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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影视

《镜 ·双城》是2022年首部S+级别IP

改编剧作。虽然具有奇幻色彩，但其王

朝更迭的时代背景、长袖束发的造型设

计，唯美浪漫的场地布景、青春靓丽的演

员选角，都让它隶属于“古装偶像剧”的

范畴之内。“古偶”向来是影视市场中最

具热度的题材类型，与主体受众精准对

接，数据底盘庞大，加之近年来“古偶”头

部IP影视化进程加速，原著的粉丝基础

也为影视作品贡献着天然的话题度。

《镜 ·双城》首播当日播放量即破亿，

可见观众对其期待值颇高，但是随着剧

集的演绎，直至收官，该剧的热度却持续

下跌，网络口碑也有所下滑。分析改编

前后，笔者认为对原著中诸多家国思想

和磨难历程、冲突视角和反抗理念进行

删节，只留存爱情这一条单线，是《镜 ·双

城》改编剧未能充分吸引观众的重要原

因之一。

削弱家国矛盾主
线，剧情变得单薄

《镜 ·双城》改编自网络文学作家沧

月的长篇奇幻小说《镜》系列，故事中空

桑国因内政腐朽、冰族入侵而亡国，十万

遗民被迫沉睡于无色城，太子真岚与太

子妃白璎意图复国，鲛人一族也因海皇

苏摩的出现而燃起重返自由的希望，三

个族群之间的恩怨纠葛使云荒大陆陷入

裂变。影视剧对原著进行了较大改动，

将感情基调从凄婉哀伤调为轻快阳光，

将男主苏摩的人设从“花无缺”变为“小

鱼儿”，删除了献祭、车裂、傀儡、巫术等

暗黑元素。

如果以上处理尚可说是在影视化的

正常考量下所做出的决定，那么改编过

程中对原著核心矛盾的架空，以及由此

带来的叙事逻辑和权谋情节的弱化，却

让观众难以用“常理”度之。原著中冰族

覆灭空桑后，延续了对鲛人的奴役，悲惨

的族群历史让男主苏摩心中充满敌对情

绪，也让他与空桑白璎的无望之爱具备

了动人之处。影视剧则“大笔一挥”，“取

消”了鲛人一族七千年的血泪史，改为反

派空桑青王违背“律法”的个体行为。这

让横亘在人物之间的国仇家恨骤然消

失，原有的冲突关系不再。虽然仍在具

体话语层面沿用“七千年恩怨”这一表

述，实际上不过是“一百年前”短暂的一

段阴谋。难以自洽的逻辑使剧情推进乏

力，于是影视剧增加了抢夺海魂珠、安置

黑曜石、寻找辟水珠、制作避光珠、偷取

玄黄经等情节，将复调式叙事变为单线

推进的任务驱动型叙事。去除了结构的

复杂性，简单的点式矛盾成为触发“副

本”类情节的动力源，“自作聪明的反派

人物”与“自作主张的正派人物”以概念

化的行为填充了空余剧情，由此引发观

众对于情节枯燥乏味、叙事节奏缓慢的

不满。

仅以爱情为名，动
机显得突兀

原著《镜》系列以少女那笙的外部视

角呈现云荒大陆的力量格局，展现了“桃

源”与“地狱”的间隔、“绝色”之下的悲

鸣、“以战止战”的勇气与绝望、苍茫大地

上的权力纷争与复杂人性。以人物的艰

难选择叩问个体梦想与家国责任之间的

关系，以群像塑造问询多元立场下跨越

视野的方法，以族群前史探讨“冤冤相

报”的民族仇恨如何停止循环，以现实境

遇质疑“拯救”的理想色彩。而这些原著

中有关自由、反抗、家国的议题，均在影

视剧中轻盈掠过，聚合为“爱情”一词。

《镜 ·双城》对于剧情详略的重置使

人物的感情线索得以明晰、延伸，但情感

因素的增量也让人物的行为动机略显漂

浮，人均“恋爱达人”：苏摹（原著为苏摩）

允准部族合作的原因不再出于战略的考

量，而是为了白璎能够“如愿”，其心愿也

从“自由”变为“带白璎回碧落海”；那笙

因为喜欢鲛人炎汐才决定帮助空海联

盟，而非对苍生的怜悯；只有受到定情信

物感召，沉眠的白璎才能立即苏醒；苏摹

使用禁术后，获取的既是力量，也是表白

的勇气；真岚太子不顾家国，对白璎说出

“你最重要”，海皇苏摹则反驳属下“连自

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又怎么能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海皇呢？”配角在箭雨

