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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影片点映是为了尽快扩散优秀口

碑并提高热度、造成传播效应，并最终

通过口碑影响影片上映首日排片的一

种电影宣传方式。在影片点映时，片

方一般会精选时间、精选城市、精选影

城、精选首批观众，从而保证影片点映

的上座率和口碑，得到更好的点映效

果。

在上映前，《革命者》和《1921》两

部献礼影片都启动了点映助力宣传，

但点映的方式有所不同。

《革命者》于 6 月 26 日和 27 日，在

全国范围内选择了包括上海、苏州、南

京、合肥、沈阳、哈尔滨、长春、济南、太

原、石家庄、宁波、杭州、福州在内的 22
座城市进行党员主题观影活动。

市场专家罗天文告诉记者，《革命

者》的点映很聪明、也很“应景”。“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一’临

近，庆祝的氛围本就愈加热烈，再加上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党史教育活动，

各地都有电影党课等相关活动可以与

之配合。《革命者》选择的点映方式是

目前国产电影在上映前普遍采用的点

映模式，点映的 22 个城市覆盖范围很

广，全国东南西北都有，而且建党题材

献礼影片在‘七一’前夕选择党员群体

作为点映观众，在口碑扩散上也能有

所保证。”

罗天文还认为，《革命者》比《1921》
更需要点映。他表示，在这个“七一”的

献礼档期，院线和影城在排映选择上只

有《1921》和《革命者》两部新片最有吸

引力，这两部影片中，《1921》在影片阵

容、前期宣传和各大平台的热度上都遥

遥领先，“《革命者》在宣传和上映初期

起点相对较低，但影片的优势在于质量

很好，在类型和镜头语言上和之前的主

旋律电影相比也有特点，需要点映来让

自己的口碑尽快发酵，从而赢得更多的

排映空间。”

《1921》的点映方式则不那么“传

统”，《1921》选择从 6 月 25 日 8 时至 6
月 27 日 24 时在全国铺开进行大规模

点 映 。 在 三 天 时 间 里 ，点 映 中 的

《1921》全国排片占比分别为 27.01% 、

23.64%、22.44%，票房贡献占比分别为

29.1%、27.7%、28.4%，两项数据均领跑

大盘。

在广州金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

谢世明看来，《1921》这种大规模提前

的点映体现了片方对影片质量的信

心，“大范围的点映，没法选择观众，自

然也很难控制口碑，敢这样点映的片

子一般片方对影片质量都很有信心，

片方希望通过点映既能提前收获一部

分票房，也顺便造势，助力宣传。而质

量不佳的影片，就不推荐这种方式，因

为范围较大的点映会收获不良口碑，

反而得不偿失。”

谢世明表示，像《1921》这种全国范

围 的 大 规 模 点 映 并 不 是 首 次 出 现 ，

“2018 年大年初一（2 月 16 日）上映的

《西游记女儿国》在 2 月 14 日也曾进行

过大规模点映，此外，一些在 6 月上映

的动画电影在 6 月 1 日为了赶儿童节

档期也会进行大规模点映。”

一位重庆的影城经理告诉记者，

《1921》点映的这个周末，市场较为空

虚，正好需要强片入市。“作为影城的

从业者，我对《1921》的这种点映模式

持欢迎态度，因为本来 6 月 25 日到 27
日这两天市场就比较冷淡没什么片

子，《革命者》虽然也有点映活动，但场

次较少而且基本都是党员包场，对市

场大盘没有什么影响，《1921》点映其

实有点救市的意思，给影城排映提供

了新选择，在点映的这两天，我们影城

票房产出同比之前几天确实有显著提

升。”一位湖南长沙的影城经理也坦

言，“如果没有《1921》点映，那个周末

会非常惨，其实就是靠《1921》的点映

来救场，现在特别希望《1921》能一炮

打响，为暑期档开个好头。”

