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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月就寫了《〈熱辣滾燙〉一切來得及，
記得愛自己》的影評。認為它是貼近生活、抵
達生命的好影片。它在內地創造了幾十億元人
民幣票房，成為家喻戶曉的話題。但3月16日
在港全線上映票房不及內地，這是令人深思的
問題。這個話題不是圍繞某個影片來討論，而
是長期以來內地許多優秀的影片在港都是一樣
反應平淡。我為此諮詢過一些導演，他們的見
解應該比較中肯。有的說，不同的電影就像不
同的菜系，有廣東菜、湖南菜、魯菜、上海菜
等，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口味，有的喜歡酸
辣，有的喜歡偏甜，有的喜歡清淡，這不能夠
強求。很多菜系在香港都要根據當地的口味做
出相應的調整和迎合。比如重慶火鍋、譚魚
頭、雲南米線、揚州炒飯等，在港吃到的都與
正宗的原味有所差別，這是對市場調查後的一
種考量。大家知道，香港導演徐克、林超賢、
李力持都是大眾喜歡的導演。他們慣用的是世

界語言，它放到哪裏上映都是一樣。不受地域
性的文化而影響。比如李力持的《喜劇之王》
在內地很受歡迎。
有人說，內地影片更傾向敘事和說教，較少
有動作和娛樂性，比較沉悶。現在看電影的大
多是年輕人，他們更傾向動作片和娛樂性種
類。你想得到更廣泛觀眾認可和喜愛，你就要
多了解他們，迎合他們，這是其一。
第二，播放時間應該同步或者不能相差太

遠，不然有部分人會到深圳去看或在網上就可
以看到。這就造成了想看的人早已通過其他路
徑觀影。不一定等到在港上映才去看。這也是
造成觀眾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增加廣告，早些做宣傳。如舉辦一些
觀影後的知識有獎遊戲，包括和導演及演員的
互動，這能提高觀眾的關注度與增加觀影的動
力，慢慢形成一種風氣。比如《流浪地球2》，
你可以設計20條題目，通過一些相關平台讓大

家參與競答，當然設有獎金和獎品也是有
吸引力的宣傳方式。《紅毯先生》在內地
急忙下架，為何在港也像一盤怎麼炒都炒
不熱的隔夜飯？不得不說，一部電影一定
要有一些普世價值，更多體現普通百姓的
精神需求。
再者多邀請一些內地的好演員參與港片

的演出與製作。讓更多港人近距離認識內
地演員，對他們產生親切感。這樣對兩地的文
化交流有更進一步的推進作用。
當然，不一定是所有內地電影都需要來到香港

上映，如果只是考慮經濟效應，那麼內地已經是
龐大的市場，無須太介意其他地區的反應。假如
有意在港上映，如何適應港人胃口導演必須花點
心思。有些片種經過市場調研後不適合，那就只
能放棄，票房畢竟是屬於商業考量，而不是公益
慈善。假如，你想讓看電影變成更多人參與的活
動項目，那麼政府可以建立一個公眾免費觀影的

場地和時段，可以多放映一些內地影片，不僅促
進了人與人的互動，也增進了年輕一代對內地影
視文化的了解和感情。
以《熱辣滾燙》為例，杜樂瑩（賈玲飾演）
代表的是一個小人物，如何在這個信息量爆棚
的社會找到自己？她從醜小鴨逆襲成了展翅高
飛的白天鵝，影片既迎合了市場也迎合了人性
的渴望。假如有更好的宣傳，這部影片在香
港，票房應該有所突破。

◆何佳霖，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為何內地電影在港上線票房偏差？

◆《熱辣滾燙》既迎合了市場也迎合了人性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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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電影赴港上映，從CEPA實施至今20多年來，已經有

