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两部喜剧新片《囧
妈》和《大赢家》都选择了在线免费播放。

《囧妈》作为囧系列的第三部，给人以成熟
到了油腻的感觉。 主要的原因是囧系列反复借
用一个成熟类型———治愈式旅途片。 如果说第
一部《泰囧》还能让人耳目一新，在当年也创造
了票房奇迹，《港囧》和《囧妈》就容易给人“炒冷
饭”的感觉。这种借助成熟类型打造喜剧的方式
从宁浩的《疯狂的石头》开始，一路风生水起，事
实上已经成为国产喜剧电影的一个主流操作
方式，也产生了诸多佳片。 但这种操作方式有
两大风险 ：一是对成熟类型研究不透 ，出现类
型借用失误，去年贺岁档的《受益人》就出现这
个问题。 二是如《囧妈》这样过度重复使用成熟
类型，不敢创新。 这两个问题目前日益突出，让
这种喜剧操作方式有走入颓势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大赢家》 的出现就给人带
来一定的惊喜。它选择了另一种喜剧操作方式，

我称之为游戏情节喜剧， 其最大的特征是主要
情节建构在一个假定性巨大的游戏之上， 使得
这种喜剧与真实生活之间拉开距离， 反而具有
更大的创作自由度。

喜剧从其本质上是亲社会性的类型电影，

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和反映是喜剧成功最关键
的因素。 游戏情节喜剧表面上看似乎不太有利
于社会关怀的表达， 但它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
在荒诞中隐含真实，以游戏精神观照社会。巴赫
金认为， 游戏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袖珍的生
活。 同时，游戏也越出了生活的常轨，摆脱了生
活的规律和法则， 加诸原来的生活程式之上的
是另一种更凝缩、更欢乐和更轻盈的程式。中国
当代游戏情节喜剧的早期佳作就有《甲方乙方》

《没完没了 》《大腕 》等 ，最近几年的 《西虹市首
富》《来电狂响》也是可圈可点的游戏情节喜剧。

游戏假定性与真实社会关怀
的分寸拿捏

对于游戏情节喜剧来说， 关键要处理的就
是极具假定性的游戏情节与其中暗藏的社会关
怀之间的分寸是否拿捏得当，拿捏得好，会成为
十分优秀的喜剧。

比如1997年的《甲方乙方》采用的“好梦一
日游”，就是典型的游戏情节。 但游戏中又有对
现实生活的隐喻，其中精心选择的几个梦，比如
大款想过苦日子的梦、 女明星想过平常人生活
的梦、两地分居的夫妻想要个家的梦等，都显示
了创作者对当时新市民社会崛起的现实十分敏
锐。 游戏设定让这些梦中的故事又能极尽夸张
之能事，带有很强的狂欢化特点。葛优扮演的主
人公善良又狡猾，正是当时新市民的漫画形象，

让观众十分亲切，将其认同为自己的代言人。正

是这种以假喻真的分寸感， 让这部游戏情节喜
剧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象征性表达。

2001年的 《大腕 》和2018年的 《西虹市首
富 》也颇具 《甲方乙方 》的风范 ，用荒诞的游戏
去处理时代的重要主题，以隐含的方式对新的
社会病症进行反映和思考。

与《甲方乙方》《大腕》《西虹市首富》这些虚
构性极强的纯粹游戏情节喜剧不同， 于淼的两
部游戏情节喜剧《来电狂响》和《大赢家》都采用
了另一种方式：真实人物和情境+游戏情节的处
理方式。 《来电狂响》所翻拍的意大利电影《完美
陌生人》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真实人物和情境+游
戏情节模式：手机游戏所引发的各种各样的人际
危机。 而这种危机目前恰恰是全球人类共同面对
的问题。 《大赢家》中的“演习抢劫”也是个类游
戏，并不要求真实抢银行题材环环相扣的悬疑与
紧张，让影片有很大的情节自由度，但影片的人
物和情境又以真实性原则来设定。 这些真实人物
主动或被迫进入到一种由演习而造成的游戏情
节之中，从而有机会在这个集中封闭的状态中碰
撞出人性与社会性的火花。 其中很多“笑果”往往
是在游戏情节发展的虚虚实实中产生的。

其中主人公严谨这一形象的成功成为影片
现实关怀实现的关键。 严谨有着清晰的性格特
征和行为逻辑， 他的较真和良善不仅具有现实
主义典型人物的特征性， 还因一定的理想性使
其产生了人物魅力， 能够感染环境与周围的人
物，并获得观众的认同。 其他与他搭配的人物也
都真实可信，尤其是严谨的几个银行同事塑造得
十分鲜活。 官僚气十足的行长、堪称职场老油条
的大堂经理等，都将丰富的人性和社会性信息带
到这部游戏情节喜剧之中。 面对所有人的走过
场、装样子的心态和行为，较真的严谨暗含着对
人浮于事、弄虚作假等各种社会恶习的暗讽。

