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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类型片触摸现实如何叫好又叫座
———从近年来国内外一批影片探析现实题材类型电影的创作原则

桂琳

从去年的 《我不是药神》 到今年

的 《少年的你》， 一段时间以来， 国

产电影尝试用类型触摸现实并获得较

好的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 ， 引发关

注。 借助类型电影， 现实题材的严肃

社会议题可以引起更广泛关注和深入

讨论 ， 甚至可能带来真正的现实改

良； 而现实题材更多进入类型电影，

也为类型电影提升思想力量和艺术水

平带来契机。 韩国电影 《燃烧》 就是

因为现实议题的大量进入， 让青春片

类型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有了很大的提

升空间。

由此可见， 现实题材类型电影不

仅有相当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甚

至对电影的艺术提升都可能带来助

力。 但现实题材与类型电影并不是天

然就能融合成叫座又叫好的佳片。 考

察中外一些成功的现实题材类型电

影， 其创作还是有一定原则的。

原则一：

重视对类型愉悦的操作

类型电影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

具有文化二元性特征， 其中吸引观众

的往往是一些反文化规范的内容， 它

们就是类型电影所提供的类型愉悦。

间谍片中的欺骗、 爱情片中的激情、

冒险片中的危险等都属于类型愉悦内

容。 类型电影总是先让观众进入某种

文化禁区， 体验正常生活没有的感情，

然后又在最后将观众带回社会道德的

安全地带。 而且类型愉悦表达越充分，

最后的道德回归对观众的冲击力反而

更强， 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也更大。

对于现实题材类型电影来说， 是

否能够操作好类型愉悦尤其重要。 因

为现实题材往往意味着要处理比较尖

锐的社会问题， 容易产生相对沉重的

观影体验。 类型愉悦则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与严肃现实问题形成互补， 调节

观众的观影体验， 将观众真正吸引进

电影之中。

《我不是药神》 的题材就十分沉

重 ， 但影片前半段非常重视对不同

类型愉悦元素的使用 ， 比如夜店桥

段的性感元素 、 砸卖假药场桥段的

狂欢元素 、 追逐黄毛桥段的紧张元

素 、 会见牧师桥段的戏谑元素等都

为观众的观影增添了很多乐趣 ， 将

观众牢牢 吸 引 在 剧 情 发 展 之 中 。

《少年的你》 在陈念到小北住处初次

过夜桥段 ， 以颇为喜感的方式处理

青春片的激情元素 、 在魏莱之死桥

段也巧妙利用悬疑片的悬念元素 ，

这些都对校园欺凌题材带来的压抑

感进行着一定的调剂。

泰国电影 《天才枪手》 在操作类

型愉悦上更有创造性 。 该片以亚洲

SAT 考试作弊案为题材， 其中涉及贫

富不均和教育腐败等社会问题。 但影

片通过将青春片和特工片的类型愉悦

元素进行融合， 将特工片惯常采用的

惊险元素加入到青少年考试作弊行为

之中， 将作弊过程拍得惊心动魄， 扣

人心弦， 让观众在观看女主人公高超

的作弊技巧中体验到极大的心理快

感。 在最后 15 分钟， 影片再通过道

德重建进行反转， 观众既充分享受了

类型愉悦， 最终又安全回到了社会道

德的规范之中， 并为女主人公的成长

而感动。

原则二：

少讲理， 多调动观众情感

现实题材类型电影虽然会触及大

量的社会议题， 但从一些成功的影片

来看 ， 反而应该尽量减少讲理的内

容， 而在调动观众的情感投入上下功

夫。 因为如果未能在观众和主人公之

间接上一根情感纽带， 那么观众就无

法进入影片 ， 也就感觉不到任何东

西。 而如果能够激起观众与主人公的

共情并产生移情作用， 反而能够有效

地将观众的注意力导向对影片重要社

会议题的关注。

《我不是药神》 就是通过出色的

人物塑造引导观众对主人公程勇的情

感投入。 首先， 影片一开始就将程勇

的个人困境和逐利欲望进行细腻的刻

画， 将他塑造成既有缺陷又有可爱之

处的人物形象， 这使得他很容易让观

众产生移情， 获得观众的认同。 当观

众移情于他， 就会设身处地去追寻他

的欲望和痛苦。 电影再通过情节设置

让他陷入两难选择的人性困境。 所谓

两难选择， 一是不可调和的两善取其

重； 二是两恶取其轻。 在这种真正的

人性困境中， 他的艰难选择又进一步

加强了观众对他的情感投入。 程勇最

后的蜕变也让观众跟随他完成了一

次人性的考验和精神的升华 。 影片

的这种情感力量才是推动电影上映

后形成全社会对高价药讨论热潮的

最大动力。

《少年的你 》 则通过独具匠心

的人物镜头设计带动观众的情感投

入 。 曾国祥导演对此有很自觉的意

识： “你把演员放在镜头里面， 观众

一定是需要很想看这个人。 做演员其

实有一点不公平， 就是镜头喜不喜欢

你， 这是很微妙的。 我觉得他们 （周

冬雨和易烊千玺 ） 有这样的魅力 。”