了很多質的飛躍，但要實現好的市場票房成績，還有許多難

關要闖。內地電影如何一步步開拓香港的票房市場？作為和

香港影視業界攜手發展超20年的資深電影人，博納影業行政總裁蔣德富直指，隨着內地電影的成熟發

展，內地和香港的電影人需齊做好兩大功課：內地影視同仁在創作作品時就需重視香港市場，並準

備更精準的宣發和營銷方案，同時也需香港業界同行主動引導觀眾對內地電影的關注，冀藉此令內

地電影快速走出在港遇冷的難題。華語電影可通過香港「走出去」或「走進來」，香港作為「橋頭

堡」的角色擔當只會越來越明顯和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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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北上消費的熱潮中，到內地
觀影也都成為一件時髦事。「不知
這部影片會不會在香港上映？先睹
為快。」加上港客不止看中內地影
院觀影平靚正的高性價比，也有不
少港人大手一揮「300 元」看場
《消失的她》亦或是近期在港上畫
的《熱辣滾燙》。這個現象在蔣德
富看來，是香港和內地的交融中，
不少年輕觀眾已經能相互玩「熱
梗」，這其實就是一次次文化的共
振，「現在青年的文化融合貫通性
很強，社交生活中的相互需求依賴
性也很高。」
正在北京電影節忙碌的蔣德富抽
空和記者分享了一些他近期和香港
電影人的交流和討論。比如，不少
港產片在內地票房失靈，大明星、
大製作也輸給小本電影，身邊有很
多香港電影人在反思，香港的一些
傳統武打片，這些偏傳統敘事結構
的電影，在內地市場也十分疲軟，
如何創新拍攝和內容創作，也是他
們在不斷探索的。「香港市場票房
體量偏小，內地市場如果不能繼續
增長，香港電影就會陷入一個麻煩
境地。」做過製片、統籌過發行、
營銷宣傳，在影視產業鏈上的各個
重要崗位都有過一線經驗的蔣德富
認為，還是要從文化融合和文化自

「我的朋友圈，很多香港朋友在復活節
假期奔向內地遊玩、消費，這種大規模的
北上熱情也正是大灣區生活方式和文化交
流融合的最佳寫照。」廣州市演出電影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張慧艷日常也會和香港朋
友推薦一些內地的影片。對於內地電影人
來說，曾幾何時赴港看電影成為一種「文
藝時髦」的生活方式。近年，國家鼓勵
「文化出海」，影視作為排頭兵也越來越
得到很多省市政府的政策支持。
過去，內地電影在香港市場的排片率和
上座率都「麻麻哋」，《熱辣滾燙》近期
在港取得不錯排片，且香港觀眾都有不少
積極評論。張慧艷覺得，這種正向發展的
趨勢，是兩地文化交流投射在影視文化上
的一個晴雨表。「大家的感情更近，在日
常的對話交流中才能更輕易地去談一部影

片的好壞。」
張慧艷所在的影視公司目前業務主要是
深耕廣州市場，但旗下的十多家經典老牌
院線也成為探索差異化發展的試驗田。
「香港是個國際大賣場，電影是個商業行
為，所以在香港大家什麼片都能看到。回
到內地影院的經營發展中，我們也期待在
分線發行的實施中借鑒香港影院的會員制
度，用自己的優質內容培育擁躉。」
張慧艷感嘆道，這兩年內地逐步推行的

分線發行也令影院不斷探索種類更豐富的
影片，解決同質化播出帶來的市場競爭問
題。「反觀香港一些電影企業在互聯網潮
流的襲擊下，依然堅持一些傳統的會員發
展路徑，從而不斷強化影院的競爭特色，
這一點正是我們當下在重新學習和探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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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電影公司代表：
以優質內容培育擁躉

信 中
找到創作
密碼。
「電影歸根
到底也是商品。成
功實現發行和營收，
才會有下一部影片的順利
投入。」在博納影視的創作
初期，大家逐漸有共識：即使是
中小成本電影，香港導演也不能只
拍給香港觀眾看，也需要讓內地觀眾喜
歡；內地生產製作的電影，不能只關心
內地市場，也需要了解香港關注且能喜
歡的內容。惟有這樣的結合，才會讓影
片既有社會效益也有經濟效益。
廣東省電影行業協會會長黃昌寧此前
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談到，過去20多年，
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的五年
來，廣東電影行業協會已經和香港影業
開展了許多對等的影視推廣活動。例
如，每年借助一些展映周，令香港的一
些優秀電影在廣東集中展映；同步，廣
東和內地的電影也集中去到香港展映。

蔣德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過往20多年和香港電影人的「文化融合」
中，「博納+香港」的模式成功走出了自己的主旋律商業大片路徑。「隨着內地電影
的成熟發展，在這些影片的製作和宣發過程中，我們對香港觀眾的需求也越來越了
解。」聽到像《熱辣滾燙》影片能夠在香港取得相對不錯的排片，蔣德富期待且相
信，後續會有越來越多的內地影片可以獲得香港各大院線的青睞和觀眾的喜愛。

