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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娱乐

参演演员历史作品累计票房逾500亿元

来了！史上最“ ”国庆档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
因为疫情而失去了春节档和暑期档的中

国电影，终于迎来了 2020 年最值得期待的

“翻身”机会——长达 8 天的国庆中秋

档。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国庆档电影参

演演员的历史作品票房超过 500 亿

元，其中，吴京、黄渤、徐峥、张译、

沈腾、邓超的个人作品票房均超

过100亿元，因此，今年的国庆

档也被业内戏称为“史上最

贵国庆档”。

从预售票房来

看，哪部电影最受

期待？哪部电影

最有可能票房夺

冠？因为大数据

的应用，这些

问题都提前

有了参考

答案。

国漫备受期待，《姜子牙》预售领跑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根据猫眼数据统计，截至9月
28 日，动画电影《姜子牙》保持着
首映日预售综合票房冠军、首映日
预售上座率冠军、首映日预售场均
人次冠军和总人次冠军的领跑成
绩。作为大众心目中的国漫崛起
之作《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姊妹
篇”，《姜子牙》的预售成绩印证了
观众对中国动画片再上一层楼的
集体期待。

但过高的观众期待从来都是
双刃剑，作品一旦开画后质量不如
预期，票房便有可能伴随着口碑出
现滑铁卢。而从目前豆瓣网站《姜
子牙》条目下约8800条短评中可以
看出，大多数提前为姜子牙打call
的“自来水”皆为《哪吒之魔童降
世》的粉丝，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

“保持水准”“别走幼稚风”“希望正

片和预告片一
样炸”“期待封
神宇宙”等。显
然，去年在暑期档
收获逾 50 亿元票
房的《哪吒之魔童
降世》是《姜子牙》
的对标作品，而后
者的成功与否，在
于能否保持甚至超
越前者的水准。

此外，预售领跑也并
不 代 表 后 期 总 票 房 领
先。据灯塔援引多个媒体
的预测，《姜子牙》的国庆档
票房在 15 亿元上下，而《我
和我的我的家乡》预测票房则
逾 24 亿元——后者更有可能成
为国庆档冠军。

受众分化明显，票房潜力仍待释放

根据猫眼数据，截至9月
29日12时，《姜子牙》预售总票
房为 8032.5 万元，排名第一。
紧接其后的是导演与明星阵容
强大的《我和我的家乡》，预售
票房6191.5万元。季军则为9

月30日提前上映的动作片《急
先锋》，预售票房 4300.4 万
元。10月4日才上映的剧情片
《一点就到家》目前占据预售榜
第四名，票房 213.8 万元。10
月3日上映的动画片《木兰：横
空出世》预售票房则为109万
元，排名第五……

当然，新片并非国庆档的
所有战力。9月25日提前“抢
跑”的《夺冠》仍会是档期主力
之一，该片截至 9 月 29 日 12
时累计票房2.06亿元，从数字
来看仍有未释放潜力。

目前所有影片的预售成
绩都偏保守，截至 9 月 29 日
12 时，今年国庆档新片预售

总票房为近
1.9 亿 元 。
而根据猫
眼的大数
据，国庆档第
一 天 的 总 票 房
预 测 高 达 5.2 亿
元，其中《姜子牙》
和《我和我的家乡》
单日预测票房均超
过2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国庆档作品在类
型和题材上的多元化，
使得受众分化更为明显，
多数 观 众 都 能 从 中 找 到
适合自己的作品。

哪一部是你的国庆档“定制片”？

量身定制

《我和我的家乡》
上映时间：10月1日 适合观众：合家欢

有去年《我和我的祖国》以超 22 亿元勇夺国庆档票房
冠军的先例，今年同样以多导演“组合拳”形式亮相的《我
和我的家乡》备受业内期待。该片分五个单元：宁浩执导

《北京好人》单元，葛优、刘敏涛主演；徐峥执导《最后一课》
单元，范伟 、张译 、韩昊霖主演；陈思诚执导《天上掉下个
UFO》单元，黄渤、王宝强、刘昊然主演；闫非、彭大魔执导《神
笔马亮》单元，沈腾、马丽主演；邓超、俞白眉执导《回乡之路》
单元，邓超、闫妮主演。

《我和我的家乡》强调喜剧元素，号称集结了“中国喜剧的
半壁江山”，再加上题材情怀满满，在一众国庆档作品中最有合
家欢品相。

《姜子牙》
上映时间：10月1日 适合观众：国漫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

去年被《哪吒之魔童降世》打动的观众，估计都还记得片尾的《姜
子牙》彩蛋。影片讲述姜子牙率领众神伐纣，赢得封神大战的胜利，但
一切并未结束，因一次偶然的发现，姜子牙踏上探寻真相的旅途……