影片不惜笔墨地采用大篇幅手持中近

景镜头和特写镜头来表现两位主人公

的脸部情绪变化， 两位演员由此呈现

大量带有内在情感的表演。 在影片后

半段更是多次对他们的面部特写进行

工整的交替剪辑， 从接受审讯时的默

契、 探监时心有灵犀的交流， 到最后

囚车中两人释怀后的共同成长， 将两

个少年之间的情感链接强烈地表达出

来。 同时还巧妙利用环境因素配合脸

部特写来加强这种情感表达的浓度，

比如探监场景时利用玻璃呈现的两人

面部特写的叠映， 囚车场景时利用阳

光投射在面孔上等。 这些双人交替的

脸部特写对观众情感构成了一次又一

次冲击， 让观众深深沉浸于两个少年

之间的真挚情感之中 ， 成为这部电

影最打动人的地方。

原则三：

现实议题的含蓄嵌入

如果说， 类型愉悦是一部成功现

实题材类型电影的表层装饰， 情感表

达构成其核心内容， 现实议题则应成

为此类影片的底色。 所谓底色， 一是

指影片必须包含对严肃社会议题的正

面关注和表达， 而不仅仅只是使其成

为一种噱头和点缀； 二则是指现实议

题以一种相对含蓄的方式来呈现， 反

而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韩国电影 《燃烧》 所呈现的韩国

社会问题众多， 但它采用青春片惯常

处理的亲情、 爱情与友情关系作为嵌

入众多社会议题的工具。 从亲情关系

来看， 战争创伤、 农村经济凋敝等诸

多历史和现实问题是通过钟洙和海美

家庭成员之间的疏离关系和愤怒情绪

呈现出来的 。 从友情和爱情关系来

看， 钟洙、 海美和本之间的三角恋关

系更是包含诸如阶层对立 、 城乡对

立、 性别对立、 思想观念对立等深刻

的社会内容。

陈可辛执导的 《亲爱的 》 则是

巧妙利用人物形象来嵌入社会议题。

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或多或少承担

着某种社会符号的作用 。 离婚夫妻

田文军和鲁晓娟是人口迁徙频繁的中

国当代夫妻的典型符号； 韩德忠形象

显然是一个新富阶层的代表； 高夏在

电影下半段的出现也是精心设计的一

个文化符号———这是一个在大城市努

力打拼， 拼命向上爬， 甚至有些不择

手段的年轻人。 由此， 这部电影以寻

亲为纽带， 对家庭关系、 城乡发展等

中国当代普遍关注的社会议题都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思考。

《少年的你》 则是把电影语言作

为嵌入社会议题的方式。 高考这个重

大的社会话题始终隐含在故事的隐性

层面， 但影片对高考场景使用的镜头

语言又在试图将这个话题的讨论带到

观众面前。 高考校园以封闭式空间、

分割式空间和利用楼梯等形成的斜线

构图、 井状构图等空间形式来呈现，

传达出紧张的氛围。 高考场景以记录

镜头呈现， 参加高考的学生镜头则以

整齐划一的群像方式与我们前面讨论

的充满感情浓度的两少年面部特写镜头

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影片最后， 当陈念

和小北通过直面现实寻找到成长勇气，

完成自我救赎之后， 影片又随之以一段

阅卷的记录镜头作为结尾。 创作者显然

不断在提醒观众对这个议题以及由它所

辐射出的家庭、 学校与社会的多种复杂

问题的思考。

总体而言 ， 目前国内电影市场现

实题材类型电影创作还处于探索阶段，

成为市场爆款的作品并不多 。 但 《我

不是药神 》 和 《少年的你 》 两部电影

的出现已经给市场带来很强的信心 。

如果能够把握这类电影的基本创作原

则 ， 加上更多有才华的电影创作者投

入其创作之中 ， 其未来的发展还是值

