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档尚未远去，春日电影盛宴已饕餮再续。在新

片扎堆的“疯狂三月”里，将有《沙丘》和《奥本海默》两部

电影重映，而从春节档撤档的《我们一起摇太阳》也定在3月底上映。

《奥本海默》去年8月底在中国内地首映，至今尚不足半年。如今，它

迅速重返大银幕，这在我国进口片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据悉，2024

年有重映计划的电影还有《头号玩家》《爆裂鼓手》《真爱至上》等。

可以说，电影重映已经成为电影产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

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更是与观众情感连接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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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时光倒流影院
重映电影如何点燃观众心火

本报记者 张洁

存在“温差”的票房

电影重映是一种常见的市场行为，旨在通
过重新放映一部电影来吸引观众并增加票房收
入。电影重映不仅涉及版权、重制和宣发等关
键步骤，还需承担高昂的沟通、转制和设备投入
成本。若距离首次公映超过2年或需调整内容，
影片须经国家电影局重审，重新发放龙标公映
许可证。

谈起重映电影现象形成的原因，中央文化
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认为，电
影“档期”对一部电影来说至关重要，“电影档期
的形成是有客观规律的，不受我们的主观意识
的影响。它不仅与影片和院线的产能有关，还
与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紧密相连。”

孙佳山表示：“直到 2024 年，在产业意义
上，即商业上非常明确的档期，实际上只有春
节档、暑期档和国庆档，而端午、清明、中秋等
都是较短的小档期，并没有形成产业意义上的
档期。所谓形成档期，意味着至少有七天的连
续时间。”

春节档的确立可以追溯到2013年，周星驰
导演的《西游·降魔篇》在档期内斩获了7.8亿元
票房，正式拉开了春节档的序幕。狭义的春节
档，至少持续七天左右。

暑期档则是在2017年由《战狼2》引领，紧
接着2018年的《我不是药神》和2019年的《哪吒
之魔童降世》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档期的地位。
至于暑期档，它的时间范围较为宽泛，通常涵
盖七月和八月。国庆档是直到2019年才确立，
《我和我的祖国》票房破31亿元，《中国机长》票
房超过29亿元。

孙佳山说：“从产业角度看这几个重要的档
期：春节档期自形成以来是时间跨度最长的，已
经历了12年；至于暑期档，也只有7年；而国庆
档则更短，只有5年的时间。”
“去年年末至今年年初的贺岁档，《年会不能

停》《一闪一闪亮星星》等影片获得了不错的票
房，目前贺岁档还只是初步形成一些态势，其最
终效果还需看今年年末的情况。”孙佳山补充说，
尽管1997年年末由冯小刚执导的贺岁电影《甲方
乙方》上映，斩获3600万票房，但那个时期还没有
今天的院线，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档期。

不难算出，在一年的时间中，这些具有档期

意义的时间总计也就在3个月左右。孙佳山说：
“在这几个集中的档期里，票房确实是有一定的
保障。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一年的其他3/4的
时间里，电影市场处于非档期状态，即日常的观
影时间并没有档期的保障。这是为什么在这段
时间内，电影院经常会放映一些重映影片的重
要原因。”

孙佳山表示，“票房是存在‘温差’的。对于
投资巨大的电影来说，如果不在重要的档期上
映，风险太大。电影的消费具有明显的聚集效
应，而在短时间内要形成集中的消费是难以实
现的，所以选择重映是一个合理的决策，毕竟重
映影片是老片，而非当季新片，所以重映影片的
成本会较低。”

经典电影焕发新魅力

在3月上映的片单中，《奥本海默》和《沙
丘》IMAX版重映显然在列，这也是打开这两
部视觉大片的最佳方式。继在第81届金球奖
斩获5项大奖后，导演诺兰执导的电影《奥本
海默》又在2024年第 96届奥斯卡金像奖以13
项提名领跑。该片曾于2023年 8月在中国内
地上映，全球票房9.54亿美元，中国内地票房
4.5亿元。

原片重映是市场上最为简单且成本最低的
重映方式。例如，宫崎骏的多部经典动画电影，
都是以原始版本让观众重温的方式。这种重映
通常在首次上映后较长时间进行，对上映时机
的把握有较高要求。

例如，《泰坦尼克号》选择在沉船100周年纪
念日和上映25周年时进行两次重映，在中国老
片重映的发展历程中，《泰坦尼克号》的每次放
映都具有代表性。该片在2012年的首次重映就
取得了9.46亿元的票房。去年，尽管距离首次
上映已有25周年，观众依然能体会到满满的回
忆感，这也让此次重映收获近6000万元票房。