籲在港展示內地電影榜單指數
就以影片的發行模式來說，內地的發行、放映模式在內地互聯網平台發

展參與下，過去十年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香港院線發行管理的傳統優
勢也經住了時間的考驗。在兩地差異化的市場環境中，蔣德富呼籲內地和
香港影業的同行要一起做好兩個功課：其一，內地影視同仁在創作作品

時，就需要重視香港市場，考慮香港觀眾的
一些口味偏好，在創作時就去強化這個中外
文化交融市場，國際化且多元化的特質，電
影歸根到底是商品，不管是香港、澳門以及
其他國家地區，每個地方都有各自的文化本
體的需求問題；其二，在香港市場的發行放
映排片路徑中，也需要香港業界同行去主動
引導觀眾對內地電影多點關注。
蔣德富說，市場的繁榮一定需要多元差

異。過去香港能看到精彩的本土影片，也能第
一時間感受外來大片的炫目和衝擊，隨着內地

影視製作不斷成熟發展，香港也可以
多設置一些關於內地電影的「指
數」，讓內地電影人也了解香港有多
少人在關注哪些類型的內地電影。
「我覺得這一種關注就代表着香港
對內地的一種文化關注。」蔣德富強
調說。而內地業界也在對香港影業持
續信任和加碼，今年3月的香港國際影
視展上，阿里影業投遞50億港元提振
香港影業信心，也宣布在港成立全球
第二總部。蔣德富也積極期盼，香港
影視市場一定不止50億元的規模，也
可以完全有信心去夢想500億元這樣的
更大的目標。他透露，博納影業當下
也正在通過一個個項目去夯實和香港
影業攜手發展的目標和信心。

博納授權本地影視公司在港發行
內地電影開始有營銷的概念，最早

可以追溯到1994年引進的大片《亡命天涯》，
這部片子與其一同引進的營銷宣發模式打開了
中國電影人的新視野；轉眼2002年學習借鑒荷
里活營銷宣發模式的《英雄》華麗登場，讓內
地電影人感受到了一個完整的營銷運作模式所
激發出的巨大市場能量。自此，影視營銷宣發
也成為電影製作生產上架全流程中重要的一
環。
近年，隨着內地電影產業整體規模的升級，影
片的營銷資金投入比例也逐年提升。有業內人士
向記者透露，從2010年《讓子彈飛》開始，一
部影片的宣發經費可以達到總投資的三成以上，

再逐步發展到六七成的分量，可以說，電影宣傳和營銷已經成為電影產業名副其實的發動機。
記者翻閱香港的十部高票房內地電影榜單，博納影視攜手香港電影人製作生產的《長津湖》
《十月圍城》《紅海行動》皆位列前茅。
「博納的影片主要授權香港影視公司代為在港發行，他們最了解我們想做什麼，他們也
知道這個片子能夠做到什麼效果。」蔣德富說，過往的經驗顯示，和香港業界合作，比博
納直接授權給一些荷里活或者歐盟的電影代理發行公司效果會更好。他進一步指出，電影
在港的發行或者說進一步走出去的海外發行，涉及各個地區的文化差異程度，香港作為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擁有許多熟悉海內外市場規則制度的影視專才。「專業的人做專業
的事，過去和香港影視界的合作，也令大家更加熟悉內地電影和本土以及海外市場的關聯
需求。」
回到電影的營銷方式來說，全國統排的特色使營銷方案較為統一，但過往很多影片在大
灣區已經在試行區域精準營銷方案。廣東作為全國連續20多年穩居第一的票倉，片方自
然會投入時間、精力和資金去做更為精準的的宣發方案。近幾年不斷倡議的分線發行制
度，去年以來已經不斷在試水，蔣德富也期待這些調整帶來的新面貌。「這意味着未來，
一些中小成本電影在大灣區內也能針對粵港澳三地不同的目標觀眾群去做更加精準更進一
步的營銷方案。」他稱，香港中西薈萃，觀影人群多元且國際化，也是內地影視宣發走出

去的試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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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德富（中）參加香港電影發展局舉辦的
開拓內地電影市場主題活動。 受訪者供圖

▲蔣德富稱，香港是內地
影視宣發走出去的試驗
田。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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