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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的省思和气度

   版 · 文艺百家

《不完美受害人》：
形象与困境的现实主义呈现

   版 · 影视

在公共建筑中
触摸近代上海的红色往事

   版 · 建筑可阅读

观众的文化自信是国产科幻创作的最大底气
电视剧《三体》暑期再掀全民追看热潮的背后

杜梁

2023年，国产科幻题材影视剧掀起

市场热潮。春节前后，现象级作品如电

视剧版《三体》与电影《流浪地球2》，分别

在小荧屏和大银幕领域形成舆论热点：

前者打破腾讯视频网站剧集首日热度值

纪录，成为国产科幻剧的里程碑式作品；

后者收获40.29亿元人民币票房，与《满

江红》共同领跑春节档电影市场。

不但如此，剧版《三体》热度延续至

今，在暑期先后登陆安徽、山东、广东等

10家卫视黄金档，带动青年主流观众群

体“N刷《三体》”的风潮。

上述情形，既是观众群体苦于国内

缺乏优质科幻内容久矣的必然结果，也

充分显露出本土科幻影像的巨大市场空

间与长尾经济效益。

面向时空的未来
延伸线，打造本土科幻
内容

长期以来，科幻题材内容创制一直

是我国影视领域的薄弱环节。尽管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国内也曾创作出《珊瑚岛

上的死光》《霹雳贝贝》《毒吻》《大气层消

失》等优秀科幻片，但是国产科幻影像并

未形成长久“霸屏”的类型热潮。

本土科幻影视创制的薄弱，并不意

味着国内缺乏相应的分众市场。恰恰相

反，国内主流观众群体屡屡将观影激情

投注在科幻“舶来品”身上。纵观二十余

年来我国进口的海外分账大片，科幻片

是最受欢迎的类型之一，《2012》《阿凡

达》《变形金刚3》和《变形金刚4》等作品

甚至先后刷新了我国票房纪录。上述高

水平的海外科幻影像，曾部分满足了国

内分众市场的内容需求，也拉高了观众

群体对国产科幻影视作品的期待值。

对于国内观众而言，海外科幻影像更

多展示出未来想象的一个个西方方案，是

国产作品缺席时的一种替代性产品。近

年来，海外科幻影像原本擅长的科技狂

人、星际大战、末日废土和异族入侵等叙

事母题，难以持续进行花样翻新，产生了

一定的创作瓶颈。相比之下，基于本土科

幻文学IP创制的《三体》，提供的则是能够

唤醒国内观众集体情感共鸣的中国方案。

剧版《三体》从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

语境出发，借助三体游戏来呈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对历史文明进程的影响。剧

中，汪淼多次穿戴起VR设备，进入三体

游戏世界。这里的游戏世界并非《头号

玩家》式的供受众获取精神慰藉的娱乐

空间，而是模拟三体星球上三颗恒星并

存、“恒纪元”与“乱纪元”无序排列的仿真

领域。进入游戏后，汪淼先后见证了不同

NPC探索三体世界运行规律的尝试，如周

文王使用占卜术总结出万年历、墨子借助

机关术仿造三颗恒星的运行模型，以及秦

始皇接受冯 ·诺依曼的想法排出“人列计

算机”，以游戏化的设定展现了中华文明

与历史进程的联结。需要指出的是，经由

不断试错，三体人发现恒、乱纪元运转规

律无法归纳，做出抛弃故土、“远征”地球

的抉择。这并非对中国人文化思想的模

拟，更类似好莱坞科幻片中遗弃故土寻找

新领地的策略。同等境地下，中国文化倾

向基于本土大众眷恋故土的情感态度，提

出《流浪地球》中守土求生式的避难方案，

携带家园整体性“搬迁”，尽显中国人面临

末日危机之时的温情与浪漫。

三体游戏之外，电视剧《三体》的核心

是落后文明如何对抗先进文明的伦理议

题，还批判了叶文洁脑海中“高文明拥有

高道德”的文化空想。末日危亡时刻，《三

体》采用的应对策略仍是集体主义式的，

而非《007》或《碟中谍》式的个人英雄主义

策略。面对即将到来的高等文明的降维

打击，理性如汪淼也已束手无策、惶恐不

安，但刑警史强却生出一股革命浪漫主

义豪情，他以漫天飞舞的蝗虫作例，呐喊

出“虫子从来就没有被消灭”的惊世之

语，激励众人积极应对危难。此后，汪淼

研发的纳米飞刃材料应用于“古筝计

划”，成功摧毁了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地

球三体组织。

未来想象的中国式方案备受关注，

体现出当前社会大众愈发自信地面对

“未来将至”的前瞻性命题。刘慈欣认

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当代中国这

么强烈的未来感，这种未来感就是未来

给人的吸引力。”对于中国影视而言，面

向时空的未来延伸线打造本土科幻内

容，恰逢其时。

以国内为根基，向
国际呈现未来想象的
中国方案

就在国产版《三体》引爆暑期收视

热点时，跨国流媒体巨头网飞也推出了

《三体》剧集的首支预告片，国内舆论随

即展开对两个版本的比较与讨论。网

飞版是成熟科幻影视工业的产物，不但

单集成本超千万美金，还拥有《权力的

游戏》主创团队加持，整体影像技术水

准更为高超。然而，相较于国产版对原

著的尊重和重现获得大量观众好评，网

飞版尝试大量剥离中国元素的“魔改”