得期待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
学院副教授）

真正的先锋从来不只是一种姿态
———看格非长篇新作 《月落荒寺》

潘凯雄

我是在最近一次南方之旅的往
返天空中读完格非的长篇新作 《月
落荒寺 》 的 ， 总计耗时不过六个钟
点 ， 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格非的这
部新长篇并不长 ， 且可读性强 。 而
正在此时 ， 突然想起好像在什么地
方看到格非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过
这部作品要慢点读之类的话 。 上网
一查 ， 果然如此 ， 谈到这部长篇新
作时 ， 格非自称在作品中 “安排了
许多埋伏 ， 花了许多心思 ， 希望大
家慢慢读。”

坦率地说 ， 仅就阅读而言 ， 速
度的快慢并不是完全由自己的主观
意识所能够操控的 ， 有的作品想快
读也快不起来 ， 有的作品则很自然
地能一口气阅读下来 。 总体来说 ，

格非 20 世纪的作品大抵属前者， 而
21 世纪的作品则多是后者。

作为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道的

先锋作家之一 ， 格非那时的作品多
以善于设置叙述的圈套为特色 ， 经
过一段时间的创作 “静寂 ” 而至本
世纪复出后 ， 他的 “画风 ” 看上去
的确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 而其中一
个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其作品好看了
许多 ， 于是就有论者据此断言 ： 格
非的写作不再先锋 。 对此 ， 我想说
的是所谓 “先锋 ” 的特征本来就不
该单单只是艺术形式的 “陌生化 ”，

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作家对这个世
界和人的认识如何以及怎样找到与
之相匹配的表现方式 。 而从这个角
度来看 《月落荒寺 》 ， 应该说格非
的创作其先锋性一如既往 ， 所不同
的只是被裹藏在 “可读性 ” 的外套
中了。

作品以位于北京五道口的某大
学哲学老师林宜生和他的朋友圈为
中心 ， 这个 “圈子 ” 的成员包括告
别新闻界而进入艺术策展界的商人
周德坤陈渺儿夫妇 ， 因心脏病猝死
的查海立赵蓉蓉夫妇 ， 仕途受阻先
后沉溺于书法 、 茶道和佛经的官员
李治基曾静夫妇以及骨灰级发烧友、

《天籁 》 杂志总编辑兼乐评人杨庆
棠 ； 而叙事的展开则大致为三条线
索的交叉呈现： 一是这个 “朋友圈”

的生存世相 ， 折射出一类知识分子
在当下现实社会中的精神状态 ； 二
是林宜生和楚云之间的关系 ， 从若
即若离到终了的天各一方呈现的是
现实生活和可能生活之间的关联 ；

三是林宜生与伯远的父子亲情从隔
阂到调和与和解的过程 ， 传递的是
代际间的矛盾与平衡。

然而 ， 尽管无论是林宜生朋友
圈中的每一个个体 ， 还是三条叙事
线索的合逻辑展开 ， 人物都是实实
在在的 ， 情节也同样实实在在 ， 有
悬念有释疑 ， 有缘由有结局 ， 但作
品读下来的整体感觉却又是程度不

同地令人发懞， 貌似平凡的日常交往背
后所隐秘在深处的人物关系远不似呈现
在面上的那么简单， 一种挥之不去摆脱
不掉的飘渺感萦绕始终。

先看林宜生和他的朋友圈 。 论社
会地位 ， 说他们大都是广义上的知识
分子不会有错 ， 论经济地位 ， 至少也
是进入了中产 。 然而 ， 就是这样一群
名利兼收的知识分子在作品中呈现出
的精神与生命状态则更多的是一种虚
无感 ， 他们不再是那种兼济天下以家
国为己任的历史进程参与者 ， 要么是
主动迎合 ， 成为商业和时尚的附庸 ，

