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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片在中国注定“水土不服”？

《妈妈咪呀2?首周末遭遇票房惨败

《妈妈咪呀 2? 在席卷将近 2 亿美

元全球票房后于上周登陆中国大陆，周

末三天票房总额却只有三百万， 令人大

跌眼镜。近年《马戏之王?《悲惨世界?《安

妮：纽约奇缘?等全球票房表现强劲的歌

舞片引进中国后接连遭受冷遇，而《妈妈

咪呀?音乐剧中文版在中国已多轮巡演，

超过 400 场的演出吸引了 60 多万观众，

电影依然铩羽而归。 歌舞片在中国难道

注定“水土不服”，成为“票房毒药”？

歌舞电影以唤起观众情感共鸣见

长。《纽约客?等外媒大多给了《妈妈咪呀

2?“不同凡响”的好评，也是基于它唤起

了 ABBA 乐队带来的欢乐回忆。 即使首

部《妈妈咪呀?上映已过去整整十年，皮

尔斯·布鲁斯南的歌声、 梅丽尔·斯特里

普穿着工装摇头摆脑的舞姿仍回荡在观

众的梦里。

但或许正因 《妈妈咪呀? 第一部的

“点唱机”部分太成功，已将 ABBA 乐队

风靡乐坛的金曲一网打尽， 留给续集的

就只剩下唱片略带缺陷的 B 面。 对曾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 ABBA 乐队“主

宰”乐坛的欧美观众来说，B 面歌单略带

哀伤的情调，呈现了一个与歌迷心中“热

情欢乐 ”有所不同的 ABBA 乐队 ，体验

还称得上新鲜。而对中国观众来说，走出

电影院的时候， 恐怕都很难回忆起电影

里放了些什么歌； 男主角在法国餐厅用

《滑铁卢?表白、“奶奶级”歌手雪儿和老

情人在《费尔南多?的歌声中重逢等让欧

美观众大笑的文化梗， 就更让人摸不着

头脑了。 歌舞片的“感情牌”在中国不同

的文化语境中很难通行，是其被贴上“小

众”标签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妈妈咪呀 2? 的剧本为

契合 ABBA 乐队曲库中的剩余资源，第

二部述说女儿苏菲人生困惑的同时回溯

母亲唐娜年轻时的几段情感纠葛。 复杂

的双线并进， 对歌曲的叙事能力提出了

过高的要求，结果两段故事互相“抢戏”，

还不时被突然的放歌“尬舞”打断；歌舞

因此没能成为剧情的加分项， 反而导致

了结构松散的问题。 《滚石?杂志刻薄地

评价：“这部续集只有在煽动观众情绪方

面是成功的，任何发展剧情、人物性格的

尝试都只让它立刻打回原形。 ”

《妈妈咪呀 2?多少反映了歌舞片近

年在好莱坞的尴尬境遇：一面是“歌舞情

怀”盛行，《水形物语?《爱乐之城?等电影

不断向好莱坞歌舞片黄金时代的致敬，

收获了业内专家满满好感和各类奖项。

另一方面，歌舞片自身难掩衰老颓势，尤

其是能胜任演唱跳三重挑战的明星屈指

可数，人才难以为继，“致敬”段落的歌舞

往往因水平不佳饱受诟病。 《妈妈咪呀

2?中年轻演员的唱段也被批评“缺乏真

情实感”，远逊于第一部中的一众资深演

员。 好莱坞业内的歌舞片创作环境也极

为保守，除了翻拍自百老汇的经典剧目，

“原创”基本无人问津。 甚至以“金刚狼”

