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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当“封神”的野心变成迟到的遗憾
——从《封神第一部》看中国电影市场大片消费的转向

黄启哲

千呼万唤始出来。自2012年着手筹备算

起，前后历时11年的“封神三部曲”之《封神第一

部：朝歌风云》终于在近日上映。豆瓣7.7的评分

和约6亿元的票房成绩，之于一部商业大片来

说，都是不错的成绩。然而，与此前宣传的创下

中国影史最高投资、中国电影工业化标杆、打造

“中国的《指环王》”等投入、目标相比，目前的市

场反馈似乎还不在同一量级。甚至对于一部分

被吊高期待的业界人士与观众来说，《封神第一

部》目前的表现可以说是差强人意——毕竟，当

下的中国电影市场，不缺完成度高的“爆米花电

影”，缺的是真正彰显中国类型大片制作水准与

表达实力的扛鼎之作。

而究其主要原因，是《封神第一部》作为流

行文化产品未能“及时交付”问世。而这意味

着，片方就需要面临市场风向转变、观众审美需

求提升、后起之秀势头强劲等难以预估的风险

压力。可以肯定的是，《封神第一部》的品相水

准放在早前，是同题材的制作天花板，或可凭借

视效奇观、恢弘场景、华美服饰等制作“长板”来

惊艳观众。相应的，故事人物相对简单粗线条

等内容“短板”或可得到市场的忽略与包容。然

而，在“迟到”多年上映的今天，尤其在当前“好

莱坞大片”在中国市场号召力逐渐式微的当下，

这部从创作观念、制作模式到作品风格一致对

标好莱坞的作品，就显现出了与市场“错位”的

遗憾。

《封神第一部》没能问世即“开榜封神”，之于

中国电影市场与中国电影工业发展而言，不得不

说是一件遗憾的事。这之中，有片方决策失误、

资金链断裂等内部问题，也有市场的震荡与冲击

等外部原因。但反过来，《封神》系列寻路好莱坞

所暂时遭遇的些许坎坷，或许也提醒着中国电影

人坚定文化自信、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电影工业

化发展之路的紧迫性，以及深刻把握中国市场与

中国观众需求、创作出与当下观众情感与思想同

频共振作品的重要性。

诚意与遗憾并存：
雄心与使命感撑不起核

心命题

可以肯定的是，《封神第一部》绝不是过往个

别粗糙制作、堆砌明星的神魔玄幻“烂片”。这些

从前期释出的幕后花絮再到最终影片里的呈现，

我们都可以直观感受到。可以说，导演乌尔善带

领的团队有着“打造中国的指环王”“做属于中国

人的‘封神宇宙’”“制作中国电影工业化标杆之

作”的雄心。尤其是，在一部玄幻大片中，涉及实

景实物，其纹样、色彩、形制也尽可能做到对照殷

商历史与明清原著小说，有考证来处、有历史参

照，让真人演绎的瑰丽玄幻故事能够在“写实”与

“想象”间达到相对地平衡。不管是“冀州之战”

的恢弘开场，还是质子旅充满血性阳刚之气的战

舞，大小场面都颇具视觉冲击。可以说，《封神第

一部》的出现，一扫此前国产奇幻大片在观众心

目中的糟糕印象。

然而，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再精致华

美的场景道具服饰，都应当为影片主题、故事与

人物服务。诚然，过往玄幻魔幻大片一贯被诟

病的剧情空洞、人物浮夸等问题，在《封神第一

部》中有所改善，但距离片方张扬的“玄幻史诗”