另外，2021年日本电影《情书》选择在520情
人节重映，而《爱乐之城》的重映则象征着爱情
的“七年”。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既为片方提
供了重映的机会，也更容易唤起观众的怀旧情
感和集体记忆。

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一些电影会通过
IMAX和3D等形式进行技术升级后再映，以提
升视听效果。比如《阿甘正传》和《一代宗师》3D
版等电影的重映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模
式不仅为发行方提供了新的营销宣传点，还为
观众带来了更优质的观影体验。高质量修复的
影片成本高，各种设备的前期投入也相当可
观。《一代宗师》导演王家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光转制的费用就足以拍摄一部新片。”

另外，一些电影在重映时会对内容进行调
整或增加，例如《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重映
版本增加了11分钟原本被删减的片段，使时长
达到了110分钟。哪怕是时隔几年再次进入内
地院线重映时，该片也稳稳拿下了1.7亿元票
房。这种模式增强了观影的情感效果，也是一
种有效的营销策略。

如何精准把握并满足观众的消费需求，是
电影重映面临的挑战。这通常是一件复杂且困
难的事情。重映电影往往是经典电影居多，而

观众的口味和偏好是多变的，特别是对于再次
上映的重制或经典影片。欣赏经典电影往往需
要特定的文化素养和情感共鸣，这与快节奏的
商业大片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享受经典作品的过程可能需要观众
具备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平，并且对作品有一定
的情感连接。这种需求限定了受众群体的范
围，使之倾向于小众市场。据知情方透露，购买
重映电影票的观众通常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
如他们更可能来自一二线城市，具有较高的教
育水平，且年龄层次相对较高。以《放牛班的春
天》重映为例，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绝大多数
观众的学历在本科及以上，一二线城市观众占
比也在70%以上。

满足观众多元化需求

2012年，《泰坦尼克号》通过技术修复转制
3D版后在国内重映，取得了迄今为止最高的重
映票房纪录。这也让电影行业看到了经典影片
重映的潜在商业空间。在近些年的重映电影
中，卡梅隆导演的《阿凡达》取得了3.76亿元的

成绩，随后则是20周年重映收割1.92亿元的《哈
利·波特与魔法石》。
《爱乐之城》于2023年年底重映，一周后再

次下线，《爱乐之城》重映票房突破3000万元。
该片被观众称为2023年“最好的圣诞礼物”。电
影凭借多年好评吸引了各路新老观众前来观
影，并纷纷表示“能在影院看到《爱乐之城》真的
很快乐！”“笑到断气，哭到窒息”等。这部作品
自2017年首次上映以来，便凭借着过硬的品质
在全球范围内斩获超高口碑，狂揽海内外百余
项大奖，成为影史最佳爱情电影之一。该片还
以“七提七中”的纪录，创造了金球奖的历史。

重映的经典老片通常拥有良好的口碑和一
群忠实的影迷。这些影片在过去已经证明了自
己的艺术价值和观赏性，因此能够吸引观众再
次走进电影院。对于许多观众来说，重映的经
典老片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种情感的寄
托和回忆的载体。“情怀”成为这些影片重映时
的重要吸引力，能够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2022年12月，4K修复版的《放牛班的春天》
重映，票房却未能迈过千万门槛。这部影片被
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电影”，豆瓣电影评
分排名第15位，评分高达9.3。上映之初，它也
曾备受期待，时隔十八年重映，又在国内有良好
的观众基础和不错的知名度，自身的艺术价值
更是不用多说，然而这样一部毋庸置疑的经典
佳作，却仅有不到800万元重映票房。

激发观众怀旧情怀是老片参与当代社会生
活的有效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并不是每一次都
起效。重映时机的选择，需要与当时的社会氛
围和观众心理状态相匹配。孙佳山说：“档期的
选择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要考
虑观众在那个时间段的心理预期，以及是否有
相关社会新闻事件等随机因素。实际上，重映
电影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档期和排片策略。”

