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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获赞，票房“落水”
为什么小众文艺片排片量少

6年筹备、全程制作历时10年、采用胶片拍
摄的电影《长江图》于九月上映，然而在《星际迷
航3》、《冰川时代5》 等国外大片夹击下，《长江
图》票房不足200万。

同样地，文艺片《路边野餐》上映后票房也不
超过千万。而与这部影片同日上映的《陆垚知马
俐》，7天后票房已经突破1.55亿。 只放映10天，
每天的全国排片占比不足百分之一，这部口碑爆
棚、获得许多大牌导演如姜文、侯孝贤、许鞍华站
台的文艺片，似乎还是摆脱不了文艺片“口碑获
赞，票房扑街”的命运。

这又让人想起，此前发生的制片人方励下跪
求排片事件。事实上，舆论聚焦之后，《百鸟朝凤》
绝处逢生，上映22天票房突破7000万。甚至获
得了“密钥延期”，放映时间延长至7月6日。问题
是，为了给《百鸟朝凤》排片，其他国产小众文艺
片的上映档期被挤掉了。

回到开头的设问， 那么是不是电影院多了，
大银幕数量多了，就有了多余的资源去承接那些
小众电影的放映？

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即便电影院对于影
迷群体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小众电影仍然很难
分享到排片档期。这就要从中国电影发行的分成
制度谈起。

影院更倾向“捧”热门
2001年，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

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开
始正式推行“院线制”改革。而在此之
前， 我国电影产业的发行制度主要遵
循以1993年发布的《关于当前深化电
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为蓝本
的初步市场化改革方案， 笔者姑且称
之为“片源制”。

片源制的模式比较接近于现在的
视频网站“抢片源”，制作方公开竞卖
影视产品版权，视频网站公开“竞拍”，
通过层层角逐、讨价还价，价高者获得
独家播放权。 片源制与之类似———各
地有实力的电影公司通过经济或者行
政手段，在一个区域内“垄断”放映权。

院线制则受了国外大片“进口分
账制”的启发，大致模式为电影在各个
院线均有投放， 制片方与电影院对票
房按照一定比例分成。 所以院线制也
可以称之为“分账制”。

通俗而言， 片源制为“一次性买
断”，而院线制则是“业绩抽成”。姑且
不论两种制度各自的优劣， 电影院肯
定都是希望赚钱的，为了多赚钱，他们
肯定倾向于播放那些热门影片。

“倒金字塔”自然排序
当然也有例外，《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年上映时，为了对抗外国进口大片的
冲击，集中资源放映这部国产“文艺片”，
从而一举破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

但更多时候，在片源制环境下，并不
是所有电影院都能抢到热门影片的播放
权，只有有实力的大电影公司才能抢到新
片、大片的放映权，电影放映在一定区域
内具有排他性。而那些小的电影院发不了
新片、大片，只能放老片、“小片”，客观上
就给文艺片留下了一线生机。

而改革成为院线制之后， 每个电
影院可供选择的片子目录一模一样。影
片排片量的竞争，不再是影院与影院之
间的独家放映权的争夺，而是影院内部，
不同电影之间对一天内24小时时间段，
以及一年365天黄金档期，也就是“档期
排片”和“每日排片”的争夺。

通常情况下， 在与好莱坞大片的
直接对抗中文艺小众片很难占到便
宜，不得已只能“攻其不备”，躲在大片
与大片之间的档期缝隙里抢汤喝。文
艺片《二次曝光》、《观音山》都是成功
避开好莱坞大片的“档期排片”周期取
得不错票房的。

反观之，“每日拍片”的争夺就残酷
得多，因为电影院的排片是实时调整的，
哪些电影看得人多， 就有机会得到更多
的排次数、更多块银幕数，从而形成一个
“倒金字塔”结构的自然排序。

“院线制”改革

“竞价排名”

不能根本改变排片量的排序
影院、银幕数量增减不会对倒金字塔形状产

生影响。当一个地区看电影的人数增加，但是电
影院少，供小于求，赚到钱的电影院老板会扩大
规模，建更多的电影院。但是多出来的银幕所排
的片子，目录应该与其他电影院大同小异———看
的人多的，就多排，看得人少的，就少排。电影院
数量扩大到一定程度，供大于求，生意普遍不好
做了，就会有生意差的电影院倒闭，从而形成新
一轮的供需平衡。小众文艺片永远被抛置于倒金
字塔末梢可有可无的位置。

拥有完整产业链条的影视集团“近水楼台先
得月”， 有时会让下游的院线多排一些上游电影
公司制作的影片， 从而对电影票房产生影响。但
是这一“竞价排名”式的人为干涉，并不会从根本
上改变院线制度下影片排片量的排序结果。因
为，即便强行多排，最终的埋单者还是观众，如果
观众不买账， 多排出来的场次上座率一定不会
高。投资拍的电影赚钱了，但是旗下的院线赚得
就少了，“得之东隅，失之桑榆”，全国一盘棋算算
总账，划不划算还真不一定。所以，最后会把排片
权归还给市场。

著名的《富春山居图》一度排片量畸高，与出
品方之一中影集团不无关系。但是后来发生的什
么，大家都知道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倒金字塔”结构很少，完全按照“无形
的手”自由发挥开出的自然花朵。

在片源制阶段， 因为拥有影片独家放映权，
电影院愿意花大力气做宣传。但是到了院线阶段，
大家获得片源是一样的，单家电影院做宣传等于
给同地区其他电影院一起做了。所以，电影院不再
有做宣传的动力，电影宣传工作往制片方转移。电
影院与电影院之间的竞争， 主要集中在设施、交
通、配套等观影体验方面。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电
影院开始开展“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硬件，设备越
来越先进，装修越来越豪华，银幕尺寸越来越大，
整体上看越来越高大上。

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 讲究的是“视听享
受”，大屏幕、大音响的震撼，决定了电影院绝不
会踏入唱片公司被MP3击垮的覆辙。反过来讲，
重金打造的大屏幕、大音响，只有放有大场面的
大片，才算物尽其用。所以，高大上的电影院本质
上是拒斥小众文艺片的，或者说，归根结底是资
本对低成本的产品抱有成见。 ■来源：南周知道

大银幕对小制作有着天然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