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 《悟空传》 17 年间多次再版， 被誉为

“不可或缺的那个时代的记忆”。 有评论认为，
从悟空的思考者形象， 可以看到年轻人对传统

文化的理解和再现。 上图为根据小说 《悟空

传》 改编的同名电影海报。 左图为小说 《悟空

传》 封面。 本版用图均为本报资料

在这个“网络小说第一书”电影化的过程里，
的确有一些细碎的闪光点。但它们无法弥补电影
的致命伤：孙悟空的“心”是空的，电影中完全看
不到孙悟空内在自我的挣扎与自省

在《西游记之女儿国》定档 2018 春节档期、
尚有不少西游题材影视剧仍在筹划的当下，“西
游”IP如何避免观众审美疲劳，电影《悟空传》的
成败或可借鉴

2000年2月3日， 曾雨大学毕业刚刚

半年， 回到江西老家担任某网站的编辑，
这一天他在新浪论坛注册了一个用户名。
依照当时随手翻到王勃《滕王阁诗》最后

一句，“阁中帝子今何在？ 槛外长江空自

流”， 曾雨同时注册了两个用户名 “今何

在”与“空自流”。 这个在单位里觉得局促

的青年，很显然对这句诗颇有感慨。 但是

他大概没有预见到，新兴的互联网论坛将

为他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两个星期后，今何在选择新浪的“金

庸客栈”发表《悟空传》第一章，这一刻他

终于与内心的自我， 以及精神上极为契

合的同代人在新世纪汇合。
被誉为“网络小说第一书”的《悟空

传》由此诞生，这个“第一”既指影响力、阅
读量，也代表众多读者对小说内容、架构

和价值倾向的认可。 2001 年纸质版出版

至今，《悟空传》再版八次，累计销量近千

万册。 今年夏天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上

映，今何在参与编剧。 影片上映已超过三

周，尽管网络评分持续走低，仍有望成为

这个暑期档票房最好的国产影片之一。
虽然取材于古典小说 《西游记》，小

说《悟空传》直接致敬的原典，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青年文化影响甚广的《大

话西游》。不仅仅是《悟空传》直接借用了

《大话西游》 中至尊宝与紫霞的情节架

构， 更在于两部作品都以孙悟空为主角

重构西游， 以孙悟空的命运深刻转喻了

青年一代在当时所面临的历史境遇。 小

说《悟空传》与电影《大话西游》的叙事，
都在“五百年前”、“五百年后”的时间轴

上不断转换，指向着一个分裂的、努力却

还尚未完成自我认知的孙悟空。
和《大话西游》相比，小说《悟空传》

更“燃”，孙悟空踏南天，碎灵霄，实践了

“我来过 、我爱过 ，我战斗过 ”的个体价

值。小说封面上的宣传语，也即小说中金

蝉子（转世为唐僧）的四句话广为流传：
“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

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

诸佛，都烟消云散！ ”
小说《悟空传》在世纪之交取得的成

功，在于准确地讲述了80 后一代的情感

结构， 迎合着这一代个体意识的觉醒。
然而，从小说《悟空传》到电影《悟空传》，
一个关键的变化是个体精神的稀释。 与

原著相比，电影删掉了白龙马、唐僧、阿

瑶等主要角色，王母、玉帝、如来、观音组

成的对立面被高度概念化， 简化为野心

家上圣天尊和一架掌握人间命运的天机

仪。 孙悟空的反抗与成长变得低幼化，其
主线是与上圣天尊女儿阿 紫 的 情 感 纠

缠；副线则有两条：其一是作为转世石猴

命中注定的反抗， 其二则是为花果山死

去的村民复仇。 电影似乎想照顾得面面

俱到，但每条线索都缺乏合理的驱动，非
常生硬地纠结在一起。

诚然，电影的一些细部颇为用心，例
如金箍本是上天用来禁锢 孙 悟 空 的 法

宝，当金箍从死去成尘的阿紫身上，化为

孙悟空金箍棒的花纹， 所要挣脱的束缚

成为了成长的印记。而齐天大圣中的“齐

天” 来自孙悟空带领村民捉妖时的口号

“齐心协力、天降甘霖”，“自我”似乎想突

破个体的小情小爱， 和更广大的世界相

遇。 但是，这些细碎的闪光点，无法弥补

