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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9汇文 体

! ! ! ! !月，就在《小偷家族》（见左上
图）公映前几天，这部累计想看人数
超过 "#万的文艺片，发行方已在全
国举办了 $%#场超前点映。之所以
人气已经极高的《小偷家族》会选择
超前点映这种形式打头阵，因为如今
在中国互联网发达的背景下，点映已
经成了规模。一面服务了观众，影迷
可以一起“包场”，在理想的电影世界
里，萌发友情和爱情；另一方面，对中
国电影，尤其是那些文艺片而言，点
映的红火也会能带动中国电影市场
的更多元化。

众筹观众
在大洋彼岸的好莱坞，点映已

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在中国，
点映第一次出现是在 "##"年。那

年，张艺谋为了让《英雄》有资格提
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前在深圳
举行了为期 &天的点映。随后，《天
地英雄》《如果·爱》《无极》等影片，
也都采用过点映的形式。

不过，那会儿的“点映”只能算
是一种商业大片炒作的噱头。而众
筹点映这种模式的出现也不过是这
几年的事情。这种模式的缘起，其实
和文艺片在中国的生死存亡有关。

"%$' 年，吴飞跃、秦晓宇作为
纪录片导演，一起拍了一部讲述工
人与诗歌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见
上中图），尽管它拿了国内几乎所有
重要的纪录片奖项，并入围了金马
奖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可
是发行公司最初的判定是：它不会
有观众。无奈之下，吴飞跃决定通过
互联网平台，用众筹点映的方式找
到对的观众。
最终，这部影片通过众筹点映，

在全国 "%(座城市完成了 $%%% 多
场放映，吸引了 $%万观众，并引发
了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众多国
内外媒体的报道。凭借众筹点映积
聚的能量，还使《我的诗篇》成功进
入院线公映，成为第一部由普通观
众推动进入院线公映的电影。随后，
吴飞跃便和朋友一起创立了大象点
映这个平台，一来为了让观众看到
更多想看的电影，二来也让自己和
更多的文艺片导演藉此看到希望。

聚集同道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

成为众筹点映的发起人，具体发起
过程也不复杂：选定城市和影院，确
定预期观众人数（一般在 '%人左
右），提交给平台，之后点映平台会
联系影院，确定票价和人数，审核通
过点映申请。发起人如能在预定放
映日期之前顺利召集到所需数量的

观众，则排片放映。如召集不到应有
的观众数量，则放映取消、全额退
款。对于影院来说，这种形式，他们
也非常愿意接受，毕竟保底 !%)的
上座率，比起现在公映排片的平均
上座率要高出几十个百分点。

点映，可以将对电影有着同一
理想和追求的人汇聚在一起。无论是
点映发起人抑或是普通观众，还有
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凝聚着对
电影的理想。大象平台目前四十多
人的团队中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电
影爱好者：有的是来报考上戏研究
生的，来了上海，在平台上看到了苦
寻不到的电影，于是考研之前先在
平台熏陶熏陶；也有的是今年参加
完上海国际电影节意犹未尽的，看
到点映平台做着自己想要的电影，
干脆不回家了，扎根干这行了……
相比院线排片，众筹点映更像

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择，能够吸引更

多“志同道合”的人。
为了集聚人气，点映平台一有

机会，就在观影活动期间组织影迷
交流互动。在一些点映发起人看来，
这种针对艺术电影、纪录片爱好者
的社区感，正是大象点映区别于传
统观影的价值。在这里，不仅可以一
起欣赏尚未公映的新片，也可以看
到《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告诉
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见右上图）等
虽已公映但少有机会登陆大银幕的
冷门佳作。聚在一起的影迷三观相
投，热烈讨论，也自然会成为朋友。
电影市场上的主流观众首选商

业类型片毋庸置疑，像是枝裕和这
样的艺术片导演的受众体量尽管不
大，但愿意主动观看艺术电影的观
众数量在稳步增长当中，虽然远远
未到能与商业类型片受众抗衡的程
度，但也是不能忽视的分众市场。

本报记者 吴翔

聚拢同道者“托举”艺术片
!!!从电影"小偷家族#看众筹点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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