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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小时代》的类型及其意义 ①

欧阳子雨
（长郡中学，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２）

摘　要：《小时代》电影的成功并非无法复制，也是有迹可循。它宣告国内从出版市场到电影市场，已经成为由中学生
到年轻白领为主导的“小”时代。在“小”时代里，粉丝电影需要对年轻观众的精准定位，才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小”时

代的小妞电影也不再是围绕成熟女性的题材展开，《小时代》也成功填补了国内小妞电影的类型范式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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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根据“８０后”青春畅销小说作家郭敬明同名

作品改编的电影《小时代１》和《小时代２》先后上映，获得

了巨大的票房成功（《小时代１》与《小时代２》投资仅五千

多万元，第一部上映９天票房高达３．７８亿元，最终放映近

６０万场，累计票房４．９亿元［１］）。在高高在上的票房之外，

还引发了一场极其热烈的从影片本身延伸开去涉及电影、

社会、文化现象的大讨论。

就电影业界本身来说，《小时代》引发关注的地方在

于：第一，它是２０１３年最耀眼的票房黑马，连续两部上映都

获得成功，第三、第四部的投拍也已提上议程，中国商业类

型电影将形成“小时代品牌”，这在之前还没有哪部商业类

型电影能将品牌延续４部之多；第二，《小时代》在院线发

行过程中采用按照排片率给影院返还分账点的形式（即影

院排片场次达到总场次的４０％，就返还影院一个百分点；

达到４５％返还影院两个百分点，总之排片率占比越高返还

影院的点数就越多，以让利影院方式抢占市场），导致有的

影院在上映首日竟然全排《小时代１》，引发了业界不满；第

三，就《小时代》电影作品文本内部来说，其内容空洞、剧情

苍白，对物质欲望的崇拜达到了病态的境界，并被指认为

这是“粉丝电影”所带来的后果。

实际上，《小时代》并不单纯只是一部“粉丝营销”成功

的电影，同时也是一部国内特有的“小妞电影”，并且填补

了这一类型在国内市场中的一个空白，它的成功并非无法

复制，同时也是有迹可循。

一　从出版界到电影界的“小”时代
在未被搬上大银幕之前，《小时代》就已经作为郭敬明

的畅销系列小说在出版界创造了销售奇迹，引发了业内人

士以及相关学者的热烈讨论研究，他们或欣喜或无可奈何

的发现，以郭敬明为标志的一个崭新的“小时代”已经来

临。在这个时代当中，青年读者已经不再满足于纯情唯美

的校园浪漫故事，郭敬明将笔触转移到上海新贵的世界，

用流于表面的商战阴谋、浮华的奢侈品牌的堆砌、随随便

便涉及到的“性”话题，营造了一个空洞却炫目的社会和时

代，而再加上脱胎于曾经流行一时的校园小说浪漫元素，

在故事中创造出年轻的俊男美女分分合合的情感故事，充

分满足了年轻读者的阅读和消费预期。

有人认为，《小时代》在出版界的成功，印证了一个“轻

阅读时代”的来临［２］。所谓的“轻阅读”时代指的是，面对

现实生活中沉重压抑的社会现实，阅读开始逐渐退出深度

与理性，走向娱乐和消遣，纯粹为了减压、发泄。在互联网

的推动下，“轻阅读”显得更加浅显化、碎片化、跳跃化。另

外，“轻阅读”的主流群体就是广大的大、中学生，以及青年

白领。

郭敬明的作品特征恰恰符合了“轻阅读”时代的需求，

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粉丝群，在电影上映之前，他的书籍粉

丝就有３０００万之多。《小时代》电影在策划的前期，就是

看中了郭敬明的明星效应，当然主策人安晓芬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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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也坦言，自己并不知道郭敬明的粉丝能够转化为多

