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两匹情形相

似的黑马电影： 上映前营销物料传播有限，

也未用流量明星做主角， 中低成本， 映后

通过口碑传播逆袭， 在激烈竞争的档期反

超强劲对手， 人气渐涨， 并连续多天获单

日票房冠军， 成为同档期的最大赢家或与

大片共赢， 无论艺术评价和票房都有极高

的认可和收益。

这两匹黑马就是国产片 《我不是药神》

和 《无名之辈》。

两部电影的导演文牧野和饶晓志在之

前都名不见经传， 文牧野甚至是初次执导

长片的新人导演。 虽在题材、 类型上差异

较大， 这两部电影的审美模式、 内在情感、

制作导向有较大共性， 这种成功对当下中

国电影的制作有一定启示意义。

《我不是药神》 和 《无名之辈》 在类

型营建和人物、 叙事线设置趋向上都非常

符合当下主流电影受众的观影需求。

其一， 群像塑造、 人物不是单一的主角

或叙事线， 而是多个人物或多线索叙事， 这

是两部电影共同的特点。 《我不是药神》 中

以程勇为主的五人盟友型角色设置， 类似漫

威近年大热的超级英雄电影 《复仇者联盟》

系列、 《银河护卫队》 系列电影中以联盟方

式呈现的主要角色。 《无名之辈》 则多层次

地铺展不同空间的叙事， 以多线索叙事的方

式， 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交叉叙事。

其次是悲喜交融的电影质地。 《我不

是药神》 和 《无名之辈》 都用喜剧的外壳

包装了一个内在悲伤或略悲凉的故事， 创

作者深谙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通过剥开喜

剧外壳 ， 找到悲伤的方式 。 不同的是 ，

《我不是药神》 的伤感点一开始就坦然站在

那里， 悲感的现实和喜感的人物同时出现，

人物在合适的时候爆发， 一开始最无担当

的角色后来成为最有担当的人， 在符合剧

情发展逻辑基础上建立的程勇这个角色 ，

其人物弧光是电影的亮点和精彩之处 。

《无名之辈》 的开篇则呈现得如同典型犯罪

喜剧的开场， 直到马嘉旗的无尊严 “暴露”

