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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豹2》在中国上映的第12天，

票房勉强过亿；《蚁人与黄蜂女：量

子狂潮》中美同步公映，中国市场的

首周末票房1.3亿元。这两个数字和

2019年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的42.5亿元票房形成悬殊对照。更耐

人寻味的是，两部影片不叫座也不叫

好，没有在社交网络评论场域掀起波

澜，即便是忠实的“漫威宇宙”粉丝

们的有限讨论，更多惋惜于扮演黑豹

的演员查德威克 · 博斯曼英年早逝，

或津津乐道于《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

潮》片尾彩蛋里有洛基一闪而过。进

入“后复联”时代的漫威宇宙，观众牵

挂的仍是“复联”时代的群星。

超级英雄的迭代，以及疫情造成

的中断，这些并没有波及漫威宇宙的

运行方式，《黑豹2》 和 《蚁人与黄

蜂女：量子狂潮》并不是因为求新求

变而劝退观众，正相反，这两部影片

是充斥着熟悉元素和配方的“漫威类

型片”，可是看起来，这些旧酒很难

唤回观众往日的快乐了。

“忙乱、嘈杂，毫无新意”

《纽约时报》评论形容《蚁人与

黄蜂女：量子狂潮》 是“忙乱、嘈

杂，毫无新意”，这电影最厉害的一

点是让英美影评人陷入“没话找话”

的失语，它没有太大的破绽，不存在

让评论群情激愤的“差”，但它也乏

善可陈，表现出面面俱到的平庸。

2015年，《蚁人》上映。在《复

仇者联盟》 相关的角色里，“蚁人”

