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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改编电影 未来何去何从
独孤岛主

上映 12 天，《你好，李焕英》和《唐人街探案 3》的票
房分别突破 40 ?元， 成为 2021 ?春节档以来最受瞩目
的两部电影作品。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竞逐选手都成了
陪跑。 《侍神令》上映至今，票房仅有 2.4 ?元，不过是两
部顶流影片的零头而已。 这部改编自手游《阴阳师》的影
片可能选错了档期，因为在春节档，尤其是经历了疫情之
后的春节档，进影院的观众所需要的很简单：以欢乐为载
体的情绪释放以及勾连起非常具体的集体情感或物质记
忆的移情叙事———《侍神令》显然并不具备以上两点。

尽管《侍神令》的评分和票房都不高，但从丰富国产电影
类型、构筑成熟工业体系而言仍有讨论的价值———

最“牛”春节档系列盘点

正宗喜剧《你好，李焕英》：
片中笑料和包袱整体感

觉舞台化程度较高，国人一直
以来非常习惯于并乐于接受
这种喜剧

2021 年春节档三部院线喜剧电影

特色各异。《你好，李焕英》算是经典剧作

模板———《回到未来》 的女性反转版，女

性喜剧特色明显，女性视角的介入，以母

女情为主线，集中呈现一个由女性密友、

女性竞争者构成的非常稳定而自足的女

性关系网络。 影片把女性角色的状态定

格在少女年代， 这是一个女性一生当中

自我色彩最浓厚的阶段， 不是某人的女

儿，不是某人的妻子，不是某人的妈妈，

她是她自己 。 片尾更用字幕直接点

明———你眼中的妈妈是一个中年女性，

而不要忘了每一个妈妈都曾经是少女。

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母亲总是跟操劳、

牺牲画上等号， 女性的社会功能属性更

多地被关注，而她的自我属性则被忽略。

显然《你好，李焕英》抛出了一个非常女

性本位的议题， 这也让它受到全年龄段

女性观众的偏爱。

从喜剧的构成与呈现而言，《你好，

李焕英》 虽是贾玲的大碗娱乐主导的项

目，但很多观众观影后都觉得有些“开心

麻花”的感觉，笔者也有同感，不知道沈

腾的加盟带入了多大的特色比重， 但即

使排除掉沈腾的元素， 毕业于中戏相声

表演班的贾玲， 入行后一直转战于舞台

相声、舞台小品，其喜剧机制带有强烈的

舞台风格也有源可溯。

舞台，不管是沈腾所在的话剧舞台，

还是贾玲熟悉的电视节目舞台， 囿于现

场时空， 主要的喜剧机制还是以语言为

主、动作为辅，主要的喜剧效果往往来自

语言和动作两条线的不符与相悖， 说的

是一码事， 做的是另一码事， 笑果就有

了，举个例子，嘴里说的“谁怕媳妇”，动

作是腿一软就跪下了，观众就笑了。 《你

好，李焕英》中很多笑料和包袱，要么是

纯语言包袱， 要么是语言动作两层皮呈

现的包袱，整体感觉舞台化程度较高。这

种喜剧，中国观众是非常受用的，总体而

言不擅于肢体动作的国人， 一直以来就

非常习惯于并乐于接受这种喜剧。 而在

欧美一直保有的无语言纯动作呈现的哑

剧式喜剧，自王景愚后便后继无人，陈佩

斯早年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尝试， 但最终

由于各种原因停滞， 这条喜剧之路在中

国也就再无新的拓展。

杂糅喜剧《唐人街探案 3》：
兼具动作喜剧和闹剧的

影片风格，或将唐仁置于尴尬
处境，瓦解了这一人物的稀缺
性和必要性

陈思诚是一个杂糅高手，《唐人街探

案 3》?以下简称《唐探 3》）的喜剧中杂糅

了语言幽默、动作喜剧、情境喜剧、闹剧

等多种元素，较之《你好，李焕英》，电影

化程度更高。电影界有一句行话叫：Show,

not Tell。 要演出来，不要讲出来，舞台呈

现是说一遍演一遍， 而电影化的喜剧比如

三人第一次在澡堂与日本黑龙会大佬见

面，门帘一开，蒸汽腾腾中现出一堆满身纹

龙的帮会老头儿，再配以和风音效，笑果主

要来自视听感官，这就是电影化的。托尼·

贾一遍遍打败层出不穷的剑道高手，最后

还是寡不敌众被群殴，整个喜剧段落没有

什么语言包袱， 完全是通过视听讯号、张

力增强到反转的结构来达成笑果。

王宝强扮演的唐仁这条线很多时候

游离于推理主线之外， 从喜剧的风格来

说，兼具了动作喜剧和闹剧。但小唐的调

调很难拿，一些观众反映 《唐探 3》中王

宝强的表现过于夸张吵闹， 这一个是因

为国人对于肢体性较强的闹剧一向接受

度不高， 另一个是因为影片的信息非常

富余，多线索信息不间断输入，各种场景

高频次切换， 视听信息给得都很满的情

况下，再加上王宝强夸张的表演，观众就

容易产生太“过”以及“闹”的感觉。 尤其

这次《唐探 3》，同样无脑而能打的傻愣

愣托尼·贾与王宝强角色设置撞了，唐仁

这一人物的稀缺性和必要性被瓦解了，

这种尴尬的处境也让唐仁这个角色时而

出现冗余感。

《唐探 3》 中最精彩的一段喜剧呈

现，是秦风、黑龙会、东南亚商会三伙人

马去医院偷维察邦的遗体， 再加上日本

警方，一共是四拨人?后堆在太平间、电

梯间 ，巧妙的情境 、结构组合 ，与 《A ?

