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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春刀》的秀与锈：
一部谍影重重式的武侠片

沉寂多年的武侠题材缺少“现象级”作品

沉寂多年的武侠片凭一把 “绣春

刀”再露锋芒。延续2014年第一部不错

的口碑，眼下《绣春刀·修罗战场》集结

张震、张译、雷佳音等演员，上映不到

一周， 在不少电影网站的口碑评分破

8，票房逼近2亿元。
昔日飞檐走壁、 快意恩仇的江湖

侠士，成为影片中随历史沉浮，无法左

右命运的悲情小人物。遭朋友背叛、爱
而不得、为名利所困，主人公的失落与

挣扎让当下的普通人也能找到感情投

射。一板一眼的打斗戏码，在特效特技

满屏飞的玄幻作品中独树一帜。 综上

种种，作为原创电影，“绣春刀”系列在

充斥天价改编网络文学的影视市场更

显难得。
不过，在感受到新意之余，观众也

有不满足。不见了潇洒多情、劫富济贫

的“侠盗”楚留香，嬉笑怒骂也热血激

扬的黄飞鸿， 豪迈不乏柔情的东方不

败，叛逆不失可爱的玉娇龙，在《绣春

刀·修罗战场》中，人物有个性但仍欠

丰满，也直接导致《绣春刀》难以成为

《新龙门客栈》《卧虎藏龙》那样的“现

象级”武侠经典。

绝世武功难掩小人物的挣扎

“明朝那些事儿”是影视文学舞台

的热门题材之一，仅以“锦衣卫”命名

的影视剧就有十余部。 而作为华语电

影类型中最为成熟的题材之一， 武侠

更是经历几代人的阐释，要讲出新意，
再度唤起观众兴趣，并不容易。

2014年，《绣春刀》 第一部围绕三

个底层锦衣卫展开。今年第二部《绣春

刀·修罗战场》， 历史背景往前推至明

朝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故事把“江湖

之远”与“庙堂之高”结合在一起，以小

视角展现大时代的兴衰风雨。
主角也不再是绝对正义的化身。

沈炼眼见下属酒后调侃被逼入绝境，
也只得自保；而为救心上人，失手杀了

有背景的同僚，也难掩恐惧和懊悔。陆
文昭想要在乱世“换个活法”，却借着

理想之名，背叛朋友，滥害无辜。 为世

道所累，被人情羁绊，纵有一身的绝世

武功，却连安稳地生活也难。复旦大学

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龚金平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绣春刀》把侠客放在非

