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进 到 影 院 看 电 视 ”，综 艺 电 影 现

象在 2015 年的贺岁档再次发酵。6 天，3
亿 元 ，《奔 跑 吧 ，兄 弟》电 影 版 捞 金 速 度

惊 人 。 票 房 火 爆 的 同 时 ，也 引 来 争 论 。

有导演就批评这类综艺电影，将导致没

有制片人会愿意投资严肃的、付出了很

大努力的电影。更有导演呼吁，职业协

会 必 须 发 出 声 音 ，并 知 会 主 管 部 门 ，不

能在沉默中尽丧职业性。

其实，综艺电影能够获得市场认可，

自 有 其 道 理 。 综 艺 节 目 长 达 半 年 的 热

身，明星话题效应的发酵，积累了大量人

气，有着天然的观众基础。更何况，综艺

电影沿用综艺节目的叙事和制作方式，

周期短、投入小，在投资回报率上，也可

谓有着天然的优势。去年春节，热门综

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的电影版票房直逼

7 亿元。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当前的中国

电影市场，综艺电影无疑是一条搅局的

“鲶鱼”。

观众选择、市场选择，真的只是“人

傻钱多”吗？恐怕未必。看什么电影，都

有个“机会成本”在里面。然而，在名不

副实的宣传、众说纷纭的评论之中，观众

早已“乱花渐欲迷人眼”。走进影院，“拳

头”“枕头”“噱头”背后，是电影类型单一

和跟风严重；大导演、大明星、大制作，拼

凑的往往是“创意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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