执导的两部影片均在春节档上映，

票房总计 88.3 亿元，豆瓣评分分别为

7.7（《你好，李焕英》）和 7.5（《热辣滚

烫》）。对于“大档期+商业片+新导

演”这样的配置而言，贾玲无疑取得了

一个极为优异的成绩。

《好东西》在 2024 年 11 月末一经上

映便引发极高的讨论度，猫眼预测票

房从 1 亿元一路飙升至 7 亿元，最终以

7.13 亿元的成绩位列年度第 13 位，9.1

分的高口碑也让影片荣登豆瓣年度华

语电影之首。在 2024 全年总票房下降

22.6%的大环境下（根据电影局统计数

据），《好东西》的市场表现虽然与口碑

不甚匹配，但仍算合理。但除了以上

两部影片外，其他女性导演的作品仍

处于“冷门佳片”的范畴。

2024 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总票

房 425.02 亿元，其中女性导演取得的票

房总计 49.54 亿元，剔除《热辣滚烫》和

《好东西》，其他影片的票房总和仅为

8.24 亿元。此外，2024 年上映新片共计

497 部，但在票房排行前 200 的影片中，

女性导演的作品不足 10 部，《倒仓》《女

人世界》均不在此列。

女性导演作品的低市场表现与女

性议题的高讨论度并不相符，大多数

女性导演仍然处于困境之中，而这一

现象也并非为内地电影市场所独有。

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电视电影女性

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显示，在北美票

房最高的 250 部电影中，女性导演仅占

16%，在 100 部最受欢迎的电影中，女性

导演作品仅占 11%。格蕾塔·葛韦格、

简·坎皮恩等导演的成功，并没有为更

多女性创作者带来机会。

电影《夹缝之间》的片名很适合概

括女性创作者当下的处境，影片本身

也处于这一境遇之中。该片导演郭大

路虽然是男性，但监制、出品人、制片

人、主演都是陶昕然，因此影片带有鲜

明的女性视角，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也

极为真诚，但影片在 2024 年 11 月初上

映后仅拿下 76.8 万元的票房。虽然在

剧作和视听方面，《夹缝之间》都存在

瑕疵，但豆瓣 7 分的评价足以证明它不

该以这样的票房成绩惨淡收场。

《小小的我》上映后，票房始终和

同档期的《误杀 3》不相上下，但两部影

片的豆瓣评分有很大差距。如何“叫

好又叫座”不仅是女性导演需要突破

的瓶颈，更应该成为所有电影创作者

的前行目标。

未来：浪潮卷起，路在
何方

豆瓣电影的年度总结以“当她们

卷起浪潮”为题，在最受关注导演一栏

中，女性占一半，与男性势均力敌，让

2024 年成为女性叙事的新纪年。然

而，从 2025 年春节档来看，已定档的六

部影片均为男性导演作品，而在 2025

年的待映影片中，女性导演的作品仅

有五部。

其实，在国内外各类电影节展和

创投平台中，女性导演的占比并不低，

有的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比如陈

剑莹的《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获得第 75

届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耿子涵

的《小白船》入围第 76 届戛纳电影节导

演双周单元，并获得第 7 届平遥国际影

展费穆荣誉最佳导演；白雪的《过春

天》入围第 69 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少

年单元，并获得第 2 届平遥国际影展的

最佳影片。

但是，女性导演想要真正“卷起新

的浪潮”，必须要走进商业市场。就

像影评人毛尖将《好东西》与上野千

鹤子相类比，虽然上野千鹤子与波伏

娃之间有极大差距，但“上野的话语

能进入所有鸡零狗碎的生活空间，因

此能掌握更多群众”。《好东西》正是

电影市场中的上野千鹤子，邵艺辉用

生活化、轻量化、娱乐化的情节，让严

肃议题“直接诉诸行动，也就获得更

便捷的传播度和适用性”，这同样是

《热辣滚烫》跻身 2024 年全球电影票

房榜的意义。

困难在于，在当下的行业环境中，

节展创投是新人导演最便捷的入行路

径，但对大众市场而言，节展影片与观

众需求并不适配，也很难在现行的电

影发行规则中准确触达目标群体。这

就让从电影节展中走出来的导演，无

论男女，都较难走进商业市场。一方

面，这些导演自身更注重自我表达和

影像叙事，对于商业电影的表达方式

并不全然认同。另一方面，节展影片

的制作成本较低，商业电影的投资体

量大，二者的运作模式不同，投资方为

了降低风险，自然更倾向于选择有商

业片拍摄经验的导演。

另一条路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传帮

带”，成熟的商业电影人与新人导演之

间形成“一对一”的精准“帮扶”。比如，

陈思诚监制的《误杀》系列，“三部曲”分

别由柯汶利、戴墨、甘剑宇执导，其中柯

汶利是《默杀》的导演，戴墨是电影版

《三大队》的导演，二人还共同执导了网

剧版《唐人街探案》。2023 年席卷暑期

档的《消失的她》，导演崔睿、刘翔同样

是陈思诚麾下成员，几部影片的票房总

和约85亿元，兼具市场与话题。

女性导演想要打破“叫好不叫座”

的困境，既需要突破自我，像《小小的

我》一样，在个人表达和商业类型之间

寻找平衡，去拥抱更大的世界；也需要

有更多投资人、制片人跳出固有认知，

重新审视女性导演的创作维度，于旧

游戏中挣脱，为当下的电影市场提供

更多元化的视角。

《人·鬼·情》的导演黄蜀芹曾说

过，“女性电影就是在人们习惯坐北

朝南的房间里，开一扇向东或向西的

窗”。虽然当下的社会语境还没有完

全认同这扇窗，但就像香特尔·阿克

曼的《让娜·迪尔曼》在问世 47 年后

以黑马姿态问鼎《视与听》杂志影史

百大榜单。时代浪潮势不可挡，女性

导演一定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舞

台上，与男性导演共同完成新一轮的

精彩表演。《好东西》中，王铁梅写过

这样一句话——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

观和自信，我们才能直面悲剧。相信

未来定会“转念花开”，因为我们“还有

明天”。

筱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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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站上舞台
在浪潮中前行

由杨荔钠执导的《小小的我》

宣传海报。

由邵艺辉执导的《好东西》

宣传海报。

由贾玲执导的《热辣滚烫》

宣传海报。

由周莉亚、韩真执导的《只

此青绿》宣传海报。

由尹丽川执导的《出走的

决心》宣传海报。

由张裕笛执导的《倒仓》

宣传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