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产翻拍片《误杀》成为贺岁档首匹“黑马”

首周末票房 2.2 亿元，肖央、谭卓、陈冲各有看点

这个原本载满期望的贺岁档开端略显

沉闷： 《吹哨人》 “哑” 了， 《两只老虎》

“跑调 ” 了 ， 《南方车站的聚会 》 差不多

“散 ” 了……上周 ， 贺岁档终于跑出一匹

“黑马”。 肖央、 谭卓、 陈冲等主演的新片

《误杀》 首周末票房超 2.2 亿元， 已连续五

天获得单日票房冠军， 口碑和票房都领跑

同期国产片。

《误杀》 翻拍自印度高分电影 《误杀

瞒天记》， 这一回故事发生在泰国。 该片以

一个因误杀而逃避追责的事件为动因， 讲

述了一个父亲保卫家人的故事 。 近年来 ，

国产翻拍片数量不少 ， 但鲜有成功案例 。

今年上映的 《你是凶手 》 《小小的愿望 》

《“大” 人物》 《深夜食堂》 等翻拍片几乎

都折戟沉沙。 由新导演柯汶利翻拍的 《误

杀》 凭什么在贺岁档跑出黑马之势？ 影评

人认为， 环环相扣的紧凑剧情、 打动人心

的情感内核、 真诚细腻的表演诠释和熨帖

自然的本土化改编， 是 《误杀》 带给国产

翻拍片的成功经验。

紧扣守护家庭的情感核心，

翻拍电影的底层逻辑更符合中
国观众的心理期待

“当你看过一千部以上的电影， 你就

会发现，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离奇的事

情 。” 李维杰 （肖央饰演 ） 跟朋友如此炫

耀。 而在拉韫 （陈冲饰演） 眼里， 这世界

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离奇的案件。 一方织网，

一方破局， 《误杀》 的故事就在你来我往

的较量中展开。

类似的故事框架最早出现在 2013 年的

印度影片 《较量》 中， 该片制作成本只有

4500 万卢比 （约 444 万人民币 ）， 票房收

入却高达 6.6 亿卢比 （约 6510 万元人民

币）， 一度成为影史上最卖座的马拉雅拉姆

语电影。 2015 年上映的 《误杀瞒天记》 翻

拍了 《较量》， 集中了阿贾耶·德乌干、 塔

布、 施芮娅·萨兰等印度影帝影后级明星，

打造出一部宝莱坞式的大片。 尽管珠玉在

前 ， 但 《误杀 》 并没有简单地照搬照抄 ，

而是在保留原作内核的基础上， 寻找到了

在中国电影语境下最有效的叙事方式。

与 《误杀瞒天记》 相比， 《误杀》 的

总时长大幅 “缩水” 了约 50 分钟， 砍掉了

前期平淡冗长的家庭日常描写， 迅速切入

罪案爆发的主线剧情， 使全片节奏更为紧

凑。 与此同时， 《误杀》 避免了在逻辑推

理细节上的纠缠， 而是侧重对两个家庭之

间战争与救赎的描摹， 在原作浓重的 “血

腥味” 里融入了温暖的 “人情味”。 通过一

删一增的精妙取舍， 这部国产翻拍片紧扣

守护家庭的情感核心， 使电影的底层逻辑

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心理期待。 因此， 在正

邪大对决之后， 李维杰对妻子说出 “我没

什么能耐， 不能给你们更好的生活， 唯一

能做的， 是挡在你们前边”， 顿时击中了观

众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本土化改编使原作“落地生
根”，“颠覆性” 演绎刻画出人性
深处的幽微

