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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部名为《阿修罗》的影片在上映三天后选择撤档

停映。 舆论一时哗然———中途主动喊出“退赛”的实属罕见。

关于该片的怪事不止这一桩。片方先是被网友质疑人物

造型、场景是某知名海外剧集的“高仿”；上映首日片方则发

文质疑某网站恶意评分，斥为“行业的耻辱”。

不管该片撤档后是否还会上映， 这部耗资 7.5 亿元、历

时六年打造的魔幻大片在多家电影评分网站仅三四分、上映

三天后票房不到 5000 万元，口碑与票房双“失灵”，确实也说

明一些问题。在业界看来，过分依赖好莱坞团队，追求视觉华

丽，一味模仿西方魔幻片，忽视电影核心文本是主要症结。

“好莱坞高仿”无法代替东方魔幻内涵空白。同济大学电

影研究所执行所长、副教授杨晓林认为，国产魔幻类型片须

从过度模仿中走出，主创应在视觉上强化东方美学，内容上

着力展现传统文化内涵，在进军全球化市场之前夯实本土文

化，探索属于东方魔幻片的创作之路。

映前风波 ：东方魔幻版 “星战 ”还是 《权
力的游戏》“高仿”

早在影片上映前的宣传稿中，出现了各种溢美之词：“层

出不穷的特效场面，以超凡的想象力，构建了庞大复杂的阿

修罗世界。 ”

可遗憾的是，还没等各式夸耀飞一会，很快有网友就从

曝光的剧照中发现，《阿修罗》中角色造型、场景多处与美剧

《权力的游戏》高度相似。尤其是片中女战士花蕊的银白色编

发造型与《权力的游戏》中被剧迷昵称为“龙妈”的丹妮莉丝·

坦格利安如出一辙。

面对质疑，片方回应《阿修罗》的服装造型师恩吉拉·迪

克森确实曾参与《指环王 3》和《权力的游戏》的服装造型设

计，造型灵感来源于自己过去的作品，谈不上抄袭。这位造型

师透过视频告诉网友，《阿修罗》 中华蕊造型灵感来源于天

使，并把这样并不适合亚洲人的造型解释为全球视野：“阿修

罗描绘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民族。 ”

且不论这位顶着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的好莱坞知名

造型师是否是创意枯竭下的自我重复， 不考虑文化背景，也

不在意演员是否与这样的装扮相匹配，硬是把西方魔幻故事

中的造型服装，照搬到东方神话故事中，终与东方的魔幻故

事南辕北辙。

映后纷争：文本缺位下的视效用力过猛

如果说映前的“高仿”质疑还只是观众的疑虑，上映后观

众的反馈则坐实了《阿修罗》的文本空洞、模仿好莱坞魔幻大

片模式的问题。

影片的故事由东方神话衍生而出，借阿修罗讲述善恶法

则。 传说中的男阿修罗常常兴风作浪，好勇斗狠，于诸天中，

不时攻打天王，以谋夺位，女阿修罗貌美，时常迷惑众生，这

些元素都为影片提供了天然的角色设定和故事冲突。可惜最

终呈现中，稀薄的情节，似曾相识的冲突让故事脆弱平乏，徒

留下重金投入下的瑰丽视觉特效撑满两个多小时。

视觉特效确实是片方的着力点。 据此前报道，《阿修罗》

演员片酬不超过总投资的 10%，绝大部分投入到 CG 与实景

的结合之上。除选取西北宁夏、青海进行实景拍摄外，片方还

搭建了八万平方米的棚景。 制作方称汇集了 30 多个国家的

行业顶尖人才，并在美国进行为期 15 个月的后期制作，完成

全片 2400 多个特效镜头。

这样的孤注一掷，或许与主创在东方魔幻类型片上尝过

甜头不无关系。 《阿修罗》的编剧和监制杨真鉴，正是《画皮》系列的幕后推手，《画

皮》曾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 与此同时，《西游》《捉妖记》《狄仁杰》等多个系列在近

