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有徐克和周星驰双重挂名保险、
用公路片模式再现取经故事的 《西游

伏妖篇》 （以下简称 《伏妖篇》）， 从

预期上来说， 本是今年春节档影片中

最值得期待的一部。
中国人对于古代文学 “四大名著”

的熟稔程度和实打实的情感喜爱， 构成

了多屏故事一再改编的雄厚观众基础。
其中， 《西游记》 显然得到最多次数的

各类改编。 一方面要拜吴承恩原著故事

的精彩跌宕所赐， 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

则是当前电影特效技术对于奇观画面的

刻意追求， 各种计算机辅助动画特效与

品类繁盛的神仙/妖魔/鬼怪/乱力构成异

样的匹配关系。 而当这些从 《西游记》
改编而出的影像故事和人物形象， 绵延

进入现代人们的时空坐标， 不仅在故事

基底上构画着关于古代的想象， 甚至构

成了某种特殊时间段或者节庆到来前的

影像标志， 在近年以来的电影院大银幕

上形成了年年有贺岁， 贺岁主打靠 “西
游” 的春节档电影特征。

观 众 对 《伏 妖 篇 》 的 期 望 之 深 ，
从该片在网络上的预售票房刷新纪录

可见一斑。 同样， 制作方与发行方为

该片签下金额迄 今 最 高 的 保 底 协 议 ，
也可见出对影片的盈利心愿之大。

但 是 ， 当 徐 克 的 邪 典 暗 黑 鬼 魅

风 格 撞 上 周 星 驰 的 全 盘 搞 笑 消 解 ，
很 奇 怪 的 ， 没 有 激 发 出 一 加 一 大 于

二 的 成 功 化 合 反 应 ， 反 而 像 一 杯 不

能 顺 利 融 合 的 冲 调 饮 品 ， 固 体 归 固

体 ， 比 如 取 经 四 人 一 旦 开 口 就 是 生

硬 搞 笑 的 “大 话 风 格 ” 无 厘 头 ； 液

体 归 液 体 ， 比 如 各 桥 段 的 画 面 与 特

效 ， 在烂漫铺张 中 极 尽 渲 染 与 飘 摇 。
影 片 中 满 满 当 当 都 是 竭 尽 全 力 的 复

杂 化 充 塞 ， 观 众 却 没 有 办 法 让 自 己

融入感动 ， 没有 办 法 像 喜 爱 “西 游 ”
原著那样欢喜这 部 “伏 妖 ”。 这 也 说

明 ， “西 游 ” 虽 然 是 华 语 电 影 古 装

改 编 首 选 的 超 级 热 门 大 IP， 然 而 想

要 凭 借 “故 事 新 编 ” 获 得 票 房 与 口

碑双赢其实并不容易 。

由于疏离了原著经典
中的文化谱系 ， 《伏妖
篇 》 在物象画面上获得
了没有辖约的癫狂自由

《伏 妖 篇 》 在 核 心 呈 现 中 表 现

出 的 问 题 ， 比 如 人 物 间 情 感 逻 辑 乏

力 ， 人 物 行 动 和 环 境 背 景 之 间 的 关

系失之模糊 ， 情 节 零 零 落 落 片 断 化 ，
不 能 如 片 中 重 金 建 模 出 的 奇 丽 缤 纷

画 面 一 样 流 畅 紧 凑 等 ， 其 实 是 古 代

经 典 在 现 代 改 编 中 的 普 遍 遭 遇 ， 其

中 的 关 键 症 结 就 是 古 代 典 籍 内 的 自

有 谱 系 ， 在 影 像 改 编 中 经 受 了 粉 碎

性的摧毁和虚拟再造 。
对 于 《 伏 妖 篇 》 的 改 编 来 说 ，

西 游 原 著 中 最 根 本 的 逻 辑 和 常 情 民

俗 几 乎 被 抽 空 ， 替 换 为 周 星 驰 在

“大话西游 ” 系 列 里 建 构 的 徒 劳 爱 情

故 事 。 原 著 师 徒 关 系 中 的 正 典 塑 造

被 完 全 颠 覆 ， 刻 意 夸 大 每 个 人 物 身

上 的 脆 弱 创 伤 ， 同 时 减 恩 情 、 增 仇

怨 ， 激化师徒 四 人 之 间 的 相 互 矛 盾 ，
让 一 路 向 西 的 协 同 共 情 关 系 改 变 为

时时自危的互相提防 。
由于疏 离 了 原 著 经 典 中 的 文 化

谱 系 ， 《伏 妖 篇 》 在 物 象 画 面 上 获

得 了 没 有 辖 约 的 癫 狂自由 。 徐 、 周

二人的个性风格在此次影像合作中都

不做保 留 地 各 显 神 通 ， 也 意 味 着 彼

此 声 气 不 通 约 、 不 和 谐 。 开 篇 的 杂

耍 画 面 ， 中 场 部 分 的 比 丘 国 景 象 ，
前 者 表 现 出 徐 克 对 于 畸 形 怪 异 的 造

型 习 惯 ， 后 者 的 斑 驳 阑 珊 更 像 是 迪

士 尼 城 池 与 宫 崎 骏 动 漫 的 混 搭 。 色

彩 确 实 斑 斓 ， 造 型 确 实 特 异 ， 然 而

与 西 游 人 物 们 的 关 系 何 在 ？ 那 些 飘

在 宫 殿 上 的 充 气 人 偶 ， 胡 桃 夹 子 般

的 形 象 乱 入 ， 一 俟 进 入 具 体 情 节 后

统 统 消 隐 不 见 ， 除 了 一 次 引 燃 欢 迎

气 氛 之 后 ， 就 再 也 无 以 为 继 ， 成 为

又一批脱离原有谱系后的断头线索 。
之后， 终场环节的金光普照与机

械降神 ， 不仅 是 强 推 的 高 潮 与 终 结 ，
更因袭了周星驰电影的习见结尾。 这

个结场画面内的水斗特效与孙悟空幻

化为火炭人的 计 算 机 辅 助 动 画 形 象 ，
同样缺乏影像叙事的因果铺垫， 再加

上此前师徒人物和各色妖魔在基本动