中守城，男女主在塔上谈情说爱；漫天风

隼袭城，室内却上演“两男争救一女”的

戏份。广阔的外部场景与局促的内部场

景形成了鲜明对比，恰好在视听语言上

直指主角人设的更改与局限。

事业线的平缓衬托了感情线的陡峭

之感，仿佛在几个套路的“组合拳”中，

“爱情”便得到了确认。英雄救美时的公

主抱、口吸毒液，共处时的赏星空、赏烟

花、游灯会、交换信物，以“误会”“争吵”

“解释”“保护”为主题的情节套路反复排

列组合，仿佛一套程序化的恋爱公式。

虽然大众视野下的情爱逻辑尚未失效，

“古偶”仍以罗曼蒂克式的故事为有效供

给，原著中的言情部分也是作品最出彩

的记忆点之一，但此类模板化的“平整工

艺”，不免让人物情感模式流于俗套。国

族立场下，人物关系本应显露出宿命般

的隔绝与依偎，而经由影视化的淘洗，克

制、守护、救赎等意味逐一流失，变为“美

强惨”男主“以命换心”、深情男二“求而

不得”的经典搭配。

视听重心被放置于男女主表达“思

念”“关心”的独白、对话、凝视等场景

上，但其“虐恋”的逻辑却有待考量，于

是便产生了“话中满是‘子民’，眼中满

是‘爱情’”的割裂之感。当观众不再被

叙事内容所吸引，便会对叙事形式提

出更高的要求，演员的声台形表、特

效、滤镜、剪辑等制作品质上的附加条

件顿成负面评价的其他诱因。遗憾的

是，影视剧《镜 · 双城》在这些方面均表

现欠佳，樱花、烟花、镜湖等特效略显失

真，“滤镜磨皮过度”“配音不贴脸”

“BGM比主角更深情”等相关词条发酵

为舆论热点。

IP 时代的古偶剧
何去何从？

与同期热剧“对撞”并不是《镜 · 双

城》未能博得观众青睐的原因，饶是被

称为“开年爆剧”的《开端》也不免在其

剧情节奏和现实性上引发争议。影视

市场的饱和，让观众对于叙事逻辑、节

奏的要求水涨船高，而剧方制作的精良

与否，观众心中也自有评判。虽然《镜 ·

双城》在影视处理上也存在着简明直入

等优点，但是主体叙事的悬浮与情感发

展的套路化，让它不免在大众讨论现场

失利。粉丝“控评”所营造的火热氛围

背后，是对《镜 ·双城》的集体“吐槽”。

区别于当代生活框架内的现代偶像

剧，附着诗意、绚烂之美，受文化资源加

持的“古偶”本应有更为充盈的表现空

间，但近年来的“古偶”却走向了式微，诸

多平台S+级别的古偶类项目纷纷遇冷，

“高成本”“大制作”与当红艺人的组合不

仅未能交出与宣传声势相符的答卷，反

而消磨了观众对于“S+”的期待，如《月上

重火》《遇龙》《千古玦尘》《君九龄》等知

名IP改编剧均未收获与制作成本、大众

心理预期相匹配的成绩。敷衍之下，何

谈细节？网友对于《镜 ·双城》“虚弱而又

虚张声势”的评价并非个例，影视市场上

频繁的工业流水线式作业，使一系列IP

改编作品虽然题材各异，却面貌相似，剧

方匮乏的爱情想象难以对接当下审美升

级的观众，一场又一场的“工业爱情”引

发了观众更为严重的审美疲劳。

在古偶剧的影视发展脉络中回溯，

2021年的《周生如故》《御赐小仵作》，

2020年的《琉璃》，2019年的《东宫》《锦

衣之下》等口碑优良的影视作品，无一不

注重逻辑链的维护，重点把控剧本，对叙

事内容精益求精，凭借情节、人物性格上

的细节设置多次“破圈”。正是以“文艺

作品”而非“商业作品”为自身定位的影

视开发，拓展了原有IP的价值空间，也

助力着影视生态的正向循环。

《镜 ·双城》只是2022年古偶类IP改

编剧的开端，还有一系列知名IP正处于

开发状态，例如沧月的《朱颜》、九鹭非香

的《护心》、倾泠月的《且试天下》、星零的

《帝皇书》、关心则乱的《星汉灿烂，幸甚

至哉》，它们的影视改编作品将为“古偶”

