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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类型片的突破，也有行业剧的短板
廖凡李易峰主演的电影《心理罪》票房破两亿元，闪光与缺点同样明显

由廖凡、 李易峰联手主演的电影

《心理罪》 于近期上映， 目前票房已

经突破两亿元。 《心理罪》 是不折不

扣的大 IP， 原著小说 10 年 前 出 版 ，
在中国悬疑推理小说界颇有名气； 前

两年推出了同名网络剧作品， 播出两

季点击过亿 。 这 一 次 “触 电 ” 大 银

幕， 制片方搬来了实力派与偶像派，
显露出强烈的用商业逻辑最大范围圈

观众的企图。
神奇的心理画像、 疑点重重的案

发现场、 紧张的打斗追凶戏、 性格互

补的双男主搭配……这样的组合让观

众眼前一亮， 也让业界看到了一个可

复制的类型片模板。 但这部类型片的

缺点亦十分明显 ： 原 著 主 人 公 立 体

丰盈的性格 ， 以 及 心 理 画 像 背 后 的

推理乐趣被让 渡 。 这 也 造 成 了 观 众

对角色 、 剧情 信 服 感 与 代 入 感 的 缺

失 。 在一些业 内 人 士 看 来 ， 这 实 际

上是国产行业片/剧普遍存在的缺陷：
以天才式主人 公 的 灵 光 闪 现 ， 取 代

了 剧 本 在 情 节 推 理 上 的 严 丝 合 缝 。
而往更深一步 探 究 ， 则 多 多 少 少 源

自制作方 “背靠 IP 好乘凉” 的疏懒

心态。

一次推理题材类型化
的有益尝试

对没有接触过 《心理罪》 原著与

同名网络剧的观众而言， 这是一部颇

具新鲜劲的影片。 廖凡饰演的资深刑警

队长邰伟， 被一桩特别的案件难倒， 在

资深心理学教授的推荐下， 与李易峰饰

演的心理学天才方木组成了临时探案组

合。 方木擅长对疑犯进行心理画像， 能

够根据现场的状况与疑犯的作案手法，
精确推导出凶手的作案动机甚至其外貌

特征。 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 心理扭曲

的疑犯逐渐浮出水面， 而方木与邰伟也

从最初互相看不顺眼， 发展成能够交心

的搭档。
在影评人虞昕看来， 《心理罪》 进

一步丰富了悬疑推理破案类影 片 的 模

式。 “几起案件环环相扣最终指向始作

俑者 ， 高潮迭起 ， 也未见大的 逻 辑 漏

洞； 在运用新鲜的心理画像手法破案之

外， 影片还叠加动作片模式， 其中穿插

的几场警察与犯罪分子之间的打斗追击

都是重头戏。 这样的类型叠加在内地同

类影片中不常见。”
类型叠加意味着模式的可复制， 这

正是 《心理罪》 带给业界的积极价值。
事实上， 近三年间， 此类题材作品已经

成为国产电影中一 道 不 容 忽 视 的 风 景

线 。 从擒得柏林金熊的 《白日焰火 》，
到一度称雄上海国 际 电 影 节 的 《烈 日

灼 心 》 ， 再 到 小 成 本 却 口 碑 爆 棚 的

《心迷宫 》， 这些电影都努力拓宽了此

类影片的市场边界 ， 试探着观 众 的 接

受力。
但是以上口碑之作都拥有极强的导

演个人风格， 在情节展现上也更注重展

现社会面貌与人性博弈， 案件只是一个

巨大背景， 承载着人的悲欢， 类型片的

趣味性缺位， 且不具备可复制性。 《心
理罪》 则不同， 无论是 “画风” 互补的