每一部电影都有特定环境， 翻拍的难

点之一就在于， 如何将原作灵魂嵌入当下

社会， 使之在观众的心里 “落地生根”。

《误杀 》 在本土化改编上动足脑筋 ，

把印度故事挪移到泰国， 小小街市透出中

国观众熟悉的东南亚味道， 令剧情发展自

然而熨帖。 而从影片开头提到的 《肖申克

的救赎》， 到之后出现的 《蒙太奇》 《七宗

罪》《活埋》《白夜行》《天才枪手》……几乎都

是中国影迷们耳熟能详的电影，更显示出创

作者的良苦用心。 《误杀》还深度开掘了“替

罪羊”的寓意，“羊”不仅成为剧情反转的核

心道具， 而且反复出现在影片的多处场景

中，最后以路人所说的“羊只要能好好吃草，

就不会在意谁在它们身上薅羊毛”， 与英文

片名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呼应 ，提

出“罪与罚”的哲学命题，深化了影片的思辨

性。

支撑起 《误杀》 复杂剧情的关键还在

于主要演员的精彩表现。 肖央的表演松弛

而精准， 他脸上常带着若有似无的笑， 把

外表懦弱、 内心刚毅的李维杰演绎得活灵

活现。 陈冲的演绎充满了颠覆性， 破案中

的狡黠与霸道、 面对家庭矛盾的无奈、 得

知儿子失踪的惶恐 、 严刑拷打时的残忍 、

丧失理智后的癫狂……这些人性的幽微 、

人格的复调被她细腻地涂抹到角色身上 ，

构建出独特的人物弧光。 纵观全片， 陈冲

并没有一味放大脸谱式的恶， 而是精妙调

整着火候， 令这个失衡的女性角色一点点

丰满而生动 ： 冲着幼童歇斯底里咆哮时 ，

她凌厉而狰狞的表情下却藏着内心的脆弱

和绝望； 而片末她痛哭流涕地向李维杰讨

一个 “说法”， 貌似柔弱的眼神里仍有着不

服输的劲儿。 扮演妻子的谭卓则在两位母

亲的对垒中演技大爆发。 当温婉的家庭主

妇咬牙切齿地吼出 “有的孩子是孩子， 有

的孩子是禽兽”， 隐藏在罪案与 “智斗” 背

后的另一重意义终于展露———成人世界的

权力、 欲望对孩子的戕害不也是一种 “误

杀”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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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记饼店这一家，凭啥叫人念念不忘
献礼澳门回归20周年，电视剧《澳门人家》央视综合频道热播

在澳门回归二十周年之际 ， 电视

剧 《澳门人家 》 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 。 《澳门人家 》 云集了任达华 、 董