的个人列传系列电影远不像 《钢铁

侠》《美国队长》那样被重视，它的

定位是给漫威宇宙打补丁的小品，就

像“蚁人”斯科特 · 朗在“复联”群

星中的地位，是给“钢铁侠”和“美

队”做配的小人物。《美国队长》三

部曲堪称是对“美国漫画”遗产的创

造性继承，刻画一个承载了美国传统

价值观念的英雄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

心理脉络，他的命运充满了古典主义

的戏剧张力。蚁人就没有这样的包

袱，人物和电影都是轻灵的，是类似

速食汤罐头的工业鸡汤——被世俗认

为是“失败者”的爸爸，为了孩子会

变成了不起的英雄。《蚁人》和《蚁

人2：黄蜂女现身》 的两度票房成

功，一部分的原因是斯科特 · 朗的

“人设”能激发普通观众的共情，从

电影专业主义的角度衡量，编剧和导演

的贡献是让陈旧的人物和故事发生在变

形的日常中，即，利用蚁人的身体变大

变小这个设定，制造出玩具火车上演尖

峰时刻或海上油轮变成了玩具船这些

“日常中见反常”的视觉意象，这是用

软科幻的概念，让日常成为奇观。

与 《蚁人》 同时期，《银河护卫

队》《雷神》《奇异博士》等电影开启了

漫威另一种创作思路，索性连叙事的包

袱也扔掉，让“复联”群星穿梭于平行

宇宙，用段子、噱头和人物拉郎配，串

联组装堆砌视觉概念，角色和故事都跳

脱于时间和时代的束缚，从人类遥远的

历史到想象的太空歌剧，赛博朋克和宇

宙废土是并列呈现的视听奇观，既把大

片的视觉趣味发挥到极致，也满足了粉

丝狂欢的心理需求。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是上

述两种创作思路的合并，一个没有新意

的“全家团结历险”的故事，被安置到

“量子宇宙”的平行世界里。问题在

于，剧情是旧的，场景和空间设计的概

念更陈旧，后者不仅是对漫威旧作的反

刍，甚至是对“星球大战”系列的直白

致敬，或者说，挪用。几年前，《雷

神》和《奇异博士》能频繁地用“段子

手”撩拨粉丝观众，不仅是仗着漫画原

作的红利，更是借助主演演员的个人魅

力。而这一点，在《蚁人与黄蜂女：量

子狂潮》中是不奏效的，因为保罗 · 路

德没有能和“卷福”或“抖森”抗衡的

观众缘，他辛苦演足两小时，不如“抖

森”在彩蛋里的两秒钟。

封闭的“第三世界宇宙”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的守

旧，是在创作方法论层面的路径依赖，

比它更遇冷的 《黑豹2》，则深藏着价

值层面的顽固和保守。

2018年，《黑豹》上映时，围绕着

“怎样想象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题

旨，它的似是而非的立场最终同时触怒

保守派和激进派。齐泽克的评论说得直

接：这个世界等待《黑豹》已经等了很

久，但《黑豹》不是第三世界或非西方

世界实际渴望的“那一部”，它描绘的

蓝图是不对的。

《黑豹》系列把非洲文明定义为世

界文明源头的同时，又要规定这种“先

进性”源自地外文明，是来自异世界的

馈赠，并且，文明的起源和流传都以

“巫术”的面目呈现。这一整套的设

定，流露了好莱坞剧作思路毫无掩饰的

傲慢。而更给观众带来刺痛感的是故事

的源起，以及矛盾主线，“黑豹”的初

现，缘起于非洲部落内部的资源抢夺

战；传承到特查拉国王这一代，原本是

白人的世界渴望神秘的“振金”资源，

结果矛盾仍然爆发于非洲内部，最终是

愿与西方为友的“黑豹”战胜了他的激

进的、在西方世界里制造了混乱的堂弟

艾瑞克，那个始终坚持变革和抗争的堂

弟，被污名化成为疯狂的异端。

这套暧昧的叙事策略在 《黑豹2》

中“移步不换形”。觊觎“振金”资源

的西方世界又一次隐身，发生冲突的是

游离于西方之外的非洲和深藏于大西洋

底的拉美。瓦坎达的发达是因为天外来

物的“振金”，而美洲原住民则是在濒

临族群灭绝时、获得了如同神赐的超能

力，并借助“振金”在海底建起“别样

的世界”，殊途同归，非洲文明或拉美

文明的诞生和存续都是玄之又玄的“巫

术”。剧作避重就轻地绕开美洲原住民

为何绝迹于陆地，却渲染海底帝国的领

袖纳摩在年幼时屠杀西班牙传教士，无

论是纳摩还是《黑豹》的艾瑞克，折射

了西方社会对“全球南营”的无意识的

恐惧和偏见。

并且又一次，在面对“世界有没有

不被西方主导的秩序”的议题时，矛盾

变成非西方阵营的内部厮杀。这不仅是

漫威，更是好莱坞广泛的少数族裔题材

最酸爽的秘密。从 《黑豹》 到 《黑豹

2》的这些年里，从超级英雄电影到全

家欢动画，《寻龙传说》《魔法满屋》

《瞬息全宇宙》的陆续上映并成为现象

级的影片，看起来，非白人的种族在好

莱坞主流制作中获得了“能见度”，但

这些大片、动画片和喜剧片走过的所有

路径，是大同小异的套路，种族、阶级

和资源配置的尖锐矛盾被向内转移，变

成家庭伦理剧，或第三世界的内部矛

盾，或两者重叠。

新的代际，新的文明演化，以及新

的观众渴望早已出现，可显然，漫威或

更大范围的好莱坞还没想好怎样言说。

柳青

熟悉的漫威回来了，快乐却没有

仙侠古偶剧《重紫》开播数日，

在第三方数据平台猫眼全网热度榜排

第一、灯塔全网正片播放率市占率排

第三，尽管播放数据不错但收获的口