影片导演之一的程腾在 2010 年凭短片《红领巾侠》为人所知，2012
年凭《纪念日快乐》获得了日本动画界最高奖——东京动画大奖“特别
赏”，之后还在梦工厂担任联合导演。另一位导演李炜则参与过《地藏》

《魁拔》等动画影片的制作。两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一个深扎本土文化，
首次联手作品备受期待。

《急先锋》
上映时间：9月30日 适合观众：动作片爱好者

宝刀不老的成龙再次与老搭档唐季礼联手，影片讲述中国商人在海外
遭绑架，急先锋行动小组辗转全球展开惊险营救的故事。影片横跨三大洲，
于伦敦、非洲、迪拜等地真实取景，还有杨洋、艾伦、徐若晗、母其弥雅等加
盟，从场面和阵容看都值回票价。

《2019阅兵盛典》
上映时间：10月1日 适合观众：所有人

为全景记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盛况，八一电影制片
厂摄制了这部电影纪录片。影片注重仪式美感与电影质感的结合，运用了
大量精美珍贵的影像画面，具有很强的视听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一点就到家》
上映时间：10月4日 适合观众：喜剧片爱好者

这部喜剧由刘昊然、彭昱畅、尹昉主演，李佳琦和谭卓加盟。影片讲述三个性格迥
异的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云南千年古寨共同创业，与古寨“格格不入”的他们用真诚改变
所有人，开启了一段疯狂又纯真的梦想之旅。影片喜剧色彩浓厚，适合想在假期放松一下
的观众。

《再见吧！少年》
上映时间：10月5日 适合观众：年轻人

这部正能量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少年王新阳突患白血病，面对未知的明天，他依然乐
观坚强，努力实现青春梦想。影片特别适合处于迷茫期的青少年观看，有助治愈“日常丧”。

第一爆
——献给深
圳改革初期
的建设者们
（油画）

□陈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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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家乡的印象，常常是和
冬日联系在一起的。北方的冬
日，一向不讲道理。它绝不会给
人们一点缓冲的时间，轰轰烈烈
地驰来，又缠绵不断，不肯离开。

小孩子一天的日子过得短，
到了九点多就已经要被大人们
赶上床。这时母亲总会用随口
编撰的歌谣来哄我们入睡，唱的
人往往心不在焉，小孩却觉得动
听。窗帘总在躺下后才想起来
要拉上，里面的人瞧着外面一片
漆黑，外头的人却能清楚地看见
灯光里的一切。楼下的雪地传
来有些沉闷的踩踏声，过一会
儿，门适时发出轻轻的声响，冬
夜就带回了我的父亲。

那时，父亲还是个颇为机敏
的年轻人。冬雪一向挡不住他
的眉眼，只消抖抖身上落下的寒
霜，蹲下身就能接到扑进怀里的
小女儿。我抬眼就看到父亲脸
上的雀斑，一双诙谐有趣的棕眼
睛，蕴着几分意料之中的笑意。
母亲追着我走出卧室，口里抱怨
着，用家常的口气向父亲细数我

的种种顽皮行径。父亲就宽容
地摸摸我揉得毛茸茸的脑袋，温
吞地讲两句天气。当时我就知
道，他们都没有生气。

寒冷时，被子总有想要分享
的人。更小的时候首选是母亲，后
来却常与父亲亲近些。被窝里会
多出长途跋涉而来的风寒气息，但
带来气息的人却暖得像个火炉。
事实上，也完全不会有想象中的被
哄入睡，父亲肯定先于我睡着。等
身边的呼吸沉沉，头顶早已灭掉的
灯在眼里也显出黑暗里的轮廓，寻
常的冬夜就慢慢地度过了。

但父亲不常回来。上个世
纪90年代，冬日是财务单位忙碌
的时候，他作为会计经常出差，
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母亲
告诉我，若是父亲常回来，家里
的暖气恐怕要供应不上。我被
想象中的冷意惊个哆嗦，但仍然
私心盼望着，甚至畅想未来家人
互相依偎取暖的情景。

后来的冬日，我有了学校里
的伙伴，以及夜里恨不得扔掉的
作业本。整日里同姐姐吵吵闹

闹，在院子里和路过的小孩打雪
仗，竟至于我不太能在冬日里想
起父亲了。

他太像个过客。夜里家人
睡意正浓时，他披星戴月而归，
早晨未及我起床上学，便又悄然
离开。我不再是整日待在家里
的小孩，也不再陷入整日等待家
人的无聊中。

关于冬日的记忆，逐渐有了
多于家庭的东西。寒冷首当其冲。

每次出门上学，母亲都会以

标配的“四件套”武装我：帽子，
围巾，口罩，手套。母亲手里的
围巾从来没有固定围出的形状，
常以五花大绑式在脑袋上系上
一个结。毛线织成的围巾本就
厚重，更不用提系上个比脑袋还
大的结。于是偷偷摘了手套和
围巾，匆匆去上学。