要么是自觉边缘化 ， 在社会转型的现
实中溜边而行 。 这个 “圈子 ” 颇有些
像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 》 中所定
义的那种 “无此人 ” ， 看上去他们都
“活着 ”， 但又只是像符号那样在生活
中游荡， 感受不到真实的 “存在”。 再
看作品另外两条叙事线 。 林宜生的感
情历程中 ， 一面是以自由之名而分道
扬鏕远赴异国的发妻白薇 ， 一面是在
落单时光恰如其分地出现在生命中但
却又匆匆离去的神秘女子楚云 ； 而在
他的亲情中 ， 儿子与他看似从隔阂走
向了和解 ， 但最终依旧还是自己孑然
一生 ， 踽踽独行 。 整部作品呈现出的
生活和人事看似琐碎真实 ， 实则飘渺
虚无 ， 倒是与此相伴而行的月光 、 音
乐虽看似虚幻神秘， 却又真实而可感。

我想作品整体这种强烈的差异与错位
或许就是格非的 “花了很多心思 ”

“安排了很多埋伏” 之所在吧。

有必要说一下这部作品的命名---

“月落荒寺”。 作品开篇虽未直接出现这
四个字样， 但却有与之相近的意境， 那
就是四月初的一个下午， 林宜生和楚云
从楼上下来， 准备去马路对面那家坐落
在桐花初开的树林里、 幽静而略显荒僻
的茶社饮茶。 茶社以 《法华经》 中四大
祥瑞之一的 “曼珠沙华” 命名， 也被称
作彼岸花， 这就有点禅意有点空灵有点

意境了。 直到作品第十小节， 林宜生的
朋友圈小聚时谈到德彪西的 《意象集
2》 中那首表现月光的曲子中文到底该
如何翻译？ “月落荒寺” 四个大字方才
正式出场。 从 “曼珠沙华” 到 “月落荒
寺”， 两个意象的相似度甚高 ， 那就是
一种浓郁的飘渺氛围 。 而这样一种氛
围的营造或许又得益于中文的魅力 。

关于这一点 ， 如果将德彪西 《意象集
2》 中那首表现月光的曲子直译为 “月
光洒落在荒芜的神庙上”， 其语感或许
就没有那么强烈 。 从这样的选择与构
思中或许也可以窥见出格非创作这部
小说的某些用心吧。

经过这样一番粗线条的梳理， 似乎
可以对格非的这部长篇新作做点小结
了： 首先， 《月落荒寺》 的确具有可读
性。 不仅人物形象鲜活， 更有通过悬念
设置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加之这些悬念
又是和人物命运息息相关， 想慢点读都
难。 其次， 作品的好看与否和作品是否
先锋无关。 过去我们对所谓的 “先锋”

作家与作品的认识和判断更多地都只是
停留在作品的形式外表， 仿佛越是不好
读的作品就越是先锋， 现在看来这其实
是对所谓 “先锋” 的一种肤浅理解， 姿
态的先锋还是意识的先锋更是我们判断
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先锋品格重要的分水
岭。 第三， 《月落荒寺》 采用的固然是
现实主义笔法， 但作品所提出和思考的
问题无疑都是当下社会正在遭遇或将要
面临的重要问题， 以这样具有某种现代
性和前沿性的问题意识为主导再辅以相
应的艺术表现形式当是一种更完整更名
副其实的先锋。 最后， 说到底所谓 “先
锋” 与否终究都是人为地贴在作家和作
品上的一种标签， 而一部作品的特点与
优劣则肯定不是由这些个标签所能决
定， 关键还在于它能否走心入心， 从这
个意义上讲， 读 《月落荒寺》， 心动的
可能当是大概率的选项。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迷舟 》发表于 1987 年 ，是格

非的代表作之一，具有浓郁的抒情

风格。 凭借这部作品，格非以“叙事

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

《月落荒寺 》 是格非继 《江

南三部曲 》 和 《望春风 》 之后的

一部长篇新作 ， 首发于 《收获 》

杂志，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现实题材与类型电影要融合成

叫座又叫好的佳片， 需要遵循一定

的创作原则。

上图为国产电影 《少年的你 》

剧照

左图为泰国电影 《天才枪手 》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