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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于许多国内观众来说，如今
的影院票价高企，似乎已到了难以
“放下身段”的地步。看电影不再是
一道价廉物美的“大众化点心”，而
是成了“奢侈品”的某种象征。只有
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比方说年轻人
谈情说爱，或亲朋好友相聚，或他人
邀请共享视听“盛宴”，或单位组织
活动，是尽可能不去影院“潇洒”一
回的。这样的快乐享受，付出的代价
还是太大。
影院票价从以前的“亲民低价”

一下子蜕变成了“贵族高价”，这是
许多人事前未曾料到的。从人均可
支配收入来衡量，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人们看一场电影，通常票价只有
一二角不等，学生优惠票价甚至只
有五分钱左右。即使各大影院的票

价有些差异，也应该相差不了多少。
以当时的工资收入计算，票价也算
是比较低廉的。然而，今天的影院票
价动辄四五十元乃至上百元，已经
成为一种常态，最终演绎成用“烧
钱”的方式（有观众认为，虽然言语
有些偏激却实属出于无奈）看一场
电影，个中滋味不言而喻。
也许，影院票价与国际接轨，乃

是电影市场规律使然。有关方面也
多多少少发出了一些看似清晰实则
又有些模糊的信息，甚至将其与国
外影院票价相比，说明国内的目前

现状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只是国
内观众的实际收入这一块，与其影
院票价的高企是不成比例的。影院
票价，可谓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有人为此调侃，看不起电影那

就索性选择不看，在家看看电视乃
至网络电视也蛮好的。这其实是一
种“自我逃避”。如今的网络电视，机
顶盒、回看等功能似乎不少，但它的
某些无法避免的“短处”也是显而易
见的。许多国内外故事片出厂年代
相对久远，选择的余地也就较小，画
面的清晰度和音响效果与影院相比

都难尽如人意，因而影院的受青睐程
度除了主要是票价、题材和出厂年份
因素外，是完全可以预计得到的。

处在繁华城市里的各大影院，
虽然装饰越来越豪华，可观众不多
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它
至少说明了影院票价仍是人们非常
看重的一大因素。一味地将其淡化，
其实并无助于人们业余文化生活的
丰富和全面改观。从某种意义上说，
电影不仅有欣赏消遣的功能，还有
提供各类精神食粮的作用。观众对
于最新国内外大片的关心甚至相互

交流，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新老影片
在人们心中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此看来，影院票价如何顺应

观众诉求，确实不是一个可有可无
的“虚拟”话题，高票价带来的低上
座率就是一个明证。由于它通常无
法满足大量观众的经常性愿望和需
求，因而取得的市场效果较为有限，
从而把许多潜在的观众分流到了其
他地方。这样一来，影院票价高高在
上，普通百姓只能望而却步。建议分
时段降低票价，权作抛砖引玉：同一
部最新电影在不同的时间段，抑或
是平日与周末，票价可分为“亲民低
价”和“贵族高价”两种，以满足各个
层次的观众需求。如此，收入高低、
年龄大小、爱好各异的众多群体都
可以在此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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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天骏

影院票价如何更多顺应诉求

! ! ! !音乐创意产业，似是只有“产业”，忽
视音乐，绝少创意。
音乐界最好的预言家是李海鹰：“我

的心充满惆怅，不为这弯弯的月亮。只为
这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当
然，还有崔健：“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
化快。”
我们从来不缺“中国好声音”，不缺

“歌手”，不缺“跨界歌王”，不缺“蒙面
歌王”，只缺“中国好歌曲”。当音乐变
得越来越无所不在，就越来越接近哪
儿都不在。

互联网!似乎又开始大喊“内容为
王”，但是，内容是什么？是高度的版权垄

断性整合？没有“人”，就没有“音乐人”，
就没有音乐，更谈何内容。

只要音乐人不能以版税收入为主，
他们就真的是“大国工匠”———音乐建筑
界的泥瓦工。
一个以颜值、鲜肉、邪门唱功为时尚

的歌坛，一定是个悲哀的歌坛。
没有思想的民谣常常就是民间的谣

传。没有人格和情怀的摇滚，就真的只剩
了“摇”，滚" 如今的歌坛，唱歌的，飙高
音，进军真人秀或练书法、玩画画；作词
的，当群主，努力做大 #；作曲的，努力做

歌手，致力当评委；乐手，上电视，牛，不
上电视，苦；乐评人，命最好，不是 $%&，
就是代言人。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
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音乐不能没有商人的经营，商人却

不一定需要音乐。没见谁去经营广场舞
的———当然，也未必没有。
歌坛从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

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利取
义的人……虽是所谓被“大数据”和“粉
丝经济”控制的乐坛，也掩盖不住他们的
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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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飞上天》，我只推荐前30集

没有思想的民谣就是民间的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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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佳音

! ! ! !两周前，我逢人就会推荐电视剧《鸡毛飞
上天》，“一定要去看第 '(集，张译跟殷桃那
真的是教科书般的演技。”那一集里他们分别
坐在开往不同方向的绿皮火车上，张译隔着
车窗玻璃嘶哑着喉咙呼唤爱人的名字，激动、
兴奋和重新拾起的爱情的忐忑都在演员的眼
角眉梢。然后他们带着羞涩的笑，在下一个车
站久别重逢。再然后，殷桃带着跟前夫所生的
儿子跟着张译回到袜厂，要去见情敌前照着
镜子反复试着毛衣，甚至为了扮嫩戴上了一
个花头箍，最后终于利索地拿着干白馒头一
身朴素却自信地坐在了情敌面前。