但这部影片有过多堆砌笑料和使用陈旧笑
料的问题，从人物处境和性格中自然生成的“笑
果”少了一些。如果对比与它翻拍自同一题材的
韩国电影《率性而活》，《大赢家》的“笑果”缺少
深度的问题就更加显现出来。 《率性而活》则由
喜剧转而具有了一定的悲剧色彩， 不仅韩国的
官僚机制在片中受到拷问， 男主人公的人性在
扮演劫匪的过程中也同样受到拷问。

游戏情节与线性叙事情节的
平衡掌握

一般的类型电影往往十分重视由冲突主导
的线性情节，从一开始就会建立起冲突的对立，

并稳步地紧张化， 并通过结局来象征性地解决
冲突。游戏情节喜剧则并不完全依赖于由冲突主
导的线性情节，更强调游戏情节的自恰性。 因为
游戏情节本身有狂欢化特质，带有一定的反理性

特征，但线性情节恰恰是强调理性和逻辑的。 如果结
合得不好，反而会相互排斥和拆台。

2004 年的《天下无贼》就曾经试图将游戏情节
和线性情节进行结合，但并没有成功。 从线性情节来
看， 影片以傻根身上的巨额现金为线索结构起争夺
现金的完整线性叙事。 作为反面形象的一伙劫匪，在
影片中虽然扮演真刀真枪的罪犯， 但对他们的呈现
方式则带有游戏情节喜剧特征， 比如葛优扮演劫匪
头子的喜剧形象和台词就削弱了抢劫情节的惊险程
度。 范伟所扮演的傻强盗在叙事后半段加入，更是典
型的游戏情节， 又进一步削弱了抢劫情节的可信度
和惊险性。 这种玩闹似的打劫使线性情节支离破碎，

漏洞百出，最后的结局也缺少了可信度和感染力。

但游戏情节与线性情节如果结合得好， 产生
平衡感，也有可能大大拓宽游戏情节喜剧的题材。

毕竟如 《甲方乙方》《大腕》《西虹市首富》 等这样
脑洞大开又充满深意的纯粹游戏情节是可遇不可
求的。 《大赢家》在游戏情节与线性情节之间的平
衡掌握则做得比较好。 影片尤其是在线性叙事情
节上下了不少功夫 ，以严谨的 “抢劫 ”过程为叙事
线索，基本按照好莱坞经典叙事所归纳出的准备、

复杂化行动、 发展以及高潮的四段式叙事结构展
开，各个叙事段落的时间分配也比较合理，从而使
影片保持着很好的叙事节奏。 演习准备阶段以严
谨被迫进入银行内部结束；复杂化行动阶段中，他
杀死一名女警和四名特警， 将演习进一步推向继
续进行的方向； 发展阶段则以吴行长最终被逐出
演习结束；这也推动演习进入最后高潮，严谨最终
胜利。影片还很恰当地运用悬念，将吴海娇的帮手
形象留到最后揭秘， 其实也是将严吴两人早就互
生情愫的爱情情节编织进抢劫情节之中， 形成一
种隐含的双情节线索。

但《大赢家》在游戏情节与线性情节之间也差点
出现互相拆台的问题， 尤其在演习发展阶段的杀人
质、 吃火锅和父母劝等桥段都过于狂欢化反而削弱
了线性情节。 显然，如何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依然需
要更多的探索。 总体而言，《大赢家》属于在游戏情
节喜剧这个类型上的一个有新意的尝试，整个电影
的完成度也很高，对重新探索国产游戏情节喜剧的
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

值得反思的是， 如 《来电狂响》《西虹市首富》

《大赢家》 这几部近几年来相对成功的国产游戏情
节喜剧， 都是对国外被多次翻拍电影的再次翻拍。

《西虹市首富》翻拍好莱坞电影《布鲁斯特的百万横
财》，该故事被英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多次搬上大
银幕；《来电狂响》翻拍的《完美陌生人》目前至少被
翻拍了12版；《大赢家》则翻拍自日本和韩国电影。

因为被翻拍的电影剧本经过了市场考验 ，《大赢
家》等电影也形成了游戏情节本土化+线性情节靠
翻拍的成功方式。 这既是国产喜剧目前取得成功
的一条快捷路径，但也带来很大的隐忧。 如早期的
《甲方乙方》《大腕》等那样完全原创性的高质量游
戏情节电影目前相当缺乏。 如何在借鉴中更多地
考虑原创性内容？ 什么时候国产游戏情节喜剧能
够为全世界提供翻拍的创意？ 这些问题是值得国
内电影制作者努力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荩 《鬓边不是海棠红》 里的尹正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4 月 1 日 星期三文艺百家10 责任编辑/邵岭 郭超豪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尹正和张国荣之间，差了十个黄晓明？

