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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野

“唐探宇宙”如果能继续按照拍一部电影走一个国家的步
骤，保持并不断提升品质，相信能成为电影界探寻中外民心相
通、文化交融和经济共振的重要现象。在其传递出的商业信息
外，“唐探宇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自有国民 IP 品牌的世界影
响力， 更让世界看到了以电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交流与产业
交流，它是美美与共的。

《唐人街探案3》走出国门：打开经济共振与文化融通的“快速路”
支菲娜

在日本东京进行第四次抗疫 “紧

急事态宣言”的 7 月 9 日，以东京为主

要取景地的陈思诚导演作品 《唐人街

探案 3》（下称“《唐探 3》”）在日本 102

家影院、共 121 块银幕开画，启动长达

百余日的日本市场公映周期。 热映之

下，这部影片给疫情蔓延、奥运之下的

日本社会带来了一些明快积极的安

慰，也许其根植的“唐探宇宙”也将为

中外电影交流探索出一条经济共振与

文化相融的“快速路”。

经济的共振：《唐
探3》公映规模让不少
本土片望尘莫及

改革开放以来， 中外电影合作日

趋频繁， 以日本为代表的外国资金在

中国以合作拍摄或者协助拍摄的方式

来到中国， 在制作了不少优秀作品的

同时， 也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了利

润、 工艺和艺术视野。 自 2011 年中

国 GDP 位列全球第二、 2012 年中国

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以来， 中外

电影合作的 “主导权” 开始转移到中

国， 更多中国电影也不仅仅将目标放

在国内， 而是试图打开更为广阔的国

际市场。

续集电影 《唐人街探案》 进化到

第三部， 探索了较为大胆巧妙的制作

方式 ， 进一步展现出了其 “唐探宇

宙” 对国际市场的勃勃雄心。 作为第

一部在日本长期大量取景的中国商业

大片， 《唐探 3》 的阵容在近年来中

日合作的电影作品中， 恐怕也是首屈

一指的 。 中国剧组的高度专业化水

平、 为创作不惜重金的样态， 通过从

妻夫木聪、 染谷将太、 长泽雅美这些

青年明星到三浦友和、 浅野忠信、 铃

木保奈美等多代际日本明星之口， 传

递到民众之间， 形成了对当下中国商

业大片的广泛直观认知。

《唐探 3》 的公映规模和体量 ，

显示了日本市场的信心。 中国市场习

惯了 “千院一片”， 大多数电影都号

称能在 1 万余家影院起片， 一些高票

房影片甚至可以在首周末获得 30%

以上的排片率， 动辄每日排 10 万场。

但日本院线市场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即便日本史上最高票房影片 《鬼灭之

刃》， 2020 年在 403 家影院公映时已

被媒体惊呼 “史无前例”。 基于华语

市场和澳新市场的成功 ， 《唐探 3》

获得日本龙头电影公司东宝的加持，

在以东京国际电影节主会场———东宝

六本木影城为代表的 102 家全国大型

知名影城起片， 已令不少本土影片望

尘莫及。 同期的所有影片中， 《唐探

3》 的票房排行第 8。 根据 7 月 25 日

统计数据， 公映以来 《唐探 3》 已获

得约 6500 万日元票房。

当然 ， 不仅仅如此 。 《唐探 3》

在日本取景共 64 天、 涉及日本 11 个

都县， 剧组留下了 1∶1 复刻的全球最

繁华路口———东京涩谷全向交叉路口

外景， 后来为多部影视剧所利用。 根

据日本内阁府 2020 年实施的调研 ，

《唐探 3》 还未上映 ， 就已为日本带

来 30 亿日元 （约合 1.8 亿人民币 ）

的直接经济效益和 1051 亿日元 （约

合 60 亿人民币） 的综合经济效益。

毫无疑问， “唐探宇宙” 行路至

此， 已经形成了与对象国强烈的经济

共振效应。 回想 1988 年日本到中国

来拍摄的电影 《敦煌》 为敦煌带来的

人文和经济效益 ， 也许以 “唐探宇

宙” 为起点， 中国也能向世界持续传

递电影工业化发展的气势和魄力。

民心的融通：好评
集中于“看到了外国人
眼中的日本”“看到了
中国电影的气势”