休·杰克曼的人气和资历，辗转多年才为

《马戏之王?找到投资。

有影评人认为， 伴随有声电影出现

的歌舞片，是电影历史上一次技术进步，

但随着特效“魔法”的不断进化，歌舞片

已成为昨日黄花 。 即使是奥斯卡赢家

《爱乐之城?在中国大陆上映时，票房表

现也始终不如同期大片。 面对“一言不

合就歌舞”的“情怀”，或许相对于业内的

自我感动， 影迷大众看到的可能更多是

“满满的尴尬”。

是“爆款”还是“精准投放”？
王彦

眼下， 两部 “爆款” 都已坐实。

最火的院线片当属喜剧电影 《西虹市

首富 》， 上映第十天票房破了 20 亿

元 。 最火的国产剧集则是 《延禧攻

略》， 更新了 32 集， 网络播放量逼近

30 亿。

乍一看， 两部作品毫无关联。 可

本质上讲， 两部作品都太懂市场要什

么， 都更像一场迎合需求的 “精准投

放”。

《西虹市首富》 扛着现实主义大

旗进场， 却戳中了某种人的小心思：

白日梦后 ， 金钱 、 真爱 ， 一切都还

在， 就连自己也因为有钱而变成了更

好的人。 《延禧攻略》 则带着做正剧

的姿态上线 ， 掐准的无不是 “傻白

甜” 的七寸： 我任性， 我成功。

显而易见， 两场 “精准投放” 都

成功收割了各自的用户。 可它们都是

值得赞美的作品吗？ 存疑。

先说核心创意。

《西虹市首富》 虽由沈腾主演，

但并非 “开心麻花出品”， 更谈不上

“开心麻花原创”。 该片脱胎于环球影

业 1985 年的电影。 而且， 那部电影

本身已是原著小说的第 N 次改编 。

1902 年 ， 美国小说家乔治·巴尔·麦

卡奇翁的新作出版 ， 他一定不会料

到 ， 这个名为 《布鲁斯特的百万横

财》 的故事， 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被

13 次搬上大银幕 ： 好莱坞五次 ， 英

国两次 ， 印度四次 ， 巴西一次 ， 而

《西虹市首富》 是它的第 13 次电影改

编。 换言之， 被要求一个月内花光横

财并不留资产， 这个最抓人的戏核已

被打磨了 100 多年 。 而其余 “纯原

创” 部分， 却被诟病、 惹争议。

虽说不能因为于正的抄袭史就预

设立场否定他， 可要说 《延禧攻略》

百分百原创， 更没底气。 在清宫戏的

路子里 ， “撞梗 ” “融梗 ” 太过常

见， 以至于观众拿着 《甄嬛传》 《美

人心计》 甚至 20 年前的 《还珠格格》

玩起了 “连连看”。

再看各自的完成度。

作为喜剧， 《西虹市首富》 在笑

点设置、节奏把控与表演功力上，无疑是

成功的。但“够笑”不是佳作的唯一指标。

甚至 ， 它的笑点埋设都显得目标明

确———用一夜暴富，“精准投放” 给有着

金钱焦虑的人。 看着主人公乍富之后连

环显摆， 看着从前瞧不起他的那些人排

队等候差遣， 看着他肆无忌惮地挥霍财

产， 有多少人生出了一种 “人生开挂”