电影的致命伤：孙悟空的“心”是空的，电
影中完全看不到孙悟空内在自我的挣扎

与自省，而这恰恰是从《大话西游》到小

说《悟空传》成功的关键所在。
面对网友批评的 “今何在” 如今何

在？ 今何在选择亲自登场， 在豆瓣发表

长篇的辩解， 先是以粉丝对孙悟空的态

度作比喻： “我们都爱孙悟空， 赞他大

闹天宫， 但他被压在五行山下时， 没有

一个人来救他。” 在这个意义上， 今何

在直接挑明了 《悟空传》 就是要票房：
“很多朋友说悟空传就该是文艺片， 文

艺我们也看。 很感谢。 但要理解文艺片

是要赔钱的， 所以就算我当导演， 也不

能拿投资商的钱去玩。”
今何在非常诚实的自辩， 已经把电

影《悟空传》的意图说得很明白，在IP电

影大行其道的今天，电影《悟空传》希望

把小说《悟空传》背后的粉丝经济兑现。
今何在显然是希望，讨论电影《悟空传》，
不能仅仅以电影批评的视角， 同时也要

有电影产业的眼光。

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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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电影《建军大业》和《战狼 2》正
在影院热映。 作为主旋律题材的电影作

品， 前者聚焦表现 1927 年中国风雨飘

摇内忧外患之际，革命先辈驰骋沙场浴

血奋战的一页重要篇章，显示出历史的

纵深面貌，同时请来香港的商业片导演

执导，力邀一群有市场号召力的年轻演

员来参演； 后者将镜头伸向国境之外，
以大片的叙述模式和视觉呈现方式包

裹浓烈的爱国主义内核。 两部影片上映

至今，口碑与上座率俱佳 ，由此也让我

们思考：主旋律电影，如何深入人心？
主 旋 律 影 片 的 说 法 最 早 出 现 于

1987 年 3 月，电影局在召开全国故事片

创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
持多样化”。 两年后上映的《开国大典》，
成为主旋律影片的标志性作品 。 及至

1990 年代以降，主旋律影视剧成为了一

种特殊的影视类型，出现了《焦裕禄》《大
决战》三部曲、《开天辟地》和稍后的《红

河谷》《黄河绝恋》《走出西柏坡 》《邓小

平·1928》《集结号》《建国大业》《唐山大

地震》《建党伟业》等影片，大都具有史诗

风格，群像和平民百姓成为表现对象，同
时也呈现出类型化的探索取向， 在所截

取的历史横断面中表现人物， 表现人物

与事件的关系， 表现人物在特定情境下

所做的选择， 力图破除长期以来文艺作

品中对正面人物的脸谱化设置， 凸显其

普通的人性一面和市场的需要， 反映了

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功能。
不能否认 ，在此阶段 ，也有一些创

作者对于主旋律的认识过于狭窄和片

面， 把主旋律等同于概念化与程式化，
导致一些主旋律影视作品成为与市场

需求与艺术规律相悖的高高在上的宣

传画。 可喜的是，近两三年来，越来越多

的创作者意识到 ，概念化的表达 ，需要

以类型策略来替代。 剧情紧凑，营造紧

张的故事张力 ， 反映最牵动人心的东

西，是创作者观影者的共同期诣。 只有

在血肉丰满的历史与生活中，影片中的

个体才能真正回归自我。 主旋律影片，
不能局限于写历史的或目前的事实，尤

其是其中的重大现实题材影片，聚焦表

现的大都是会使人看到未来和希望的

正在进行的伟大改革，创作者的眼前永

远应有一幅中国以至世界文化的全景。
特别是随着对主旋律影片中商业

元素的挖掘 ，创作者热情迸涌 ，出现了

《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 》这

样的作品， 借助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
融入特效等手段而又契合商业化元素，
努力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除了上面说到的三部之外，《我的战争》
《那些女人》 拍出战争的残酷性和真实