罗天文则认为《革命者》和《1921》
的点映对整个市场的意义甚至大过单

片：“凭借《1921》当时的热度和观众期

待，如果不点映可能会在首日赢得更

高的排片比例，但在‘七一’前夕，《革

命者》和《1921》这种献礼影片点映和

同时进行的路演、媒体场等宣传活动

一起，配合上《革命者》的影评传播以

及《1921》大 范 围 点 映 带 来 的 口 碑 效

应，不仅提前了预热电影市场，为七一

档期整体影片的市场表现进行了铺

垫，更为配合庆祝建党百年的相关宣

传活动，在全民范围内烘托浓厚、热烈

的氛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最 终 ，《1921》三 天 共 点 映 27.3 万

场，收获了 7496.3 万票房，吸引 208 万人

次观影。《革命者》则在 22 个城市进行

了 189 场放映，收获 82.2 万元票房，有超

过两万名观众通过点映观看了影片。

通过点映和路演等相关宣传活动，

《革命者》和《1921》都引发了观众的热

情讨论。由于两部影片的点映方式和

范围不同，影片上映前，观众们在各大

社交平台和评分网站上呈现出的口碑

和评论风格也有所差异。

《革命者》点映范围较小，网上对

影片情节、内容讨论也相对较少，这种

“稀缺”也提升了观众对于影片的期

待。在《革命者》的微博词条中，出现

了“革命者 影评”一栏，在已观影观众

的影评下面，还有很多没能参与到点

映活动中的影迷留言：“看大家写的影

评写得我都破防了”，“真不知道走进

影院里，我的表情管理会怎样”，“很期

待，也更加好奇电影的拍摄内容”。

而在《1921》的评论中，观众对影片

质感、细节设置，片中演员的表演、台

词“金句”等都进行了热议，毛泽东在

上海租界街头的奔跑，李达、王会悟夫

妇的天台对话，工人大罢工等片中经

典场景在评论区被集中讨论；“偌大一

个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

“军阀要我死，我要中国生”、“希望有

一天抬起头、挺直腰杆，希望自由地看

见想看见的世界”等经典台词也被频

繁“刷屏”。

《革命者》《1921》获业内认可和院线影院经理力挺

7月 1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当天，《革命者》和《1921》两部影片全国公映。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献礼影片，《革命者》和

《1921》不仅承载着配合相关宣传活动，在全民范围内烘托浓厚、热烈氛围的使命，同时也肩负了预热电影市场，实现2021年暑期档“开门红”的任务。

截至7月6日，《1921》累计票房已超过3亿元，《革命者》的票房产出也突破8000万元，两部影片在引发广大观众热议的同时，也得到了业内认可

和专家点赞，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看好这两部影片的长线市场表现，影城从业者纷纷表示,“在庆祝建党百年的

重大历史节点，我们一定会把场次给足，满足各类型观众的观影需求。”

在采访中，有多位影城从业者向记

者表示，《革命者》和《1921》在这个时候

上映压力很大，“一方面，6 月电影市场

整体比较冷，单月票房产出只有 21.01 亿

元，是今年票房最低的一个月，这个时候

上映的影片就像舞台表演中的开场节

目，承担着热场的使命，本身压力就比较

大，另一方面，7 月 1 日是建党百年的历

史时刻，意义特殊；而且《革命者》和

《1921》上映也标志着 2021 年的暑期档

正式开启，整个行业乃至影迷、观众和粉

丝们都在期待两部影片能有个好的市场

表现，来个‘开门红’。”

一位广东的影城经理表示，上映

之前，两部影片的发行人员都来找他

聊过期望的排片，“《1921》的发行人

员起初说希望上映首日排片占比能达

到 50% 左 右 ，后 来 稍 微 降 了 一 些 ，在

40% 左 右 ，《革 命 者》则 希 望 能 给 到

30% ，考虑到建党的火热氛围和观众

对这两部影片的期待，我们这边基本

上都按他们的期望进行排映了。”