的爽感？

主创曾表态， 用挖掘机撒钱， 包下

豪华酒店胡吃海喝， 哪支股票赔钱就专

买哪支等败家手段， 都意在讽刺 “有钱

便可为所欲为 ” 。 设想很美好 。 但把

“有钱真好 ” 描绘得酣畅淋漓的同时 ，

导演在讽刺上无比乏力。 王多鱼既没白

日梦醒的那天， 钱也没给片中任何人带

去不快甚至挫折。 而当影片需要从俗到

雅升华， 一切如同那场尴尬无比的足球

赛， 彻底割裂。 试问， 一个为了钱愿意

乔装成女足球员踢比赛的人， 凭什么相

信他会拒绝 20 万元踢假球的诱惑？ 一

个为人严谨、 讲求尊严的姑娘， 又凭什

么在目睹了男主角种种匪夷所思的撒钱

行为后爱上了他？ 更不消说， 低俗、 恶

俗的笑点影片里一点没少。 终于， 100

多分钟极尽炫富后， 这部号称讽刺 “金

钱至上” 的电影， 说服力都在 “钱” 的

一边。

放在宫斗剧的范畴看 ， 《延禧攻

略》 确实 “不一样”。 在女主角普遍出

厂设置为 “傻白甜” 的大潮里， 该剧的

魏璎珞一亮相就是狠角色。 不仅能掐会

算， 还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保送闯关 。 故事这样讲 ， 当然很过

瘾 。 但 ， 除了 “不一样 ” 这个特点

外 ， 故事根本经不起细看 。 台词是

21 世纪的 ， 规矩是不存在的 ， 逻辑

更是牵强的。 说到底， 女主角机智过

人的人设营造 ， 全靠对手 “智商下

线” 来衬托； 女主角运筹帷幄的时机

掌控力， 也都凭编剧一支笔想怎么写

就怎么写来实现。 观众追得再起劲，

也改变不了 《延禧攻略》 是部大女主

自嗨剧的事实。

今年以来 ， 影视圈一直在等待

“爆款”。 然而， 什么样的 “爆款” 才

真正值得赞美， 这得先厘清。 迎合还

是引领， 不该是个问题。

给创新的种子更多成长空间

上周末， 上海一批非职业剧团相聚

在 1933 老场坊微剧场， 为观众带来一

场名为 “一天·世界” 的马拉松式展示

工作坊， 同时拉开了第二届 “有种戏剧

节” 的序幕。 这群有梦想的戏剧青年在

一天的时间里， 通过片段表演和分享会

的方式， 将他们对戏剧和舞台的热爱传

递给更多的人。

成立于 2013 年的 “我们爱演戏 ”

剧社， 是参加展示的表演团体之一。 经

过近几年的发展， 剧社的固定成员达到

了 150 人， 来自各行各业的他们， 因为

同一个戏剧梦想聚集在一起。 近年来，

上海非职业剧团队伍日益壮大， 其中友

缘剧社、 “不是话剧” 社、 笑匠喜剧、

大不同舞团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主办的第二届

“有种戏剧节” 在原 “先行青年创意戏

剧节” 的基础上升级改版而来， 每年举

办一届。 它根植于上海市虹口区创意产

业园区———上海音乐谷·1933 老场坊 ，

在呼唤青年戏剧创作者肩负社会担当、

探索新型表演形式的传统基础上， 旨在

着重发掘原创力量。 它包含了孕育和发

芽的含义： 孵化一粒粒创意的种子， 发

展成参天大树， 培养更多戏剧爱好者参

与到创新中来， 孵化出有内容且形式多

样的优秀作品， 也意在激发青年 “不设

限” 的创作壮志。

除了为非职戏剧人提供一个学习和

交流的平台 ， 2018 第二届 “有种戏剧

节 ” 还将有四台别出心裁的长剧目演

出， 满足观众的不同需要。 将于 8 日至

12 日上演于 1933 微剧场的话剧 《柠檬

柠檬柠檬柠檬柠檬? 是一部爱情喜剧，

作品源自英国编剧山姆·斯特纳， 曾荣

获英国大学生戏剧节编剧奖。 话剧 《哪

吒回了陈塘关? 以全新的角度重现了民

间传说，再现了大闹东海之后，只属于哪

吒自己的波澜壮阔。话剧《Z21?的故事则

发生在一趟由北京发往拉萨的列车上。

一个前往拉萨将与爱人见最后一面的男

人和一个前往格尔木与分居五年的丈夫

重聚的女人在短暂 42 个小时里的交流

点滴， 与观众一同探讨生活的真相。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田水表

示， 希望通过戏剧节寻找到有态度、 有

胆量的表达， 给年轻的戏剧人更大的舞

台， 为本土的原创戏剧作品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 给创新的种子更多的成长空

间。 让艺术在传承中发展， 在创新中弘

扬。 本届戏剧节将持续到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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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多重感官浸入式体验爱情史诗
《英国病人?《泰坦尼克号?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亮相东艺

本报讯 （记者姜方 ）从英国伦敦

皇家阿尔伯特大厅，到美国拉维尼亚音

乐节的户外草坪，电影交响音乐会这种

浸入式的观演方式 ， 正在全世界范围

内成为一种风潮 。 9月13日-14日 ， 上

海东方艺术中心将以 《英国病人 ?