性，通过让年轻观众乐于接受的手段有

效传递了英雄主义。 《血战湘江》《勇士》
《大会师》 将战火纷飞中的领袖带入普

通大众视线，从神圣走向真切可感。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主旋律电影则

在艺术语言的拓展上做了尝试。 《我是

医生》采取纪录样式 ，展现了电影的多

样性和表达的多种可能 ；《母亲的飞机

场》《梦开始的地方》把故事放到民族风

的基调中表现 ；李雪健 、陶慧敏主演的

《老阿姨 》、 陶红主演的 《为了这片土

地》、储智博主演的 《燕振昌 》请明星做

角色表演，特征鲜明。
所有这些努力，都使得主旋律概念

获得了泛化的扩展，从最初特指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和现代历史题材，向着表现

主流价值观拓展，主旋律电影因此在表

现范围、艺术手法和人物塑造上更加灵

活多样。 任何电影的创作及其当代性都

关系到电影在观众那里的接受度，主旋

律作品也不例外。 直面现实主义，将主

旋律概念广义化，推动以至演绎出了一

种创新性的改变，增加了作品的亲和之

感，使观众通过电影学习、了解历史，在

观影欣赏中获得陶冶和浸染，获得正向

的思考力。

主旋律影片的改变， 是市场也是社

会发展的需要。这和观众直接攸关。市场

化作为一种思维， 聚集中心是金钱是票

房是逐利，关心观众多少的背后，是狭义

的商业中心主义， 是眼皮底下的经济考

量。 这无疑已经形成了制约中国电影发

展的根本力量。但归根结底，好的基本电

影才代表着艺术和文化以至文明的根本

精神和核心价值。即使是高票房，对主旋

律电影创作者来说， 也是天上掉下来的

馅饼，做电影本身，才是旨趣所在。
回顾电影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

些电影，特别是主旋律电影作品在今天

看来它的艺术价值可能已经非常有限，
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却受到热

烈的欢迎，以至给当日的观众以审美的

愉悦。 这其实不能说特定历史时期存在

着特定的审美标准。 究其原因，从观众

方面说一是电影发展的向度和历史发

展的向度未尽一致，其次是时代与艺术

教会了他们如何分析人物接受人物，还

有，电影范式的扩展、探索与接受，应该

允许和鼓励。 这些文化的或艺术的因素

不仅在观众选择的自觉方式和立场上

表现出来，而且尤其会在观众直觉的以

至意识不到的地方表现出来。 想想近年

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展映的包括国产电影佳作在内的世界

优质电影的一票难求， 就不难明白：电

影是一门工业， 好电影才会赢得观众。
这提示我们，文化艺术限定了电影家观

察世界的方式，制约了他们的所思所虑

即他们认为当然如此的东西。 主旋律作

品也一样 ，真实的进步动力 ，来自电影

的发展，来自有着严苛检视一切的“毒”
眼光的观众，乃至时代社会。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
艺术研究所所长）

推动主旋律电影进步的， 是时代和观众
———从正在热映的电影《建军大业》《战狼 2》说开去

建军 90 周年， 正在
影院热映的 《建军大业 》
和 《战狼 2》， 以打破思
维惯性、 有别于传统主旋
律影片的样貌引发了观看
和评论的热潮。 本文作者
梳理了主旋律影片产生 、
发展和进化的过程， 得出
结论： 真正推动主旋律作
品进步的 ， 是 电 影 的 发
展， 是有着严苛检视一切
的 “毒” 眼光的观众， 乃
至时代社会。

———编者的话

丁亚平

在逐利的资本面前，
“西游记”这个超级 IP 乱了

———从正在上映的电影《悟空传》对原著的改编成败说起

刘 春

正在上映的电影《悟空传》，改编自被称为“网络小
说第一书”的同名小说。 原著自 2001 年出版以来，再
版八次，累计销售量近千万册。

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 ，《悟空传 》所依托的 ，都是
“西游记” 这个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超级大 IP。 事实
上，自 1927 年我国首部西游改编电影《盘丝洞》问世
以来，每个时代的“西游”影视改编都方兴未艾，契合着
彼时的时代潮流和观众的情感结构，并且这股热潮还
将延续下去。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电影《悟空
传》的成败出发，探讨在资本面前，西游题材的开发如
何接续传统。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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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影 《战 狼 2》 上 映 后