两年电影市场上也吸金不少，一度让“魔幻+特效”成为大片的主流。

起初，观众可能还会为视听效果带来的感官刺激“买单”，但慢慢地，特效布下

的“障眼法”无法掩盖魔幻大片文本缺位的问题，纵使有巨额资本、明星阵容增加砝

码，观众也不再买账。

影片上映前，主创方面曾向媒体阐述：魔幻类电影的拍摄难度极大，在内容上

更需要充满想象力，在制作上有更高的技术要求。 对此，拍摄者应该迎难而上！

迎难而上的勇气固然可佩， 但在借鉴西方成功作品， 引进海外一流团队之

余， 是不是可以更好地保留东方文化的面貌， 真正从细节处入手， 更好地展现本

土文化， 打动本土观众， 这可能是团队需要补课的地方。 在电影学博士刘起看

来， 魔幻类型电影的创作必然是自身文化传统与全球视觉经验的相互借鉴。 她认

为， 时下我们的电影人还没有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视觉与故事的呈现方式， 所以

必然会受到他者的影响， 若再缺乏对文本意义的生动阐述， 自然无法拥有自己的

观众。

谁把“实力派阵容”用成了“流量明星”

多位演技派演员加盟赢得关注，电视剧《猎毒人》播出后口碑却一路下滑

吴秀波、 徐峥、 于和伟、 王劲松、

侯勇 、 计春华……这样的 “实力派阵

容 ” 让电视剧 《猎毒人 》 未播先热 ，

攒足了观众的期待 。 然而 ， 电视剧播

出近半， 与热度一起上涨的还有争议，

网络评分也在开播后一路跌到 4.5。

对于这部电视剧，观众的争议很集

中———海报和预告片里抢眼的演员，在

剧集中或一闪而过， 或迟迟没有出现，

莫非“实力派阵容”成为继 “流量明星 ”