常具体的现实困境之中， 表现他们内

心的矛盾和挣扎。相比于过去，他们的

形象是中性的。 ”
虽 然 上 映 以 来 积 累 了 不 错 的 口

碑，《绣春刀·修罗战场》在排片第一的

情况下却没能实现票房的彻底爆发。
究其原因， 在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

中心主任尹鸿看来：“缺乏与观众的共

鸣点和口碑的概念点，想说它好，说不

清好在哪里。”《绣春刀》在故事和人物

上都有一些创新之处， 镜头语言的运

用也足够成熟， 可在情节设置和历史

背景的驾驭上，还有不少硬伤，单是男

女主角张震与杨幂的感情戏， 就让不

少网友感到“出戏”。

玄幻当道，武侠难续辉煌

伴随中国影史近百年的武侠片已蛰

伏多年，“绣春刀”出鞘之后，不知是否还

有后来者续写传奇？或许，《绣春刀》的困

境，也是当下武侠类型片发展的困境。
越是成熟的类型领域， 越是有着更

多难以逾越的经典。
创作上的反套路与突破创新成为近

20年武侠片破题的关键词。 不再满足于

复仇、夺宝的主题，新千年的武侠片有了

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在尝试之中，喝彩与

争议同行。成功者如李安，2000年的一部

《卧虎藏龙》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竹

林试剑的飘逸之美， 将东方的写意美呈

现于世界影坛； 也让玉娇龙的天性叛逆

与现实困境，和当代观众产生共鸣。争议

者如张艺谋，《英雄》尝试在“荆轲刺秦”
的故事里融入“天下”的世界观，《十面埋

伏》将画面的唯美推向极致，虽然成功打

入海外市场，可对于国内观众而言，抽离

了快意恩仇的侠客精神， 武侠被简化成

了“文化符号”。
而从受众来看， 缺少武侠文化熏陶

的新一代电影观众，似乎对玄幻、盗墓等

新兴题材更感兴趣。早年间70后、80后一

代看着古龙、金庸的小说长大，令狐冲、
杨过、楚留香、陆小凤等人物个性鲜明，
深入人心， 武侠片也就有了天然的文化

基础和亲近感。 而如今的年轻一代，盗

墓、玄幻、穿越、动漫成了阅读的关键词。
相应的，奇幻大片、古装言情穿越成了银

幕热衷的IP。 就连武侠起家的徐克，也在

近年拍摄的狄仁杰系列、《智取威虎山》
等片中，大量试水玄幻元素。

这也引发一些编剧的感触。 一位编

剧曾感慨：“近年创作武侠小说的作家不

多， 少数在网络发表武侠作品的作家反

响寥寥。读者都转而看盗墓、探险题材的

小说。作为编剧，没有优秀的武侠小说

文本可以拿来编成电影剧本， 直接创

作的难度更高。”市场的式微从2015年

《聂隐娘》的票房滑铁卢可见一斑。 纵

是侯孝贤执导，舒淇主演，还有戛纳电

影节拿下最佳导演奖的光环，5500万

元的票房甚至收不回过亿元的成本。
虽然金庸、古龙作品仍在被反复翻拍，
口碑和关注度却在不断下降。

即便是导演路阳自己， 也没有将

《绣春刀》系列定位为武侠片，他对标

的是《谍影重重》这样的特工故事。 所

以，《绣春刀》 所亮出的锋芒与昔日武

侠片张扬的侠客精神不尽相同， 这也

难怪“绣春刀”系列被网友看作是武侠

版的“职场生存指南”。
《绣春刀·修罗战场》片尾彩蛋为

第三部埋下伏笔， 一个保持水准的原

创IP确实值得叫好， 但中国武侠片下

一部现象级佳作，恐怕还在路上。

他的文字被茨威格盛赞
小说家雷马克作品系列新版新译出版

“不需劝诱， 你就会被他的作品征

服； 无需夸张， 他就能震撼你的心灵。”
这句话来自斯蒂芬·茨威格， 他所评价

的是 20 世纪杰出小说家雷马克的作品。
1929 年 ， 雷马克最负盛名的 《西线无

战事》 出版， 轰动全球， 至今创造了全

球销量超过 3000 万 册 的 纪 录 。 日 前 ，
世纪文景重新出版了雷马克系列作品。
此次推出的九部雷马克不同时 期 、 不

同风格的作品 ， 包括了翻译家 朱 雯 和

李 清 华的经典译本 ， 还有重新翻译 的

《应许之地 》 （旧译 《天涯羁旅 》） 和

《生命的火花》 （旧译 《在纳粹铁丝网

后面》）。

他相信人性的活力

雷马克一生 在 许 多 地 方 留 下 过 足

迹： 从德国小城到西线战场， 从瑞士乡

间到巴黎街头， 从好莱坞到曼哈顿……
他的写作常常取材于真实经历与见闻，
甚至可以说他的故事是他一生的影子。
有评论说 “ 雷马克有一种出色的能力，
他能用文字感动人， 在人们的情感与理