市场回温，还是为“古偶”的“寒冬期”延

长时限，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分别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片场，刘丹营造着惊悚的气场。
她演一名痛失爱女而试图报复社会的
母亲，穿戴异常齐整、头发梳得一丝不
苟，走起路来旁若无人，整个剧组无人
敢上前同她言语。

如此寂寥的片场，演员宁理也曾经
历。他演一个连环杀手：一身破棉袄，
嘴角浮着一抹自己都感到后怕的笑，一
场戏下来，剧组里的年轻演员从此躲着
他走。

用极致的方式，他们进入这些极端
的角色，熬出《开端》里的“锅姨”陶映
红，《无证之罪》中的杀手李丰田。表演

渗出八九分可恨甚至可怖，角色匀出一两
分可怜，他们演绎的“恶”是一条长长的坡
道，每一步的滑坡都在警示芸芸众生尚未
意识到或无意间承认的一部分自身。

没有被浪费的演技

恶有恶的脸谱，极端角色挑战的是
对恶的想象力。疯狂和偏执往往是这类
角色的外在表现。但真正的恐惧在于，
他们的疯癫行为并非源于精神上的错
乱，而是一个普通人对人性之恶的放纵。

在网端，李丰田和陶映红被称作继

“童年阴影”安嘉和之后的“成年阴影”，
这是年轻观众对他们演技的最高褒
奖。某种程度上，他们演出的可恨、可
怖超出观众对坏人的想象。他们这么
坏，可他们又那么普通。

宁理和刘丹看重对“普通”的演绎。
李丰田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手，但他不
酷也不威猛，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放在人
群中，不具辨识度。他的恶源自兽性，一
种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动物性，一句
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激发这种至恶。

拿捏这种动物性，宁理用的是寸劲
儿。有一场砸人的戏，他设计了一个细

节，砸完，李丰田用锦旗擦了擦手上的血，
像一个普通人干完活脏了手会做的那
样。还有一场戏，他抽掉了过滤嘴里的棉
絮，反叼在嘴里，点着过滤嘴剩下的纸。火
苗燎着了胡子，黑暗里，他面目狰狞。

锦旗拭血、反向抽烟，这种寸劲儿
让李丰田区别于大部分国产影视剧中
工具化的杀手。他至恶，作恶于他是日
常生活。宁理演绎的至恶没有被刻意
夸大、戏剧化，而是潜伏在日常，不动声
色、毛骨悚然。

塑造陶映红的时候，刘丹没有想过
惊悚的方向。相反，她想给观众呈现一
个有偏颇想法的普通人。在决定赴死
的戏里，陶映红一改在嘉林生活时的蓬
头垢面，穿上昔日做化学老师时的衣
服，还擦了些口红。这是刘丹的设计。
观众眼里，炸车是陶映红最疯狂的时
刻，但刘丹为角色保留了普通人的切面
——留给世界的最后一面，陶映红希望
是曾引以为傲的教师身份，在体面和尊
严中终结。

陶映红坏得让人咬牙切齿，但刘丹
演得收敛，甚至没有为角色设计表现疯
狂的细节。她演的是一个普通人在人
生晦暗时刻的失足。可恨让这个角色
出圈，可怜是这个角色的深刻所在。刘
丹把角色拉回普通人的框架：在这条滑
向至恶的坡道，陶映红曾作为一个高尚
的普通人、一个可怜的普通人，是如何
骄傲又绝望地存在过。