之后，又一个被捆绑炒作的“噱头”？

《猎毒人 》 更像是演员与优质剧

本间相辅相成关系的反例 。 实力派演

员能做到 “眉毛一挑都是戏”， 但是对

于影视剧而言， 缺少扎实的剧情支撑，

“挑眉毛 ” 的实力派也只是起到 “刷

脸 ” 的明星效应 。 影视剧的根本在于

塑造角色说好故事 。 优秀的剧本激发

演员间的飙戏 ， 甚至能提升演员的演

技 。 反之 ， 空洞拖沓的剧情则让英雄

无用武之地 ， 再好的演员也只是海报

里的名字和造型。

演员：有的实力派 “惊鸿
一瞥”就退场？

《猎毒人 》 的情节与人物设定颇

为新颖 。 于和伟饰演的主角吕云鹏 ，

是高智商 、 高学历的工程师 ， 为了替

吴秀波饰演的警察兄长吕云飞复仇 ，

在缉毒警的帮助下 ， 勇闯制毒集团 。

最终吕云鹏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过

人胆识， 成为缉毒一线功勋卧底。

电视剧还未播出 ， 预告片中华丽

的演员阵容就已吊足观众的期待 。 吴

秀波正对镜头 ， 眼神笃定地说出尼采

的名言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 深渊

也凝视你”， 气场强大而神秘。 镜头一

转， 过去多以小人物形象出现的徐峥，

这次戴上墨镜一席西装 ， 扮演一位阴

狠的毒枭 。 之后出现的王劲松 ， 曾在

《大明王朝 1566》 《北平无战事》 《琅

琊榜 》 中将配角演出夺目光芒 ， 预告

片里他不着一言 ， 却用眼神将角色的

老谋深算展露无遗。 在 《人民的名义》

中以 “一分钱都没舍得花 ” 的贪官形

象出现的侯勇 ， 这一次饰演缉毒大队

队长 。 尤其让人唏嘘的是 ， 刚过世的

演员计春华在剧中饰演一位身手了得

的角色 ， 一个转身提抢的动作干脆利

落 ， 气场强大到直接让于和伟扮演的

主角跪地。

这样的实力演技组合 ， 被不少观

众赞为流量偶像横行中的一股清流 ，

虽然是笑谈 ， 却折射出真挚期待 。 不

过 ， 看着看着 ， 许多观众发现 ， 很多

实力派在剧中仅仅 “惊鸿一瞥”， 播出

近 20 集 ， 都没有太多展现演技的空

间 ， 预想中的精彩飙戏更是稀少 。 第

一集还未过半 ， 吴秀波饰演的卧底干

警就已牺牲 “下线”， 之后苦苦等待他

出现在回忆中的观众发现 ， 目前他就

在于和伟记忆中彼此 “携手并肩 ” 闪

回了几秒钟 。 而诸如徐峥 、 王劲松等

角色 ， 还未在主情节里出现 ， 戏份还

只集中在开篇的背景交代中。

剧情：专业很骨感 ，感情
太饱满？

按理说， 有如此之多的优秀演员，

又是如此之好的故事背景，从任何一个

点进入，看上几分钟 ，都有足够的故事

悬念或情感张力令观众“无法自拔”。 但

电视剧偏慢的节奏与情节疏漏，不但没

能满足观众被提前吊起的高期待，还显

得看点不足，“槽点”不断。

针对电视剧剧情的 “吐槽 ” 从开

播就未曾停歇 。 第一集中 ， 毒贩找到

吕云飞家人报仇 ， 直接在大都市的大

马路上上演一出激烈枪战 。 而奉命不

惜任何代价也要保护吕云飞家人的警

察则显得毫无存在感 ， 在得知吕云飞

牺牲的消息后 ， 一味欺骗其家属 ， 始

终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转移 、 保护措

施 。 最终在一场明目张胆的枪战与追

车撞人中 ， 吕云飞的子女一死一伤 。

这样的 “戏剧化” 难免让观众出戏。

再说化学博士吕云鹏 ， 他潜入贩

毒组织这一重头戏 ， 靠的是不停收购

毒品 ， 就连他的跟班和监听的干警也

忍不住问 “这吕博士到底有多少钱 ”。

除此之外 ， 他的 “专业 ” 对剧情推进

并不显著 ， 除了帮跟班戒毒做了一个

配方外 ， 和化学勉强有关的就算他用

“梨+热水” 让盯着他的人拉肚子 ， 他

则提前服下藿香正气水。

受到最多吐槽的还要数剧中对缉

毒警的塑造 。 受命保护吕云飞一家的

女警江伊楠因为疏忽 ， 屡次让需要保

护的人从自己眼皮底下出走 。 业务疏

漏也就罢了 ， 还十分情绪化 ， 常常在

办公室大吼大叫 。 而在办案过程中 ，

一名年轻女警因为介怀江伊楠与上司

的同门关系醋性大发 ， 不愿意透露案

件信息 。 这样的 “情感波澜 ” 颇有

“贻误军情” 之嫌， 让观众不禁对该女

警的职业素养产生怀疑 ， 放到紧张严

肃的缉毒故事中， 不免尴尬。

评论：“星光 ” 撑得了场
面，撑不起口碑

不见演技只见熟脸 ， 雷声大雨点

儿小的 ， 《猎毒人 》 并非独一份 。 就

在几个月前 ， 电视剧 《远大前程 》 同

样打出了演技派全明星阵容———倪大

红 、 刘奕君 、 果靖霖 、 赵立新 、 杜志

国、 晋松、 金士杰、 连奕名、 黄志忠、

许亚军……配角阵容随便拉一个出来

就能顶梁 ， 无论怎样的两两组合都是

火花 。 却因为剧情偏弱 ， 并未让演技

派们创造出与自身能力匹敌的角色 ，

电视剧本身更是与经典无缘。

从过去高价聘请偶像 “流量明

星”， 到如今借力演技派演员， 看似理

念升级 ， 其实并未跳出用 “星光 ” 为

自己撑场面 、 吸关注的操作理念 。 然

而 ， 真正决定一部作品优劣的 ， 始终

是剧本的质量以及精致到每一个环节

的制作。

“星光 ” 撑得了场面 ， 却撑不起

口碑 。 更重要的是 ， 影视剧品质对华

丽阵容的一次次辜负 ， 很容易透支观

众对影视宣传的信任 ， 以及对实力演

员的信任 。 从 “品质保证 ” 到 “烂片

帝王 ”， 优秀演员因为没有好作品支

撑 ， 甚至因为各种原因被捆绑在作品

之中 ， 导致口碑崩塌 ， 这样的事例在

影视圈并非没有 。 珍惜每一个角色 ，

珍惜每一次用作品与观众交流的机会，

才是好演员安身立命的法则 ， 也是良

性影视生态的催化剂。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三分钟京剧“小灶”，炖出老戏余韵悠长
余派老生王珮瑜以漫画形式重述老戏故事，普及京剧常识

作为王珮瑜 “余脉相传” 传统骨

子老戏展演的 “打炮戏”， 《朱砂痣》

日前在中国大戏院上演。 和王珮瑜以

往的演出一样， 剧场内照例是热情的

年轻观众， 有的还对 《朱砂痣》 的剧

情了然于心， 套用流行曲 《至少还有

你》 的歌词打趣： “一句话总结故事：

你脚底的痣， 我总记得在那里。”

