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青蛇劫起》：“故事新编”的台搭好了，戏呢？
很难把 《白蛇 2： 青蛇劫起 》

（以下简称 《青蛇劫起 》） 看作 《白

蛇： 缘起》 的续篇。 虽还是小白小青

的不了情， 但从山清水秀的清新古风

转入赛博朋克的废土景观， 《青蛇劫

起》 的 “修罗城” 似乎是 《新神榜：

哪吒重生》 的 “东海市” 的复制， 加

上片尾彩蛋惊鸿一瞥的 《新神榜： 杨

戬》， 飞艇已过蓬莱境， “追光动画”

在这接连几部视觉趣味一致的成人向

动画电影里确立了明确的野心： 废土

朋克杂糅古风新武侠， 创造 “故事新

编” 的动漫宇宙。

让旧的故事在新鲜的异世界的奇

观里重演， 《青蛇劫起》 这种自我更

新的意识对于追求成人化和工业化的

动画电影生产是有价值的， 这适当弥

补和平衡了它在剧作层面的能力亏

欠， 而后者终究让这些作品在市场中

功亏一篑。

故事发生在哪里，
比故事本身有意思

水漫金山，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青蛇劫起》 的开篇是观众过于熟悉

的情节， 剧情的悬念转向 “小青此后

的遭遇”， 但是观众很快发现， 故事

发生在哪里， 比故事本身有意思。

法海的一掌没能把小青打入轮

回， 却让她进入了修罗城的 “异度空

间”， 一个她没有见识过、 也不能理

解的地方。 创作者预设小青遭遇的错

愕， 是观众代入的视角， “迎面扑来

一个出乎意料的世界”， 这成为创意

和表达的核心。 导演在采访中明确地

说出： “创作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修

罗城。 谁也没有见过的地方怎样做到

可信？”

“修罗城” 里三教九流弱肉强食

的帮派政治与慕强逻辑， 很容易引申

到观众私人的观看经验、 甚至是生活

经验。 在这部片子里， 制造吸引力的

并不是 “可信”。 “弱者的相互扶持”