我们如何凝视深渊

人性本是善恶的共存。《蝙蝠侠：黑
暗骑士》里，希斯 ·莱杰演的小丑对蝙蝠

侠说：“你的存在让我觉得人生完整。”
小丑是深藏在人们心底的隐秘。

李丰田的出场戏，剧本写的是有人藏在
沙发后边看他打人。宁理拿了个柚子
代替人的脑袋，抄起烟灰缸砸了十多
下，脸上倏地浮起一抹笑。

这抹笑，未经设计，是宁理完全进
入角色后的无意识流露，他回看，脊背
发凉。

失控是兽性的表现，但失控却不是
杀手的专属。寻找这种情绪共鸣时，宁
理想到开车时遇到不守规矩的司机——
“路怒”如此轻易地就被点燃，戾气在膨
胀，失控就在一瞬，下车将对方一顿暴
揍的念头在脑子里闪过。西班牙电影
《蛮荒故事》中有一个单元，讲的就是两
个互相别车的司机，将微小的戾气一点
点积累，最后演变成双焚的极端局面。
平静生活下，火山在涌动。李丰田的瘆
人之处就在于，当恶不受制约，当作恶
变得像家常便饭一般，他的危险带来的
巨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就是
观众的心理阴影，更是预警——法律
和道德的链条是否拴住了蠢蠢欲动的
兽性？

最富情感的地方，一定有最难言的
际遇。

陶映红聚集了观众所有的情感。
这个人物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化学
老师，她给予世界所有的善意，但自己
却被拉入深渊。女儿死了，死后遭遇网
暴。她无法理解，因此陷入偏执；她失
去了同世界的联结，选择同归于尽的方
式解决问题。说不清谁是压垮她的最
后一根稻草。

与现实的关联给予了这个角色被

广泛讨论的价值。追剧的人痛恨陶映
红的滑坡，痛恨极端选择背后，对法律
的无视，对生命的毫无敬畏。同样，借
着这个角色，我们得以凝视深渊：网暴
无休无止，良善的人是如何将世界拱手
相让？群体的恶意究竟会催生出怎样
的恶果？我们是否对自己可能催化恶
行的言行有所察觉？

演绎出人性的余味

角色和演技的相互成就，是作为演
员的幸运。

李丰田和陶映红没有浪费宁理和
刘丹的演技，宁理和刘丹也没有辜负这
两个角色。社交网站流传着他们的高
光片段、封神时刻，年轻人管他们叫“丰
叔”和“锅姨”，打趣他们各自承包了国
产剧男女此类角色的天花板。宁理和
刘丹中年爆红，他们的前作、经历被反
复传播，他们的名字与实力派相依。

红的是角色，熬的是演员。
他们对角色的理解，亦是对人性的

凝视，渗在每一帧的表演中，让至恶有
了具体的影像；他们对角色的表达，渗
出可恨、可怖，也漫着人性复杂的余
味。在他们的演绎下，极端角色不再是
邪恶的符号，推动剧情的工具，而是给
予观众自省吾身的契机——自问这些
人性中至暗的隐秘是否存在？是越发
式微还是愈演愈烈？而在我们承认人
性之恶无可规避时，又将如何保护那些
奋起的希望，如何安抚那些破碎的心
灵，如何鼓励人性的善良？

通过这些角色，我们看到的是与恶
的距离。

让古装偶像剧陷入寒冬的是什么
——评日前收官的《镜 ·双城》

李玮 邢晨

他们用极致表演提醒我们与深渊的距离
苏展

观点提要

区别于当代生活框架内的现代偶像剧，附着诗
意、绚烂之美，受文化资源加持的“古偶”本应有更为
充盈的表现空间，但近年来的“古偶”却走向了式微，
诸多平台S+级别的古偶类项目纷纷遇冷。网友对
于《镜 ·双城》“虚弱而又虚张声势”的评价并非个例，
影视市场上频繁的工业流水线式作业，使一系列IP

改编作品虽然题材各异，却面貌相似，剧方匮乏的爱
情想象难以对接当下审美升级的观众，一场又一场
的“工业爱情”引发了观众更为严重的审美疲劳。

 塑造《开端》里的

“锅姨”陶映红时，刘丹没

有想过惊悚的方向。相

反，她想给观众呈现一个

有偏颇想法的普通人。

在决定赴死的戏里，陶映

红一改在嘉林生活时的

蓬头垢面，穿上昔日做化

学老师时的衣服，还擦了

些口红。这是刘丹的设

计。观众眼里，炸车是陶

映红最疯狂的时刻，但刘

丹为角色保留了普通人

的切面——留给世界的

最后一面，陶映红希望是

曾引以为傲的教师身份，

在体面和尊严中终结

▲ 李易峰在《镜 ·双城》中饰演苏摹/纯煌

 陈钰琪在《镜 ·双城》中饰演白璎/白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