力逻辑上远离了原有的神话谱系， 遍

布打斗与搞笑的叙事部分里又没有足

够的戏份说明如来佛祖即将施法降临

的 因 果 路 径 ， 因 此 在 电 影 终 结 的 时

刻， 又不得不借助人物语言来宣布九

宫的真身妖相。 另一个是暴力方面从

头至尾的滥打滥杀， 血洗河口村的残

酷 刺 激 在 解 释 中 有 了 充 分 合 理 的 理

由 ， 反 正 是 演 戏 给 敌 手 看 ， 幻 相 而

已 ； 同时在女 性 角 色 的 情 色 展 现 上 ，
蜘 蛛 精 可 以 被 八 戒 合 理 侮 弄 ， 白 骨

精 可 以 在 男 性 视 野 中 起 舞 、 沐 浴 ，
即 便 是 比 丘 国 宫 内 的 一 干 老 丑 嫔 妃

们 ， 也 因 此 再 度 沦 为 调 笑 两 性 关 系

的 老 梗 周 氏 话 题 。 对 此 还 不 能 批 评

他 们 演 得 过 于 造 作 ， 因 为 本 来 就 是

在 “演 ” 而 已 。

周 、 徐二人联手打
乱了西游原型故事的时
空顺序和情感逻辑 ， 却
没有把一部古典章回小
说真正转变为电影化的
影像叙事

固然， 对经典故事的翻新改编向

来是电影制作的最大源泉与自由。 然

而， 将原著典籍谱系进行碎片化处理

后的升级手段， 应该是成功转化的视

听电影化语言 ， 而 在 《伏 妖 篇 》 中 ，
周、 徐二人的联手改编只迈出了第一

步， 打乱西游原型故事的时空顺序和

情感逻辑， 将西游原著的神魔谱系碎

片化， 却迟迟没有完成视听转化， 没

有把一部古典章回小说转变为真正电

影化的影像叙事， 尤其是在关键性的

“将计就计 /佯狂演戏 ” 情节转折上没

有达到影像叙事的最基本要求———即

“首先要让观众看见”。
唐僧揭秘孙悟空早已发现小善伪

装这一关键转折， 在片中其实是不可

见的。 虽然在造景环节上， 影片给西

游故事脑补了多次动态画面连续展现，
然而一旦涉及必须融合电影化手段才

能综合抵达的叙事高潮与关键， 却又

不得不依 靠 人 物 语 言 进 行 重 复 讲 述 ，
仍然返回最没有技术含量的说书人语

言手段， 而不是现代电影的画面叙事。
影片始终回避了孙悟空火眼金睛的

主观镜头， 几乎没有画面去揭示孙悟空

如何识破的妖怪， 也就没有给予观众们

发现真相的契机， 更没有贡献出一部

经典改编中本该最具新创的诗意表达。
相反， 影片多次表现孙悟空使用常规

妖怪鉴别办法的失败， 并让观众对此

产生主观视线上的融合： 比如照妖镜，
失效； 假装无意间割破小善皮肤， 滴

血上镜面， 失效； 打杀其一家老小也

没有化现出原形， 失效……所有这些

画面都是古装玄幻电影中的常规手法，
周星驰坚持了他一以贯之的嘲讽与解

构， 以此构建喜剧的笑点， 最后以唐

僧对九宫真人的反问来揭示真相并促

成情节上的峰回路转。
然而问题是， 这些常规手法深深地

植根在各种古代典籍形成的文化谱系

中， 当电影改编割裂谱系、 调侃陈规以

获得创新性的表达时， 想要完成关键情

节转折仅靠一句事后自证聪明的台词显

然过于仓促， 显然是不够的， 需要后续

的当代智慧加以续接， 也就是针对唐僧

的反问加以追问： 对啊， 孙悟空的火眼

金睛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当代电影工业化进
程中 ， 追求技术特效的
脚步如何与中国故事创
新讲述的能力共同进步

徐克和周星驰在 《伏妖篇》 末尾

继续联手出演了彩蛋， 扮成影院清洁

工人催促观众散场： “不是大片， 没

有彩蛋。 如果是大片， 怎么会没彩蛋？
因 为 不 是 大 片 ， 所 以 没 有 彩 蛋……”

观众们期望炽烈却没有得以满足， 慕

盛名而来却不敢相信就这样草草完结，
面对流连不肯离场的影迷们， 两人的

饶舌讥讽更像是连续的自嘲， 他们在

彩蛋中主诉的自我背反逻辑其实正是

电影 《伏妖篇》 的写照， 也是影片在

断离了 原 著 谱 系 后 无 法 自 救 的 悖 谬 ：
一面是极尽能事的视觉刺激， 一面非

常空缺实情与真理。
应该说， 近年来， 对经典丰富乃

至芜杂的改编表现出一个耐人寻味也

值得喜悦的现象： 来自本民族的古典

文化传承在当前影像创作中正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问题也随之

而来： 电影工业化进程中， 追求技术

特效的脚步如何与中国故事创新讲述

的能力共同进步？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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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文化面临崭新的传承发展机遇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见》）， 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

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 其重

要意义不言而喻。
近代 以 来 ， 中国发展是在中西文

化冲突 、 交汇 、 融合的过程中曲折前