《泰坦尼克号? 两台电影交响音乐会揭

幕新演出季。 16∶9的高清大幕， 三小时

的超长观影， 指挥家恩斯特·范蒂尔挥

棒下的上海爱乐乐团 ， 将打开观众的

多重感官，带领他们体验两段荡气回肠

的爱情史诗。

在奥斯卡金像奖史上，《英国病人?

《泰坦尼克号 ? 都堪称耀眼的大赢家 。

《英国病人? 曾在第69届奥斯卡中获九

项大奖，《泰坦尼克号?则在第70届奥斯

卡上连夺11项大奖，两部电影均拿下了

当年的最佳原创配乐奖。

《英国病人?1996年于美国上映。 由

法国作曲家盖布尔·雅德所作的音乐 ，

在整部电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8个乐

段，75分钟的长度，它们就像拼图游戏，

随着剧情穿梭于不同时空，既有复古气

息的巴洛克音乐、北非风情的阿拉伯音

乐，也有传统匈牙利民谣。

《泰坦尼克号?1997年于美国上映，

片中音乐由美国作曲家詹姆斯·霍纳创

作 ，一曲 《我心永恒 ?传遍千家万户 ，爱

尔兰风笛更是风靡一时 。 2015年4月 ，

《泰坦尼克号?电影交响音乐会首演。 作

为导演的詹姆斯·卡梅隆评价， 他在电

影交响音乐会中获得了浸入式的体验，

“听了现场演奏的浩大配乐， 你才会真

正意识到音乐是如何驱动电影的情感

的”。 为还原首演时的震撼效果，东艺特

邀风笛演奏家埃里克·力格勒加盟。 在

此之前，他曾与作曲家詹姆斯·霍纳、伦

敦交响乐团合作，登台《泰坦尼克号?电

影交响音乐会。 此外，西班牙女高音歌

唱家克拉拉·桑那博拉斯也将来到上

海，演绎片中婉转缠绵的人声片段。

除《英国病人?《泰坦尼克号?之外，

《星球大战4：新希望 ?电影交响音乐会

也将于10月13日在东艺上演。 演出将由

捷克国立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利伯尔·佩

雪克执棒。 《星球大战4：新希望?配乐由

曾五获奥斯卡奖的约翰·威廉姆斯创

作。 这部电影的原声音乐亦成为当代乐

坛最经典的管弦乐佳作之一。 该片继库

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后，引领了科幻

电影与大型管弦乐电影配乐的又一次

复兴。

《小偷家族》：
收起锋芒洞察人性幽微处的秘密
日本电影 《小偷家族? 上映第四

天， 中国票房冲上 5800 万元， 虽不

能跟一票儿 “爆款” 影片相比， 但作

为一个纯粹的作者电影、 一部彻彻底

底的文艺片， 这样的票房成绩实属不

易 。 从上周日的早场 （8 点 40 分 )，

多家影院里几乎满座； 大光明影院出

现好几场提前售罄来看 ， 《小偷家

族? 的口碑效应还在慢慢升级。

拥有家人的人舍弃家人； 无法拥

有家人的人渴望家人 ， 仅仅是看了

个开头 ， 已足够有张力 。 一直到影

片的最后半小时 ， 我们才知道前面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 原来并无血缘

关系 。 讽刺的是 ， 这个临时家庭成

员间玩的 “家族游戏”， 比真的家人

更像一家人。

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曾说 “一想

到为人父母居然都不用经过考试， 就

觉得真是太可怕了”。 是的， 开车需

要考驾照， 教书需要教师证， 行医需

要医师资格证 ， 建筑师需要建筑师

证， 律师需要律师证……而这世间唯

独做父母是不需要考试的。 没有人会

给一对爸妈测验能力、资格、耐心……

而明明， 为人父母是世界上最考验个

人、 最需要学习的事情。

片中， 临时家庭里的 “母亲” 信

代从背后搂住由里的镜头， 成为了前

70 分钟的高光时刻 。 这个一开始坚

决不接受小女孩的妈， 有着底层生活

的逻辑———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 在

这个穷得只能靠外出偷盗的家里， 女

主人需要绝对的理性。 然而， 在一段

共同生活之后， 信代最终却愿意为保

护捡来的 “女儿” 牺牲赖以生存的洗

衣房工作。

中川雅也饰演的 “父亲”， 是个

“除了教孩子偷窃， 别的什么都教不

了” 的父亲。 但他也是个心疼孩子、

渴望家庭的男人 ， 一个为了拐来的

“儿子 ” 祥太能喊自己一声 “爸爸 ”