电影是观众用脚投票的结果。 近

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品质的提高，日本

市场对中国电影的接受度进一步扩

大。 中日合拍的《妖猫传》是日本人耳

熟能详的题材， 观影人次逾 100 万；

2019 年 9 月在东京池袋某影院以“水

滴式”放映获得口碑的动画片《罗小黑

战记》，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在全日本

117 家影院公映， 观影人次约 30 万。

这些电影票的背后， 不仅仅是旅日华

人华侨的身影， 更多的是对电影有兴

趣、对中国有兴趣的日本普通观众。

中日两国的电影交流之频繁，也

让人看到了阻隔不断的民心相通。 2015

年 3D 版《哆啦 A 梦：伴我同行》在华公

映取得逾 5 亿元票房之后， 日本电影在

中国市场逐渐复苏。 无论是各大电影节

的特别单元， 还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等机

构策划的专题展映，甚至是杭州、成都、

昆明、贵阳、厦门等新一线和超二线城市

的主题展映， 日本影展总是吸引了远近

的日本文化爱好者和影迷。是枝裕和、岩

井俊二、吉卜力工作室等名字，早已不局

限于创作者风格和作品本身， 而是 “破

圈”成为大众熟谙的日本文化品牌。

“唐探宇宙”不是合拍片，而是中国

自有的、成熟的大型 IP。 这是它与此前

的中外合作影片最大的不同之处。《唐探

3》在日本上映一周以来，在日本代表性

评分网站 eiga.com 的评分稳定在 3.1

分，超过了《刺客聂隐娘》的 2.8 分、《妖

猫传》的 2.7 分、《攀登者》的 2.8 分。从日

本观众的反响来看，好评集中于“看到了

外国人眼中的日本。 ”“看到了中国电影

的气势。”“期待《唐探 1》《唐探 2》也能在

日本公映。 ”“正是在疫情笼罩之下的时

代，才更需要如此爽快的电影”。

从三位侦探的国籍设置 （原本托尼

贾的角色是韩国代表性演员河正宇），到

对日本战争遗孤（“残留孤儿”）这一中日

历史问题的观照，《唐探 3》 试图在娱乐

之中加入严肃的思考， 尽管这也是它略

被诟病之处。 有意思的是，同在 2021 年

播映的影视剧作品中， 还有两部也关注

到了日本战争遗孤问题， 一部是鹏飞导

演的电影《又见奈良》，讲述中国养母远

赴日本寻找曾养育过的日本养女， 并以

她的视角， 看到了千姿百态的日本遗孤

群体；一部是日本电视剧《铁证悬案·第

三季》的第九集，三浦友和主演的刑侦队

长， 遇到了一个关于日本战争遗孤回国

后遭遇孤独与绝望的案件。 它们与当年

讲述日本遗孤成为中国高僧的 《清凉寺

钟声》（1991 年）， 乃至电视剧 《大地之

子》《小姨多鹤》等作品，已明显有了不同

的语境和诉求。

一条“快速路”：聚焦
中外文化的交汇点，彰
显中国故事IP品牌

几十年来， 中国的杰作通过在各大

国际电影节展获得奖项，引得全球瞩目，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电影在普通外国

观众中间仍很难“破圈”。 中国电影在海

外的高光类型，仍有较大局限性。

唐人街是外国普通民众接触中华文

化的重要场域。 历史上， 唐人街是中华

文化在异域生根发芽的支点， 持续展示

着异邦语境下中华文化热闹而烟火气的

部分 ， 也凝结了华侨民众奋斗的血泪

史， 更隐秘了许多不堪往事， 电影作品

中的唐人街也曾经被奇观化， 如今随着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 中非合作、 区

域经贸一体化等多边外交的推进， 中外

民间交流日益频繁， 栖身海外的华人群

体正在进一步扩大， 唐人街也许会在更

多国家和地区成型， 也许会以更多样、

更碎片化的社区形式存在， 需要更多以

新方式传递新华人形象的电影作品来吸

引外国普通民众。

“唐探宇宙”的题材正是巧妙聚焦了

中外文化的交汇点。 以它为代表的中国

电影自有 IP 刚刚起步，不足之处仍然是

清晰可见的。 仅就《唐探 3》，人物形象设

置、对年轻世代的讨好，甚至是音乐和镜

头的堆砌， 都体现了它作为一部娱乐片

的“快消”性质。 但，中国电影发展至今

日，对电影的批评应是多元的，可以有艺

术的尺度、技术的尺度、商业的尺度、意

识形态的尺度，等等。大疫复苏的关键时

刻， 在电影文化交流的尺度上，“唐探宇

宙”在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各国、日本、

美国的反响，显示了这一题材的持续力、

生命力和“现场力”。

“地上本没有路 ”。 “唐探宇宙 ”