搭档组合， 几场精彩打斗追击的切入方

式， 抑或是通过几起案件逐渐调查出幕

后黑手与他的阴暗 “巢穴 ” 的 推 进 方

式， 都充分体现了服务观众的类型片意

识。 这样的操作背后的启示是： 电影甚

至完全可以像小说一样， 根据不同案件

产生系列片。

推理性与人物立体感缺
失成为缺憾

《心理罪》 系列的妙处其实就藏在

标题中。 一方面， 点出主人公方木心理

画像的绝技； 另一方面， 也指因心理扭

曲而犯下的 “心理罪”， 直指人性阴暗

面。 可以说这个 IP 兼具了逻辑推理的

乐 趣 与 人 性 挖 掘 的 空 间 。 可 惜 的 是 ，
与原著和系列 网 络 剧相比 ， 如今声势

最为浩大的电影版， 在这两点的展现上

最弱。
也许是为了用奇观化的效果瞬间吸

引观众， 方木心理画像的细节推敲过程

并未被充分展开， 这让电影的推理性严

重缺席。 举个例子： 在调查一桩发生在

野外的命案时， 方木不仅根据现场的蛛

丝马迹推测出作案人的生活习惯和生理

特质， 还画出了最后被证明与作案人几

乎一模一样的素描画像。 然而严丝合缝

的推理过程和逻辑推导在影片中却是缺

失的。 这种 “神化” 的效果， 使得方木

的心理分析， 更像是心电感应， 让观众

摸不着头脑， 也让整个案件的破获都建

立在方木的心理画像这一个环节上，
变得非常不可信。

除了推理部分， 主人公方木的人

物塑造也存在被弱化的问题。 方木拥

有极强的心理分析能力与共情能力，
这样的天才本身就是尼采口中 “与恶

龙缠斗过久， 自身亦成为恶龙； 凝视

深渊过久， 深渊将回以凝视” 的最佳

代言人。 或许是为了突出方木从不成

熟到成熟的 “人物弧”， 抑或是考虑

到偶像演员表现力的限制， 电影中的

方木一改原著中隐忍、 自闭的设定，
成为了一个冲动的愣头青， 甚至一开

始就因鲁 莽 间 接 害 死 了 邰 伟 的 老 搭

档。 这种低起点的人物性格设定让天

赋带给方木的性格厚度不复存在， 极

大削减了天才的魅力。
在人物的处理上， 网络剧版无疑

更为成功。 第一季中， 有许多方木与

初恋女友互动的场景， 方木的恩师又

总对他欲言又止。 直到最后其中的谜

底才被揭晓， 原来女友早已死去， 方

木由于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再

加上常年 洞 察 罪 恶 受 到 巨 大 心 理 创

伤， 而被困在作茧自缚的幻觉中。 甚

至连女友出现 时 老 是 戴 着 围 巾 ， 也

是方木在 潜 意 识 中 为 了 遮 盖 她 脖 子

上的致命 伤 口 。 这 是 在 原 著 基 础 上

生发出来 的 一 段 情 节 ， 丰 富 了 方 木

这个人物 。 这 种 直 面 罪 恶 所 必 须 承

受的代价 让 人 心 疼 ， 绝 不 是 电 影 最

后 ， 李易 峰 那 句 口 号 式 的 自 我 激 励

“要画得出自己， 扛得起明天” 所能

涵盖的。

■本报记者 张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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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成了毕生功业，
而我们对他的理解才刚开始