“所爱非人” “我们之间有剪不清理

还乱的羁绊是因为我们很久以前就在

一起过” ……这些老生常谈的议题能

够还有看头， 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们发

生在一个接一个让观众感到措手不及

的情境里———影片展开了视觉多元的

空间， 并且在其中规划了很有感官刺

激的奇观段落。

小青初入修罗城时， 栖息于宛如

“九龙城寨” 的难民楼； 夜晚的修罗

城是散兵游勇的冒险家的乐园， 让人

想起 《银翼杀手》 里暗无天日的街区；

小青第一次去九尾狐的地盘时， 经过一

整片如同破败主题公园的青砖黛瓦建

筑， 一晃而过的几个画面， 唤起老派武

侠电影和古装片的记忆； 九尾狐的 “超

市”， 拼贴了 《哈利·波特》 的古灵阁银

行库房和 《千与千寻》 汤婆婆大澡堂；

九尾狐的朋友蜘蛛精， 多手多脚开着破

旧大巴的样子， 像极 《千与千寻》 的蜘

蛛爷爷和 《龙猫》 的猫巴士； 让小青最

终逃离修罗城的那道 “如果桥 ” ， 和

《阿凡达》 的若干场景异曲同工。 创作

者以极大的心力投入到场景和空间概念

的设计， 把视觉层面的趣味做到极致。

电影里的 “奇观”， 不仅是一个无中生

有的世界的构建 ， 更重要的 ， 是诸多

“似曾相识” 景观的拼贴与并置， 它们

的 “组合” 也成了奇观。

关于 《青蛇劫起 》 输出的视觉美

学特征 ， 废土朋克和新武侠都有源可

溯 ， 是对既往经验的翻新 。 这种适可

而 止 的 亦 旧 亦 新 是 取 悦 观 众 的 设

计———从日本动漫、 科幻经典和超级英

雄大片里获得的视觉记忆， 能够和讲了

几个世代的中国故事对接， 这明确地贩

售 “差异性体验”， 对人们以为司空见

惯的类型进行改造， 又不至于输出全然

陌生的体验。

这是成熟的商业电影思路， 从情节

框架到视听呈现， 完成对套路的重新排

列组合 。 因为严格工业流程中产出的

“类型电影”， 本质上是创作者和观看者

的信息交换平台， 情节和形式的创新，

其实是在可参照范围里的有限调整。

对的议题、对的观念，
并不能等同于对的戏剧

“追光动画” 的这种创作思路， 实

际收获的市场反馈并不如预期理想 。

《白蛇 ： 缘起 》 《新神榜 ： 哪吒重生 》

和 《青蛇劫起》 目前的票房， 都在三亿

到四亿元之间； 这个数字要谈 “国漫雄

起”， 是牵强的。

“追光动画” 敏锐地意识到动画电

影需要观众细分这个行业风向 ， 创作

团队的方向明确 ， 试图制作区别于

“全家欢” 动画的、 成熟向的动画电影，

目标观众是有了一些生活阅历且愿意投

入复杂议题思考的成年人 。 《白蛇 ：

缘起》 《新神榜： 哪吒重生》 和 《青蛇

劫起》 接连三部作品， 利落地确认了一

种时尚且多元杂糅的视觉风格， 而与之

不匹配的是剧作的贫瘠， 一次又一次，

创作者似乎力不从心于处理成人化的多

层次主题。

在女性议题得到大范围讨论的大环

境里， 《青蛇劫起》 乍看之下似乎是在

屡屡正面强攻社会议题 ： 女性在亲密

关系中的困境 ， 女性受到的压制和她

们的反抗， 女性之间惺惺相惜的情义，

甚至还激越地触及性别流动的观念 ，

设计了白蛇转世的男孩与小青重逢在修

罗城， “性别的变化无法改变我们之间

的羁绊”。

可是对的议题、 对的观念并不能

等同于对的戏剧， 创作者所面临的最

棘手困境往往是 ， 人的逻辑和理性

的、 观念的逻辑其实是不一致的。 用

纷繁的视听罗列时尚的 、 正确的观

念 ， 结果人物成了内在匮乏的工具

人。 小青自始至终是个单线条的小妖

怪， 被二元对立的观念驱驰着。 认为

自己和姐姐的悲剧系于许仙懦弱， 就

要找个强悍的男人； 发现强悍的男人

一样会为了自保而舍弃伴侣 ， 那就

“世上只有姐姐好”； 不由分说地爱一

个柔弱的男孩， 因为认定他是姐姐转

世； 怀疑他不是姐姐转世时， 又能立

刻断舍离 。 她的一往情深 ， 只能对

“故人”， 深情只以 “前缘” 为句读。

这是罗曼蒂克肥皂剧的二极管逻辑，

创作者及其创作对象都没办法面对更

复杂的人的感情和逻辑。

如果观看时不调度电视剧 《新白

娘子传奇》 和电影 《青蛇》 里与小青

有关的记忆， 《青蛇劫起》 的女主角

将是一幅过于简单且潦草的速写。 事

实上， “追光动画” 塑造的白蛇、 哪

吒和青蛇分享了一个特点 ， 他们都

严重依赖既往的文本和影视形象 ，

潜台词是 “她/他就是你们知道的那

个样子”， 把大同小异的情节挪到新

的时空里 。 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思路

本质上违背 “故事新编” 的精神， 至

少， 是创作者不能在旧的人物框架里

写出新的渴望和诉求。 背靠前人真的

好乘凉？

■本报记者 柳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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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随着终极预告释出， 电影

《我的父亲焦裕禄》 的公映进入了倒计时， 影片将于

本周五与全国观众见面。 该片根据焦裕禄女儿焦守云

的口述回忆改编创作， 由焦守云担任总监制， 范元执

导， 高满堂、 李唯编剧， 郭晓东、 丁柳元领衔主演。

对于今天的电影观众， 焦裕禄是个熟悉又陌生的

名字。 熟悉， 因为从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 1991 年版电影 《焦裕禄》， 再到后来的电

视剧、 戏剧等， 不同年代、 不同样式的文艺作品反复

讴歌过这位人民公仆鞠躬尽瘁的一生。 陌生， 很大程

度上因为， 在许多人心里， 焦裕禄更像是一座丰碑，

他为人子、 为人夫、 为人父的平凡一面 ， 很少被了

解 、 被感知。 因此， 《我的父亲焦裕禄 》 最大的看

点， 在于它呈现了子女至亲视角下一个更为温暖立体

的焦裕禄形象。

终极预告的开端，仍是观众熟悉的“味道”，以百姓

的声声殷切呼唤拉开序幕，一位和蔼可亲的“焦书记”