而努力的人。 这样出现在几位家人身

上的双重悖反， 其实彼此并不矛盾。

一直以来， 是枝裕和是一个喜欢

聚焦人物心理的细腻导演， 他的作品

里总能见到一个人物身上多样化的人

性特点。 被遗弃的老人、 有前科的夫

妇、 私自离家的少女、 被父母虐待的

女孩， 就算看上去并无忧虑的男孩，

幼年被拐的 “原罪” 也是深重的， 《小

偷家族? 里组成临时家庭的每个人背后

都有一道抹不去的伤痕。 在这部 2 小时

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日本社会底层人生

活不易不堪的一面， 可若要拿安藤樱饰

演的母亲和由里的亲生母亲做对比， 抑

或是拿中川雅也饰演的父亲和剧中奶奶

的前夫、 莎香的原生家庭的父亲做对比

的话， 又可以看到， 拥有人生污点的他

们人性中的闪光。

这群傻瓜， 是彼此的诱拐者。 这个

连爱都是 “偷” 来的临时家庭， 是现实

里的丧家之犬， 却成为了彼此的家人。

然而， 这种不稳固的关系自有它的

命运 。 在一家人围坐一起观看烟花的

场景里 ， 导演并没有把烟花拍出来 ，

这个处理暗藏深意———在东京被遗忘

的角落里， 高楼间的破落平房是看不到

烟花的， 人们能听到的只是烟花燃放的

声响 ， 看到的是被高楼割裂的天空而

已。

这个家庭的最终瓦解， 成为了影片

的高潮。 表面上看是祥太一次失败的偷

窃把 “掩埋” 的一切曝光了， 深层次的

原因则是男孩对社会价值的探寻： 在这

样一个以偷窃为生的环境里， 男孩意外

从外界获取了向善的信息。 或许是杂货

店爷爷的善良宽容 （发现孩子偷东西不

仅没举报责罚， 反而送上冷饮）， 让他

开始意识到 “偷东西是不对的”， 当妹

妹要走上他的老路时， 祥太决定与自己

的过去决裂。

“我是故意被抓住的！” 这是他

到最后才透露的秘密， 但这举动实际

上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家人之爱， 正

如深陷牢狱的 “母亲” 信代所意识到

的那样： 血缘也好， 养育也好， 都无

法成为家人间的羁绊， 真正的羁绊是

在放手的那一刻得以显现。

《小偷家族? 就像一把手术刀，

不露痕迹、 不疾不徐地切开了日本社

会的横断面。 人人都有自己对世界的

认知、 感受， 也有无法解决的困惑，

这是导演洞察生活和人性后发出的叹

息。 动人却不煽情， 收起锋芒的它在

直接叩问心灵： 究竟什么才是我们想

要的 “家”？ 所有人都听到了， 却在

走出影院后久久都难有答案。

《延禧攻略》里的魏璎珞不仅一路被皇后青睐、被“万人迷”侍卫爱慕、被皇上相中，她还机敏过人、运筹帷幄，甚至“懂

得科学”。 如果这都不算“大女主”剧本，那什么才是？ 图为该剧剧照。

《妈妈咪呀 2》 剧照。

左图为 《小偷家族》 的中国海报， 右图为 《小偷家族》 的日本海报。 设计师黄海的设计被导演是枝裕和评定

“更胜一筹”。

《小偷家族》就像一把手术刀，不露痕迹、

不疾不徐地切开了日本社会的横断面。

影片动人却不煽情，收起锋芒的它直接

叩问心灵 ：究竟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 “家 ”？

所有人都听到了，却在走出影院后久久都难

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