和胡广生的求尊严而不得在同一个狭小的

空间里遭遇， 在不经意之间抖开人生痛楚

无力和无奈的另一面。 电影里的每个人物

都是马嘉旗， 不仅是无法自主的身体被灵

魂禁锢的痛楚， 也包括自如行动的身体被

心中的困境所禁锢无法摆脱的痛苦， 电影

竭力呈现的是那些被禁锢的灵魂， 如何冲

出束缚他们的躯壳的过程。

成功的电影导演一定是高明的心理学

家， 能够准确感受到观众的心理需求。 观

众怀着看一部喜剧的愿望来到电影院， 结

果先笑再哭， 情绪得到最大程度释放。 产

生这样的效果并不容易， 因此在近年来的

国产电影中也并不多见。 而这种情绪的最

大化释放则满足了观众情感深处的需求 ，

因此， 尽管两部影片中故事的发生地点不

同 ， 一个在繁华都市 ， 一个在边远小镇 ，

但却和东南西北的观众都产生了共鸣。 这

来自导演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温暖体谅 ，

如 《无名之辈》， 生活中每个人不管日常多

么光鲜， 都有自我觉得卑微、 或者失去尊

严的时刻， 这个时刻被呈现出来， 而且得

到抚慰， 创作者在银幕上塑造出这样的人

物， 观众在电影院用他们的笑声和泪水拥

抱了这样的人物， 是一种集体共有的心理

需求的满足。

这两部电影的演员选择方式在当下的

电影市场中也是一股清流 ： 演技派+新演

员， 流量小生一个没有， 挖掘了有潜力但

名气不大、 之前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的

好演员诸如王传君 、 任素汐 、 王砚辉等 ，

以及几乎是新面孔的好演员 ， 诸如章宇 。

部分演员的陌生面孔赋予了电影融于生活

质感的现实意义， 他们出色的发挥增加了

电影的看点。

以前虽有很多流量演员称霸了一时的

银幕， 但一些大片的失败也让创作者意识

到： 高投入的流量演员并不一定能带来真

正的电影收益。 电影是大银幕， 是表演的

艺术， 演员本身的演技非常重要， 演员潜

在的价值非常重要。

两部电影把那些本来知名度不高，但具

备作为演员本身的价值，或者表演能力非常

好的演员挖掘了出来， 这是好的电影的走

向，也是观众自己的选择。 这些能抓住观众

心灵和灵魂的演员成为银幕上的主角，是非

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种对智性演员的选择

也是国产中低成本电影的明智之择，将成为

更多国产电影选择演员的新方向。

在共性上来看， 当下中国观众的需求

究竟是什么？ 以前并不是特别重视这个问

题。 流量演员是粉丝系的观众需要的， 并

不是大多数观众需要的。 电影口碑好导致

众口相传， 很多平时几乎不进电影院的观

众都主动买票进了电影院， 口碑好到这个

程度， 就是电影本身的魅力在吸引观众。

观众内心想看的是平凡如自身的小人

物， 想看到这些小人物成为英雄， 冲破禁

锢， 想看到那个被家人嫌弃被众人鄙视的人

突然成为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的拯救

者； 他们想看到从来没有尝过爱情滋味的人

突然被爱情砸中， 欣喜到极致， 犹如烟花突

然绚丽绽放的表情； 他们想看到一直窝窝囊

囊生活的人， 突然走到前台， 因为完成了自

己搁置已久的心愿而变得豪气冲天； 希望看

到他们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幸福和幸运之中。

我们这个时代的观众， 最想看到的是属于普

通人的阿拉丁神灯。

而观众的口味也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类似《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这样喜剧外

壳，内在悲欣交集的电影能够将包含在喜剧

里面的复杂的橄榄的味道、 奇怪的滋味展

开，在目前的受众里面是很受欢迎的。 但将

来观众的口味肯定会发生变化，这种模式的

影片可能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受到观众欢迎。

未来观众的口味如何判断和预测？少见和难

得，才能抓住现在观众的需求，这是市场的

启示。 未来的观众需要什么，什么没有被满

足，尤其是中国观众情感深处的需求，你去

实现它，可能就是爆款。

（作者为导表演艺术研究博士、 上海交
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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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 《心迷宫》 拟拍续集引发争议说起