重返大银幕。 “一声焦书记，一世为公仆”，在兰考遭受

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焦裕禄带着党和

国家的嘱托来到了饥寒交迫的兰考人民身边。 他不忍

看见有百姓挨饿受苦， 一己担下了破格购买议价粮的

全部责任；他扛住了家人“不明白县委书记为什么这么

穷”的误解，一生清贫始终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他

咽下了接受组织调查时五味杂陈的苦楚，内心只有“让

兰考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不变初心。 “我们有决心和信

心战胜祸害我们几百年的三害”，漫天黄沙中焦书记对

百姓的坚定承诺，成为他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生无悔

付出甘做一辈子的“人民公仆”。

但终极预告的结尾， 却显示了该片不同以往的气

质。 “你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做个好人吗？ ”焦母的深切

教诲回荡在焦裕禄心头；而大雪纷飞中，焦母一脸不舍

地站在村口目送全家人离去， 已病入膏肓的焦裕禄明

白，这一别便是生死永隔，他向母亲郑重一跪叩谢养育

深恩。 画面中，母子间浓烈深厚的亲情羁绊呼之欲出。

在许多先睹为快的专家眼中， 用个人视角呈现一

位公众人物，是《我的父亲焦裕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

突破。影片既包含个人视角，又没有完全局限于纯个人

化的体验，而是放在亲情、友情、爱情的故事与人物关

系中展开，最大限度打开了能与大多数人共情的空间。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胡智锋评价：

“焦裕禄本人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在不同时代背景

下能够有不同的呈现角度和方式。 如果说上世纪 60

年代呈现的是好书记形象， 1990 年代呈现的是更有

社会意义的英雄形象， 那么 《我的父亲焦裕禄》 为观

众带来了一个更多元、 更丰富、 更饱满的 ‘人’ 的形

象， 能触及观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都市生活剧不该只是“痛点”与“爽点”的对决

同时期热播的《北辙南辕》《我在他乡挺好的》展现的生活呈现两极化，
也令口碑走向两个极端———

同为都市剧， 同是聚焦年轻女性

群体 ， 眼下热播的 《北辙南辕 》 与

《我在他乡挺好的》， 正构成一对有趣

的互文。 前者脚踩云端， 勾勒 “向往

的生活”： 主角住着大平层， 马场酒

局谈生意， 更有闺蜜借钱请你成为合

伙人， 精英帅气男性抛下工作与你谈

情说爱， 一举一动都是在为观众积累

“做梦的素材”。 而后者的四个主角则

干脆把异乡打拼年轻人的生活难题

“集齐了”： 网贷、 黑心中介、 大龄未

婚、 整容陷阱、 大城市通勤难、 职场

生育风险……可谓一集一 “哭点 ”，

“全程高能”。

当然， 由此导向出两部剧的口碑

热度也走向两个极端。 《北辙南辕》

高开低走 ， 尽管集结名导与大半个

演艺圈明星助阵， 却仅拿到 4.9 分的

评分 。 而没有一线演员加持的 《我

在他乡挺好的 》 低调开播 ， 却凭借

口口相传不仅获得 8.3 分的评分， 眼

下其百度指数更是前者的三倍多 。

互联网时代谈创作 ， 上至平台下至

自媒体人 ， 爱用 “爽点 ” “痛点 ”

来总结用户需求 。 在不少剧评人看

来 ， 《北辙南辕 》 与 《我在他乡挺

好的 》 恰好各执一端 ： 前者奔着观

众 “爽点 ” 而来 ， 后者则猛戳现实

“痛点”。

聚焦都市生活的影视作品， 赚走

共鸣眼泪的 “痛点 ”， 一定比提供幻

想素材的 “爽点 ” 更讨喜么 ？ 倒也

未必 。 《北辙南辕 》 在与 《我在他

乡挺好的》 的同场对决中铩羽而归，

与其说是“爽点”输了，不如说是傲慢

自负的创作态度输了。而对比过去常

年悬浮的荧屏都市生活，关注普通人

真实生活的 《我在他乡挺好的 》的确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用 “痛点 ” 赚

足眼泪过后， 创作者应当思考的是，

如何以主角的自我成长奋斗替代甜宠

爱情 ， 真正找到抚慰现实人心的 “励

志点”。

口碑热度的两极化印
证国剧观众的成长

遭遇未婚夫欺骗， “被小三” 的海

归女小雨告别北欧别墅， 又投奔到北京

奶奶的市中心两层洋房。 赋闲没两天，

就在堂妹的饭局里， 结识了演艺圈的广

告供应商， 没有简历没有面试， 仅凭好

酒量与高颜值便顺利入职。 此后， 她白

天赖床， 晚上赴宴， 一个外行人凭着几

句话谈成订单， 拿到不菲提成， 奢侈品

名牌服饰买到手软。 这是 《北辙南辕》

的开篇。

生日当天， 晶晶费尽力气挤进早高

峰的地铁， 在摩肩接踵中贴着车门， 戴

上耳机寻求片刻的安宁。 刚谈成订单回

到公司， 却遭到老板的无故辞退。 来不

及为自己伤感， 她又忙着帮闺蜜处理黑

中介的麻烦。 好不容易收拾停当， 来不

及享受闺蜜准备的生日宴， 一个神秘电

话让她从天桥一跃而下。 这是 《我在他

乡挺好的》 的开篇。

如若不是特别说明， 很难想象她们

都活在同一个北京———这是网友如是感

慨。 都说艺术来源生活， 高于生活。 满

足观众的 “爽点”， 展现优渥生活并无

不妥。

成功的都市剧里， 也有日剧 《半泽

直树》 这样走 “爽文” 路线赢得口碑的

先例。 它“爽” 在男主人公面对腐败的

银行系统 ， 秉持公义之心蚍蜉撼树的

执着 ， 最终能够团结善良之人对抗恶

势力 。 而 《北辙南辕 》 则将 “爽点 ”