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电影《沙丘》在3
月1日起内地重映。3月8日，《沙丘2》即将上
映。据悉，《沙丘》于2021年10月22日在内地首
次上映，累计收获票房2.53亿。孙佳山指出，
《沙丘》的重映具有其独特性，这主要体现在它
与《沙丘2》宣发的配合上。他说：“以《沙丘》系
列为例，目前上映的有《沙丘》和《沙丘2》，其中
《沙丘》的重映是为《沙丘2》做铺垫。《沙丘》是一
个复杂的IP，其复杂程度可与《三体》相媲美，对
于大部分未曾阅读原著的观众而言，他们需要
通过第一部影片来为剧情铺垫，否则容易对剧
情产生困惑。至于‘粉丝’，特别是科幻‘粉丝’，
他们也定会支持这部电影。”

老片重映，无论是贩卖情怀还是重新制
作，不少影片仍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一位院
线人士认为：“重映影片实现高票房，标志着电
影市场的逐渐成熟，这不仅表明市场不再只限
于一种类型的电影和单一的黄金场次，更意味
着重映影片为观众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和多
元化的选择。”

那些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往
往由具备超前视野的创作团队所打造。这种超
越时空的作品在不同年代都能引起观众的欣赏
和惊叹。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典老片逐渐沉淀
出的价值，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外，经典老片重新登陆院线，需要考虑它们是
否能与现代语境相契合，这包括对影片内容、主
题和表现手法的现代解读，以及与当代观众的
情感共鸣。

历经150多年传承发展
苏绣融合天津本土技艺

“北辰民间女红布艺”传承至今已有150多
年历史。吴宗英的奶奶周秀英是“北辰民间女红
布艺”的第二代传承人，也是这项民间手艺能在
北辰生根发芽的关键性人物。

苏州镇湖是苏绣的重要发源地。清朝末期，
在苏州镇湖出生的绣娘任李氏，把当地民间手艺
带到了上海滩。她在一家大户人家做乳娘。周
秀英6岁多就开始和乳娘任李氏学习女红刺绣
布艺等技巧。仁李氏一直陪着周秀英结婚生
子。新中国成立后，仁李氏回老家镇湖养老，而
周秀英跟随丈夫孩子回到婆婆家——天津市北
辰区大张庄村。周秀英凭着自己的一双巧手，为
周围的乡亲们做孩子们穿戴的老虎帽、老虎鞋，
女孩子们出嫁穿的嫁衣，老人们穿的大褂、家居
饰品等。她的做工精细，作品别具一格。第四代
传承人吴宗英从小就在奶奶和妈妈的影响之下，
喜欢上了这门手艺。
“北辰民间女红布艺”包括刺绣、绳结、补绣

和珠绣等，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既保留了流传
于江南苏绣的细腻，又有天津本土的技艺手法，
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如
今，中国女红作品已成为集观赏价值和实用功能
于一体的艺术品。民间女红布艺，每一个作品都
被寄予希望，寓意着美好。

尽管每天忙忙碌碌，但吴宗英仍然能做到
“分身有术”。这是因为，吴宗英的六个徒弟在这
项手艺的制作和传授上都已独当一面了。“六位
徒弟中包括我的女儿柴国媛，学员朱红和杨丹，
她们俩和我女儿的年龄差不多，是比较年轻的一
代。我的同学诸葛世银，多年来耳濡目染，现在
也完全可以去教授布艺、刺绣等手艺。还有一位
徒弟张平，她的缝纫、布艺的技艺都非常好，如今

也完全能独当一面。另外就是我的妹妹吴宗梅，
制作和授课都很令我放心。”吴宗英说起这些徒
弟如数家珍。

研发中心40多位“精兵强将”
带动周边数百人创业增收

在政府各级部门的支持下，“运河北辰民间
女红文化非遗传承基地”成立了，此外吴宗英还
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研发中心展示着各类别
各种各样的布艺产品，新作品还在不断增加。
“根据四季变化，我们不断研发新产品。比如春
天来了，我们生产孩子们出去旅游踏青时戴的
小风帽，是镂空的，非常受欢迎。一到夏天，我
们就开始做夏凉帽，也就是草编帽，根据市场需
求进行定制。”

提到这个研发中心的意义和效果，吴宗英
表示，“我的研发中心有40多名‘精兵强将’，每
当我有了新创意，做好设计、简单交流后，他们
基本都能理解到我的心意，很快就能将创意落
地，执行力很强。第一批产品制作出来以后会
再进行调整，比如颜色等，直到完全符合创意主
题。这支研发队伍非常重要，他们是实现我设
计创意的核心团队。”研发中心把更多的喜欢传
统民间女红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发展和
传承民间技艺。

吴宗英一直致力于通过女红布艺带动大
家一起创业增收，“运河北辰民间女红文化非
遗传承基地”成立后，吴宗英有了更多空间去
施展拳脚。
“如今很多农民不再以种地为生，还有一些

