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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首部“三星堆”探险题材
动画电影《疯了！桂宝之三星夺宝》
公映。该片讲述了神鲸市天才少年

“桂宝”通过自己的发明，误闯入一
个神秘的异次元空间，却不小心犯
下大错误。为了弥补这个错误，桂
宝和朋友们来到三星堆博物馆希望
查明真相，却意外地卷入了一场离
奇的金杖风波，一个不为人知的千
古之谜即将浮出水面。该片包含国
风元素、三星堆知识点、巴蜀文化等
内容，首次将三星堆文明以动画电
影形式呈现出来，但从观感上来看，
可谓将冒险、科幻、机甲、喜剧、传统
文化等一顿乱炖。

不少观众对影片的评价是，借
鉴了很多超级大片的元素，讲了一
个还算励志的故事，小朋友在观影
中可以感受到友情可贵等正能量，
更能从这场幻想的冒险中领略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两年，三星堆考古成果不断，
影视制作者也趁热创作三星堆主题
的作品。正在播出的纪录片《又见
三星堆》全景式追踪三星堆遗址发
掘过程中的亮点和奥秘，运用新摄
影技术手段、三维动画，呈现当代考
古的成果，观众反响不错。8K纪录
片《身临其境！带你走进三星堆》以
震撼视觉呈现三星堆文物。据统
计，目前正在筹备的三星堆影视作
品不少于10部，包括动画电影《金色
面具》、电影《三星堆》《三星堆之开
明盛世》《古蜀王国三星堆》《三星堆
来客》《寻宝之凸目黄金面具》、纪录
电影《三星堆·神启》等。

另一个影视立项的考古热门是
海昏侯遗址，已播出的纪录片有《海
昏侯》等，而目前放出过消息的影视
作品有《海昏侯密码》《守墓人之海昏
侯迷踪》《守墓人之龙棺海昏侯》《海
昏侯传奇之猎天》等。这些作品将考
古探案与海昏侯刘贺这个人物结合
在一起，杂糅历史、考古、盗墓、悬疑、
侦探、武打等多种元素，花样讲述西
汉海昏侯刘贺的传奇人生故事。

此外，今年3月稷下学宫遗址被
确认后，历史文化纪录片《战国大学
堂之稷下学宫》播出，精彩再现诸子
百家风采。

传统文化如何“活化”

动画电影《疯了！桂宝之三星
夺宝》的创作者为了对三星堆画面
进行高度还原，查阅了大量关于三
星堆的历史文献，先后七次前往三
星堆博物馆、三星堆遗址、桃坪羌
寨、成都锦里古街、武侯祠等取景地
进行实地采风，在采风的过程中想
出了很多有趣的情节，都写进了剧
本里。观众可以在电影中看到青铜
人像、金面罩、三星堆金杖等文物元
素的运用，古蜀祭祀、三星堆遗址、
成都武侯祠等场景的运用，既起到
科普的作用，也把这些三星堆考古
热点融入剧情中。将三星堆文明与
儿童冒险故事结合在一起，是对传
统文化“活化”的一种很好的尝试，
能通过有趣的故事，引发观众对历
史文化的好奇心。

如果说纪录片对考古遗址的影
像化要注重学术性、专业性、知识
性，那么，与考古、文博有关的电影、
电视剧等则应该以是否具有娱乐性
和故事性为主要标准。比如10年前
的电影《十二生肖》就以“侠盗”冒险
为主要情节，讲述主人公寻找十二
生肖中失散的最后四个兽首的故
事。影片将寻宝的惊险、刺激与成
龙的功夫动作、喜剧元素相结合，既
有娱乐性，又有很强的励志性。观
众都很喜欢的《达芬奇密码》《但丁
密码》《博物馆奇妙夜》等与文博考
古有关的电影，其实也是将丰富的
文物器具史、艺术史等内容编织进
一个个具有冒险精神和个人英雄主
义的故事中。聚焦佛头等文物回归
的《古董局中局》中，主人公运用摩
斯密码、密语、星宿图、机关暗道等
寻找文物，故事充满惊心动魄的冒
险，被称为开创了有东方特色的“夺
宝奇兵”故事模式。

去年，盗墓题材动画片《秦岭神
树》因首映礼欲在四川广汉三星堆
博物馆举行而引发讨论，不少网友
认为盗墓题材动画片放在博物馆里
举办首映礼并不合适，活动最终换
了地方。南派三叔《秦岭神树》的故
事灵感，其实就来自三星堆青铜神

树。但不少人认为盗墓不是考古，
有损考古人的形象，两者不能混为
一谈。从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考
古热”之下，考古成果怎么影视化、
寻找什么方向影视化等，都是影视
创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涉及三星堆、海昏侯等遗址的
影视作品绝大部分还未与观众见
面，但从之前此类成功作品来看，观
众更希望看到的或许不是那些以考
古、文物做幌子的猎奇故事，而是能
通过精彩吸睛的故事真正呈现文物
考古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的作品。

据齐鲁晚报

三星堆主题动画电影口碑不错

文博考古影视化正流行

来自“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
截至 8 月 8 日 19 时，6 月 1 日以来的
票房已达68.95亿元，2022年暑期档
票房有望实现同比增长；《独行月球》
已超越《人生大事》，跻身档期票房排
行榜首。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回暖
迹象明显。

温情现实题材片《人生大事》、科
幻片《独行月球》《外太空的莫扎特》

《明日战记》、爱情片《漫长的告白》
《遇见你》《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
动画片《山海经之再见怪兽》……今
年暑期档，10 余部多题材多类型影
片相继上映。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暑期档票房
大概率将超越去年同档期73.81亿元

总票房，积压的观影需求在这个暑期
再次获得了释放，而包括亲子、科幻、
悬疑、喜剧、爱情等多种类型的高质
量影片，也成为暑期档电影市场向好
的重要保障。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
为，影片《人生大事》成为“爆款”为国
产电影树立了一个新标本，或许将再
次证明温情现实主义是中小成本影片
取得成功的重要方向；《独行月球》继

《流浪地球》后再次为中国科幻电影的

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给
暑期档电影市场加了一把“大火”。

“电影市场需要《人生大事》那样
有人间烟火气、能够与观众产生共情
共鸣共振的影片，同时也需要《独行
月球》那样科幻加喜剧、满足观众想
象力的电影。”饶曙光说。

为加快电影行业回暖，今年初以
来，国家电影局相继推出一系列扶持
和纾困政策措施。浙江、海南、山东、
北京等地也推出了房租减免、消费券

发放等助企纾困政策，上海、湖北等
地通过直接补助电影院的方式提振
行业信心。

专家指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
有所回暖，成绩有目共睹，有望实现
同比增长，但与疫情暴发前仍有差
距，因此关键是坚持稳中求进，进一
步恢复行业信心与景气。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指
出，中国电影要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必须更好发挥主旋律大片的引领带
动作用，要关注不同类型、题材、风格
的电影的生产发行布局，保证供给的
丰富性，开启让观众重回电影院的系
列活动，重新培养观众的观影需
求。 据新华社

暑期档电影佳片迭出市场回暖

正在上映的儿童
动画电影《疯了！桂宝
之三星夺宝》聚焦三星
堆文明，呈现中国丰富
璀璨的文化，得到不少
观众的喜爱。

这两年，在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文
化综艺《国家宝藏》等
优秀文博类作品以及
考古大众化热潮的带
动下，文博考古类综
艺、纪录片、影视作品
立项日益增多，呈现出
“考古热”“文博热”带
动“影视热”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