智中掀起波澜 。 这种能力已通 过 许 多

部千百万册销量的小说一次次 得 到 了

证明 ， 但它最突出的表现还是 在 《西

线无战事》 中。” 1929 年， 这部小说在

德国出版 ， 作者用不留情面的 现 实 主

义手法， 以士兵的立场和愤怒的笔触，
描 述 了 战 斗 中 身 体 所 遭 受 的 痛 苦 。
《西线无战事 》 通过主人公保罗·博伊

默尔之口说出———“我看到了世界上最

聪明的头脑还在发明武器和撰写文章，
使这种种敌视和残杀更为巧妙 ， 更 为

经久。”
从 《西线无战事》 起， 评论界在给

予雷马克无数赞誉的同时也不吝批评。
以写作的各项标准来看， 雷马克的作品

或许有许多的不完美， 但它们的引人入

胜常常足以让人忘记和原谅这些美中不

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雷马克将他的

时代视为一场 “技术进步和文化退步”
之间的冲突。 他害怕冷漠的科学主义会

胜出 ， 还有与之相伴的冷淡的 虚 无 主

义。 面对这些， 他采取了一种近乎老套

的信念———相信人性的活力。 在他的作

品中， 一以贯之地使人相信， 人是永远

不会被消灭的， 他的小说家地位也正来

源于此。

他将德语写作从枯燥的
形式主义中解放了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雷马克创作

了两部写流亡者的长篇小说 《流亡曲》
与 《凯旋门》。 因风格精炼而常常被与

海明威相比 ， 也有评论将雷马 克 列 为

他所处时代中仅次于托马斯·曼的德国

作家。
一定程度上， 雷马克将德语写作从

枯燥的形式主义中解放了出来。 他的长

篇代表作 《凯旋门》 便是典型的依靠叙

述来传达哲学的 “雷马克式” 的作品。
小说在语言运用上的技巧是高超的， 在

作者最擅长的对话描写中， 融入了许多

的 对 人 生 的 哲 学 性 思 考 。 《凯 旋 门 》
1948 年在好莱坞被改编成电影 ， 轰动

一时， 与 《西线无战事》 一起并列为雷

马克最具声名的代表作。
据悉， 在最新出版的 “雷马克系列

作品” 中， 并未能将 《凯旋门》 收入，
由于雷马克的版权还未进入公版时间，
因版权归属的问题， 该小说的中文版权

在另一家出版社手中， 不过近几年来，
《凯旋门》 一直作为外国文学市场上的

宠儿被不断重印。
《西线无战事》 的大获成功， 为雷

马克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 他在 瑞 士 马

焦雷湖畔买下一栋别墅 ， 并将 大 部 分

的收入所得投入到艺 术 品 收 藏 上 ， 包

括 凡·高 、 塞 尚 、 雷 诺 阿 和 德 加 的 画

作 。 他把这个美丽宁静的所在 写 进 了

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 《里斯本之夜》
中 ， 作为主人公夫妻踏上逃亡 之 路 后