洁 、 柯蓝 、 江珊 、 李立群等演技派 。

全剧以澳门三湾斜街上一家百年老字

号梁记饼店为叙事主线 ， 展现了梁家

三代人将家族饼业发展壮大的故事 。

折射出澳门回归祖国前后发展变迁的，

恰是一群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

电视剧自播出以来 ， 网台收视数

据皆喜人 。 网络后台数据显示 ， 《澳

门人家》 的观众中， 30 岁以下的年轻

人占到六成 。 其中可见当代青年一代

对祖国发展历程的高度关注 ， 也显示

出当下主旋律题材的表达升级 。 “大

部分创作者面临献礼题材时 ， 往往会

选择高举高打 、 全景视野 、 多角度 、

大投入的创作手法 。 《澳门人家 》 恰

以 ‘普通人家 ’ 这一最小角度切入 ，

展现出一种特别温暖 、 平凡 、 朴素的

亲民色彩。”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指出 ， 《澳门

人家 》 为献礼题材提供了一种新的创

作角度。

剧中支撑梁记饼店一大家子走过

风风雨雨的响亮家训———“有信 ， 有

心， 有信心”， 既是对中华民族 “天行

健 ， 君子以自强不息 ； 地势坤 ， 君子

以厚德载物 ” 的积极传承 ， 也是对当

代人的会心鼓舞。

用平凡劳动者的善良
与坚守， 一笔笔绘出百年
暖心画卷

对并未在澳门生活过的观众来说，

《澳门人家》 里的澳门和想象中的不太

一样 。 电视剧聚焦的并非人们耳熟能

详的商界大亨或上层精英 ， 而是以勤

劳与善良争取美好生活的普通人家 。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分

析 ， 这种新颖的角度传递出这样一个

讯息———诚实普通的劳动者，才是澳门

社会的主人公，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历史

主动性的发挥，是澳门社会稳定发展繁

荣的根本支柱动力。 这看似别具一格的

一面，恰是最真实的一面。

在这些平凡劳动者身上 ， 总能看

到一种极强的信念感与善意 。 遵循着

“做人就和做饼一样 ， 得把良心摆进

去 ” 的原则 ， 梁恒 、 梁鼎文父子宁可

提高成本 、 降低利润 ， 也要延续祖辈

传下的配方与工法 。 多年来 ， 梁记饼

店还始终坚持着一个暖心的习惯———

每天的第一炉杏仁饼 ， 必须由老板提

上街 ， 免费犒劳街坊邻居 。 这份勤劳

踏实与仁义忠厚 ， 为梁家父子赢得街

坊们的尊重， 也让饼店熬过风风雨雨，

最终成为百姓口中的 “澳门良心”。 如

果说 ， 梁家上两代人是 “老派 ” 的代

表 ， 那么第三代则具备了更宽阔的文

化视野 。 赶上澳门回归的黄金时期 ，

又接受了更完善的现代教育 ， 女儿梁

舒积极劝服父辈寻找商业合作 ， 将自

家饼店打造成文化品牌 ， 进一步拓展

市场 。 有评论认为 ， 饼店一家三代人

的观念变化 ， 折射出澳门的百年变

迁———老一辈留下了宝贵的传统与经

验 ， 而年轻一代则用更开放的姿态与

更高的文化自信 ， 让传统经验走得更

好更远。

迭代经验更替之外 ， 剧中对个体

的细腻塑造， 也赢得不少讨论。 比如，

剧中执着勤恳 ， 却又 “大家长 ” 作派

十足的父亲梁鼎文 ， 在最新几集中开

始反思自己过于严厉的教育方式 ， 试

着与一些新观念握手言和 。 这样的情

节设定 ， 引发观众的评论点赞 。 合情

合理的心理成长曲线， 让观众入戏。

《澳门人家 》 的这家梁记饼店 ，

原型是位于大三巴牌坊边的百年老店

英记饼家 ， 剧中人物都有现实依据 。

总编剧梁振华说 ， 之所以选择饼业入

手 ， 一是因为其在澳门饮食业的标志

性地位 ， 二是因为这一传承百年的手

工 工 艺 中 ， 蕴 含 了 澳 门 的 淳 朴 民

风———当你恪守信念做饼的时候 ， 做

人的底线就不会丢失。

是国土的回归， 更是
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上的
回归

在文化学者看来 ，《澳门人家 》对

“回归”这一主题，处理得非常细腻且有

层次。 剧中展现出的“回归”不仅是政治

意义上的国土回归，也是文化精神上的

回归 ， 以及普通百姓情感认同上的回

归，因而饱含动人的暖意。

对于文化之 “根 ” 的求索一直贯

穿全剧 。 一开篇 ， 被街上庆祝土地诞

的热闹气氛感染 ， 梁恒对年幼的女儿

道出了期许 ： “你的祖父 、 曾祖活着

的时候 ， 都想回老家祭祖 ， 给我们这

一脉人上个族谱 。 可就是咫尺天涯 ，

一直到死都没办法完成这个心愿 ， 怕

是我这辈子也回不去了 。 总而言之 ，

爸爸希望你这代人好好用功 ， 好好念

书 ， 光耀门楣 ， 将来有机会去内地 ，

回去替爸爸给祖宗磕头。” 听到澳门即

将回归的消息 ， 梁恒向看不清未来的

街坊们这样解释 ： “澳门本来就是中

国的领土 ， 就是骨肉分离得太久 ， 一

百多年了 ， 沧海桑田 ， 怎么能不变化

呢 ？ 何况咱们都是炎黄的子孙 ， 华夏

民族的后代 ， 分散那么久了 ， 妈妈和

孩子说 ‘孩子， 回家吧’。 那你回不回

啊？” 不可分割的赤子心、 血脉情， 寥

寥几句清晰展现。

剧中那栋经历易主 ， 又最终归还

梁家的祖宅大屋 ， 亦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象征 。 老宅正中央常年挂着一幅由

祖先绘制的 “故乡山水图”。 原来， 当

年来澳门当官的梁家第一代 “移民 ”，

始终不忘故乡山水 ， 这幅画也是镌刻

在子孙心中的乡愁烙印 ； 祖宅中供奉

着梁氏祖宗牌位 ， 堂屋里头写的是梁

家的祖训———有信 ， 有心 ， 有信心 。

这代代相传的几个字 ， 历经风雨依旧

熠熠生辉。

被观众津津乐道的还有剧中演员

的演绎 。 饰演梁鼎文的任达华 ， 以及

饰演梁鼎文前妻的江珊 ， 都已是中年

人，却要在剧中从青年演起 ，这点曾受

到一些争议，不过两位演员很快通过演

技证明了选角的合理性。 剧中一幕，曾

经的恩爱夫妻因误会分开多年，再度偶

遇，内心千头万绪，却又无言以对，两位

演员光凭眼神对视便表达出了委屈、悔

恨、痛苦纠缠的复杂情感。 作为特别主

演的李立群 ， 剧情还未过半就已 “下

线”，他对人物的刻画却格外生动，令人

难忘。 他饰演的梁恒深明大义，是一个

传统的、宽厚的长者，在临终前，他劝慰

儿子与前儿媳放下恩怨的一幕，让不少

观众湿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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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钰） 《锦绣中华·海

