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钦松
《感念恩

师蔡仰颜》
（见《 羊

城 晚 报》2023
年1月19日A11
花地副刊）

吴承学
《马岗顶

上故人来》
（见《 羊

城 晚 报》2023
年12月12日A10
花地副刊）

朵拉
《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包
椰浆饭》

（见《羊城
晚报》2023 年
7 月 27 日 A10
花地副刊）

武桂琴
《住院记》
（见《 羊

城 晚 报》2023
年 9 月 12 日
A10花地副刊）

曹林
《生活不

是爽文爽剧》
（见《 羊

城 晚 报》2023
年 1 月 8 日 A6
花地副刊）

任天阳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党委书记、社长

终评委、颁奖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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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利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

副书记、副社长、总编辑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

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向欣
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

书记、专职副主席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宜航
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

蒋述卓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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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羊城晚报报业
集团联合中共深圳市委宣传
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广东省作家协会
战略支持的 2024 花地文学
榜揭晓。11 月 6 日-11 日，
2024 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
将在广州、深圳举行。届时，
张翎、韩东、欧阳江河、王尧、
陈平原、杨知寒六位年度作
家（作品）得主、“年度花地精
品”获得者许钦松、吴承学、
朵拉、武桂琴、曹林将参与多
场文学活动，为广大市民奉
上多彩的精神盛宴——

年度诗歌

欧阳江河
《宿墨与量子男孩》

年度散文

王 尧
《日常的弦歌：

西南联大的回响》

年度新锐文学

杨知寒
《黄昏后》

年度短篇小说

韩 东
《幽暗》

年度文学评论

陈平原
《有声的中国

——演说的魅力
及其可能性》

年度长篇小说

张 翎
《归海》

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作家（作品）得主

系列活动：

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花地精品”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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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影片的重映，在很大程
度上为当下的影院赋予了更多社
交属性。广州珠影星寰国际影城
经理沈艳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最
近《哈利·波特》系列的观影场基
本都是由影迷自发组织包场的。
很多加入包场的影迷其实过去并
不相识，但只要穿上魔法袍走进
影院，便仿佛加入了一场心照不
宣的狂欢。

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影迷们
积极晒出到影院看《哈利·波特》
重映的照片。有人放出“如何制
作一张标准观影照”的教程：将一
张你在影院挥舞魔杖的照片跟一
张票根的照片相叠加，就能拥有
一张让票根“飞”起来的“魔法照
片”。很快，这一教程就在平台上
被广泛分享，人们纷纷加入“一秒
变身影院魔法师”的行列。年轻
人们在“交作业”的过程中找到了
同类，这种分享和交流的快乐甚
至超越了看电影本身。

小七认为：“选择重映影片的

观众更具粉丝属性，他们观影后
也更愿意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分
享。更重要的是，影院的定义也
在这个过程中被拓宽，从简单的
观影场景变成了一个能线上线下
联动的社交场景。从这个角度来
说，重映潮给我们电影创作者和
宣发者的启发是巨大的——与其
哀怨于现在的年轻人不爱进影
院，不如好好研究他们在什么情
况下愿意走进影院。或许不是每
部电影都能做《哈利·波特》，但必
须承认，改变的时机已经到来。”

小七也提醒片方不要盲目跟
风：“不要因为重映成本低就一拥
而上，先问问自己能给观众带来
什么——即使没有‘好久不见’的
惊喜，至少也要有技术尤其是视
效的升级。”她举例说，《流浪地球
2》在今年以全新3D版重映，主打
科幻片的沉浸式新体验，“1400
多万元的重映票房虽然远不及
40亿元的首轮票房，但作为献给
影迷的‘售后’，还是合格的”。

《哈利·波特》系列再度火热，超20部重映影片涌入市场

大银幕上的 ，重新定义影院价值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今年10月11日，《哈利·波特》全系列电影在首映22年后
开启重映，以每周亮相一部的速度与观众重逢。截至11月 5
日 14时，该系列重映至第4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该片单
日票房位居第四位，全系列重映票房则达1.86亿元。

《沙丘》《你的名字。》《灌篮高手》《奥本海默》《哈利·波
特》《海上钢琴师》……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重映影片已超
过20部，这一现象让网友戏称今年为“重映元年”。

大银幕上的“老面孔”为何越来越多？重映潮火热的背
后，有影迷粉丝的情怀，有分线发行的探索，更有影院对自身
价值的重新定位。

这并非《哈利·波特》的首次
重映。2020 年 8月，该系列首部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曾以全新
4K 修复 3D 版的格式在全球重
映，其中在中国内地收获票房1.9
亿元。但可惜，这次重映仅推出
了一部就结束了。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中
国内地的首次亮相是 2002 年 1
月，当时票房为5600万元。考虑
到当时的中国银幕数量尚不到
2000块，这样的成绩已然令人瞩
目。至 2011 年 8 月 4 日《哈利·
波特与死亡圣器（下）》亮相，该
系列8部终于走完长达9年的上
映之路，这也为其在今年的重映
埋下伏笔——试问，哪个“哈迷”
不想拥有一次更连续也更畅快的
大银幕重温之旅呢？

一周一部阶梯式重映，不是
《哈利·波特》的独创。2021 年 4

月，《指环王》三部曲便在首映20
周年之际进行过类似的重映。该
模式的好处在于，影迷既可以选
择每周一部的“细品”，也可以在
三部全部重映后挑战九个半小时
的“马拉松式三连映”。当然，多
达8部的《哈利·波特》无法像《指
环王》那般一天放完，但影院仍可
组织部分连映的“半马”或多日连
映的“全马”。此外值得一提的
是，在此次《哈利·波特》的全系列
重映中，不少平台和院线都采取
了“打包预售”的方法，一口气买8
张电影票的观众将多得不少福
利，包括纪念海报和其他周边。