人员闲置在家。我通过这个非遗传承基地，把这
些人组织起来，教授大家布艺这门手艺，培训合
格后，就把订单分发给大家来做，带领大家走向
共同富裕的道路。”
“跟我一起做订单、创业的这些人，基本都是

我亲手教会技术的，为了保证订单的完成质量，
手艺合格了我才能给他们发活儿。在这方面我
始终是很严格的。我们的订单很多，有些订单是
稳定、长期合作的，也有很多订单是不定期的，一
来就是急活的。急活的订单在价格上会比长期
订单高一些。大家都齐心努力，产品质量非常
好，甲方也都很认可。我们的信誉度很高，口碑
很好。”
“平时，总会有几百人参与到订单的生产

中。订单多的时候，参与任务的制作者有300多
人。记得去年有一次，有一家人在40多天之内
做完手里的活儿，挣了1万多块钱。”

用吴宗英的话说，急活就是“三高”，收入高、
质量要求高、时间要求高。而那种长期稳定、细
水长流的活儿，比如勾手绢边之类的，制作者一
天也能有三、四十块钱的收入。

传统技艺加新材料
设计出时尚新产品

“我一闲下来就会去思考新的产品创意，我
会琢磨开展女红布艺培训的村镇有什么风俗文
化，还会想着如何设计一款适合他们那边销路的
东西，带动大家创业增收。其实市场非常广阔，
关键要研究人们的需求，其实也是以己推人嘛。
由自己喜欢的样式、需求的功能出发，去设计出
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做出来以后就会市场广阔。
作为非遗传承人，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要把非遗
手工艺进行创新，设计出新的东西来。用咱们世
代传承下来的传统女红技艺，再结合目前与时俱
进的新材料，用传统的技艺做时尚的、让大家喜
闻乐见的作品。”吴宗英说。

根据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设计出作为当地
旅游纪念品的文创产品，这也是吴宗英的长项。近
日，吴宗英受邀设计一款有滨海新区特色的旅游纪
念品，“我正计划着写个设计方案，主打草编包，我

现在计划用环保材料拉菲草来制作手工草编包，上
边再缝一些水草、小螃蟹、小虾之类的元素，体现当
地的特点，还可以延伸设计出配套的草帽。”

由于吴宗英的新创意和新设计不断，订单也
是源源不断。今年初，吴宗英用一个月时间设计
制作了布艺龙，寓意着龙年吉祥如意，“目前来私
人订制布艺产品的客户也比较多，比如今年手工
制作的小龙帽，以传统手法制作出龙的鼻子、眼
睛、小龙须，看起来惟妙惟肖，所以这东西非常好
卖，很多人来订制。”吴宗英说。

近些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对非遗的支持
政策，吴宗英的感受非常深。“当初走进天津工
业大学举办的非遗研学班，接触到很多新的理
念。那次研学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来授课
的也都是全国知名的非遗大师。这次学习让我
耳目一新，强烈地意识到咱们的非遗文化必须
要代代相传，需要在传承中融入很多科学的现
代发展观念。这次学习之后我才开始整理自己
家的非遗传承谱系。”
“国家对非遗的支持政策，让我深刻感受到

作为非遗传承人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国家对非
遗的支持政策也给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如今随着非遗知识的普及，大家对非遗产品的价
值有一定的认可，这给我们产品的宣传推广带来
了便利。所以说，国家政策对非遗的传承、发展
和市场都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吴宗英表示。

非 薪传遗

吴宗英 思考传统女红布艺的现代表达
本报记者 郭晓莹

一位非遗传承人，不但把家传的手艺教

给大家，还带动周边妇女一起创业增收。她

就是“北辰民间女红布艺”非遗项目的第四代

传承人吴宗英。

从街镇到学校，从本地到外地，很多地方

都留下了吴宗英传授“北辰民间女红布艺”这

项非遗技艺的身影。每个星期她的授课时间

都排得满满当当，从周一排到了周六。吴宗

英一直致力于“北辰民间女红布艺”的保护、

传承与发展工作。这几年随着网络直播的兴

起，吴宗英还开起了网络直播，在直播间里教

大家如何做各种各样的布艺。在直播间，她

一边做手里的布艺，一边做演示、传授各种布

艺的制作手法、技巧和经验，尽管只在早上

六点开播一个小时，但仍然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粉丝”的关注，有时直播间里观众达到

1万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