划》 中众人马挤在张曼玉的房内、《白面

包青天》 中君臣几伙人?后被堵在青楼

中有异曲同工之妙趣。

黑色荒诞喜剧《人潮汹涌》：
业内所褒奖的复杂叙事、

多重反转 、自我解构 ，却很难
助力这部影片吸引更大层面
的观影人群

饶晓志的 《人潮汹涌》 是一部黑色

荒诞喜剧， 中国观众对这类喜剧接受度

更低 ， 往年的一些成功者如 《让子弹

飞》， 虽然影评人不断追索它的黑色内

核与寓意对位， 但更广大的观众只是将

它作为一部世情喜剧， 或者说世俗喜剧

来消费的。 包括饶晓志获得市场成功的

黑马 《无名之辈》 也是如此， 影评人盛

赞它吊诡黑色的内核， 而观众只着意于

它世俗化的外层。 这一次 《人潮汹涌》

将日本原作改编本地化的过程中， 世俗

化程度做得并不高， 而更追求其荒诞、

虚无性， 故事演到最后观众发现没有人

被杀， 没有人被绑架， 开头的被杀者是

假死 ， 万茜的儿子被绑架也是虚惊一

场， 也就是说之前所有看到的、 建构的

情节其实都没有发生， 这是一出自我消

解的戏剧， 情节自己消融了， 导演所追

求的虚无与荒诞感就诞生了。

片中有意识放置了很多表演、 片场

的场景， 将它套置在我们所看的这个表

演的文本之中， 也是编导者在提示观众

所看的皆是假象。肖央的 Z ?生是假的，

刘德华的国际刑警是假的， 情妇怀孕是

假的，刘德华杀人也是假的，刘德华打肖

央的枪没有子弹， 女大佬捅向刘德华的

刀是能伸缩的。一切都是表演。所有人都

是演员。最后终局选在一个剧场，还有镜

头醒目提示： 剧场海报———上演的是塞

缪尔·贝克特的《终局》，一部贝克特晚年

创作的本该与《等待戈多》齐名，却知音

寥寥的荒诞戏剧佳作。

刘德华之于《人潮汹涌》的存在已经

超越了角色的层面， 而代入很多刘德华

本人的背景，比如其与郭帆导演的互动，

比如致敬《天若有情》《无间道》中刘德华

的经典角色，电影史知识越丰富的观众，

越能读取到导演埋设的迷影情结梗。 但

当一部影片越来越致力于艺术本体追

索、文本自我指涉，也就意味着它越来越

脱离了一出面向普通观众的世俗喜剧，

而进入到门槛更高的迷影向小众喜剧。

影评人所褒奖的复杂叙事、多重反转、自

我解构， 却很难助力它吸引更大层面的

观影人群， 对于春节档这个白刃拼刺刀

的残酷档期，《人潮汹涌》 的投放显得有

些不合时宜，因为春节是一个集体向、喧

闹的档期，邀约型观影需求较多，而集体

观影时往往要趋向更为简单明快的大众

向、合家欢喜剧，你可以带家长孩子去看

《你好，李焕英》，但很难带他们去看《人潮

汹涌》。个人认为，如果找一个春夏交接的

从容档期，给予《人潮汹涌》口碑足够发酵

的时间，足够的排片空间，让它找到自己

的目标观众，它理应有更好的市场表现。

* * *

喜剧看似容易其实很难。说容易，是

因为从全球范围看， 喜剧最容易出以小

博大的本土票房黑马， 也特别容易捧出

新人新面孔， 似乎轻轻松松就缔造了奇

迹。 然而喜剧也是最难的。 比起悲剧正

剧，它无章可循，更难以复制，人类的悲

哀大抵相同，逃不过人生常苦，而笑话隔

一个村，可能就觉得不好笑了，第一次登

台摔倒观众笑了，第二次登台再摔，观众

