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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猫眼专业版，截至17日21时，2024中
秋档（9月15日至17日）总票房3.83亿元，总
人次944万，总场次135.6万，刷新中秋档场
次纪录。电影《野孩子》获今年中秋档票房
冠军，档期内票房 1.22 亿元，上映后连续 5
天成为单日票房冠军。喜剧片《一雪前耻》
和《出走的决心》分列票房第二位和第三位。

《野孩子》 镜头对准困境儿童
由殷若昕执导的电影《野孩子》延续小

人物的人文关怀，聚焦边缘未成年人的生存
现状。影片取材自“流浪兄弟”真实事件，用
细腻动人的风格表现哥哥马亮与弟弟轩轩
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感，戳中无数观
众内心柔软之处。

在呈现原型动人羁绊的基础之上，该片
将镜头对准了“社会困境儿童”这一特殊群
体，让观众看到他们的现实困境，也看到他
们的呐喊与生命力，其社会意义获得观众称
赞。影片揭露了社会困境儿童背后的犯罪
产业链——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他们从事乞
讨行骗、街头抢劫、入室盗窃等违法犯罪行
为。生而不养、边缘未成年人生存困境、青
少年犯罪等系列话题进一步进入大众视野，
引发关注。许多观众表示，片中“野孩子”的
形成，其实是亲情与教育缺位带来的一系列

“成长后遗症”，少年儿童成长中陪伴与爱具
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民政部社会事务专家委员会的
指导下，《野孩子》还启动同名“助流浪者回
家”公益计划，部分票房收益将被用于助力
流浪者回家。

《出走的决心》 呈现中年女性心境
影片《出走的决心》是中秋档新片中网

评分最高的一部，成为国产女性题材影片中
的惊喜之作。

《出走的决心》不是公路电影，没有拍主
人公李红自驾路上的新奇遭遇，而是把大量
篇幅花在了她“为什么要出走”、被什么阻
碍、如何出走等问题上。李红是家中长女、
两个弟弟的姐姐、某个男人的妻子、一个女
孩的母亲……这些家庭身份让她在前半辈
子生活中几乎失去了自我，被一张用血缘、
情感和责任织就的网深深困住。影片不仅
罕见呈现普通中年女性看似正常、实则满是
心酸的现实处境，更在生活细微处与观众实
现情感连接与共鸣。

导演尹丽川、编剧阿美、领衔主演咏梅组
成了全女性创作班底，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
更多人看到女性的付出和不易，鼓励更多女
性成为自己。李红的出走，是自我的逐渐觉
醒，也是女性力量的彰显。她的家庭生活具有
代表性，而她在改变现状过程中展现出的勇
气和魄力以及离家后对女儿的牵挂，则非常
真实地带给有类似经历的女性鼓励和启示。

整部影片故事完整、节奏流畅、演员人
物塑造准确，尤其是咏梅的演技细腻又充满
层次感。此外，姜武饰演的李红丈夫孙大勇
对妻子颐指气使、漠不关心，丝毫看不到妻
子的付出，表现出现实中某一类男性的典型
共性，引发观众热议。

《里斯本丸沉没》 口碑发酵票房逆袭
《里斯本丸沉没》凭借观众和业界的口

碑，在中秋档走出逆袭之路。截至9月18日
上午，上映13天的《里斯本丸沉没》票房超
过 1600 万元，平台对其票房的最终预测已
从最初的 600 多万元提升到目前的近 3000
万元。该片在各大电影平台的评分都超过9
分，成为今年截至目前网评分最高的国产院
线电影。

该片由著名电影人方励担任导演兼制
片人，他耗时8年、几乎掏空个人身家，把二
战期间鲜为人知的“里斯本丸”事件搬上大
银幕。影片考据与采访极为扎实，不仅把尘
封的历史还原在大众面前，还用心挖掘了历
史背后一个个个体的感人故事，拥有极强的
情感力量。