这个 “暗语” 典出何处？ 直至谢

幕时分， 答案揭晓： 一只粉色的 “小

怪兽” 人偶上台， 与一旁褪去头套的

王珮瑜， 恰是新组合———“戏多多” 与

“瑜老板”。 原来， 今年王珮瑜工作室

“瑜音社” 开出京剧普及品牌 “三分钟

京剧小灶”， 借由漫画形式重述老戏，

《朱砂痣》 便是 “戏说” 的头一篇。 故

事里韩廷凤与失散多年的儿子重逢 ，

验得孩子脚上有一颗朱砂痣， 确认对

方就是因金兵作乱走失的儿子韩玉印，

故事得以圆满。

从最早在全国各地开展的 “瑜乐

京剧课” 普及讲座， 到后来在网络电

台开设的 “京剧其实很好玩 ” 节目 ，

再到如今用 “三分钟京剧小灶” 漫画

戏说老戏， 王珮瑜为普及京剧所作的

努力已形成数个长效品牌， 更不必说

她此后在演出中尝试弹幕、 在后台尝

试直播等， 每次创新都与当下的流行

样式结合。 从一个多小时的线下讲座

到十多分钟的网络音频， 再到三分钟

的漫画， 看似缩短了时间， 却降低了

门槛， 让更多低年龄段的孩子也能轻

松理解。

“京剧要传播， 就一定要走近年

轻人的生活； 京剧要发展， 就一定要

与小朋友亲近起来。” 对王珮瑜来说，

继承传统 “台上见”， 而传播发展则需

要台下不断探索和创新来实现。

漫画“小灶”出锅前要经
历四道工序

《朱砂痣》 这出戏， 王珮瑜不是

第一次演。 五年前她第一次举办 “余

脉相传” 传统骨子老戏展演， 打头炮

的就是 《朱砂痣》。

这出讲述主人公行善积德， 与走

失儿子重逢的剧目， 有两百多岁 “高

龄”， 其演出历史可以追溯至晚清， 包

括孙菊仙、 谭鑫培、 汪桂芬京剧后三

鼎甲在内的名家都曾演出。 上世纪 20

年代， 剧中 “借灯光对娇娘用目观望”

更是传唱一时。 不过后来由于各种原

因， 这出戏有 60 年未曾在舞台演出，

仅有谭富英的录音传世。 五年前， 王

珮瑜为挖掘恢复这出老戏，请来谭鑫培

曾孙、“谭派嫡传”谭元寿和余派名票李

锡祥，综合多个版本，还原了这出经典

老戏《朱砂痣》。 五年后再上演，这段有

笑料、有真情的故事依旧引得剧场笑声

掌声不断，足见经典魅力。

讲述 《朱砂痣》 的戏文故事， 王

珮瑜也不是第一次 。 对照几个版本 ，

就会发现 “三分钟京剧小灶” 是最浅

白的一个 。 剧中人物先以漫画 “露

脸”： 吴惠泉坐在轮椅上被妻子推出，

突出其病入膏肓的憔悴； 赋闲的韩员

外首次出场则是 “蝙蝠侠” 模样， 旁

边站着穿燕尾服的管家， 家财万贯却

孤苦空虚的形象呼之欲出 ； 另一边 ，

为韩廷凤张罗婚事的媒婆半蹲在房顶，

手持望远镜， 便是 “寻觅良人” 的外

化展现……一身长袍梳着分头的瑜老

板是主讲人 ， 擅长 “角色扮演 ” 的

“戏多多 ” 是助教 ， 在 “戏多多 ” 与

“瑜老板” 的一唱一和间， 这些剧中人

的故事娓娓道来。 “颜值在线” “你

的良心不会痛吗” “我的心好塞” 等

流行语不时蹦出， 活泼幽默。

别看言谈间不乏网络语言， 可是

“小灶” 的烹调过程并不简单。 端至网

友面前， 要经过四道 “工序”。 先是王

珮瑜说戏， 把故事细节与戏中的唱腔、

表演特色一并讲述。 然后经由工作人

员进行文案整理 ， 将故事用更现代 、

更幽默的方式改写。 第三步由专业的

画师进行动漫形象绘制。 最后再经由

王佩瑜审核删改。 老戏里一些如今看

来不合时宜的桥段， 漫画中也巧妙纠

偏。 比如 《朱砂痣》 讲至 “养母卖子”