在刚过去的10月，《哈利·波
特与魔法石》跻身月度票房榜的
前十名，当月票房超过 7000 万
元。而记者写稿的 11 月 5 日，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在单日票
房榜上位居第五。

重映电影能否取得市场佳
绩？早在2012年，《泰坦尼克号》
就给后来者打了样。该片在1998
年首映，当时票房为 3.59 亿元。
14年后影片重映，票房高达 9.46
亿元。再到2023年，影片又以3D
版的格式与观众再次重逢。与
《哈利·波特》相似，《泰坦尼克号》
的重映不但受到“老观众”的欢
迎，还收获了不少年轻的“新观
众”，而影片画面质量的提升和影
院放映系统的升级，给了这两类
观众即使有线上片源却仍然愿意
花钱走入影院的关键理由。

今年的情况则有些不一样，
有些重映影片看上去并没那么

“老”。譬如时隔 3 年多重映的
《沙丘》，时隔一年多重映的《灌篮
高手》，甚至时隔6个多月就重映

的《奥本海默》，影片重映和首映
之间的间隔似乎有越来越短的趋
势。对此，北京某电影营销公司
总监小七（化名）的看法是：“有些
影片是为了给续集‘暖场’，比如
在《沙丘2》上映前，先让《沙丘》返
场，没看过的观众预习，看过的观
众复习。另外有些片子与其说是
重映，其实效果更接近长线放映
——片方认为作品还没有完全释
放市场潜力，那就回锅‘热’一下，
看观众要不要再吃点。”

除了海外佳片，国产电影也越
来越多地加入到了做“回锅肉”的
队伍，譬如《孤注一掷》《白蛇：缘
起》《人生大事》《还是觉得你最好》
《流浪地球2》等。小七认为：“电
影重映的模式走到今天，已不仅仅
是满足部分粉丝的情怀，还开始承

担为市场‘查漏补缺’甚至为新片
‘承上启下’的功能。在新片队伍
缺乏足够号召力的时候，老片带来
稳定受众的力量不可小觑。”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重映影
片，多采取分线发行策略。影院需
承诺给予影片一定的排片率才能
得到放映权，这种发行模式过去多
用来保证中小成本的票房。

你选“半马”还是“全马”？
《哈利·波特》全系列重映火热

首映仅6个月后便重映？
佳片“回锅肉”为市场查缺补漏

分享的快乐大过看片？
重映影片增强了影院的社交功能

“老面孔”

《哈利·波特》系列主打“情怀杀”

《指环王》三部曲重映曾引发
影迷狂欢

《奥本海默》上映和重映之间
仅隔半年

《哈利·波特》系列带观众重回霍格沃茨
《沙丘》在续集上映前“返场”

《流浪地球 2》以 3D 形式重映《你的名字。》首映6年后于今年重映

11月6日-9日·广州

活动1-参观

主题：大湾区青年文艺工作者揽
胜荔湾

嘉宾：荔湾青年艺术家+“灯塔计
划”青年作家

时间：11 月 6 日 9:00-12:00
地点：荔湾区广彩传承基地、沙

面、荔枝湾

活动2-交流

主题：大湾区青年文艺工作者跨
界融合交流活动

嘉宾：荔湾青年艺术家+“灯塔计
划”青年作家

时间：11 月 6 日 14:30-16:30
地点：荔湾区沙面灯塔空间（沙

面二街 6 号）

活动3-讲座

主题：文学的时刻
嘉宾：杨知寒（年度新锐文学得

主）
时间：11 月 7 日 15:00-16:30
地点：荔湾区钟书阁·永庆坊店

活动4-讲座

主题：一字之差：汉语诗的深度
读法

嘉宾：欧阳江河（年度诗歌得主）
时间：11 月 8 日 14:30-15:50
地点：广州真光中学

活动5-讲座

主题：文学中的真与假
嘉宾：韩 东（年 度 短 篇 小 说 得

主）
时间：11 月 8 日 19:30-21:00
地点：1200 书店·荔湾湖公园店

活动6-参观

主题：文学名家揽胜荔湾

嘉宾：张翎、韩东、欧阳江河、杨
知寒

时间：11 月 9 日（星期六）9:00-
12:00

地点：荔湾区广彩传承基地、沙
面、荔枝湾

活动7-讲座

主题：《同怀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
人》新书分享会

嘉宾：阎晶明（终评委）
时间：11 月 9 日 10:00-11:30
地点：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广

东文学馆

活动8-盛典

主题：2024 花地文学榜年度盛
典·广州

时间：11 月 9 日（星期六）15:00-
17:00

地点：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广
东文学馆

11月 10日-11日·深圳

活动9-盛典

主题：2024 花地文学榜年度盛
典·深圳

时间：11月10日15:00-17:00
地点：深圳新桥文化艺术中心

活动10-讲座

主题：真实与虚构之间：文学中
的女性与历史记忆

嘉宾：张翎（年度长篇小说得主）
时间：11 月 10 日 19:30-21:00
地点：深圳书城宝安城

活动11-讲座

主题：深度表达的垂直性、偏向
性和高维性

嘉宾：曹林（年度花地精品得主）
时间：11 月 11 日 10:00-11:30
地点：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