就不笑了， 而且喜剧比悲剧正剧的反应

更即时、直接而不留情面，第一个包袱没

响，就知道不妙，没有笑声，就是赤裸裸

的失败， 所以喜剧创作者面临着更大的

精神压力———已成大腕的笑星春晚前仍

会紧张到彻夜失眠，沈腾因为《喜剧人》

密集的小品排演突然性斑秃， 全球不少

喜剧明星都罹患抑郁症， 足见职业压力

之大。 古希腊盛产喜剧， 却没能流传至

今，亚里士多德为悲剧和喜剧各著一书，

却只有论述悲剧的《诗学》存世，另一本

论及喜剧的被亚历山大大帝焚毁， 这让

喜剧的创作充满了谜题， 但同时又拥有

更多的自由空间。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团圆喜庆的春节档，喜
剧一向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今?的春节档喜剧片有《你
好 ， 李焕英 》《唐人街探案
3》《人潮汹涌》，加上网上发
行的 《发财日记》， 相较往
? ， 喜剧供应 并 不 算 充
分———往?春节档大热如
徐峥“囧”系列、邓超俞白眉
组合、成龙周星驰王晶等港
派喜剧今?都缺席。经过战
疫的一?，亟需一抒积郁的
民众对于喜剧的需求格外
旺盛，让今?喜剧供求的缺
口尤显突出，这也是《你好，

李焕英》能斩获骄人票房佳
绩 的 一 大 原 因———作 为
2021 ?春节最正宗 、质量
稳定、适合全家观看的喜剧
片，它承接了民众对于喜剧
片的强需求。

无论是占据春节档票房榜前两席的《唐人街探案 3》《你好，李焕英》，还是高口碑低票房的《人潮汹
涌》，都代表了国产喜剧电影在不同方向上的尝试，其引发的不同市场反响也足以让人思考———

周 舟

用笑的艺术征服电影观众，究竟有多难

荩右图为 《你好 ，李焕英 》

剧照， 图中图从上至下分别为

《唐人街探案 3》剧照、《人潮汹

涌》剧照

将游戏精神成功
改换为颇具中国性的
具体意象

尽管影片邀请到了一对颇有回忆杀
的 CP周迅和陈坤担纲主演， 但仍未改
变影片卖相相对传统的玄幻类型本质。

影片中身为半人半妖的阴阳师晴明 （陈
坤饰），遭逢大难后离开肩负守护人界重
任的阴阳寮， 在世外桃源与一众极通人
性的小妖厮磨。 但他并未能够安享平静
的生活， 在恐怖平衡的人妖两界再次被
亟待依凭实体重生的恶妖相柳侵扰时，

他也面临生死抉择。 从这样的故事梗概
不难看出，虽然是由游戏改编，但《侍神
令》 显然并未将重心着落在奇观式的进
阶打怪上，而是通过正邪之战，营建丰富
的进退拉锯与人性考验。 晴明最后被迫
直面惨败的境遇与相柳的诱惑， 受到生
死与名节的双重考验， 这样颇具莎翁笔
下人性悲哀的情景， 想必不是春节档观
众所愿意看到或接受的。

抛开春节档来谈这部电影， 从改编
的角度来说，可算成功，亦可说是失败。

成功在于， 导演李蔚然与编剧张家鲁等
几乎以重建故事的方式， 相当高效地建
立起一个偏重于电影创作者的 “阴阳师
宇宙”，以晴明同阴阳寮掌案百旎（周迅
饰）及与师兄慈沐（陈伟霆饰）之间的情
感为主线拉开， 在正邪之斗里加入了人
族金吾卫袁柏雅（屈楚萧饰）与神乐（沈月
饰）的插科打诨经历，以此引出身处人妖
两界夹缝中的各色小妖———这些小妖怪
群像，被认为是最接近游戏原作的部分。