7 月 1 日，两部献礼大片首日排片占

比近 7 成，其中《1921》全国排映约 13.5
万场，占比高达 39.1%，是五一档期之后

中国电影市场上映规模最大的影片，《革

命者》全国排映约 10 万场，占比 28.9%。

仅在当天，全国就有超过 280 万人次走

进影院观看了这两部影片。

在这两部影片的助推下，7 月 1 日全

国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 1.17 亿元，创下

了自 6 月 14 日（端午节）以来的最佳市场

表现，其中《1921》单日产出票房 8160.84
万元，《革命者》单日收获 1558.31 万元，

两部影片的大盘贡献比超过 8 成。

罗天文告诉记者，7 月 1 日是个周

四，是工作日，6 月的周四单日票房产出

都在三四千万左右，而《1921》上映首日

单天票房超过 8000 万，既体现出了观众

对影片期待，同时也是因为庆祝建党百

年，包场比较多。“‘七一’当天《1921》在

上海票房产出 538.62 万元，仅次于江苏

省和浙江省，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三，

高于平常，其中有个重要原因就是，

《1921》在上海拍摄制作，庆祝建党百年

的包场观影占了不少比例。”

到了 7 月 2 日，单日大盘票房表现以

及单片的票房数据都有所下降，其中

《1921》单 日 票 房 产 出 4425.4 万 元 ，以

38.7%的排片贡献了 55.2%的单日票房。

对此，罗天文分析道：“超过 8000 万的单

日大盘成绩，其实已经是一个多月来最

好的周五市场表现了，能实现这个成绩，

主要靠《1921》的支撑，而《1921》之所以

出现单日票房同比下滑，是因为周四属

于特殊情况，市场表现异常的好。”

在接下来的周末两天，《1921》的

每 日 排 场 都 在 12 万 场 左 右 ，排 片 占

比在 32% 左右，分别收获 5052.8 万元

和 4406.54 万 元 票 房 ，大 盘 贡 献 占 比

都在 45% 左右，是这个建党百年的时

间 节 点 上 ，中 国 电 影 市 场 的“ 支 柱 ”

影片。截至 7 月 5 日上午，《1921》票

房已经超过 3 亿元。

单从市场表现上而言，《革命者》的

开局并没有《1921》这么亮眼，但表现稳

定，从 7 月 1 日上映到 7 月 4 日，《革命

者》单 日 票 房 分 别 为 1558.31 万 元 、

1480.59 万元、2159.86 万元、1772.71 万

元，整体表现稳定。

对此，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表示，这种反差和影片自身的属性相

关，“《革命者》与《1921》影片质量都很

好，不过观众进了电影院以后还是会有

一个第一或者第二的选择，可能更多的

观众第一选择还是《1921》，毕竟《1921》
很早之前就开始宣传，大多数观众在走

进电影院之前就已经把它列为了自己观

影的第一选择，相比之下，《革命者》的宣

发营销启动比较晚，很多观众之前可能

对《革命者》缺乏了解，需要影片通过口

碑发酵来进一步助力宣传。”

对此，饶曙光进一步说明，在他看

来，话题性和共情度是决定电影票房表

现、票房走势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

《1921》的优势体现在话题性上：“其中包

括了影片的导演，在片中参演的大批广

受关注的青年演员，以及影片本身所蕴

含相关话题的延伸、延展等等。”他坦言，

话题性是电影作为注意力经济最核心的

要素，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可以引发观众

足够的注意力，吸引他们走进电影院。

而《革命者》的优势则体现在共情度

上，“这也是几乎所有观众看完影片后的

最直接感受，观众被银幕上张颂文扮演

的李大钊所征服，被李大钊的革命者形

象所征服，甘愿做了情感上的‘俘虏’。”

饶曙光表示，在观众在走进电影院以

后，共情度高的影片，就会发挥更加积

极和主动的审美作用。他预测，随着

《革命者》口碑的不断口口相传，尤其是

观众在观影之后对影片共情度的不断扩

散，《革命者》在票房走势上也会呈现出

新的态势。 （下转第7版）

◎《1921》凭话题性“抢开局”
《革命者》靠共情度“走长线”

◎烘托庆祝氛围，预热电影市场
提前点映一举多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