获得观众肯定， 成为华语电

影 史 上 最 快 破 10 亿 元 票 房

的影片。 图为该片剧照。

以电影产业而论，《西游记》 始终是

一个大IP。 1927 年我国首部西游改编

电影 《盘丝洞》 问世即受广泛追捧， 90
年来，每个时代的“西游”影视改编都方

兴未艾，契合着彼时的时代潮流和观众

的情感结构。 1941 年中国第一部动画

长片《铁扇公主》，立意抗日救国反抗侵

略； 1961 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大

闹天宫》 讴歌孙悟空的反抗精神； 1986
年电视剧版 《西游记 》呼应了改革开放

初期各种探索的艰辛与坚定； 1994 年

的 《大话西游 》深邃细腻地表达着青年

一代当时正在进行的自我认知； 2013 年

开始的《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将
西游好莱坞化， 师徒四人转型为暗黑的

伏魔人； 2014 年甄子丹、周润发、郭富城

版《大闹天宫》则第一次以玉皇大帝为主

人公， 以天庭的视角将大闹天宫视为闹

剧； 2015 年的《大圣归来》唤醒已然颓丧

的大圣心中的热血， 在青年观众中口碑

爆棚，引发“自来水”现象……饶有意味

的是，《大话西游》在今年重映，依然斩获

1.8 亿元票房，成为首部票房过亿元的重

映华语片。
迄今中国电影票房过10 亿元的17

部影片中，改编自“西游”题材的就有《西

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

白骨精》《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四
部，此外《大圣归来》也取得了逼近10 亿

元的票房，足见这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

超级IP， 在影视转化中蕴含的巨大能量。
这一IP聚集的观众，覆盖面之广，其他题

材几乎难望项背。
不过，这个IP观影群体内部，实则有

深深的罅隙。就孙悟空形象而言，这里至

少有两条不同的脉络：《大话西游》、小说

《悟空传》与《大圣归来》是一条线，侧重

内在的对于孙悟空精神世界的探索，依

赖故事与情怀；《大闹天空》（ 2014 版）、
《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是另一条

线，侧重外在的资本收益与视觉效果，依
赖大制作、大投资、明星演员、豪华班底、
电影特效。

电影《悟空传》以票房为目标，旗帜

鲜明地接续到后者的脉络上。 电影上映

后“原著党”的不满，正在于“原著党”期

待的是接续前者而非后者。事实上，从网

文到影视剧，小说《悟空传》的读者并非

天然是《悟空传》的电影观众。 当前者关

注的青春情怀、个体奋斗以及对世界、人
生意义的形而上思考，被改编为颇有“中
二港漫风”的反抗、失败、终极战斗三段

论，“原著党”无疑会感到深深的背叛。
今天的票房就像西游中的成佛，作

为市场的标准当然很重要； 但是 《悟空

传》作为“网络小说第一书”，就像《悟空

传》中的孙悟空一样，生来就不是为了成

佛。不得不说，电影《悟空传》大幅删减原

著复杂情节、孙悟空造型欧美化、天机处

似哈利波特魔法学校、 天机仪的工业质

感，以及孙悟空与阿紫牵强的感情戏，都
很容易让人出戏。与其千人一面，想当然

地讨好所谓90 后、 00 后以及面目模糊

的“大多数”观众，不如坚守自我将原著

精神发挥极致。 可惜疲于逐利的电影资

本，容不得今天的今何在所厌弃的“文艺

片”。 在《西游记之女儿国》定档2018 春

节档期、 尚有不少西游题材影视剧仍在

筹划的当下，“西游”IP如何避免被资本

玩残，如何避免观众审美疲劳，电影《悟

空传》的成败或可借鉴。毕竟电影不同于

一般的工业产品， 前段时间中国票房的

放缓增长已经说明市场对内容的看重。
以好莱坞大片为参照， 近年来中国

电影的确在技术、投资层面不断攀升，中
国的电影产业体系也日益完善， 从电影

大国到电影强国并非遥不可及。 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刺客信条》 等外来IP在中

国票房平平，而《魔兽世界》这类在中国

市场收益颇丰的影片， 成功的秘诀也并

非是特效、制作，而是对目标观众情感结

构的契合———游戏玩家试图在影院重温

的不过是曾经的青春激情。 如何更加细

化、细致地满足观众对佳片的需求，如何

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 如何讲述属于这

个时代的精神内核， 如何在银幕上展现

历史风云激荡中的个体及其命运， 或许

正是中国式大片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