许多观众在看完影片后为该片卖力吆
喝。在口碑和上座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影
片排片也开始出现明显增长的趋势，好作品
与观众形成双向奔赴，也收获了市场的正向
反馈。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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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电影节日前落幕，这场颁奖典礼
也意味着 2025 年奥斯卡奖项竞争正式开
启。威尼斯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接力跑，
今年的好莱坞秋冬颁奖季声势浩大地预热
了，又没有热起来，近20天的新片连轴展映，
能够引发公众讨论的现象级影片仍然没有出
现，有话题、有记忆点的电影是稀缺物种，只
有表演类奖项的赛道上挤满了巨星们。

安吉丽娜·朱莉有两部新片先后在威尼
斯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放映，分别是她主
演的《玛丽亚》和她导演的《不流血》，两部影
片的口碑落差极大。在威尼斯，朱莉的表演
被盛赞“还魂式再现走向生命尽头的玛丽亚·
卡拉斯”，她在表演中融合了自己正在经受的
职业困境和卡拉斯晚年逐渐黯淡舞台形象，
绘就一幅“迟暮女艺术家的肖像”，许多人为
她惜败妮可·基德曼、没能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感到惋惜，朱莉的光芒完全覆盖了《玛丽亚》
的导演帕布罗·拉瑞恩。几天后的多伦多，她
执导的《不流血》遭遇奚落，被挖苦是“又一部
哑火的大作”。注意这里的关键词“又一
部”——从威尼斯到多伦多，名导演和名演员
们被寄予同等厚望，而现实口碑如同反比例

函数的两条轨迹，在更注重导演能力而非明
星主导影片的电影节场合，导演们千呼万唤
始出来的新作乏善可陈，多靠明星演员们的
表演兜底。导演哑火，演员挽尊，这是从暑期
档的爆米花大制作扩展到整个电影工业的趋
势，演员的个人魅力和专业能力正在捍卫电
影的阵地。

多伦多电影节过半时，有影评人在专栏
里感叹：电影的类型化叙事对今天的观众而
言成了过时且无效的致幻剂。这听起来是一
个过于武断的结论，但是看今年秋冬颁奖季
率先亮相的大部分电影，难以否认，惰性的电
影叙事和积极的表演之间形成鲜明反差，尤
其历数全明星班底的影片，电影存在的意义
是作为优质表演的容器。

略好一些的，则是导演的完成度不至于
构成电影的扣分项，但电影的光彩仍然由主
演制造。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玛丽亚》属
这一类。同类还有丹尼尔·克雷格主演的《酷
儿》和休·格兰特主演的《异教徒》。对于导演
瓜达亚诺而言，执导《酷儿》就像是重复了《请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把意大利的背景换成墨
西哥，一对男主角的年龄增长了20岁。但男

主角丹尼尔·克雷格在导演自我重复的作品
里，开启了他告别“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以
后的表演新篇章，当他彻底从007的躯壳里
走出来，在一则“求不得”的陈旧爱情故事里，
演出了多层次的暧昧和动摇，这种具有“成人
感”的复杂情状，在大小屏幕上都不容易见到
了。《异教徒》是一部四平八稳的恐怖片，奇异
的是，“暴雪山庄”模式的悬疑叙事已近乎被
榨干了惊惧的可能，休·格兰特却在严重套路
化的模式里制造了出人意料的表演，他让观
众看到滑稽和恐怖的并存，以及在套路化的
电影里，表演充当反套路的突破口。

《秘密会议》和《残酷真相》在充满光彩的
表演之外，同时让观众看到电影具有处理复
杂议题的能力，然而，即便是对这类电影不吝
好评的影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费因斯的明
星效应不见得能让《秘密会议》公映后获得更
多的关注和认可，而《残酷真相》至今没有进
入发行环节，仍在满世界地寻找买家。困于

“惰性地依赖明星演员”和“无法成为大众产
品”的两难选项，秋冬颁奖季“只见演员，难见
作品”，这何尝不是电影当下的“残酷真相”。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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