———追忆朱践耳先生

杨宁

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于前日以

95 岁高龄仙逝。 尽管已封笔近十年，
主要作品更是完成于上个世纪， 上演

也不算频繁， 但音乐界、 文化界依然

深感震惊和悲痛， 因此前视他为一个

永恒而无形的精神支柱。 正如好友君

石先生两年前撰文所说： 拥有朱践耳

先生，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
两天来， 专家、 乐迷、 同行均已

写下诸多文字论述朱老的伟大， 而我

依然感到难以下笔。 朱老历经磨难却

不失率真， 他的孤独、 谦和与坚定，
他对 “交响梦” 矢志不渝的追寻和求

索， 他作品的精、 气、 神和技法方面

的完善， 都让晚辈如我在心怀敬畏的

同时仍愿细细品味。 这也许就是我们

始终觉得他和我们同在的原因： 他写

完并出版了他所有想写的作品， 还留

下了一部 《创作回忆录》， 可以说完

成了毕生的功业， 但我们对他的理解

和体会却仿佛才刚刚开始。
从 1940 年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到

2008 年的 《丝路梦寻》， 朱老的创作

生涯长达近 70 年， 在不同时期均有

佳作问世 ： 少 时 卧 病 所 作 的 艺 术 歌

曲， 其旋律之优美、 气质之文雅不逊

于同时代学院派作曲家黄自及其弟子

的同类作品； 之后， 不仅 《唱支山歌

给党听》 等群众歌曲家喻户晓， 《节

日序曲》 《欢欣的日子》 等管弦乐作品

也深受欢迎； 1980 年代起， 又以 11 部

交响曲为代表的管弦乐作品将西方先锋

技法与中国传统哲学 、 民间与 传 统 文

化、 文人风骨、 知识分子的关怀融于一

炉， 开创出一片天地。 这些管弦乐是朱

老创作成就的核心， 作品既具备交响乐

所要求的严整、 宏大与包容， 又深刻地

表现出属于中国的内容和气质。 在交响

乐逐渐式微的 20 世纪， 朱老大大拓展

了这一西方体裁的表现力并延续了它的

命脉， 可谓独树一帜； 可惜由于传播不

力， 他的作品在世界乐坛上知者不多。
在一代代中国作曲家力图以现代的方式

表现中国之时， 朱老的作品早已成为后

辈学习、 研究的楷模。
以上叙述， 在音乐界已是共识。 然

而， 仅在音乐范畴内讨论朱老的成就是

否已经足够？ 或者说， 朱老在音乐方面

的成就对音乐外的事务又有何启示？

朱老后期的交响乐创作， 最为业内

称道的是他以花甲之龄敢为人先， 不拘

一格地运用当时少有人涉足的西方先锋

作曲技法， 甚至令以 “新潮” 闻名的后

辈都自叹不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曾

有 同 行 劝 他 不 要 “走 上 歪 路 ” ， 以 免

“晚节不保”， 但这些 “先锋” 的作品却

始终深受乐迷喜爱。 显然， 他用这些技

法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乐思， 在作品中

让人听到了他对历史的严肃思考 （如第

一、 第二、 第九交响曲）， 对民俗在交

响乐体裁中的成功嫁接 （如第三、 第六

交响曲和 《灯会》 《纳西一奇》 《黔岭

素描 》）， 对人民的礼赞 （如第五交响

曲），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音乐表达 （如

第四交响曲） 以及对自我的剖析和述志

（第八、 第十交响曲）。
让朱老的音乐表达成功凌越于技法

之上的， 是贯穿他一生的 “求真” 精神

以及对这种精神的严格实践。 朱老的民

俗作品之所以能够深受当地群众的喜

爱， 是因为他驻扎采风、 体验生活长

达数月之久。 他对历史的思考之所以

能够转化为真正知识分子式的写作，
是因为他走访过各行各业的人群。 他

能把传统的哲学理念与西方的音乐形

式和写作技法结合得浑然天成，不至流

于表面，无需“标签化”的诠释，背后是

透彻的研究和感悟。 甚至他对自己性

格、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的剖析，对“假大

空” 的憎恶， 亦 “求真” 到严苛。
上海音乐学院的孙国忠教授说：

“朱先生的音乐不仅真切地表达了一

个作曲家的内心之声， 而且形象地展

现出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历史景象与社

会脉动 。” 只有了解到朱 老 “求 真 ”
的艰辛， 我们才能知道， 他是如何把

孙教授所说的 “内心” “历史景象”
和 “社会脉动” 化作几乎有洁癖的作

品逻辑和手稿的。
对于身处现代中国而希望向全世

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这恐怕才

是朱践耳先生留下的最大启示，而他的

作品也应该是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在

精神、技术和成效三个方面的榜样。
朱践耳先生的去世， 并不标志着

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应该且一定会继

续与我们同在。
（作者为乐评人）

“很多孩子学乐器却没收获快乐”

为什么考完级以后就再也不练琴了？
听听音乐教育家丁芷诺的看法———

“丁芷诺教授从教 60 周年小提琴

专场音乐会” 日前在东艺举行。 包括悉

尼交响乐团副首席孙毅、 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林朝阳、 上海爱乐乐团顾问曹以辑

和原首席吴正瑜在内的众多学生从世界

各地回到上海， 登台献演。
丁芷诺是著名作曲家丁善德之女、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 在学生心中

播撒下梦想的种子， 并细心呵护等它们

发芽， 成为她多年来的日常。 她说 “学
音乐也是学做人 ”， 她说 “作为教师 ，
我的责任是要教会学生热爱音乐”。 对

于当下全社会的琴童热， 丁芷诺有自己

的看法： “现在中国有很多孩子在学乐

器， 却没有从音乐中收获快乐； 某些老

师把技术放在第一位， 但忽略了艺术和

文化的重要性， 导致很多琴童在考完级

以后就再也不练琴了。”