揪着你慢慢抵达人性深处
———评那多长篇小说 《19年间谋杀小叙》

潘凯雄

在豆瓣评分高达 8.7 分的国产电影 《心迷

宫》， 近日传出要拍续集的消息。 据悉， 这部新片

具体的片名为 《心迷宫·三生路》， 剧组已经发布

了演员招募信息， 显示该片已经进入实质操作阶

段。

影片口碑不错， 制作方要拍续集， 在电影业是符

合商业逻辑的， 但 《心迷宫》 要拍续集， 多少还是令

人感到有些意外。 意外之处在于： 《心迷宫 2》 的导

演不再是 《心迷宫》 导演忻钰坤， 这意味着这部风格

化很强、 作者电影性质明显的新作， 将与首部作品有

较大差异， 失去了最有力的主创， 《心迷宫 2》 的风

险性加大了不少。

从剧情简介来看， 《心迷宫 2》 也来了个大转

弯。 拍摄于 2014年的 《心迷宫》， 讲述的是在一个

偏远村庄里， 莫名其妙出现了一具尸体， 由之引发

了一连串离奇古怪的事件。 而 《心迷宫 2》 的剧情

信息则显示： 片中角色肖宗耀在出狱之后， 买了一

张回家的车票， 但车上只有他一个乘客， 询问后得

知， 因为新型病毒在传播， 非常难控制， 每个人都不

怎么出门； 明媚的阳光让他懒懒地睡去， 醒来发现世

界早已变化。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 《心迷宫》 是一部犯罪

类型的电影， 且不乏现实主义元素， 而 《心迷宫

2》 则很像是带有虚构特征的惊悚或者科幻电影，

容易让人想到韩国电影 《雪国列车》。 这样的剧

情变化， 通常会被理解为， 续作只是沿用了 《心

迷宫 》 的口碑与品牌 ， 两部电影之间并无直接

的、 根本性的联系。

对于《心迷宫》的二次开发，在手法上接近这些

年的 IP炒作，但《心迷宫》算不算 IP？ 这是个值得商

榷的问题。 所谓 IP，在影视业中，是服务于网络文学

的影视改编业务而制造的一个概念，久而久之，凡是

有名的、流量大的、经典的作品，都被泛泛地划归于

IP范畴内，甚至一些知名创作者，也成了 IP。

那么， 对应通俗意义上的 IP开发， 很明显可以

看出， 《心迷宫》 不算一部严格意义上的 IP。 首

先， 它是无原著基础的原创电影， 因为在叙事策略

上多线性的复杂结构， 在摄影风格上使用肩扛摄影、

单机镜头， “伪纪录片” 特征使得 《心迷宫》 被定

位成一部小众电影。 而在 IP概念里， 是没有小众成

分的， 追求受众群体的最大化， 以谋求最大的商业

利益， 是 IP的主要驱动力， 《心迷宫》 不具备这种

驱动价值。

其次， 《心迷宫》 没有流量效应。 这部投资

170 万元的电影， 虽然最终获得了 1000 万元的票

房， 赢得了小众影迷的喜爱， 但在大众层面上，

它远未进入普通观众的视野 。 即便 《心迷宫 2》

改变叙事风格与拍摄技巧， 强力把它由小众电影

向商业电影的方向扭转， 也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

效果； 相反， 属于 《心迷宫》 的影迷， 因为熟知

它的风格， 而对风格大变的新作产生排斥心理，

再加上导演换人， 《心迷宫 2》 在吸引力上不容

乐观。

如果非得和 IP 扯上关系的话， 那么导演忻钰

坤的品牌号召力尚可划入， 这是建立在行业与市场

对新导演发出强烈呼唤的基础上产生的。 类似于

《我不是药神》 文牧野、 《路边野餐》 毕赣等新导

演的崛起， 让渴望新鲜感的观众， 对他们充满了期

望。 忻钰坤的第二部电影 《暴裂无声》 获得 8.2 的

评分， 也表明他才是 《心迷宫》 最有价值的部分。

当 《心迷宫 2》 失去了原作导演， 也就失去了让观

众走进影院继续观看的最大理由。

《心迷宫》 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它的特点就在

于， 在一个局部空间里， 把一个故事的可能性讲述完

了， 无论是从戏剧内核还是情节延展方面看， 它都不

具备拍摄续集的可能性。 片方在失去导演支持的情况

下， 尤其是市场信息并没有提供友好支持的状况下投

拍续集， 只能说明一点： 电影业缺乏故事， 缺乏原创

能力， 对所谓的 IP依赖心太重， 依然存在投机取巧

心理。

电影续拍，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只适合商业大

片。 即便是商业大片， 也不是每部都适合续拍。

系列电影的拍摄， 是要从第一部开始， 就要有长

期规划的。 漫威之父斯坦·李开创的 “漫威宇宙”，

在人物与故事设定上， 是庞大而开放的， 正是因

为人物众多、 故事空间感强、 情节接洽宽松， 所

以才衍生了如此众多的漫威电影。 DC 电影系列也

是如此。

此外， 类似于 《哈利·波特》 《007》 系列这样

具有高知名度原著作品提供支持的续拍电影， 因为有

原著规划， 每部都有一个强吸引力的故事内核， 所以

才可以成功拍摄下来。 一旦原著的魅力被消耗殆尽，

电影就失去了续拍价值。

曾经很吸引人 ， 但随着续拍次数渐多而不

再那么有魅力的好莱坞系列电影有许多 ， 比如

《小鬼当家》 《死神来了》 《暮光之城》 《博物

馆奇妙夜 》 《纳尼亚传奇 》 等 。 但也有些电影

不受续拍限制 ， 比如 《变形金刚 》 《速度与激

情 》 《电锯惊魂 》 等注重情怀 、 场面 、 强类型

风格的电影 ， 只要往续作里注入足够的噱头 ，

哪怕故事偏苍白 ， 也依然能让观众走进影院 ，

心甘情愿地消费。

文艺电影也不乏续拍之作， 但属于文艺电影的

续拍， 通常只会注重主题的连贯性， 而并不在乎故

事的统一与顺序性， 文艺片导演更喜欢在一个命题

下， 用不同的人物来抒发他们对世界与人生、 生活

与情感的看法。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 《红

白蓝三部曲》、 拉斯·冯·特里尔的 “欧洲三部曲”