的第一个港湾。
雷马克高大英俊， 在美国期间， 经

常有人看到他出入斯托克俱乐部和 21
俱乐部。 他还与英格丽·褒曼、 葛丽泰·
嘉宝等有过交往， 并和玛琳·黛德丽相

恋数年， 后者据说便是 《凯旋门》 中女

主人公的原型 。 1958 年 ， 雷马克与曾

是卓别林第三任妻子的电影明 星 波 莱

特·戈达德结婚。

向外国友人展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中国传统音乐研习所”项目启动

今年 ， 上 海 音 乐 艺 术 发 展 中 心 再

度开启 “中国传统音乐研习所” 项目，
以 “走进上海 ” 为主题 ， 为外 国 友 人

展现中国传统文化 ， 为 国 内 外 音 乐 爱

好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 共 同 探

寻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的历 史 ， 体

验历久弥新的风雅 ， 感悟生生 不 息 的

精神。
本届 “中国传统音乐研习所” 活动

将包括： 深入田间， 学习青浦田歌及品

尝阿婆茶； 深入民族乐器一厂， 感受零

散木材与手艺人技艺的融合， 欣赏青年

演奏家们的近距离表演， 学习演奏中国

传统民族乐器； 深入越剧院， 欣赏缠绵

婉转又不失跌宕豪爽的越剧表演， 了解

越剧角色的妆容与服饰， 体验唱法与表

演身段。 此外， 上海音乐艺术发展中心

官网还会开设中国传统民族器乐、 戏曲

音乐等线上课程， 带领学员以结合体验

的方式直接与传统对话， 叩开传统音乐

的大门。
曾参加 2015 年第一届 “中国传统

音乐研习所 ” 的学员表示 ， 该 活 动 令

人受益匪浅 ： “在参观东方乐 器 博 物

馆时 ， 我认识了大量的中国乐 器 ， 并

亲耳听到了它们发出的声音 ， 每 一 件

乐器都有它自己的历史 。 我以 传 统 的

方式体验了中国音乐文化 ， 认 识 到 了

真正的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 “中国传统音

乐研习所” 将与东方卫视 《唱响中华》
节目资源共享， SMG 将全程拍摄活动

现场实况与幕后花絮， 并于新闻平台进

行报道。
本届项目即日起至 8 月 15 日接受

报名， 共招募学员 60 人， 仅限外籍人

士 ， 擅长舞蹈或乐器的报名者 优 先 考

虑。 有兴趣者可将个人姓名、 性别、 国

籍、 联系方式、 护照扫描件、 个人艺术

特长， 发送至 shmadc2015@126.com。

新武侠片
只有武，少了侠

黄启哲

武侠片曾伴随中国电影历史发展

的每一个重要阶段。 早在1928年，《火
烧红莲寺》连拍18部。影片带动电影史

上第一波武侠热。 据统计， 此后四年

间， 中国共上映了227部武侠神怪片。
上世纪60年代， 以邵氏公司为代表的

香港电影公司，出品了《大醉侠》《独臂

刀》等作品。李翰祥、胡金铨等导演，一
改过去电 影 中 江 湖 侠 士 的 “花 拳 绣

腿”，转而展示“硬底子功夫”，追求武

打场面的力量感与写实效果。
上世纪80年代，李连杰主演的《少

林寺》，不仅让中国功夫更是让江湖儿

女多了一份家国情怀。 到了1990年代，
不管是《笑傲江湖》系列的江湖豪情，还
是《黄飞鸿》系列的潇洒而不失激烈的

武打场面；亦或是《新龙门客栈》黄沙大

漠中的乱世儿女， 徐克执导的多部作

品把华语武侠片带上一个新的台阶。
武侠片也曾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

市场的“敲门砖”之一。 2000年李安的

《卧虎藏龙》横空出世，获得第73届奥

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 张艺谋的

《英雄》更标志着华语电影进入“大片

时代”。
2013年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引领

了“民国武侠”的风潮。徐浩峰的《道士

下山》《师父》 等相继被搬上银幕。 不

过，无论是场面还是剧情上，与其说是

武侠片不如说是功夫片。而另一边，随
着特效技术的成熟， 更多魔幻大片成

了武侠片的迭代品，《仙剑奇侠传》《古
剑奇谭》《花千骨》 中， 虽不乏刀光剑

影， 可更像是披着修仙练功外衣的爱

情偶像剧。由此难免让人感慨，武林还

在，侠士已远。

《绣春刀·修罗战场》 中的主角沈炼， 不复昔日潇洒飘逸的侠客模样， 只

是一个乱世里苦苦挣扎的小人物。 在导演路阳看来， 武侠的精神内核可以多

样性， 创作者需要打破一些思维上的限制， 激发更多的想象力， 做出更多的

探索， 从而不让这个类型沉寂下去。 图为该片海报。

快 评

勾连当代消费逻辑与传统文化的乡愁
新中式设计在造物节上大受欢迎，“中国风”成爆款，只因———

毛笔字、粽子、茶叶……这些老祖宗

留下的“中国风”现代青年还喜欢吗？ 在

淘宝造物节现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一
串串销量数据显示， 传统文化不仅能打

开年轻人的“口袋”，甚至已成为注重创

意的年轻一代的消费刚需。 这背后是传

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结合的尝试： 古典书

法写就的网络金句、 藏着端午节知识小

册子的粽子礼盒、压成“费列罗”巧克力

形状的茶饼———这些“新中式”成了网络

爆款。
在业内人士看来， 年轻人追捧带有

强烈民族文化基因的产品，并不奇怪，传
统文化本就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

里，可贵的是，它们用时髦的方式激起年

轻一代心底的那份乡愁。“中国传统文化

是审美资源的富矿， 用当下视角去再现

传统元素， 将传统文化故事讲出新意与