尊重琴童成长规律 ， 为
学生日后演奏生涯打下扎实
基础

丁芷诺上音毕业后留校任教， 长期

担任管弦系副主任， 主管小提琴、 室内

乐教学及外事工作。 她培养的学生有不

少人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 或在国内外

著名乐团任首席， 其中就包括自 10 岁

起师从丁芷诺的吴正瑜。 吴正瑜告诉记

者， 丁芷诺的教学特点在于既非常注重

基本功又尊重琴童的成长规律， 这对她

日后的演奏生涯大有裨益。
都知道拉小提琴手型很重要， 丁芷

诺通过长期观察， 总结出了一个非常有

效的办法： 把左手的食指放到琴颈的左

边， 从而让学生找到正确的手型。 著名

小提琴家奥齐姆也对这一发现 赞 不 绝

口 。 吴正瑜在一开始练琴时手型 不 正

确 ， 那时倔强的她 曾 试 图 以 假 装 跌 倒

来抗拒丁芷诺的示范 ， 但时间 证 明 了

改 手 型 这 招 非 常 有 用 。 吴 正 瑜 说 ：
“改完以后拉起曲子的确变得顺手了 ，
长 大 以 后我也会主动要求丁老师帮我

纠正手型。”
丁芷诺往往根据学生乐理、 视唱练

耳的程度， 来决定他们练习的曲目。 当

吴正瑜刚进入上音开启大学生涯时， 她

曾希望演奏颇具难度的伊萨伊的 《d 小

调第三奏鸣曲》， 但起初丁芷诺并不同

意， 师徒俩还为此争辩了好几次。 “后
来我坚持要拉， 她还是答应了。 这件事

要一分为二看， 首先丁老师并不喜欢拔

苗助长， 但我的性格属于别人越说我做

不到我就越要去做， 所以她不让我拉这

首曲子可能是因材施教的 ‘激将法 ’，
最终事实也证明了我完成得不错。” 吴

正瑜说。
自上音毕业后， 吴正瑜赴英国北方

皇家音乐学院深造了两年， 其间曾受教

于著名以色列小提琴演奏家伊夫里·吉

特利斯， 之后又考入俄罗斯著名小提琴

教育家查哈·布朗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后

索菲亚音乐学院开设的教授班。 在吴正

瑜看来 ， 吉特利斯是位灵感型 的 演 奏

家， 主张一首曲子可以有 1000 种演奏

方法； 查哈·布朗则追求把一种演奏方

法练习到没有瑕疵的程度， 喜欢用高难

度曲目来考验学生的能力。 吴正瑜说：

“如果没有丁老师为我打下的扎实基础，
我根本不可能跟得上这两位名师的教学

节奏———既能游刃有余地挑战一首曲子

的多种演奏可能性， 也得以在超高强度

的苦练中坚持下来。 要知道布朗班上的

一些学生， 都因为超高的练琴强度， 把

手给练坏了。”

从“丁校”到弦乐夏令营，
让孩子在群体环境中感受音
乐的魅力

丁芷诺在采访中对记者反复强调一

个观点： 真正的音乐教育应当培养学生

对音乐的热爱， 通过丰富的群体活动，
让他们在合奏中享受音乐的魅力， 同时

提升演奏技术。
为了让更多有才能和天赋的孩子受

到专业的艺术教育 ， 1994 年由丁芷诺

创办的丁善德艺术学校 （简称 “丁校”）
开张。 这一业余艺术学校为学生提供了

乐理、 室内乐合奏、 视唱练耳、 合唱等

系统的音乐教育。 丁芷诺表示， 进入专

业音乐学校学习的中小学生可以找到专

业的老师， 有上台表演的机会， 并能融

入音乐圈， 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

就是他们缺失了大量的文化教育， 未来

若想从事非音乐领域的职业将会非常困

难。 而 “丁校” 的学生在双休日按照不

同的年龄和水平进行 分 组 学 习 ， 毕 业

于上音的老师们为其授课 ， 确 保 了 有

意向学习音乐的孩子在不丢失 文 化 教

育 的 同 时 ， 也 能 得 到 正 规 的 指 导 。
“丁校” 办学至今， 已向上音附小、 附

中、 本科输送了近百名学生， 向复旦大

学 、 上海交通大学 、 同 济 大 学 ， 以 及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市三女中等学校输送了数以百 计 的 音