（《犯罪元素》 《瘟疫》 《欧洲特快》）、 伍迪·艾伦的

“伦敦三部曲” （《赛末点》 《独家新闻》 《卡珊德

拉之梦》） ……在中国内地， 贾樟柯的 “故乡三部

曲” （《小武》 《站台》 《任逍遥》）， 也是精神世界

与创作风格的延续。

基于此不难判断， 《心迷宫》 的续拍， 只不

过是一次简单的 IP 消费行为 ， 如果续集故事足

够精彩， 那么续作完全可以脱离原片名， 成为一

部黑马之作， 如果对故事没信心， 就算冠上 《心

迷宫》 的片名也没有太大用处。 对于国产电影来

说， 目前最需要的是原创、 是崭新的创意， 是精

彩的故事， 而不是对一个刚刚诞生三四年的电影

进行没必要的续拍。

（作者为文艺评论人）

所谓公案小说、所谓推理小说、所谓悬疑小
说，叫法虽各不相同，写法也不尽一致，但骨子
里却大抵逃不出同类小说的三大套路： 一皆属
类型化作品，二都有一个揪人的悬念，三多不使
用暴力而是凭智力解疑释惑直至最终破案。 传
说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工作之余就是个推
理小说的“超级粉”，他还对应于武侠小说为这
类小说起了个名儿———“智侠”， 倒也颇有几分
传神。这类作品的写作当然也有高下之分，差异
多在于悬念的设置是否巧妙和解疑的过程是否
精致。 但类型小说终究就是类型小说，看多了，

自己差不多也就成了功力不浅的一位 “智侠”，

一般来说，作品看到一半左右的时候，“疑”也就
被解得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了。 由于有着这样的
阅读经验， 这类小说一般不会成为我阅读的选
择，因此，当那多长篇小说新作《19 年间谋杀小
叙》的责任编辑再三向我推荐这部作品时，我依
然一直将其掷于一旁。 直到前不久外出需飞行
较长时间， 就随手抓了这本原以为可以轻松快
速阅读的作品置于随身行李之中。 不曾想到的
是， 就是这随手一抓竟让自己陷入了好一阵的
压抑之中， 这究竟是一次愉快的阅读还是一次
压抑的精神苦旅呢？

首先不得不佩服在《19 年间谋杀小叙》中，

那多的文字功夫好生了得。 进入对作品的阅读
不久， 本人的情绪就始终处于一种紧张与压抑

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竟然一直伴随着对整部作
品的阅读过程而不得松弛。坦率地说，这在我以
往阅读悬疑小说时是非常少见的。如果说，在电
影或电视剧中， 这样的紧张与压抑感多是由其
音响的跌宕和画面的色彩所营造， 那么在小说
中能造成同样效果的手段就只有文字了。 这不
容易，在众多的悬疑小说中，作者的用心一般多
停留在情节的曲折与推进而不太注意氛围的营
造， 那多在作品中虽还不至于完全反其道而行
之， 但他对整个叙述节奏的掌控和对文字的讲
究，客观上对阅读形成了一种紧张和压迫感。如
果说更多的悬疑小说是依靠情节的设置和悬念
的逐步破解来吸引和推动读者的阅读， 那《19

年间谋杀小叙》 更多则是靠文字的魅力揪着你
慢慢抵达人性的深处。 这真的十分不易！

小说以 “毒杀” 开篇， 场景也是设置在校
园。 这很容易令人想起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
关注的几起校园投毒案。 我不知道这些个社会
新闻是否成了那多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导火
索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19 年间谋杀小叙 》