———从电影《大赢家》说起

陈熙涵

游戏情节喜剧：

国产喜剧电影新的可能出路

桂琳

眼下， 有一部讲述一代京剧名伶商细

蕊与爱国商人程凤台因戏结缘相识相知的

电视剧火了， 剧情和两位主演频上热搜。

其实 《鬓边不是海棠红》 自打一开播就挺

受关注的———踩着 “耽美” 的流量大潮，

扛着 “于正剧” 的大旗， 手握黄晓明、 尹

正、 佘诗曼等一众星光熠熠的大牌明星，

在同期开播的剧中， 算是颇有话题。

最有话题的角色， 自然是京剧名伶商

细蕊。 商细蕊天赋绝佳， 却不谙世事， 明

眼人一看就能发现， 在这个角色身上， 有

太多 “程蝶衣” 的影子。 而商细蕊的扮演

者、 青年演员尹正， 自然而然地就被人拿

来不断地与当年的张国荣相比较。

当年， 在电影 《霸王别姬》 中， 张国

荣演活了 “不疯魔不成活” 的程蝶衣， 为

影坛留下了一个经典角色。 而 《鬓边不是

海棠红》 中的一幕幕北平往事、 梨园爱恨，

乍一看也颇有点 《霸王别姬》 的意思。 恰

好此前传出 《霸王别姬》 准备今日在韩国

重映， 虽因疫情原因推迟， 但已引发影迷

反响， 两相对照， 就有点像隔空的问候。

看得出来， 这次于正是下了苦功的。

和 《延禧攻略》 类似的是， 该剧在画面、

服化道方面都有了复古的质感。 再看两位主

角： 黄晓明和尹正， 前者自证是 “脱油成

功”， 后者更是一跃成了大众议论的焦点。

尹正饰演的商细蕊， 对应着张国荣饰

演的程蝶衣， 这两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似像

又不像， 都是打小就在园子里唱戏的， 最

后都成了台上的角儿。 黄晓明演的程凤台

程二爷， 对应的是葛优演的袁四爷， 他是

台下捧角儿的社会名流， 也是角儿身边最

懂戏又倚重他的知音 。 佘诗曼演的范湘

儿， 有些像巩俐演的菊仙， 她嘴上夸赞着

角儿比女人还要女人的时候， 心里却存着

对 “女人” 的敌意。

其实， 尹正本人就是张国荣的忠实粉

丝， 在配音类综艺节目 《声临其境》 中，

他曾为“哥哥” 在 《花田喜事》 中的片段

配音， 粤语调调和声线拿捏得当； 他还在

另一个综艺栏目 《王牌对王牌》 里致敬过电

影 《霸王别姬》 的经典片段。 当时， 电影里

“段小楼” 的扮演者张丰毅就坐在台下， 一

瞬间让人觉得今夕何夕， 似是故人来。

当年， 张国荣能演活程蝶衣， 靠的是

下苦功， 当然还有天赋。 他拜在京剧名家

张曼玲门下苦心学戏， 本来导演给张国荣

备了京剧演员做替身， 可是在他的坚持和

用功之下， 片中全部京剧表演的段落都由

“哥哥” 自己完成， 替身完全没用上。

据说， 此次尹正为演好商细蕊也是闭

门 30 天不出。 他也像张国荣一样从头开

始学京剧， 学得特别认真。 这部剧请了京

剧名家毕谷云做指导， 尹正每天在片场踩

着跷， 还是硬跷， 看似简单的兰花指也琢

磨过很多次。 戏里一出 《战宛城》， 商细

蕊站在城楼上唱戏 ， 唱的是 “汉兵已略

地， 四面楚歌声， 君王义气尽， 妾妃何聊

生”， 两边的军队闻之不打仗了， 都去听

戏了， 还喊着 “我要活虞姬”。 这也都是

尹正自己演的。

同样一出戏， 能不能唱得好， 关键不

看霸王 ， 得看虞姬 。 对 《霸王别姬 》 来

说， 张国荣就是唯一的程蝶衣， 虞姬为霸

王而死， 他却为虞姬而死。 当然， 人物与

演员的缘分， 还得看天分。 当一个极有天

分的人， 同时肯花一百二十分的力气来用

功时， 谁也拦不住奇迹的发生。

不知道有多少人当年在看 《霸王别

姬》 时感到过心脏为之一颤。 那种没落名

伶的气质， 那种哀怨里透着骄傲的眼神，

那单纯得只想与师哥唱一辈子戏的 “从一

而终”， 被张国荣演来， 如搅动一池春水，

无不令人揪心， 无不令人哀伤。

当然 ， 这次也有很多人认可尹正在

《鬓边不是海棠红》 中的表现。 比如开篇

第一集， 就让商细蕊这个角色先声夺人地

立在了 “戏痴 ” 上 ， 他唱戏不喜墨守成

规， 有自己的坚持， 哪怕观众只剩一人，

也要把戏唱好 。 尹正所诠释的人物内心

