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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下电影的发展现状及文艺片出路探析

◎孙琳
摘要：消费社会背景下，影视市场由资本主导，这推动了影视行业快速发展，很多商业片取得巨大成功。但由于商业

片市场占有份额过大，使得文艺片生存受到挤压。深入探究和了解消费社会下的电影发展现状，能快速发现文艺片的发展

困境，并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一系列可参考意见，希望能以此推动文艺片积极发展，优化我国电影格局，促进文艺片与商业

片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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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我国开

始步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下，人们的

消费观念和消费意识出现变化。消费社

会能快速激发人们的购买欲望，促进我

国生产力提升。通过对娱乐业的发展现

状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商业片的蓬勃发

展与文艺片的萧条对比十分明显，在消

费社会下助力文艺片创新和改革，能优

化我国娱乐业结构，促进商业片与文艺

片协调发展。文艺片的转型和优化是影

视发展需要，能满足不同群体的精神需

求，提升影视行业影响力。

一、消费社会下电影的发展现状

通过对近几年的文艺片票房进行分

析，发现很少有文艺片票房达到预期效果。

虽然票房不是证明文艺片质量的唯一途

径，但票房不佳容易使投资者失去信心，

不利于文艺片发展和壮大。有意思的是，

通过对文艺片票房进行分析，发现部分文

艺片口碑不俗，在国际国内获得诸多奖项，

但却无法受到市场的认可。以具有重要传

承意义的《百鸟朝凤》来讲，这是获得众

多好评的一部文艺片，但由于其宣传经费

不足，导致关注度不够，票房惨淡。虽然

后期通过呼吁总票房有所提升，但这部业

内口碑相当好的文艺片，并未达到预期的

播放效果，这会影响市场的投资信心，甚

至使文艺片发展陷入瓶颈。文艺片的发展

不利，也能从侧面说明目前国产文艺片拍

摄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市场近几年拍摄

的文艺片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很多文艺片

过于追求艺术和文艺，这导致影片枯燥晦

涩。虽然《百鸟朝凤》在后期获得了相应

的排片量，但从《百鸟朝凤》的初始排片

量来看，院线和市场以及投资者对相应的

文艺片都没有信心，这也是限制文艺片发

展的主要原因。

二、文艺片的发展困境

（一）自身原因

由于文艺片票房普遍不佳，导致投资

人对文艺片失去信心。文艺片虽然会具备

一定文学性，但与大场面的商业片相比，

明显吸引力不足。很多文艺片在创作过程

中会带有个人色彩，能对影片情感产生共

鸣的观众相对较少。通过对经典的文艺电

影进行分析，发现经典影片具有很高的层

次性，但观赏者必须具备较强的审美能力，

才能感知其中存在的文艺内涵，这就导致

文艺片在发展过程中，对观众具有较高要

求。观众需要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和理解

能力，才能理解影片内涵。过于文艺会限

制文艺片发展，也会使观众感受压力。“曲

高和寡”的文艺片缺乏创新性，应在文艺

片拍摄时形成寓教于乐的拍摄理念，观众

才能主动接受文艺片。但目前文艺片明显

不够新颖，既不能获得观众的接受，又不

能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

（二）外界因素

通过对文艺片和商业片的数量进行

分析，发现目前市场喜欢商业片。商业

片是所有电影类型的领头羊，站在电影

业的金字塔尖，虽然这会使我国影视行

业空前繁荣，但影视结构并不完善。由

于观众对商业片的接受度较高，院线更

愿意提升商业片的排片量，这会挤压文

艺片的生存空间。消费社会下，人们追

求效率和速度，很少有观众愿意深刻思

考和体会文艺片背后蕴含的深层次含义，

这也导致文艺片的特色和内涵无法真正

凸显，会导致文艺片竞争力较弱，无法

突破商业片的包围。

三、消费社会下文艺片发展出路

（一）吸收商业化元素，国家政策

扶持

消费社会下，文艺片想要立足，必须

提升自身综合质量，才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文艺片可积极吸收商业元素，对一些热门

话题和新颖故事题材进行拍摄。文化产业

链的发展和完善，使电影的商业属性得以

突出，优化电影产业结构，能在多元化时

代获得多元化的文艺片发展途径，助力文

艺片积极发展。文艺片发展需要有国家的

政策支持，才能恢复活力，获得更多生存

机会。一些发达国家会设立一些艺术院线，

还会有专业发展文艺电影的科研机构。这

些机构会大力扶持文艺电影发展，更会培

养较多的电影人。从发达国家的电影发展

史来看，国家的支持对文艺片发展影响重

大。我国的电影市场已经十分巨大，国家

必须推出一些政策，推动文艺片发展，才

能促进文艺片快速发展，避免文艺电影成

为我国电影产业链的短板。例如，国家可

以根据文艺片发展需要，详细划分电影产

业，为文艺片发展提供一些资金助力，并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专业艺术影院，以

推动为一篇健康发展。国家的政策支持能

使更多资本关注文艺片发展，也能使国产

文艺片重焕生机。但国家政策在制定时，

也要综合考虑影视业整体发展需要，才能

确保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确保相

关扶持政策的有效落实。

（二）学校与影院联合，提升运作

能力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助力学校

积极与影院进行联合，能培养更多影视

相关人才。面对目前文艺片的发展困境，

可积极推动影院与学校进行互联互动。艺

术院线与学校的合作，能培养一批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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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观众，吸引青年大学生积极观看文艺