设置的毒杀案远比生活中的校园投毒案要复杂
得多和纠结得多， 所触及的人性复杂面和抵达
的深处也远非生活之真实所能比拟。

被毒杀的文秀娟竟然曾经也是个投毒者，

而被她下毒致死的竟然还是自己的亲姐姐； 文
秀娟被同学投毒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看上去

与生活中的大学校园投毒案如出一辙， 但不同
的是在那个小小的 “委培班” 同学里居然无形
中还存在着一个 “毒杀者联盟”。 这就是那多
的 《19 年间谋杀小叙》 不同于其他悬疑小说
在悬念设置上的特别之处。 看上去， 这有悖于
日常生活的真实性， 但那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通过自己精心叙事编织起一张严谨的逻辑链，

将可能遭至的 “胡编” 之嫌一一消解。 生活中
的所谓 “失真” 被作品的严谨逻辑所填补， 这
大约也可作为所谓优秀的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法则的一则佐证吧。

在 《19 年间谋杀小叙》 中， 文秀娟的乖
张行为与 “狠毒” 令人咋舌， 年少时就试图与
长自己一岁的姐姐联手谋害因意外车祸而成为
植物人的母亲， 被姐姐 “出卖” 后更因其可能
妨碍自己上大学就投毒要了姐姐的命， 进了大
学后为掩饰自己家境的贫寒竟打肿脸充胖子将
自己打扮成居住在法租界的大家闺秀， 一旦发
现知道自己根底的项伟成了大学同窗便不择手
段地使之被 “甄别” ……再往下， 推动案件走
向的逻辑便是那 “恶有恶报” 的环环相套了，

文秀娟这一连串恶行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
祸， 对其施害者竟然就是她那小小 “委培班”

内的同学们， 其动机或是因为嫉妒她的优秀，

或是由于她的存在而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
“被甄别” 者……正是这将人一步步剖开来的

描写令人惊悚， 但似乎又不觉得突兀和荒唐，

一切皆有自己存在的合理逻辑： 人不为已、 天
诛地灭， 为自己的成功而不择手段……人性之
恶被淋淋尽致地摊开着展示。

好在作品还有柳絮的存在， 还有郭慨的存
在， 还有柳絮对案件真相锲而不舍地追寻直至
最后的真相大白。 尽管她一开始就仿佛踏进了
一条暗河的中部， 无论是向上追溯还是顺流而
下， 都不断落入死亡的漩涡， 但她终究还是成
功地抵达了彼岸。 “这个世道， 不是每个聪明
者都能活下来”， 柳絮的这句感慨成为全书为
数不多的亮色， 也为人们带来了希望与未来。

就这样， 那多在 《19 年间谋杀小叙》 中
以自己见长的逻辑推理和对人性的拷问不断地
叠加残酷和罪恶， 但所有的一切动机都可以被
解释。 于是， 人性中残酷阴暗的那一面在冷隽
呈现的同时又在不断地予以洗刷。 这样一种设
置使得我们在进入对作品的阅读时就仿佛陷入
了一片泥潭， 一次次在面临着被黑暗吞噬的险
境中苦苦挣扎， 最终总算成功地抵达了光明的
彼岸。 整个过程文质彬彬、 不动声色， 但一股
强大的力量揪着你慢慢地抵达人性的深处。

而这， 正是 《19 年间谋杀小叙》 不同于
其他悬疑类小说的过人之处。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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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辰

电影续拍需建立在商业与创作逻辑之上

国产片口碑与票房如何双赢？
———从今年下半年两匹票房黑马说起

“第三只眼” 看文学

一种关注

《我不是药神 》 和 《无名之辈 》

成为今年国产影片中的两匹黑马。 二
者虽在题材、 类型上都存在差异， 却
在审美模式和制作方向上有较大共
性， 从而对当下的国产电影具备一定
的启示意义。

———编者

对智性演员的选择，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产电影

选角时的新方向 。 无论是 《我不是药神 》 中的谭卓

（上）， 还是 《无名之辈》 中的任素汐 （左）， 都是没有

流量效应但演技出色的好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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