乐特长生。
为给上海以外的孩子创造快乐的音

乐学习环境， 丁芷诺还在上世纪 90 年

代， 就与同事们创造了一个以弦乐训练

为主题 、 以青少年音乐素质教 育 为 宗

旨、 以室内乐训练为特色的国际青少年

弦乐夏令营。 在她看来， 室内乐合奏是

小提琴学习者不可或缺的训练方式。 例

如贝多芬只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 但

写了 16 部弦乐四重奏和多部交响乐作

品。 通过合奏， 琴童不仅能在技艺上得

到较大提升 ， 也能结交 到 一 辈 子 的 朋

友。 过去 20 多年来， 来自全国各地以

及 其 他 国 家 的 琴 童 曾 在 上 海 、 苏 州 、
成 都 、 厦 门 、 哈 尔 滨 等 地 “ 以 琴 会

友”， 切磋琴技并结识了热爱音乐的同

龄 人 。 今 年 夏 令 营 的 举 办 地 在 申 城 ，
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还前往上海 迪 士 尼

乐 园 进 行 了 主 题 活 动 。 丁 芷 诺 说 ：
“孩子有玩耍的天性， 所以需要玩耍和

学习相结合 ， 如果只是苦学 ， 他 们 肯

定受不了。”
吴正瑜也曾多次参加弦乐夏令营 ，

无 论 是 在 雁 荡 山 瀑 布 打 水 仗 ， 还 是

在 苏 州 东 山 的 农 舍 里 玩 捉 迷 藏 ，都 让

她 觉 得 格 外 难 忘 。 “那 时 我 们 玩 得 特

别 疯 狂 ， 但 练 起 琴 来 也 毫 不 含 糊 ，有

时 甚 至 会 练 到 晚 上 12 点 。 因 为 大 家

在 一 起 玩 耍 、练 习 、比 赛 ，形 成 了 互 相

鼓 励 的 氛 围 ， 上 进 心 也 被 激 发 出 来

了 ，比 在 家 里 一 个 人 练 琴 的 时 候 要 起

劲 得 多 。 ”

■ 在交响曲逐渐式微的 20 世纪， 朱老大大拓展了

这一西方体裁的表现力并延续了它的命脉， 可谓独树一

帜。 在一代代中国作曲家力图以现代的方式表现中国之

时， 朱老的作品成为后辈学习、 研究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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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博物馆特效影院明起开放
汇集多项创新技术，讲述《世博奇妙之旅》

上海世博会博物馆 “世博之光” 特

效影院， 将于明天正式开始运营， 世博

题材影片 《世博奇妙之旅 》 将 同 期 上

映。 作为世博会博物馆对外开放之时的

亮点项目之一， 影院采用的多项技术和

设备均为国内首例。
例如， 影院内将采用国内首个超大

多幕+4K3D 高亮激光联映系统 。 其 中

“超大多幕” 是指在影厅增加侧屏与主

银 幕 弧 形 拼 接 ， 使 得 画 面 无 处 不 在 ，
为观众形成包围视角， 而 “4K3D 高亮

激光联映 ” 则意味 着 画 面分辨率达到

了普通影院的四倍。 再以“多维全景 360
度环绕声场 ”为例 ，这样的配置在国内

尚属唯一，超过 150 个声道特殊配置的

音频系统 ，能还原静谧 、旋风等多个场

景的真实效果。 此外，定制设计的 “探

索者 ” 极限动感特效座椅 ， 全 沉 浸 式

舞美智慧联动光影等特效 ， 都 将 为 观

众提供富于未来感的观影体验。
《世博奇妙之旅》 则是匹配特效影

院 的 定 制 片 。 影 片 的 主 角 名 叫 “ 果

果 ”， 是一名 出 生 在 2010 上 海 世 博 年

的 “世博宝宝 ”。 身 处 2017 年 ， 果 果

的最大梦想就是回到 2010 年， 体验世

博盛会 。 与此同时 ， 星际探索 者 卡 拉

正 面 临 生 存 的 星 球 资 源 枯 竭 的 烦 恼 。
带着母星与同族人的希望 ， 卡 拉 开 始

前往地球寻找新栖息地 。 当果 果 与 卡

拉意外邂逅 ， 一段奇妙旅程展 开 。 观

众将通过影片里加深对城市发 展 、 科

技进步的理解。
据悉 ， 特 效 影 院 将 采 用 售 票 方 式

对 外 开 放 ， 每 日 播 放 8 场 （ 周 一 停

映）， 观众可于游客服务中心一楼 2 号

窗口购票。

为特效影院定制的影片里， 女孩果果是名出生在 2010 年的 “世博宝宝”， 宇

宙探索者卡拉从外星球而来。 他俩的相遇将引出一段故事， 与观众探讨城市发展

与科技进步的影响。 图为该片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