片。文艺院线可着重与影视相关院校进行

合作，这样既能引导影视专业学生强化对

文艺片的全面了解，又能培养稳定的观众

群体，以此优化文艺片发展格局。艺术影

院与学校进行合作时，必须保证文艺片的

质量，才能推动文艺片走向成功。以《我

不是药神》为例，这部影片获得口碑与票

房的双丰收，是文艺片的楷模也是其发展

希望。通过对这一影片进行多维度了解，

能发现文艺片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呈现。

传统晦涩基调的文艺片已经不适合消费社

会，必须助力文艺片多元化传播，使其展

现相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才能获得更

多人关注。《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充满

戏剧张力，生命与法律的博弈，为观众呈

现更赤裸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影片结尾阐

述我国将影片中的药物列入医保，这也说

明我国的医疗结构在不断完善。这部影片

在具备社会价值时又具备经济价值，以此

为标准，提升文艺片的制作水准，能助力

文艺片与商业片齐头并进。

（三）强化新媒体运用，提升影片

热度

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使新媒体行业

迅速壮大。文艺片可借此机会扩展传统宣

传格局，突破传统媒体推广限制。积极利

用新媒体加强文艺片宣传，能打破传统依

赖户外广告和影院海报宣传的固化模式。

利用新媒体助力文艺片多元化传播，能以

视频、音频和图片形式推广文艺片，还能

有效降低电影宣传费用。通过自媒体进行

营销后，可引导一些影评人对电影进行积

极评价。积极评价能吸引更多受众接近电

影、了解电影，获得好的口碑，这有利于

文艺片的影响力提升。以《白日焰火》为

例，这部文艺片在利用传统媒体进行宣传

后，还利用新媒体进行多元化宣传，这使

得公众快速了解这部影片，开展了文艺片

的精准化营销之路。运用新媒体提升文艺

片热度，是文艺片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是

文艺片进行现代化宣传和现代化发展的初

始。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文艺片会进行进

一步革新和优化，才能与商业片齐头并进，

共同完善电影相关产业链。目前很多质量

较好的文艺片都存在宣传不足问题，这不

利于影片热度提升。而利用新媒体加强运

营，能为文艺片提供新的宣传渠道，还能

使文艺片受到更多的关注。

（四）文艺片自身求变，增强观影

体验

文艺片自身质量过硬，才能获得更多

关注和重视。虽然文艺片与商业片不同，

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但传统拍摄

形式已经不符合新时代观众的需求。故此，

文艺片应自身求变，积极根据观众需求调

整拍摄手段和拍摄模式以及拍摄内容，以

此培养一批忠实观众。目前国产文艺片的

最大问题是没有忠实观众，缺少观众是导

致文艺片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导演和编

剧是影片的灵魂，二者在合作过程中可提

升影片的思想高度。但通过对众多导演拍

摄的影片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很少有专业

拍摄文艺片的导演。文艺片的价值不能凸

显，会导致从事文艺片拍摄的演员和导演

越来越少。虽然部分文艺片质量过硬，但

很多文艺片都存在叫好不叫座的现象，积

极求变才能改变这一现状，突破文艺片发

展困境，步入新的发展格局。消费社会下，

人们的生活压力巨大，多元化的商业片能

调动人们想象力，帮助观众释放压力。而

文艺片会具备一定真实感和记录感，很多

文艺片强迫观众正视一些现实压力和生活

问题，这不利于增强观众体验，也会使观

众产生压力。文艺片应增强观影体验，既

应保留文艺片的灵魂，又应以多元化的方

式呈现，才能在发人深省的同时，提升受

众观感。

四、结语

由资本市场主导的电影行业，得到

快速发展机会。通过对目前影视产业链进

行深入调研，发现我国的影视产业已经步

入蓬勃发展阶段，较高的回报率吸引众多

资本参与影视行业。影视行业蓬勃发展，

能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但伴随着观众的综

合素养和鉴赏能力不断提升，对影片要求

也越来越高，文艺片可在发展过程中适当

融入商业元素，才能吸引更多资本投入。

当然，文艺片需具备较高的艺术价值，才

能在快节奏的消费时代获得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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