如果能继续按照拍一部电影走一个国家

的步骤， 保持并不断提升品质， 相信能

成为电影界探寻中外民心相通、 文化交

融和经济共振的重要现象 。 《唐探 3》

传递出的， 恐怕不仅仅局限于日本演职

人员发出的 “投资经费在日本大片的十

倍以上”， “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中国

真是令人头疼的竞争对手 ” 等感慨 。

“唐探宇宙”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自有国

民 IP 品牌的世界影响力， 更让世界看

到了以电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交流与产

业交流， 它是美美与共的。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编
辑、国家电影智库专家）

本版组稿编辑：王雪瑛

▲ 《唐人街探案 3》 电影海报

是超级女英雄的“降维打击”，
还是核心叙事的不足？

———从《北辙南辕》的叙事建构说起

陶冶

爱奇艺独播的 《北辙南辕》 是著
名导演冯小刚自 1995 年的 《一地鸡
毛》 之后再次执导的电视剧。 该剧主
创团队的豪华配置， 尤其是在影像呈
现的质量上， 被观众赞为 “极具电影
感 ”。 而时隔 25 年回归 “小荧屏 ”

的冯小刚导演， 经历了 “大银幕” 的
数轮洗礼， 显然也在期待着这次举重
若轻状的回归。

冯小刚对于自己影视作品中的
女性形象有着一种共性化的偏爱 。

他片中的主要女性人物 ， 《甲方乙
方 》 中的周北雁 、 《不见不散 》 中
的李清 、 《我不是潘金莲 》 中的李
雪莲 ， 抑或是 《一声叹息 》 中的李
晓丹和宋晓英 、 《手机 》 中的武月
和沈雪 、 《芳华 》 中的何小萍 、 萧
穗子和林丁丁等等 ， 无论在片中经
历了何种困境 ， 无一例外都在最终
收获了自身的成长 。 冯小刚这种在
创作上对女性持之以恒的善意 ， 很
大程度上与其单亲家庭的苦难成长
经历相关———单身母亲的伟大 ， 在
其创作的作品中从来都是不容置疑
的 ； 而其有一个独女的家庭现状 ，

又使他对于都市青年女性的奋斗有
着自己更为善意的理解 。 他选择接
拍一部女性题材的电视剧 ， 有其具
身自洽的因果逻辑。

当驾轻就熟的 “降维打击” 成为
创作这部电视剧的一种预设时， 许多
熟悉的形象跃然观众眼前。 我们从戴
小雨身上看到的是在情感博弈中如李
晓丹般的步步妥协； 从鲍雪身上看到
的则是比周北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乐
天与外向； 司梦的塑造并没有超越宋
晓英和沈雪框定的角色范式； 而冯希
则像极了逆来顺受任劳任怨的苦孩子
何小萍。 五个主要角色中， 唯一之前
没有出现过的类型便是尤珊珊， 这个
被视为典型北京 “大飒蜜” 的人物，

正如剧中其 “精神家园” 黑哥所言，

是 “这帮姑娘中的大哥”。 这个 “女
大哥” 不仅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 而
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 更为关键的
是， 剧中主要人物几乎一切问题， 她
都能解决。 这部关于五个闺蜜开饭店
的电视剧， 便在这样的人物建构下展
开叙事。

或许前述四个人物有着前期创作
的基础， 涉及此四人的生活与情感的
叙事细节， 成为了 《北辙南辕》 最精
彩的部分。 戴小雨由于意外发现男友
彭湃尚未离婚且在遗嘱中将自己的财
产全部留给女儿时， 愤然回国。 当面
对 “改过自新” 的彭湃以及其在经济
上给予的保障后， 出于 “对未来的安
全感” 再次 “沦陷”， 并使同龄的青
年摄影师刘梁周相形见绌。 可以说，

戴小雨作为大龄女青年所遭遇高昂的
情感沉没成本， 折射出的是当今都市
优秀 “剩女” 真实、 理性却又怒其不

争的算计。

鲍雪作为一个 “四线女演员 ”，

成为了创作者向观众展现演艺行业的
窥豹之孔。 尽管剧中对于演艺界大腕
不背台词、 演员争 “番位” （排名）

等作了揭露， 并被认为是 “只有冯小
刚才敢” 的对 “圈内人” 最真实地曝
光， 然而这些段落并没有超越公共认
知的总体范畴。 相反鲍雪在演艺圈的
奋斗历程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而全
然归因于其人见人爱的乐天性格。 故
而， 能够让观众产生情感认同的则只
能是其与俞颂阳的情感线索。 鲍雪对
俞颂阳从事极限运动的担心， 尤其是
对于生命意义问题的争论， 便是当下
情侣们动不动就进行关于三观是否相
合争吵的影像投射。