戏 ， 是有一些纯真 ， 也有一些忧郁的 ，

但更多时候 ， 人物的内心外化出来更像

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模样。

这可能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 ， 尹正

从未正经地当过主角 。 也有可能是 ， 在

他的心里 ， 对张国荣的崇拜 ， 使他在诠

释一个和程蝶衣不尽相同的人物时， 却一

直活在程蝶衣的影子之下。 这个来自内蒙

包头的小伙儿， 据他自己说， 他妈妈是一

个港片港剧迷， 什么 《纵横四海》 之类的

都来者不拒， 硬是培养了一个小港剧迷。

尹正大概便是那时迷上张国荣的。

要混入娱乐圈 ， 有两种选择 ， 要么

去横店影视城跑龙套 ， 烧香拜佛祈求哪

一天能混个脸熟 ； 要么就得读个艺术院

校 ， 交一帮娱乐圈的朋友 。 但上电影学

院是得烧钱的， 交朋友也得花钱。

尹正选择了星海音乐学院。 这期间，

尹正零零散散也拍了一些剧 ， 什么 《妈

妈咪呀 》 《龙门镖局 》 《风雷急 》 《不

可思异 》 之类的 ， 演了一堆烂剧里的小

角色。 真正拿得出手的， 只有 2015 年的

《夏洛特烦恼 》 里的袁华 ， 以及 2016 年

的电视剧 《麻雀》 里的苏三省。

这次 ， 他遇到了贵人于正 。 正是因

为余少群让于正碰了一鼻子灰 ， 才使这

个机会落到了有些 “妖娆 ” 气质的尹正

身上 。 这对于一个经常只能演男二 、 男

三的演员来说， 是一个好机会。

但尹正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事实上 ， 他之前演的配角都挺出彩

的 ， 演技也不差 ， 但是有的人就是没有

主角的气场 。 “主角气场 ” 这个东西说

来很抽象 ， 也有点不公平 。 因为大部分

都是与生俱来的 ， 由长相气质决定 ， 跟

演技关系不大 ； 演技加持的气场 ， 反而

多半属于黄金配角的。

拥有“主角气场”的人，你就算把他扔

到人堆里，观众也能一眼就看到他（她）。

很显然 ， 张国荣就具备了这样的

气场 。

说白了 ， 尹正压不住这样的角色 。

商细蕊是红遍北平的一代名伶 ， 从长相

上来看 ， 尹正是个娃娃脸 ， 再一发胖 ，

稍微做点表情 ， 那圆嘟嘟的小脸蛋就直

颤 ， 让人没法入戏 。 从气质上来说 ， 常

年想红却偏又不红的演员 ， 身上往往缺

少了一种从容与倜傥。

所谓的 “红气养人”， 虽然残酷却是

事实 ， 有的人一辈子演配角 ， 你让他演

主角 ， 他站在舞台中间 ， 就容易有一种

积郁已久后释放的得意感 ， 分寸感常常

显得 “过” 了。

另外 ， 从 《鬓边不是海棠红 》 的剧

情走向来看 ， 商细蕊与程蝶衣的形象只

有那么一点点相似 。 而这一点点相似 ，

是那个时代里京剧旦角的共同点 ， 却不

是两个人物各自立身的性格特点 。 商细

蕊与程蝶衣的性格是不同的 ， 这使得演

员在塑造这个角色时不应将人物装在程

蝶衣的套子里。

再从剧本角度来看 。 商细蕊代表的

是梨园戏曲艺术的一个希望 ， 而程蝶衣

则代表着梨园戏曲时代的一个幻灭 ； 如

果说程蝶衣是灰， 是火光熄灭后的灰烬，

那么商细蕊则是火光 ， 涌动着力量 。 商

细蕊若要演得像张国荣那样 ， 那这部剧

才叫真正的失败了。

所以 ， 先声夺人的尹正 ， 在观众们

渴望他 “摸高” 的时刻， 还是跌落下来。

这充分说明了模仿一个人可以靠勤奋 ，

而塑造一个人更多靠的是天分 。 反观黄

晓明， 这次用心演戏， 倒是站住了。

无怪乎有人开玩笑说 ， 尹正和张国

荣之间差了十个黄晓明。

本来 ， 无论尹正怎么演 ， 商细蕊就

是商细蕊， 世间再无程蝶衣。

热剧快评

———评热播剧 《鬓边不是海棠红》

▲ 《霸王别姬》 中的张国荣

值得反思的是， 几部近年来相对成功的国
产游戏情节喜剧，都不是原创剧本。

一种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