另一方面， 正是对游戏叙事性的全
面改造，令《侍神令》在继承人物基本塑
形的基础上，形成了颇有“华谊出品”风
格的电影化体验。 片中晴明与百旎的情
感曲折、 追求独善其身与不得不回到纷

争漩涡的纠缠、 选择化身成魔抑或牺牲
成仁的终极抉择， 都体现出编剧立足中
国式恩义逻辑敷演出来的《侍神令》虽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剧， 却超越了情节
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只是这种矛盾
被安置在一个虽乏实体， 却实际上足以
成为一种邪恶的理念/?力实体（相柳及
其附身的具体对象） 步步蚕食人类空间
的大情境之下。

在这样的基础上审视陈坤、周迅、陈
伟霆等人的表演，就变得颇为耐人寻味。

一方面，在他们各自过往的表演经验中，

处理类型电影并不在话下；另一方面，作
为游戏《阴阳师》以及日本原作所带来的
的跨媒介与跨国族文化移植，《侍神令》

以“侍神”的情意结展开了颇似《水浒传》

的中国庙堂与江湖叙事， 成功将游戏精
神改换成为既有中国性， 亦具全球化普
适性的“捍卫家国与自由”的具体意象。

在具体场景中，周迅与陈坤近乎“隐匿”

的无痕表演模式令两界大战中的微情时
刻都被处理得细腻、生动，可以说在视效
大片的基调中呈现出了与观众想象中的
极尽刺激体验有所不同的表演场域。

春节档失利不能
为中国游戏改编电影
定下基调

尽管在豆瓣上《侍神令》的评分并不
算高，但的确比改编自小说原作的《晴雅
集》要来得扎实。这也反映出在中国目下
方兴未艾的游戏改编电影领域， 不同的
创作取向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有
些未必能够与目前中国主流观影人群的
期待相符合。

纵观全球，起码近 20 ?来，从 pc

端游戏时代的 《魔兽世界》《马克思·佩
恩》《生化危机》 这样的以动作幻想或冒
险为主基调的游戏， 往往更容易被工业

体系成熟、 类型生产力完善的好莱坞体
制接纳并以续集形式拍成系列影片。 相
对成功的《古墓丽影》《生化危机》都以非
常传统的冒险电影模式， 结构成了具有
经典 IP的系列电影。 而《马克思·佩恩》

则以颇有黑色电影气质的叙事方法，颠
覆了游戏改编的外向性叙事， 因此也被
认为前奏过于冗长，陷入了“反类型”窠
臼。 再如《极品飞车》之类主打特定运动
竞技的游戏改编电影，往往吃力不讨好，

因为在这些影片中， 人物的功能退居二
线，即类型电影中很重要的一环“明星”

功能在某种程度上退化了， 因而此类影
片往往很难对观众构成明确的吸引力。

总体来说， 抛开新冠疫情给全球电
影业带来的负面因素， 游戏改编电影还
是被纳入主流商业类型片的领域进行再
创作的。 跨媒介属性似乎也并不能改变
电影改编环节的 IP趋向，当然 IP这个
字眼放在行业生态被深刻改变的今天是
否还管用，是另一个话题了。

对中国电影而言， 无论是参与合拍

还是在既成作品
下 做 本 土 化 移
植， 游戏改编电
影的道路依然比
较漫长。 一方面，

从 pc 端到手游
到 Switch 载
体， 游戏从过往
的“玩物丧志”发
展到今天 “电竞
产业”的一部分，

在中国有一番从
地下到地上的过
程。 这个过程里，

对玩家个体的生
命经验、 版权意
识的发展以及非
常时期 （比如抗

疫宅居） 游戏担当日常生活部分功能等
现象， 电影改编多少会自觉不自觉地产
生反哺或回应。 这种效应目前也许看不
出来，但在将来，具备更丰富经验与更开
阔视野的创作者， 必然会将游戏内容与
游戏媒介本身置于一个相对客观理性的
视野中打量， 从而生产出更能赋予观众
新体验的作品。 在中国电影产业努力构
建成熟工业体系的过程中， 也一定会出
现流水线作品与独树一帜的作者风格并
存的局面， 单纯从票房规律出发并不能
够很好地总结问题。

因此，《侍神令》 在春节档的失利也
并不能为未来中国的游戏改编电影定下
任何基调，相反，这部电影在创作与宣发
上的得失， 恰恰可以成为该领域未来发
展之路的有效镜鉴。 毕竟目前类似的创
作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而全
球游戏改编电影的成败经验， 恰恰在今
时今日的特殊语境下有失效之虞。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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