司梦的角色设计最容易获得观众
的认同。 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主
妇， 为了照顾一双儿女放弃了自己的
事业， 这几乎是如今许多二孩家庭的
真实写照 。 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的
她， 除了家庭便一无所有， 仅有的所
谓事业不过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写短篇
网络童话。 可以说， 她对于家庭的投
入是以全面放弃自身社会关系来换取
的， 因此， 一旦发现丈夫出轨， 对其
而言便是天崩地裂， 并且她投简历的
无从下手， 也让许多试图重回社会的
二孩妈妈感同身受， 切中当下中产家
庭的痛点。

冯希自中学毕业以来， 一直跟随
着自己的男友李响， 并坚持在读书期
间绝不结婚， 以免影响他学习。 而如
今作为在站博士后的李响， 在获得了

到德国进修研究的机会后， 便义无反
顾地抛弃了她。 尽管大多数人对于博
士后与科研工作者的认知十分遥远，

但是一人得道抛弃发妻的情感认同机
制， 使得观众会毫不犹豫地站在相对
弱势的冯希一边。 实事求是地说， 在
这个当代陈世美叙事中， 更多的是二
人成长过程中进步程度的不对位， 任
何理性的旁观者， 都很难看好这样一
对博士后丈夫与初中学历妻子的婚
姻 。 但 《北辙南辕 》 并没有在这一
问题上过多纠结 ， 而是将失去精神
支柱的冯希 ， 最大化地投入到女性
自己的事业当中 ， 并从中收获了真
正的爱情。

这四位女性的经历似乎在向荧
屏前的女性呐喊 ， 女人一定要有自
己的事业 ！ 那么事业是什么 ？ 回到
了本剧叙事的中心———她们一起开
一家名为 “北辙南辕 ” 的餐馆 。 为
了建构这个叙事中心 ， 该剧的呈现
方式近乎童话 ， “女大哥 ” 尤珊珊
的 “无所不能”， 比好莱坞电影中的
超级英雄依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 至
少超人和钢铁侠从来没有帮人解决
过情感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 ， 剧中只是交代
了赵总当初带她入行 ， 却绝口不提
尤珊珊为什么这么有钱 ， 以至于其
背后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的猜测 。

而四个不同圈层的女性 ， 因为这个
“女大哥” 提议开饭店而被整合在一
起 ， 但是尤珊珊与她们个人的关系
却令人匪夷所思 。 鲍雪与戴小雨跟
“女大哥” 的关系基础虽亦有商榷之

处 ， 但至少尚有业务交流 ， 而司梦
则由于在超市捡了她的钱包就获赠
一台洗衣机 ， 这一面之缘竟可以邀
请她花费 30 万元入股餐厅。 更不可
思议的是冯希 ， 一个替亲戚在北京
看房子 ， 主要职业是微商或代购的
初中学历女性 ， 仅仅因为与尤珊珊
是同乡 ， 便能频繁出入高档会所与
马会， 确实令人费解。

可以说 《北辙南辕》 中四位女性
在情感与生活上描写的各自出彩， 不
足以掩盖该剧叙事核心框架的支撑性
不足。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电影 《甲方
乙方》 和 《私人订制》 中一样存在，

一个以帮人圆梦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提供的细节完全真实， 却无法改变这
只是一种体验的事实。 而观众对于这
种公司业务的合理性质疑， 在两个小
时的有限电影叙事空间中被细节的戏
谑与欢乐所遮蔽， 但是在电视剧这种
长篇视听叙事艺术中， 叙事的基础性
逻辑问题却被无情地放大， 以至于影
响到全剧的合理性。 此外， 在以视频
网站为主要播出平台的 “后电视剧时
代”， 人们观剧习惯由一天两集的厮
守到十几集一气呵成的改变， 又再度
强化了观众对叙事连贯性的要求， 从
而使得任何叙事逻辑问题被进一步放
大。 任何创作者带着两个小时的电影
思维， 试图以 “降维打击” 的方式举
重若轻地创作电视剧， 已经是不合适
的了。

（作者为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

▲ 《北辙南辕》 剧照 制图：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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