尚有一定距离。引发争议与讨论的，集中在改

编中国经典神话文本时，对于“弑父”这一主题

的过分渲染。开场即在殷寿麾下的质子与造反

的亲生父亲对峙自戕，随后殷寿兄长殷启突然

杀了老商王。此后质子在殷寿威逼利诱下集体

弑父、殷寿为防姬昌“弑父”预言杀子殷郊、姬

发弑“伪父”殷寿等等情节不一而足。高密度

之外，多对人物关系在“弑父”主题上没有讲出

层次、拍出深刻性，从而沦为“低效”甚至“无

效”情节。尽管“弑父”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与

神话文学中并不鲜见，过往也不乏以此为主题

表现反抗封建王权的经典作品，然而从呈现方

式与人物关系上，《封神第一部》里的“弑父”更

像是对于西方古典戏剧的移植。而如此移植，

在此前《满城尽带黄金甲》与《夜宴》中均有探

索，但最终以“格格不入”“不伦不类”收场。

另外，相比以往“封神榜”改编影视作品主要

依照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为蓝本的做法，《封神

第一部》主创还特别参考了《封神演义》的蓝本

——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并结合殷商王朝

历史，赋予家喻户晓的神话一种全新的表达和

人物设定。值得肯定的是，纣王不再是“脸谱

化”的荒淫暴君形象，而是明知妲己狐妖身份，

利用其谋夺王位、巩固政权的野心家。这样的

设定，虽然让这两个家喻户晓的反派人物有了

丰富性与新鲜感，也摆脱了将王朝倾覆归咎于

“红颜祸水”的论调，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围绕这

两个角色的新设定，将原本原著家喻户晓的人

物与精彩情节，如“比干挖心”“姬昌食子”变得

平庸甚至草率。

电影工业化：
是制作的“标准化”，也

包含成本控制与风险评估

《封神第一部》能激起业界与大众如此高的

期待，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事前张扬的电影

工业化制作——计划以30亿元投资，一口气用

“套拍”模式拍摄完成三部系列电影。在尚未有

一部作品投向市场收获反馈之时，就敢于投资

30亿元完成前期拍摄，如此规模创下中国影史

之最的同时，也让业界震动。

乌尔善曾阐释了他的“电影工业化”理念。

他认为的电影工业化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在

项目开发阶段，就有对电影类型的划分与类型标

准的界定。第二是在制作管理层面，科学化的流

程分工来配合完成技术比较复杂、体量比较庞大

的电影项目。第三则是在高新技术的应用层面，

他特别强调这几年在电影技术更新迭代非常快，

目前已经从过往的虚拟拍摄、动态捕捉扩展到了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在最初的实践中，我们也可以通过片方披露

的信息，窥见“封神三部曲”完善中国电影工业化

体系的雄心与匠心。不管是好莱坞资深制片人、

剧本顾问等人参与创作，还是长期封闭式、系统

化训练青年演员，都能看出“封神三部曲”剧组的

超高标准和规模化。

然而，所谓“工业化”不应只包含所谓环节流

程的规范化、制作的标准化，还包括投资管理的

科学化与风险评估控制。整个“封神三部曲”可

谓命运多舛，先后传出资金链出现问题、出品方

经营危机等消息。叠加过去三年影业低谷期，

《封神第一部》一度卡在了后期特效制作环节。

尽管最终如愿上映，但这也直接导致成片“瑕

疵”——特效水准“时好时坏”。有业内人士分析

这是分包给不同特效公司的结果。不过，作为最

终把关的制片方，显然没能做好品控监督，让一

部以特效为重要卖点的玄幻大片，折损了原本的

“长板”。以上种种，固然有市场环境的客观因

素，但在“工业化”所必须的成本控制上，片方没

能做好有效预案。

克服以上种种困难，《封神第一部》自筹拍

到上映用了11年。这样漫长的制作周期跨度，

无疑提高了风险系数。一口气投资30亿元拍

摄完成三部作品的决策，固然有其优势，但也有

着极高的风险。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锁定演

员、利用场景、控制成本等等，从而保证作品的

连贯性。但之于大众流行文化，也压缩了后续

根据市场反馈调整改进的空间。盘点好莱坞大

制作，也有系列电影“套拍”的先例，比如《指环

王》系列或是《速度与激情》系列。不过后两者

一来有着更成熟工业体系实践经验与IP市场

基础，二来则是制作到上映的周期较短。这就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作为流行文化与市场风向

“错位”的风险。

随着电影市场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观众审

美迅速升级、口味趋势不断变化的当下，无疑对

超高投入的电影大制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既要预

判市场风向，也要有定力打磨作品，更要平衡好

艺术与商业……一旦系列作品第一部反馈不好，

很有可能连带折损后续作品。因而，如何把握好

系列电影的连拍套拍节奏与市场风向的变化，也

成为电影工业化体系下风险控制的重要一环。

消费复苏之后：
中国电影市场需要什么

样的“大片”