好看的戏份还有很多，比如张译扮演的
袜厂厂长带着技术员引进日本全进口提花
机，故意拆坏了机器好叫日本专家前来拆修
以便快速复制。敲锣打鼓地欢迎日本专家的
场景，相信会让很多人会心一笑；偷学技术成
功后向代理商展示自己研发新机器时候的一
脸骄傲，又叫人忍不住为这个厂长鼓掌叫好。
比如殷桃与前夫所生的儿子王旭最初很难接
受继父，张译用爱慢慢让这个孩子放下戒备
和恐惧，接受了一份新的父爱，当王旭为继父
“偷钱”被抓，张译死死地护住孩子的身体宁
愿自己被打，王旭终于第一次唤出“不要打我
爸爸”的时候，张译的震惊、感动甚至激动都
跃然荧屏，叫观众想哭。

写了五百字，发现还没有出现角色的名
字。或许是因为张译和殷桃把陈江河、骆玉珠
夫妇刻画得太过鲜活、深刻，让我以为角色和

演员早已化为一体。其实，《鸡毛飞上天》主要
是以陈江河、骆玉珠的爱情和创业经历为主
线，讲述了以他们为代表的浙商是如何在时
代的变革下，将父辈们走街串巷“鸡毛换糖”
的老手艺演化成能够跨越世界各地经营的大
型商贸市场的传奇故事。可以说，这部剧前 )*

集的好看耐看，除了以新光饰品为原型的义
乌奋斗故事尚算扎实外，主要建立在张译和
殷桃对角色的准确把握上，建立在他们对细
节的苛求上。

再举一例，张译起初是以身无分文与殷
桃在火车上争抢馒头的流浪青年身份出现在
观众眼前的，在剧中他满嘴起皮、饥肠辘辘的
一幕就是他演出那场戏的真实状态，起皮的嘴
唇就是因为身体缺水导致。据说，每一场戏他
都要事先做功课，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一

副眼镜、一副手套、一个担子、外衣的袖套，他
都有所设计。于是商场摸爬滚打之余，张译还
很好地展现了角色对爱情的青涩、爆发和专
一；对亲人的包容和关照；对友情的义气、担当
等。甚至可以说，个性饱满的人物，让观众不那
么苛求剧情发展中的少许的逻辑漏洞。

但一周前，我不太敢再给人推荐这部剧，
因为 )*集过后，剧情明显开始拖沓起来，或
者不太客气地说，开始注水。一方面，义乌的
传奇故事接棒到陈江河和骆玉珠的儿子们手
里，老戏骨们开始负责种花养鸡下棋，虽然也
还拌嘴逗趣、但没有了商战背景和奋斗故事，
老年陈江河骆玉珠的故事没了张力，并不抓
人；另一方面，年轻演员的演技稍显稚嫩，尤
其主要角色王旭由于表演生硬，导致他自卑
的性格并不能够被观众信服，他的成长和成

功也就失去了飞跃、转变的基础，以至于每每
他出场，视频网站的弹幕就一片哀呼。实在是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年轻的王旭跟他父
亲陈江河年轻时候的演技相比，差距可能相
当于 +*年代的义乌和现在。

上世纪但究其根本，始于演技，也是前半
部剧剧本创作扎实，错漏和注水相对较少，所
以精彩好看；败在演技，也并不能全部归咎于
年轻演员的失误。不怀好意地揣度，为了凑出
,+集的长篇，为了每一集卖出的数百万高价，
《鸡毛飞上天》的后半部分不得不在商战传奇之
外添了不少很像是家庭剧、爱情剧的戏码，但这
些戏码又不算是太精炼好看，于是乎每集看个
预告片就能知道个大概———这部剧的前 '(

集，可是每 -.分钟都是满满当当的起承转合。
自然，这也不是孤例。因为制片方卖剧给

电视台，以及电视台卖片给广告商，主要都是
依据样片，甚至是前几集的收视情况。于是很
多国产电视剧前 )集节奏明快内容饱满角色
鲜活，越到后来越冗长拖沓。于是很少的那几
部始终紧凑、紧张的长篇电视剧便能够在市场
杀出重围，并且屹立不倒。再举一例，《甄嬛传》
能够开播以来“屏霸”暑假和寒假，就是因为它
虽然篇幅很长，却不见臃肿注水，每一集的故
事和表演都基本保持在一个相对的高水准。
而郑晓龙导演之后推出的《芈月传》，虽然依旧
有孙俪的演技加持，但无奈芈月的爱情故事还
是非常明显地“充盈肿胀”了。于是，很少看到
这部投资很多场面很大的剧被反复拿出来播。

遥控器和鼠标永远是最诚实的。制片方
拍得长些卖钱多些，在商言商无可厚非。只不
过想劝诫那些
渴望青史留名
的从业者，每
一点点掺水以
及和稀泥，都
逃不过观众的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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