上生民乐》 音乐会昨晚成功首秀宁波大剧

院， 这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重点项目走

出上海、 走向长三角的首次尝试。 借助长

三角文艺发展联盟平台的区域联动和资源

共享功能， 更多文艺精品项目和优秀人才

有望在长三角文化码头中获得成长， 走向

更广阔的天地。

音乐会承续 “上海之春 ” 经典项目

《锦绣中华》 系列创意， 在上海民族乐团

原创音乐品牌 《海上生民乐》 基础上， 创

造性地将民乐演奏与现代舞美技术结合，

并展现了长三角艺术各门类名家集结的优

势。 民乐重奏与昆曲 《惊梦》 邀请了著名

昆曲演员张军、 邹美玲； 《梁祝》 有宁波

大提琴演奏家史可镜参与合奏； 琵琶、 京

胡与鼓 《别姬》 则配合上海京剧院葛香汝

带来的剑舞表演。 袅袅旋律、 动人演绎打

造了一场多元交织的视听盛宴， 让观众目

不暇接。

上海民族乐团在演出最后， 特别为现

场观众准备了一首宁波当地民间音乐 《马

灯调》， 熟悉的旋律以新的形式奏响， 让

宁波观众倍感亲切。 值得一提的是， 《梁

祝 》 曲作者何占豪也来到昨晚的演出现

场。 “上海是江南的文化中心， 而长三角

广大地区有丰富的民间音乐。” 何占豪期

待， 长三角文艺联盟平台能让更多上海艺

术家参与长三角文化交流， 将高雅艺术带

到各地， 同时吸收江南文化的养料， 更好

地传承民族音乐和传统文化。

“一音一韵联结吴越两地， 希望借由

这场演出进一步加强双城之间的文艺交流

与情感沟通， 用民族音乐的语言奏响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时代篇章。” 上海民

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表示。 今年 4 月， 乐团

曾携手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民乐精英， 在上

海大剧院合奏民族管弦音乐会 《锦绣中

华·最忆是江南》。 频繁的交流演出， 让民

乐艺术家们更广泛地接触江南地区不同的

风土人情， 也有望扩大中国民族音乐和传

统文化的影响力， 以绚烂多姿的民族音乐

呈现当代长三角 “开放、 创新、 多元、 包

容” 的魅力与精彩。

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去年 6 月在上海

成立后， 开展了多项活动探索如何推动文

艺精品创作、 打造区域文艺活动品牌。 浙

江省文联副主席郁伟年表示： “宁波人文

荟萃， 但和上海相比还有许多需要学习进

步的地方， 希望未来宁波艺术团体也能在

上海演出， 交流学习提升长三角文化艺术

的整体水平。”

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尤存介绍， 不久

前落幕的上海美术大展， 今年首次扩大了

征稿范围， 有近四分之一的书法家都来自

苏浙皖地区。 此次演出则整合了 “上海之春” 的演出资源， 让

民乐与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跨界融合。 未来三省一市文联及所

属协会还将继续挖掘长三角的艺术富矿， 串联艺术资源和文化

品牌， 协同打造沪苏浙皖文化艺术的 “大合唱”。 他透露， 未

来长三角文化交流也将不局限于单一艺术形式， 有望结合文

创、 文旅， 让更多跨界项目推动长三角文化事业的共赢发展。

据悉， 本次演出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宁波市委宣

传部、 宁波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 上海音乐家协会、

上海民族乐团、 宁波大剧院承办， 浙江省音乐家协会、 宁波市

江北区委宣传部、 宁波市音乐家协会协办。

文化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记者 宣晶

献礼澳门回归 20 周

年， 电视剧《澳门人家》以

“普通人家”这一最小角度

切入， 展现出一种特别温

暖、平凡、朴素的亲民色彩

制图： 冯晓瑜

■ 《误杀》以环环相扣的紧凑剧情、打动人心的情感

内核、真诚细腻的表演诠释和熨帖自然的本土化改编，

带给国产翻拍片成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