而这就说到，除了作品本身品质内容之外，

《封神第一部》之所以在市场反响与票房反馈上

与“中国玄幻史诗”尚有一定距离，也与市场消费

趋向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当下，观众对于大片的

期待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视觉奇观、高能动作场

面。以上这些都需要建立在深刻故事、高密度情

节与丰满人物的基础上。

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是，好莱坞大片在全

球拉动票房效应减弱，在中国市场也不再“一呼

百应”；国产电影则凭借丰富的题材与类型，声

量日渐扩大。仅就近期，从《蜘蛛侠：纵横宇宙》

《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闪电侠》再到《碟

中谍7：致命清算》《夺宝奇兵5:命运转盘》等，

无一不是昔日令影迷竞相追捧的大片大IP。然

而时至今日，这些好莱坞大片口碑有高有低，但

票房均折戟沉沙，或者说不复往日辉煌——多

则收获三亿元，少则惨淡的2000多万元。因

为，单纯的视觉奇观、刺激场面已成大片“标配”，

如果要在同类型中突出重围，就需要不断叠加视

听要素，可事实上，套路化模板化的好莱坞叙事，

已经让中国观众审美疲劳了。

而与之相对的，是国产电影《消失的她》《八

角笼中》《长安三万里》《我爱你》等影片强劲的市

场号召力。这些影片，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视效

大片，然而却标志着中国观众近些年对于现实题

材、历史题材的看重。而反过头来回看年初《满

江红》与《流浪地球2》的“双星并举”，也能察觉

出中国观众对于有别好莱坞风格的中国式悬疑

片与科幻片叙事风格的浓厚兴趣。换句话说

——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大片”定义及其背

后的一整套创作逻辑，正在被中国市场与中国

观众悄然改写。

截至7月中旬，2023年度大盘票房（含预售）

已经突破300亿元，追近2022年全年300.67亿元

总票房。中国电影市场可谓复苏势头强劲。在

这一背景下，《封神第一部》以中国银幕“消失”许

久的玄幻大片身份重回江湖，或许没能给到我们

技惊四座的亮相，但由衷期待，在助推中国电影

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封神”系列的第二部、第三

部能够走出更坚实稳健的步伐。

作家打造人设，
是否有助文学走向大众？

霍艳

近年，作家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露面，
积极投身于自我形象的塑造中，除了参加读书
沙龙、讲座、朗诵等与文学相关的活动，还参与
录制综艺节目和直播、脱口秀等网络节目。刘
震云、余华在综艺节目上妙语连珠，莫言在直
播间里风趣幽默，梁晓声、麦家真挚分享人生
感悟，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家正通过展
现鲜明个性的形象来帮助文学走向大众。

作家形象建构的风潮最早是从青年人开
始，在纸质媒体繁荣的年代，他们以照片作为
呈现方式。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出版社
推出了一批“70后美女作家”，将关注点引向
她们时髦靓丽的外表和无所顾忌的文风。很
快掌握了流行风尚的“80后”作家主动进行自
我形象的建构，展现出一种叛逆、忧郁、残酷又
青春的风格，迅速脱颖而出。春树身穿红肚兜
亮相签售会，以离经叛道的姿态登场，背后代
表着一个被命名为“另类”的新兴群体。郭敬
明成为自己作品的模特，像是一个从童话世界
里走出来的精致王子，散发着一种孤独的自恋
气息。张悦然有着一种不符合她年龄的成熟，
形象充满着华丽的戏剧感。他们个性的形象
经由媒体传播，不光促进了作品销量，也成为
年轻人模仿的对象。

等互联网兴起，“80后”作家开始打造自
己的人设，一面凸显着某种个性姿态，一面通
过情感联结把作者、人物、读者重叠为一个整
体，引发共鸣。但这种人设也存在着不少问
题。韩寒努力凸显着反叛者的姿态，但杨庆祥
尖锐地指出韩寒不过是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满
足一种即时性的发泄欲望，难以推动社会和文
化进步。郭敬明最初的人设是“长不大的孩
子”和“来自县城的文学青年”，激发读者的情
感带入、陪伴读者成长。但当“郭敬明”成为一
个耀眼的文化符号，他的人设也越来越复杂，
扮演着作家里的艺人、艺人里的作家，商人里
的文化人、文化人里的商人，每个角色都不纯
粹，有时还会呈现一种分裂状态，对于奢靡生
活的刻意呈现和盲目自大的性格使他和读者
渐行渐远。

到了新媒体时代，“90后”作家将创作变
为一场“事件”，在事件中凸显作家的鲜活形
象。杜梨在英国获得英语现代文学和创意写
作硕士,回国后就业之路却屡屡遭遇挫折，创
作热情被逐渐消磨。直到有一天她得到去颐
和园上班的机会，她将在颐和园工作的经历写
成一篇非虚构《在颐和园，我为人民服务，人民

千姿百态》，其中既悉心观察人物又坦陈自己
的困惑，迅速火出了圈。在一次图书市集上，
一个只卖一本书、仅有一块展板和一只熊猫玩
具的摊位引起人们注意，摊位的主人薛超伟是
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他以一个人的
孤独姿态售卖自己的作品《隐语》。活动结束
后薛超伟将摆摊的经历写成文章《我一个社
恐，摆摊卖书居然卖出300本！》，记录从第一
天只卖出去9本书到周末卖出300本书的过
程，也描绘他如何进行心理建设，从羞于与人
交流到收获很多鼓励。这些创作之外的“事
件”及围绕事件进行的再创作，分享着年轻人
的喜怒哀乐。