碑却较低；而几乎同时开播的另一部

《星落凝成糖》口碑与成绩也都不算

理想。从观众反馈来看，对于仙侠古

偶剧同质化程度高、创新与突破乏力

的负面意见较为突出。

据不完全统计，今后还有 《护

心》《与凤行》《长月烬明》《尘缘》

《千秋令》《花戎》《遮天》《祈今朝》

等多部仙侠古偶剧有望在年内与观众

陆续见面。相近的套路、相似的造

型、千篇一律的“甜”味……如何从

大量同质化的创作中脱颖而出，成为

这一类型题材要面对的迫切问题。多

位专家学者从多个方面提出见解，创

作者需要高维度的宏大视野，才能推

出品质更上乘的仙侠古偶剧。

“糖”仍然甜，但观众有点腻了

颜值出众的演员、甜蜜又虐心的

爱情故事、精美华丽的服饰、美轮美

奂的仙境和宏大的斗法场面等等优

点，吸引相当多的观众对“神仙男

女”们的爱情故事乐此不疲。仙侠古

偶剧有着比较稳固的观众盘，也促使

影视行业推出了大量此类作品，但是

作为2023年仙侠古偶剧“先锋”的

两部作品，开局成绩并不漂亮。

历经艰险踏入南华学艺，却因为

身上弥散的煞气被拒之门外，甚至还

被人打伤……少女重紫从惊讶、疑

惑、委屈、愤怒的情绪层层递进，像

极了遇到危险时炸毛的小猫，龇牙咧

嘴地“嘶吼”却不会让人感到危险。

弹幕里纷纷替女主角生气：“没做坏

事就被定义善恶，不公平。”《重紫》

根据蜀客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脉络

可以归结为“两世师徒、三生成

魔”，讲述了天性纯洁善良但天生煞

气、注定入邪灵的少女重紫，与重华

尊者洛音凡之间三世轮回、相爱相虐

的故事。从已经播出的剧情来看，节

奏比较快，主线剧情围绕重紫成长过

程中遭遇的开心与磨难展开，目前还

没有出现“注水”现象，令观众看得

畅快；饰演重紫的杨超越虽然争议较

大，但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英气、倔

强、不服输又可爱善良的女主角形

象，从该剧评论区留言来看，“书

粉”们对她的表现大多表示认可：

“和书里的重紫性格不太一样，但能

接受。”《重紫》小说原著的作者蜀客

也在自己的微博上表达了对剧版《重

紫》比较满意：“感觉还不错，总体

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能看出制作很

有诚意。”

尽管《重紫》的播放数据不错，

但评价不怎么好，围绕着演员、服化

道、剧情俗套等多方面的批评不绝于

耳，形成了“原著粉觉得好，路人吐

槽多”的局面。同样作为IP改编作

品，《星落凝成糖》携该系列大火前

作《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余热，也是

表现平平。这让不少观众对待播的仙

侠古偶剧失去了信心：“恐怕再也不

会有大爆的剧了。”

如何避免仙侠古偶剧同
质化“陷阱”

《重紫》被拿来和此前大火的《花

千骨》比较，《星落凝成糖》被一些观众

评价为仙侠版的《上错花轿嫁对郎》，

其实“相似”并不可怕，影视行业发达

的国家往往同一个IP多次翻拍依然

能出新意，说明在高度成熟的门类中

只有不断提升品质才是关键。

在《重紫》的评论区，不少观众

对剧中人物妆发造型、服饰场景的呈

现表达出失望，2023年了还能见到

观众说“塑料感”“廉价感”，未免让

人遗憾。近年来中国影视的“出海”

浪潮中，仙侠古偶剧也占据了重要位

置，不仅把中国传统服饰等国风元素

展现在海外观众面前，中国仙侠神话

体系的设定也让海外观众耳目一新。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石小溪

认为，应当把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

浩瀚的美学和文化素材有机地融入剧

集，在情节剧作和视觉呈现上为观众

带来更有文化与美学冲击力的想象力

体验。这就需要创作者严肃对待作品

的服化道、场景、动画特效，精益求

精提升品质才能让作品在海内外观众

面前有更好的呈现。

由于仙侠古偶剧身上集结了“偶像

剧”“古代”“仙侠”三重脱离现实的架

空设定，在“仙气飘飘”的同时也很容

易让观众失去共情。一些人气比较高的

仙侠剧已经在有意识地加强与现实生活

的链接，例如让小仙女去参加评级考试

的剧情，让大学生观众群体联想到自己

“英语考级”，相关词条还上了热搜。天

津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系副主任颜彬

认为，过去的观众在意故事的传奇性，

相比之下现在的观众更在意影视作品中

传递的“情绪价值”，现实时空的真实

情绪为剧作创作提供养料，会让故事更

具有戏剧张力。

近年来，仙侠古偶剧比较普遍的倾

向是“侠”的含量越来越低，很少再有所

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呈现。

无论是仙人还是神魔的身份设定，都只

是为“人工造糖”套上一层华丽的外衣。

针对这种“一己之欢”的狭隘情感，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许莹认为，应当让“侠”