一天的寒意彻骨，回到家，我
满脸通红，眼泪汪汪。母亲自然
是风风火火地给我四处翻找热水
袋，心疼得连埋怨也来不及。

这次，父亲没有离开。
于是家人们似乎有了更多的

时间共处。他带我在院子里堆雪
人，做游戏，甚至是买漂亮的新手
套给我。我瞧着父亲有些疲惫的
眉眼，假装不知道他的愁思，只是
盼望着父亲冬日里不再出门。我
不愿看到父亲在寒冷刺骨的夜晚
归来，不愿听到母亲起身开门的
声音和窃窃私语。即使失业的阴
云笼罩，我心里的父亲还是无所
不能，活跃跳脱。

秋风乍起，中秋将至。看到
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闻着诱
人的香味，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
的温馨时光：在湘西老家，一家
人坐在门前的老梨树下，观赏着
遥远天穹悬挂的那圆圆的、饱满
的、大放光明的中秋之月，拉着
家常，一起吃家乡特产麻子月
饼。

记忆中，孩提时的我们很是
盼望过中秋。因为这一天我们
能吃到麻子月饼，还能吃到比较
丰盛的晚餐。中秋之夜，孩子们
即使犯点小错误，大人大多也是
不会责备的。

中秋之夜，月亮又圆又亮，
月光似水，月色如华。如此良宵
美景，也很自然地会勾起人们有
关与月亮相连的种种传说和神
话故事。此时，大人们常常会给
我们讲嫦娥奔月、唐明皇游月宫
等故事，同样的故事每年都讲，
都能背出来了，但我们却百听不
厌，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无月饼，不中秋。小时候，
尽管家里穷，但中秋节，父母总
会想办法去乡供销社买一个麻
子月饼给我们解馋。皎洁的月
光下，母亲把麻子月饼分成很多
块，然后分发给我们。我们拿到
月饼后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
感觉味道特别香甜，如碰上月饼
里有冰糖粒的，就特意嚼得嘎嘣
响，让旁边的兄弟姐妹好是羡
慕。与家人赏月吃月饼的情景，
现在想起来，还回味无穷

麻子月饼是家乡的特产。
麻 月 对 皮 、酥 、陷 的 要 求 甚
高 。 馅 分 很 多 种 ，比 如 果 仁
馅、花 生 芝 麻 馅、五 仁 馅、肉
馅、冰糖馅、蛋黄馅……麻月每
个约半斤左右，当然也有一斤
的，甚至更大，味道甜而不腻，
薄脆可口，是家乡最具地方特
色的名点之一。

关于麻子月饼还有一个古
老的传说。话说有一位穷书生
要进京赶考，因为盘缠不够，他
母亲担心书生路途中挨饿，于是
就找来家中仅有的食材，做成圆
圆的“妈子饼”，让其带着在途中
充饥，当然也寄语希望孩子一路
圆圆满满，赶考高中。后来“妈
子饼”在家乡流传起来，也因为

“妈子饼”布满芝麻，念着也顺
口，就变成了“麻子月饼”，流传
至今。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
年中秋，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去买
月饼。知道家里没有买月饼，那
天我特别难过。但中秋晚上，邻
居彭大伯把他家仅有的一个麻
子月饼分了一半给我们。那天
晚上吃着彭大伯送给我们的月
饼，我觉得特别香，也在心里暗
暗告诉自己，将来长大了一定要
好好报答彭大伯。

半个月饼在今天也许真算
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物资缺乏贫
困的年代，一个邻居把家里仅有
一个月饼分一半给我们，真是难
为他了。参加工作后，回乡下老
家看望父母，我常会去彭大伯家
坐坐，也常会给他带点城里的特
产。记得几年前，母亲告诉我彭
大伯因病去世，听到这个消息，
我伤心了很久。

关于家乡的麻子月饼，又使
我想起去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与
一位华侨交谈的故事。这位华
侨是我老家隔壁乡的，他得知我
来到西班牙，特意到我住的宾馆
来找我，与我聊了很久。

他说他到马德里已经 20多
年了，在那里他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商店，有自己的朋友
圈，也习惯了那里的气候水土，
生活习俗，熟悉了那里的风土人
情，潜意识里也已把那里当成了
自己的第二故乡。但随着年龄
的增长，思乡之情却愈来愈浓，
只要有家乡人来马德里，他知道
了都会来见一见，聊一聊。