和青年作家追求“统一感”“共鸣感”不同，
传统作家呈现出一种和作品的反差感，打破过
去严肃、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幽默睿
智、接地气的一面，让读者惊呼“原来你是这
样的人”“原来作家可以这样”，拉近彼此距
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余华，余华的作
品以冷酷、暴力、渲染人生苦难为风格，而他
本人则风趣幽默，玩世不恭间消解了沉重。
他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甚广，展现出了极强的
综艺感，被称为“喜剧人”“被写作耽误的段子
手”，为人们奉献了许多爆笑的名场面和梗，
被戏称为“把悲伤留给读者，把快乐都留给了
自己”。总以一副严肃面孔出现的莫言也是
个不折不扣的“段子手”，但风格偏冷幽默，在
《收获》杂志65周年庆典上，余华和莫言有一
场对谈，讲述两个人共同走过的三十余年创
作历程，莫言幽默地表示余华并非自己的对
手，也从来没有形成威胁。这经典一幕被读
者戏称为“文学史上的对决”“文坛大佬互
怼”，成为热议的焦点。

年长一辈的作家有着丰厚的人生积淀，擅
于扮演人生导师的角色，相较青年作家的姿态
呈现，他们更侧重人生、文学经验的分享，给予
读者启发。《我在岛屿读书》里作家们回顾创作
之路、分享阅读经验，碰撞出精彩的火花，当他
们动情地怀念起文坛老友史铁生时，场面令人
动容，一部生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徐徐展开。
麦家在直播间坦陈频繁退稿曾让他备受打击，
但那些失败经历也不停地敲打、锤炼着他，最
终造就了他能坚守、忍受失败的钢铁品质。而
童年的不幸让他更早地去审视人性的明暗、在
写作中真实地抵达人性。传统作家一改过去
神秘、精英的形象，主动走到读者面前，分享文
学之于人生的意义。

作家的人设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媒
体、读者的反馈和当时的文化氛围不断进行调
整。当下文学创作所以会变成事件、作家成
为事件里的人物，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短视
频的时代，整体性的世界被切割为一个又一
个碎片，人们习惯了场景化、情绪化的表达，
相应文学也变得越来越景观化、作家变得越
来越角色化。

作家人设的建构也离不开读者的参与。
读者除了开启共情机制，还把作家、作品里的
人物、自我重叠为一个整体，锻造出新的身份
认同，文学阅读也由此变成一种创造性的实
践。曾经郭敬明的读者聚集在他的官方论坛，
把私人的文学阅读变成了集体性的文学生活，
年轻人之间形成一种紧密的联结感，他们不光
购买书籍、阅读郭敬明的日记，还和论坛里的
作家、读者互动，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认
可、彼此安慰。等到陈春成和《夜晚的潜水艇》
出现，接受群体变成了更加个性、自我的“Z世
代”，他们在陈春成身上倾注了太多的自我，同
样是理科生、从事和文学毫不相关的工作，同
样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同样能对日常生活里
的寻常事物展开想象，也同样不被理解。陈春
成在枯燥乏味的生活里依然能产生生命的狂
想，以构建一个幻想世界来抵抗现实世界，这
正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用想象
和创作来安顿身心、重构人生。那些在现实世
界里感到不被理解的年轻人也通过作家作品
得以相遇，共同寻找人生的丰富可能。

作家打造人设是否有助于文学走向大
众？答案是肯定的。借助新媒体，作家不光能
生动诠释创作理念、激发阅读兴趣，还改变了
过去高高在上的姿态，流露出真性情的一面，
让读者感到亲切。青年作家凸显的是个性和
共鸣感，像朋友一样陪伴读者成长，中年以上
作家则像长辈一样循循善诱，带给读者人生的
启发。但作家打造人设更多是提供让大众靠
近他们的契机，不该以牺牲掉身上的独特光晕
为代价，也不该把自我形象凌驾于文学创作之
上，让“文学”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作家的生
活还是应该紧密围绕着文学，首要任务仍是创
作出优秀、打动人心的作品，过于娱乐化会导
致大众很难以严肃的心态看待他们，也消解了
文学的崇高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
学者）

我们的文学生活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中费翔饰演的殷寿和袁泉饰演的姜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