精神回归：仙侠剧的“道”，既存在于我命

由我不由天的反叛精神，又存在于惩恶

扬善、济世苍生的责任担当。

仅有“糖”分的单一套路难出惊喜之作

仙侠古偶剧需要更高维度的打开方式
■本报记者 卫中

“这些海上年俗过去只是听爷爷奶奶讲过，现在看到了实物

和照片，和想象中很不一样。”昨日下午三点半，结束一天课程的

吴中路小学五年级学生李梓南来到离学校不远的上海市群艺馆

一楼展厅，在该馆活动部策展人陆寅兰的专业导览下，开启在文

化馆的第一堂课后美育课。

听完年俗展讲解来到三楼，曾获2019年陈伯吹国际儿童原

创插画“优秀指导奖”的宝山区吴淞面塑非遗传承人冯秋霞在等

着他们，准备手把手教大家捏面塑“福袋兔子”。而在四楼的小

剧场，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硕士、市群艺馆培训部声乐老师陈艺为

汇师小学的学子们带来了一堂“初尝美声发声”体验课。

专为中小学生课后开设的市群艺馆330美育课堂开课了。

据馆长吴鹏宏介绍，这是该馆与徐汇区教育局合作，首次向周边

中小学开放课后美育服务。“330”指的是下午3点30分——学生

放学的时间，意在打造15分钟课后“美育圈”，让孩子们放学后

走进文化场馆上一堂移动的兴趣课。

“近年来，上海深入实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民心工程，我们

关注到‘双减’后不少学校采取‘330课后服务进校园’或校内任

课老师兼任的方式提升青少年的美育素养，但是孩子们‘组团’

走进文化场馆接受美育熏陶学习并不多。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各级文化馆都有展览、讲座、演出、艺术培训

等阵地服务内容，可以邀请周边学校学子们课后走进场馆，直观

欣赏和体验文化艺术。”作为市人大代表，吴鹏宏在今年上海两

会上提交了公共文化机构参与解决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建

议，330美育课堂也是对这一建议的“回应”。

据悉，330美育课堂和每年学校开学时间同步，计划每周为

周边中小学开展三到五次课后美育教学。课程将根据孩子们的

学校、年龄，与学校合作个性化定制，通过文化展览、中华传统艺

术导赏、非遗手工体验、电影观赏等活动，进一步构建学校、家

庭、社会多位一体的美育协同育人机制。指导老师则以专业院

团、院校的艺术家、市群艺馆或其他文化馆的专业干部、非遗传

承人为主。

吴中路小学教导主任姚洁华告诉记者，该校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占了很大的比例，跟着学做面塑、参观海上年俗展览等有助

于孩子们了解上海本土文化，是课堂教学的有益延伸和拓展。

“现在教育提倡‘五育’并举，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解

民俗、体验非遗、学习声乐欣赏，都是美育的重要内容。”汇师小

学大队辅导员朱羿认为，较之校内兴趣课，文化场馆的美育课专

业性更强，能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沉浸式新鲜体验。“希望我

们学校每个班的学生都来现场体验一次，拓宽视野。”

目前第一期加入330美育课堂的都是场馆附近15分钟内可

以抵达的学校，也有学校出于安全考虑会安排校车接送。“我们

欢迎更多的学校走进来。”吴鹏宏表示，之后，该馆将通过自身的

示范引领，鼓励和指导各区文化馆、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陆

续推出330美育课堂，为更多中小学生提供提升美育素养的机

会，丰富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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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上音老师陈艺带领孩子们学习吟唱《踏雪寻梅》。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重紫》讲述了天性纯洁善良但天生煞气、注定入邪灵的少女重紫，与重华尊者洛音凡之间三世轮回、相爱相虐

的故事。图为剧照。

新的代际，新的文明演化，以及新的观众渴望早已出现，可显然，漫威或更大范围的好莱坞

还没想好怎样言说。图为海报。
《豹놪2》

《女죋폫믆럤얮：潮子뿱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