巧思，反而更能展现时尚感与当下性。 ”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

将这些积极使用传统文化元素的网络店

铺统称为“文创电商”，而它们背后的一

个个鲜活的 “造物者” 和一件件创意单

品，如同一面面不同角度的棱镜，折射出

当代消费逻辑与典雅传统文化之间剪不

断的深刻关联。

文化含量成为商品脱颖
而出的最佳助力

“爆款”是如何炼成的？ 一些热门店

铺以自己的真实案例给出答案： 传统文

化绝对是最有力的幕后推手。 陈少峰认

为，网络产品曾因同质化陷入低价竞争陷

阱， 但随着年轻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崛

起，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创意产品的重要灵

感来源，“因为在一批同类产品中，不差钱

重情趣的年轻买家通常会选择文化含量

更高、会讲故事、有设计感的那个。 ”
一家名为“好东西创意”的店铺便是

传统文化的受益者。在端午节逐渐被“粽
子大战”消解为“美食节”的当下，这家店

铺中一款“传播文化”的粽子礼盒却成为

年轻人追捧的爆款。粽子礼盒名为“书中

自有浓情粽”，将端午节的“由来考”做成

图文并茂的彩页册子附在礼盒盖上。 店

员张吉星介绍， 这款作品中的端午知识

主要参考了闻一多编写的《端午考》。 从

世界上最早的粽子一路说到端午节的风

俗习惯变迁，再配上漫画式的彩色插图，

用趣味的表达拾取着传统佳节背后为人

们忽略的文化知识。
传统文化是 我 们 的 创 意 源 泉 与 主

角， 将逐渐失落的传统文化与还在流传

的民俗结合， 为年轻人创造了一个传承

文化的时尚氛围。在小店中，展现这般用

心的商品不少：以咏春拳为主题的红包，
内胆在一拉一抽之间， 就能看到封面上

的小人打出一套咏春拳； 月饼盒与皮影

戏相结合， 盒盖由几层可移动的透明塑

料片组成， 上面分别绘制着嫦娥下凡的

各个场景。
将传统文化“软植入”到人们的日常

中，变为一种自发的生活需求。苏州博物

馆的衍生品丝巾、帆布袋、挂耳茶包、茶

点、书签、鼠标垫……展位中出现的几乎

都是都市时尚生活“标配”。记者发现，在
苏州博物馆的网店中， 卖得最好的是一

款抹茶味曲奇。 这款曲奇饼干的造型被

做成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五代精品“窑
秘色瓷莲花碗”的模样。被唐代诗人形容

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与抹茶色十

分相似， 而莲花碗缀满莲瓣的圆滚滚造

型又为甜点增加了情趣。 常见的抹茶饼

干附加了传统文化，顿时魅力增值，备受

年轻人的喜爱。

互联网“潮”表达让传统更
加生动

时尚青年聚集的网络文化一直走在潮

流前沿， 传统文化用自己的深厚底蕴滋养

着网络产品，与此同时，“触网”的传统文化

也插上创意的翅膀， 展现出愈发鲜活的面

貌。这也就是文化学者口中所谓的“用当下

视角再现传统文化”———不是原搬照抄，而
是灵活的元素植入。

在五颜六色的环境映衬下， 一家名为

“朱敬一和他的伙伴们” 的店铺很是显眼。

这家店铺只有黑白两色， 墙上用独具一

格的毛笔字体写了不少诙谐的 现 代 金

句。原来店主所写的这些毛笔字，就是店

铺的主打产品， 而这家充满墨香的小店

的“发家史”正是传统文化与青年审美完

成对接的鲜活样本。 店长朱敬一毕业于

国画专业，擅长书法又喜爱上网的他，几
年前开始每天用书法写一些有 趣 的 句

子，上传个人平台。 为了增添趣味，朱敬

一还独创了南门字体， 比一般书法更显

童趣， 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字体颇有点

绘画的质感。日积月累，南门字体在网络

上小有名气， 不少朋友会特地向朱敬一

求字，而后随着求字人数的增加，网络小

店便应运而生。 小店出售的书法中既有

“我们既要长大成人，又要童心未泯”“面
对欢喜， 保持复杂” 这样的治愈系鸡汤

体，又不乏“何以解忧，唯有网购”“人生

苦短，越睡越晚”等戳中当下青年人神经

的善意调侃。
传统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是如何

“潮”起来的？ 这得益于一批热爱传统文

化却又深谙青年人心理法则的文化 “先
行者”，他们不会对传统亦步亦趋，而是

用跨界思维与别具一格的时尚敏锐度展

现对传统的尊重与喜爱。 张林燕与丈夫

一起经营一家名为“李茶德”的网上创意

茶叶小铺，妻子从事设计行业，丈夫从事

茶叶生意， 这样的背景整合让两人的创

意茶叶小铺开得顺理成章。 “李茶德”将
自己定位为针对年轻人的店铺， 不会像

面向老茶客的店铺那样有非常专业的分

类分级，而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主打

创意巧思。 “茶克力”系列产品是店铺爆

款，经常月销过千，夫妻俩将巧克力的造

型与茶饼工艺相结合， 一颗颗金色锡纸

包装的“巧克力”，一板板“巧克力”排块，
其实都是由白茶压制而成， 掰开一块往

水里一泡便是缓缓茶香，便利而润心。

■现场直击中国网购文化新趋势（上）

■近日， 第二届淘宝造物节在杭
州展开。 108 家风格各异的精选淘
宝店铺以实体展位的形式亮相造物
节， 好似一幅网购文化版 “清明上
河图”， 在它们之中展现着网络购物
的最新趋势

①苏州博物馆的一些镇馆之宝变身文

创单品， 飞入寻常百姓家。
②让 咏 春 拳 的 概 念 融 入 到 红 包 设 计

中， 将逐渐失落的传统文化与还在流传的

民俗结合， 创造了一个传承文化的时尚氛

围。 (均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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