少票房，然而最终《小时代》近５个亿的票房表明，电影界

的“轻”时代也已经来临。

目前中国电影观众的平均年龄只有２１．７岁，影院观众

主流都是新新一代的年轻人，如此一来，面对《小时代》如

此受年轻人的热捧和追求，中国电影界以张艺谋为首的

“老一辈”电影人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目前，国内举

足轻重的四大导演也集体出击，冯小刚将带《私人订制》杀

入贺岁档、张艺谋的《归来》确定男女主角、姜文的《一步之

遥》随时可以开拍、陈凯歌的《道士下山》进入剧本创作阶

段，在这些“老派”电影人的口味之下创造出的作品还是否

能够抵挡“小时代”的冲击，仍旧要打一个问号。毕竟，陈

凯歌近年来以《无极》、《搜索》为标志的几次试手，都以惨

淡收场告终。

二　“小”时代的粉丝电影
韩寒针对郭敬明的粉丝下过一个定义：“他们傻，幼

稚，没有是非观，心智就不齐全，发育就不完善，他们根本

不知道什么是纯真和善良。”这个说法直戳要害，粉丝聚集

成众，对偶像非理性的崇拜和消费，能够形成一股巨大的

市场力量。《小时代》的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粉丝大军的

生猛力量。影片制片方改编畅销小说，同时启用本身就具

有明星效应的郭敬明担当导演、编剧，在演员的选择上，女

主人公的扮演者又选择了曾经以《孤岛惊魂》创造“粉丝电

影”奇迹的当红女星杨幂。杨幂和郭敬明的明星效应叠

加，获得了更多倍的粉丝力量。

“粉丝电影”的概念，直到２０１１年《孤岛惊魂》的出现

才在国内市场崭露头角。《孤岛惊魂》一部投资不到５００

万元的电影，最终在杨幂的个人明星魅力下，获得了９０００

万的票房收入。之后，这种由明星效应主导，影片本身乏

善可陈却又获得了高收益的电影类型，被逐步冠以“粉丝

电影”的称号。２０１１年当年，诸如《大武生》、《五月天追

梦》等影片都被划分在此类型。然而，不少研究者对这新

兴的电影类型仍旧保有怀疑态度：首先对“粉丝”的热情和

消费能力提出质疑，认为由于年龄和组织的特殊性，认为

他们后劲不足不可能成为票房生产力，并以《大武生》两周

４２００万元的票房成绩证明粉丝电影还难成气候。评论者

还列举过谢霆锋、赵薇主演电影《玉观音》（２００３）票房惨淡

的例子，认为光依靠明星影响力的电影要获得成功仍旧是

痴人说梦［４］。

然而，《小时代》的成功（单指市场效应方面）却给予了

上述质疑有力的反击。有媒介评论这部电影称为“精确定

位的脑残粉电影”，我们可以戏言《小时代》的粉丝是“脑

残”，但打造一部“脑残的粉丝电影”却需要周密精确的计

划和定位。正如影片策划人安晓芬所说：“《小时代》很明

确的定位就是郭敬明的粉丝电影。粉丝电影要看的是什

么呢？从郭敬明的小说上看，表现的就是青春、友谊、爱情、

时尚。其实发生的故事，就是粉丝正在当下经历的事情。

我们针对这样样的特点，精准的营销。《致青春》的定位是

没有年龄界限的，五六十岁的人也有过青春，《中国合伙

人》的年龄层也比较宽泛，但《小时代》就是１５到２５岁孩

子的青春。这是我们的观影人群。我们不会把策略放在

年龄大的人身上。”当年《孤岛惊魂》的成功，也就是在杨幂

的个人明星作用下，产生《孤岛惊魂》这样的青春恐怖电

影，并明确定位粉丝观众就是中学生群体。

可以说，“粉丝电影”的成功，最主要的就是观众的精

准定位，越清新的年龄、性别、身份背景的预设，越能够打

造一部获得市场认可的影片。《大武生》主打明星为韩庚，

其粉丝也同《小时代》一样是９０后一代的年轻观众，而影

片本身却是讲述一个老掉牙的梨园故事，还充斥了导演高

晓松的个人审美趣味，票房上最终没有太大斩获也在情理

之中，而《玉观音》诞生的２００３年根本就是有“粉丝”却无

“粉丝电影”概念的时代，不足以为例。《小时代》从题材内

容上的选择，相应的明星角色的设定以及可观的票房数据

都证明，定位年轻“小”观众的“粉丝电影”的类型潜力。

三　“小”时代里的小妞电影
“小妞电影”（ｃｈｉｃｋｆｌｉｃｋ）本身是一个新词，指近十年

欧美影坛上一种新兴电影类型。文学上与之对应的是“小

鸡文学”（ｃｈｉｃｋｌｉｔ），即“摩登女郎的读物”。“ｃｈｉｃｋ”来源于

英美俚语，是对年轻女子的戏称，所以“小鸡电影”又被译

为“小妞电影”。近年来逐渐在国内兴起的小妞电影，以

２００９年章子怡主演的《非常完美》为标志，陆续出现了诸如

《杜拉拉升职记》、《爱出色》、《摇摆 Ｄｅ婚约》、《幸福额

度》、《失恋３３天》、《我愿意》、《非常幸运》、《一夜大肚》等

作品。小妞电影是以女性作为观众群的中低成本浪漫喜

剧为特征的类型电影，这一类型的电影和惊悚片一样，投