行 。 如何看待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个 一 直 受 到 关 注 的 重

大 命 题 ， 无 论 在 理 论 或 实 践 上 莫 不

如 是 。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 建设 、 改革

的伟大实践中 ， 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 党的十八

大以来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一系列富

有成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的工作 ， 有力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凝聚力 、 影响力和创造力 。 去年

年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

神血脉， 既需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
也需要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

论述和观点成为 《意见 》 的核心内容

和思想 。 正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变奏和丰富

实践 ， 《意见 》 高屋建瓴地指出 ： 中

华文化源远流长、 灿烂辉煌，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 ，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 ，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 发展壮大

的丰厚滋养 ，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

根的文化沃土 ， 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

出优势 。 这些判断从整体上揭示了中

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意 见 》 提 出 的 三 个 “ 迫 切 需

要 ” 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 一是 ， 迫切

需要深化对中华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

识 ， 进 一 步 增 强 文 化 自 觉 和 文 化 自

信 。 文化自觉就是对国家和民族历史

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觉醒 ， 及

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重

要性的认识 ；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95 周 年 大 会 讲 话 中 指

出 ，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 、 理 论 自 信 、 制 度 自 信 、 文 化 自

信 。 文 化 自 信 ， 是 更 基 础 、 更 广 泛 、
更深厚的自信 。

有 了 文 化 的 自 觉 方 有 文 化 的 自

信 ， 当下某些人还有一股盲目崇洋的

思 想 ， 因 此 丢 失 了 文 化 自 信 。 也 因

此 ， 《意见 》 提出了第二个 “迫切需

要 ” 即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价值内涵 ， 进一步激发中华传

统优秀文化的生机和活力 。 不能不承

认 ， 提到传统文化 ， 一些人会把它们

等同于故纸堆和博物馆文化 ， 把它们

更多地看成是凝固的历史 ， 对它们在

当 代 生 活 中 的 意 义 和 作 用 认 识 不 足 、
挖掘不够 ， 传统文化的生机得不到培

育 、 活力得不到张扬 ， 创造性地转化

和创新性的发展做得不够 。 第三 ， 就

是迫切需要加强政策支持 ， 着力构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 。 可

以认为这是 《意见 》 中最为重要的带

有 顶 层 设 计 和 可 操 作 性 的 一 项 长 期

“工 程 ” 性 的 系 统 部 署 。 这 一 传 承 发

展体系有着鲜明的创新特点 ， 构建了

从 深 刻 阐 发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精 髓 、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基础性工作 ， 到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