有位作家说：“每个人的心
里，都有一方魂牵梦绕的土地。
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
逢年逢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
想到它。”这就是故乡情结。这
位华侨每年中秋前夕，都会委托
在老家的亲戚朋友给他寄家乡
的麻子月饼来。每次吃到家乡
的麻子月饼，就会想起在家乡与
家人吃月饼赏月的情景，就如同
回到了久违的家乡。

月是故乡明，饼是故乡醇。
闻到满街飘来的月饼香，关于麻
子月饼的故事也一个个浮现在
我的脑海，透着浓浓的乡愁。

□刘荒田[美国]

冬日印象 □朱霄

饼是故乡醇
□王继怀

“你看人家……”
那天，老友B来电话邀我去

星巴克。碰巧我有事，推掉了，
他一个劲地央求。为何“非见
面不可”？他的迫切引起我的
好奇心。我说，好，依你。

在小圆桌旁坐定。我按住
咖啡杯，期待他将惊天动地的
故事一一道来。不料，他竟是
抱怨“家里那个”，我“噗嗤”笑
了，老一套! 他年近80，和太太
一起生活，无疑是“老婆婆的被
子——盖有年矣”。太太在他
口里，有时是内子，孩子他妈，
煮饭婆，有时是老板，总管，有
时是河东狮，母老虎，端看特定

时空的感觉。
“烦死了！”这一次，他

连她的称谓也省了，“又是
‘你看人家’！”我呵呵笑起
来。是的，这么多年，他告

诉我的“你看人家”的版本多得
数不清，最新的是什么呢？

“你看人家阿舜，太太出门
买菜回来，他站在门口，把所有
袋子提上楼。”她虽文化“水不
平”，没有揣摩过新诗作法，不懂

“意在言外”这一套，但“你看人
家”如何如何之后，由老公意会。

“你有所不知，这是算总
账，谴责我一点也不关心电冰
箱存了什么，明明知道菜吃光
了也不去买，劳动她出马。她
出门时我没问要不要开车送，
害她走那么远的路。中途没有
去电慰问。她到家，我在楼上
追电视剧，听到开门声，也不下
来……”他说，“千万别解释，你
多说两句，她就翻老账：你从来
就是冷血的，结婚前我骑单车
摔了，你看一眼就走人，不送我

去看赤脚医生……”
“你今天不来，我一肚子窝

囊气没处吐。”
我说，吐吧！能怎么样？

她侍候你一辈子，这是代价，只
好照单全收，装“有听没有到”。

放在过去，B的另一半的
“你看人家”，荦荦大端有：“你
看人家阿全，从乡下来这里，五
年不到，买了大屋。”“你看人家
阿珍，结婚十周年，老公送什
么？三千美金的金镯子！”“你
看人家阿伟，后院的栅栏，木板
全是他去买的，钉的。”

记得20多年前，B差点从家
里搬走，声言分居，肇因也是

“你看人家”: 他在一家手袋
厂当裁剪工，老板看他老实勤
快，加了薪水。他回家，兴冲冲
地把支票亮给太太。老被太太

看扁了，此举未始没有平反的
意味，她说：“好是好，可是你看
人家阿勇年薪七万，比你多一
倍，他老婆拉我去逛商场，不是
最贵的包包不买，存心气我。”

他差点把支票撕了，火气
上来：“你干吗不嫁给他，后悔
死了是吧？”“我倒霉，人家会找
男人。”他摔了门，甩一句：“那
趁早吧！”

他夫妻一辈子就是这样。
太太是好人，无微不至地爱丈
夫，但口德不修，以唠叨当娱
乐。对方受伤她不管。

“你看人家”是相当一部分
国人的口头禅，家长教育孩子，
爱用它开头。一般地，这“人
家”不会是世界首富，也不会是
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而是就
近取譬，小区的对门邻居，孩子

的同班，跳广场舞的闺蜜，配偶
的同学……口气一律是恨铁不
成钢，言下之意统统是“己不如
人”。在外面，明或暗的“较劲”
输了，回来把怨气往亲人身上
撒。有的女子抱定“你娶了我
就要好好侍候”的债主心态，需
索无度。无穷的不满，不甘，不
平，都是这样“看”出来的。

我给这位满脸无奈的“咖
啡友”背下一句海明威的名言：

“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
高 贵 ，应 该 是 优 于 过 去 的 自
己。”“念给你太太听吧！”

他说：你也是扯淡，这把年
纪 ，现 在 怎 么 可 能 比 过 去
好？

我说，你如果有勇气
对太太念，就是“日日新”
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