异化为富人对于穷朋友的无逻辑的

“打赏 ”， 用购买力和酒肉交情解决问

题 。 于是观众只看到觥筹交错与打情

骂俏 ， 全然没有与收入地位相匹配的

智慧与能力 ； 只看见物质衡量的 “姐妹

情深 ”， 全然没有患难与共的真情流露。

因为丢失的钱包被追回 ， 女投行老板直

接 “打赏 ” 仅两面之缘的主妇一台高档

洗衣机 。 酒桌上见过一面的年轻女孩 ，

因为 “喜欢”， 甚至主动借钱拉其入伙做

“不会赔本的买卖 ”。 这样的情感逻辑 ，

难怪被网友吐槽是甜宠剧里 “霸道总裁”

换了性别。

可以说 ， 摒弃悬浮虚假的 《北辙南

辕》 选择 《我在他乡挺好的》， 直接印证

着国剧观众的成长———与其在悬浮剧里见

识好生活， 不如到 “接地气” 的普通人身

上寻找真实生活。

“痛”过之后，用什
么抚慰人心，激励前行？

在 《北辙南辕》 的衬托下， 《我

在他乡挺好的》赢得认可。但正如豆瓣

用户 “款款 KKD”所评论那样 ：“进步

了，但还没进到那一步。 ”播出过半，

《我在他乡挺好的》已包罗租房、通勤、

职场等都市异乡人几乎所有 “痛点”，

因而弹幕里是齐刷刷的“破防了”。 当

观众看到晶晶自杀时，会感慨“成年人

的崩溃只在一瞬间”。 可这些“痛点”似

乎只是在“罗列”生活的难，成为吸引观

众入局的“鱼饵”。 观众痛过哭过之后，

会发现这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情感剧，

甚至是情节散乱的悬疑剧。 业内人士

直言，“痛点”不该成为“接地气”的手

段。 观众期待着创作者去挖掘痛点背

后的共性与深层原因， 抛出更深刻的

议题。 与此同时，创作者需要思考，面

对挫折， 如何给予观众在现实生活勇

敢前行的动力。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

此前播出的 《她们创业的那些事儿》之

中。 播出前几集，将遭遇“职场霸凌”女

性的现实境遇与心理状态描绘得细致

入微。可被女高层赏识，获邀双双辞职

创业的戏码还没“热血”一阵，就回到

了谈情说爱为主， 职场打拼为辅的创

作窠臼。 难怪网友吐槽：“她们创业路

上的那些事就是莫名其妙的爱情。 ”

展现“痛点”更不是为了“炮制负

能量”。去年的话题剧《三十而已》同样

戳中育儿焦虑、 全职主妇个体价值等

中等收入家庭的“痛点”。可看完剧集，

观众非但没能找到应对生活的从容与

勇气，反而收获焦虑与茫然。社会热点

虽被“同步”到影视剧集中，但更多微

观个体的复杂情感与选择被遮蔽在更

具话题性的狗血情感里。

“成年人的崩溃是一瞬间，可是大

多数人不都是崩溃之后继续站起来，

迎接新的崩溃吗？”网友“莱克尔博德”

道出了症结所在。 就 《我在他乡挺好

的》已播出内容来看，剧中的年轻人在

困难面前似乎显得有些脆弱， 而危机

的解除又显得轻巧。 什么时候影视剧

主角面对裁员风险， 不是通过暗恋自

己的上司“英雄救美”，而是通过工作

实绩自我救赎；面对大龄催婚，不是期

待“富二代”小男友从天而降，而是自

信独立、从容老去，或许才是展现“痛

点” 的最终目的所在———塑造一个真

实可信，更可以对标努力的正面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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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我的父亲焦裕禄》 剧照。

《白蛇 2： 青蛇劫起》 剧照。

一个光鲜亮丽在马背上谈生意， 一个素面朝

天在早高峰的地铁里过生日 ， 《北辙南辕 》 与

《我在他乡挺好的 》 展现的北漂生活在炮制 “爽

点” 与集中 “痛点” 上走向两个极端。

茛《北辙南辕》剧照。 荩《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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