的桥段， “戏多多” 上场 “报警”； 而

老戏中值得弘扬的美德则要 “大写加

粗”， 不管是韩廷凤行善积德， 还是吴

惠泉夫妇知恩图报， 放在今天读来仍

让网友感慨 “治愈”。

眼下， 三分钟京剧小灶更新三个

多月， 已有 《击鼓骂曹》 《断臂说书》

《四郎探母》 等十余出老戏的漫画故事

上线。

把漫画变成教材， 成为
校园常规课

仅仅是把漫画作为自媒体的推送

内容， 在演出前 “预热” 一番， 显然

不是王珮瑜开发 “三分钟京剧小灶 ”

品牌的终点。 不久前， 她把这套有趣

的漫画带到了上海市宝山区鹿鸣学校，

完成了她的首堂试讲课。

过去十多年间， 王珮瑜一直没有

停歇过校园普及讲座的步伐。 把京剧

表演中的 “惊提怒沉喜展眉” 比作表

情包， 都是她带出的 “金句”。 在她看

来 ， 仅仅是靠一次数十分钟的讲座 ，

就让孩子们爱上京剧是不太可能的 。

王珮瑜认为， 尽管孩子们对京剧是一

无所知， 但也正因如此， 他们对京剧

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 。 “一张白纸 ”

的状态， 因未知而好奇， 因好奇而热

烈。 所以她选用漫画这种最轻松有趣，

也是当下孩子们最熟悉的方式。 而她

也给自己一个挑战———由漫画起头 ，

让一二年级的孩子学习老生高阶剧目

《洪洋洞》。

借由漫画让孩子们感慨 “京剧其

实很好玩”， 产生兴趣、 激发学习欲只

是第一步。 讲解故事之余， 王珮瑜也

将京剧的人物形象、 行当划分、 穿戴

特色以及经典唱腔， 穿插向孩子们普

及， 进而向普及中的最高阶目标———

学唱腔迈进。

如果说京剧欣赏有一定门槛， 那

么有着诸多变化、 有时常拖音的唱腔

就算是其中一道 。 刚一开始 ， 听到

“为国家那何曾半日闲空” 中 “半日闲

空” 长长的拖腔， 课堂上有小朋友难

免叹气。 但在教学中王珮瑜发现， 只

要通过深入浅出 、 循循善诱的讲解 ，

小孩子们就能带着最原始、 最纯粹的

好奇心， 克服大人都觉得有些难度的

唱腔。 当课程结束， 几乎每个孩子都

学会了 《洪洋洞》 里那句经典的 “为

国家那何曾半日闲空”。

讲课的过程， 也浓缩着京剧普及

的进阶之路， 以漫画讲述的故事情节

为起点， 进而向行当知识、 戏曲常识

迈进， 最后则是学唱和欣赏。 循着这

样的路径， 或许就能带着这群京剧未

来看热闹的 “观众”， 变成看门道、 甚

至是能唱上两句的 “票友”。 目前， 基

于 “三分钟京剧小灶 ” 的漫画内容 ，

她的工作室出版了一套京剧知识普及

教材， 涵盖几十出京剧剧目， 近百个

人物角色。 希望孩子通过四年的学习，

掌握经典唱段， 欣赏戏曲音乐， 并了

解剧目情节及背后的历史故事、 人物、

民俗等 ， 这套教材有望于今年暑期 ，

在沪上多所学校投入使用。

或许， 学会一句 “为国家那何曾

半日闲空” 唱腔， 也许不能真正带来

什么， 不满十岁的孩子甚至不一定明

白其中的家国情怀。 正如同三分钟的

漫画， 占据的可能只是网友生活中的

一小块碎片时间。 然而念念不忘， 必

有回响。 京剧里蕴含的美好品德与文

化内涵 、 传统戏曲音乐带来的熏陶 ，

将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在未来的某

一天， 开出绚烂的花。

《朱砂痣》是五年前王珮瑜多方求教恢复的一出经典老戏。

一身长袍梳着分头的瑜老

板是主讲人。

擅长 “角色扮演 ”的 “戏多

多”是助教。

“戏多多 ”扮演 《四郎探母 》

中的杨四郎。 （均瑜音社供图）

电视剧 《猎

毒人》未播先热，

攒足了观众的期

待。然而，电视剧

播出近半， 与热

度一起上涨的还

有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