入少回报高，制作难度也不大，是未来中国电影在市场中

获得长远发展的重要类型。

然而，小妞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成型的４年时间内，从

《非常完美》和《失恋３３天》的２０岁出头刚刚步入社会的

女孩到《我愿意》《一夜大肚》的３０多岁事业有成的成熟女

性，题材类型都是围绕着成年摩登成熟女性的职场与情感

生活展开。这样一来，影片的故事内容决定了影片观众群

的年龄至少应该大于２０岁，方才符合影片主人公角色的年

龄预设。西方市场针对女性观众打造的小妞电影，诸如

《ＢＪ单身日记》、《律政俏佳人》、《欲望都市》、《假结婚》等

在题材和观众年龄预设上同上述的国产影片基本相同，甚

至国产小妞电影几乎都是脱胎、参照、改编了西方电影。

然而，除去《非常完美》刚刚诞生的时候，因为是填补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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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这一类型的空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外，接下来的

几部小妞电影在市场方面表现平平，都没有引起较大的轰

动和效应。这是因为，我们要再次强调，国内市场的观众

平均年龄只有２１岁，最适宜国内电影市场的小妞电影，应

该更年轻化、更青春化。这在《小时代》身上得到了最好的

印证。

《小时代》被人们称为“粉丝电影”，实际上它也是一部

小妞电影。在题材范式上，它是属于小女孩类型（ｃｈｉｃａ

ｆｌｉｃｋ或 ｇｉｒｌｓ＇ｆｉｌｍ）（即关于成长、情感、家庭关系的青春校

园喜剧，主题都是友谊、成长和爱，如讲述几个年轻女孩在

经历争风吃醋之战后获得个人成长的《贱女孩》）、时尚类

型（ｃｈｉｃｆｌｉｃｋ）（即展示名利场上的霓裳丽影、潮流时尚，如

讲述大学毕业的安德丽娅做时尚杂志主编米兰达的助理，

并在经历时尚洗礼后重回纯朴自我的《时尚女魔头》）、职

场类型（即平凡女子靠自己的奋斗取得职场胜利的励志故

事，如讲述一个出生在不幸家庭的小镇女孩凭借不屈信念

和不懈奋斗，最终圆了自己空姐梦的《美国空姐》）［４］等多

种范式类型的结合之作。

由清华大学毕业生组成的数托邦（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Ａ）创意

分析工作室对微博上《小时代》观影人群所做的调查分析

则进一步表明，其粉丝的平均年龄为２０．３岁，都是微博活

跃人群，女性占八成以上，“他们分布在二三线城市和地

区，而非北上广等大城市”［５］。

《小时代》从书籍的读者到电影的观众，都是以中学

生、大学生、年轻白领为主的受众群体。电影策划人安晓

芬说：“《致青春》是７０后的青春，《中国合伙人》是６０后的

青春，《小时代》就是 ８５后、甚至 ９０后们正在经历的青

春。”她认为《小时代》是一部之前未有过的专门为某个年

龄段打造的青春电影，这也是填补了国内市场的小妞电影

的类型范式空白。

值得注意的是，和《小时代２》同期上映的影片有三部：

《一夜惊喜》、《风花雪月》、《宫锁沉香》。《风花雪月》是自

称国内最好的商业片导演高群书的作品，它打造的是一部

中规中矩的警匪类型片，该片具有炫目的飙车场面和颇受

年轻人青睐的中韩两国电影明星（黄晓明、杨颖、在熙），在

内容和制作上都比《小时代》要强的多，然而最后却在高群

书与郭敬明的骂战中黯然收场。这也就更加表明，并非有

大明星参演就能够打造一部成功的“粉丝电影”，而“小妞

电影”的爆发力也相当惊人，甚至能够战胜国内已有的相

对成熟的其他商业类型电影。《一夜惊喜》是一部不折不

扣的小妞电影，导演和之前的《非常完美》都是金依萌，影

片想继续由《非常完美》开创的小妞电影类型，让“女神”范

冰冰演绎３０多岁的成熟职业女性的情感生活，然而影片最

终也拜倒在《小时代》脚下，在票房和市场效应上来说都难

望其项背，更加证明了当下的“小妞们”喜欢杨幂胜过范冰

冰。就《宫锁沉香》来说，实际上也是一部定位２０岁左右

的年轻女观众的小妞电影，最终没有获得成功，这只能说

“郭敬明品牌”比起“于正品牌”要硬气太多，所以选择合适

的档期，避免“同类相残”在电影发行放映上也是很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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