终 ， 再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

艺创作 ， 最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

润生产和生活整体性布局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

念 、 中华传统美德 、 中华人文精神仍

然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来提炼总结 ， 这

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 只有这项工

作做好了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才有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要加强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 使中

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

文化相适应 、 同现代社会相协调 ， 把

跨越时空、 超越国界、 富有永恒魅力、
具 有 当 代 价 值 的 文 化 精 神 弘 扬 起 来 ，
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 ， 让中华文

化 同 各 国 人 民 创 造 的 多 彩 文 化 一 道 ，
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在我们的整体性教育体系中 ，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虽然不

断取得新的成果 ， 但总体上看 ， 还存

在 某 些 不 足 ， 尚 有 可 以 提 高 的 地 方 。
《意见》 中首次出现的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 化 “贯 穿 国 民 教 育 始 终 ” 的 提 法 ，

明确了国民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的重要性 。 目前国民教育体系正

在探索形成稳定、 系统、 有效的做法，
比如我们正努力形成系统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教材和课程体系 。 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诸多内容在教育体系暂

付阙如 ， 找准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地

位 ， 也正引起越来越多的思考 。 《意

见 》 还指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生产和生活 。 提出加强国民的礼仪

教育 ， 加大对国家重要礼仪的普及教

育与宣传力度 ， 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

时代价值 ， 树立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

的良好形象 。 不得不承认 ， 我们这些

年对规范性的礼仪在教育和传承上有

所缺失 。 而礼仪是文化向文明转化的

重要步骤 ， 也是民族整体素养表现的

重 要 方 面 。 包 括 习 俗 、 礼 仪 、 礼 节 、
礼貌 、 服饰 、 服装 、 言行 、 举止等都

需要形成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的系统性规范 ， 成为全社会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
《意 见 》 另 一 大 亮 点 是 要 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滋 养 文 艺 创 作 ， 把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内 涵 更 好 更 多 地 融

入 生 产 生 活 各 方 面 。 提 出 要 善 于 从

传 统 资 源 中 寻 找 题 材 、 灵 感 和 养 分 ，
推出一大批底蕴深厚 、 涵育人心的优

秀 文 艺 作 品 。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源 远 流

长 ， 几乎每一个时代都创造出驻留历

史的伟大作品 。 近代以来西方大量文

艺样式进入中国 ， 几代文艺家在吸收

借鉴的同时也铸就了新的辉煌 ， 比如

新 诗 、 现 代 小 说 、 话 剧 、 电 影 、 歌

剧 、 芭蕾 、 交响乐 、 油画等都留下了

借 鉴 国 外 又 进 行 民 族 创 造 的 经 典 之

作 。 这 些 作 品 的 成 功 无 不 是 融 入 了

民 族 伟 大 的 生 活 和 传 统 的 精 神 。 面

对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的 伟 大 时 代 ， 我 们

期 待 更 多 波 澜 壮 阔 具 有 中 国 气 派 和

民 族 精 神 的 伟 大 作 品 的 出 现 。
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 智慧、

气度和神韵 ， 是中华文明薪火不绝的

重要基石 ， 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 今天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 ，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 教

授、 博导）

黄昌勇

当代影像如何处理古代典籍谱系？
——— 从电影 《西游伏妖篇》 说起

杨俊蕾

——— 从三个 “迫切需要” 看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六小龄童版 “孙悟空” （左图）， 吴亦凡版 “唐僧” （右上）， 周星驰版 “至尊宝” （右下） 的

形象变化， 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不同年代对西游记人物的理解。
如果 《西游记》 中的唐僧和孙悟空有 “标准像”， 那么央视 1986 年版电视剧中的造型， 或许兼

容性最强。 随着 “西游” 题材在 30 年中成为华语电影古装改编首选， 《大话西游》 《西游》 《西游

记之大闹天宫》 《西游记之齐天大圣》 等系列的出现， “孙悟空” “唐僧” 的造型也一变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