做法，引起众网友的担忧和反对。仅从

演员阵容来看，除去大史、青年和老年

叶文洁分别由本尼迪克特 ·王、齐恩 ·曾

和周采芹等华人出演，其余重要角色几

乎被非华裔包揽。显然，这种做法考虑

的是减弱西方观众在代入东方故事时

的文化陌生感，也说明了网飞版本仍是

基于“克里奥化”策略进行的一次改编。

“克里奥化”原指不同种族、语言的

混同与融合，也用来描述不同文化相互

影响、杂糅的现象。好莱坞在讲述东方

故事时，惯常采用此类叙事策略，以不无

偏狭的视角将关于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

与西方文化内核结合在一起。典型案例

如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基本是中国

元素大杂烩催生出的一锅“夹生饭”，“东

施效颦”式的鹅黄妆、被挪用的福建土楼

与彼时尚未出现的太极拳等中华传统文

化元素混搭，全部嵌入女巫仙娘启发英雄

木兰成长的西方常见女性主题叙事结构

之中。不成熟的中西“混搭”，自然难以适

应中国市场的“脾胃”。

按照好莱坞“克里奥化”创制策略来

看，网飞版《三体》最令国内观众不适的

一种叙事可能性，就是将叶文洁设定为

世界危机的诱发者，将白人塑造为救赎

全人类的英雄形象。如此做法，会极大

颠覆原著对不同文明关系的想象，低等

文明不再是需要挽狂澜于既倒的防卫

者，只需要等待高等文明的救赎与施舍

即可苟活于世。此外，预告片中“生命寻

找生命”的画外音，已经表明了该作品的

基调偏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而非原著中

“黑暗森林”式的野蛮竞争与适者生存法

则。而回过头来看，国产版《三体》的叙事

策略恰恰准确迎合了国内观众的集体情

感诉求：无惧高等文明的挑衅与打击，以

本土方案为主要策略维护世界和平，彰显

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毕竟，网飞版本主要面向的是西方

观众，而非中国市场，这也决定了网飞的

文化调适策略难以实现某种有效平衡。

短期来看，类似情况难以改变。2022年

《瞬息全宇宙》爆火之后，好莱坞再次将目

光投向中国文化，已上映剧集《西游ABC》

仍旧属于“克里奥化”作品，即将推出的网

飞版《美猴王》也在网络上遭受“孙悟空像

大马猴”的指责。本土文化原汁原味的阐

释，仍要由本土影视产业来实现。

因此，尽管背靠大平台的网飞版

《三体》来势甚凶，但大量国内观众已在

这场尚未到来的“文化战争”中选择支

持国产版本。在两个版本的比较中，技

术水平虽然是衡量质量高低的重要参

考，但文化思想才是判断作品优劣的关

键指标。当前，国内多数观众不再因几

可乱真的特效场景而心醉神迷，反而倾

向于在叙事层面体味本土文化的依恋

感，国产优质内容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充

足的市场空间。可以说，本土观众的文

化自信，即为国产科幻影像创作的最大

底气。

值得注意的是，国产《三体》在海外同

样取得市场和口碑双丰收。自开播以来，

剧集登陆腾讯视频海外站WeTV并位居播

放量TOP1，进驻Youtube腾讯视频官方频

道后观看量已超过500万。在国外知名影

视评分网站IMDB上，该剧集总评分7.7

分，呈现“古筝行动”段落的第29集评分高

达8.8分。以国内市场为根基，国产科幻

大胆向国际市场呈现未来想象的中国方

案，亦是文化自信的一种绝佳体现。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上海研究院“上海城市软
实力建设的文化要素优化研究”项目组
负责人）

更好激发流量明星对于影视产业的正向价值
——从王一博主演的新片《热烈》说起

宋华

大鹏导演的最新电影《热烈》的上

映，在暑期档拥有了十分亮眼的成绩，

上映5天票房近5亿。

近年来，随着国内一些真人秀节目

的播出，作为嘻哈文化当中亚类型的街

舞渐渐突破小众的表演圈子，在大众视

野里不断获得文化推广和传播。这是

《热烈》获得市场热烈回应的大背景。而

顶流明星王一博的加盟，对于作品更快

更直接地进入大众视野，不可谓不重要。

这也促使我们再次关注如何更好

地促进流量明星与影视作品之间的正

向关系。在经历了粗放发展的流量红

利期之后，我们期待有更多能够经受住

市场考验、获得观众认可的流量明星加

入到影视产业中来，也期待更多影视作

品能够开启正确的流量入口，从而成为

影视产业健康发展的一环。

寻找本色与角色
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在电影《热烈》中，王一博饰演了一名

对街舞充满热爱，在艰难的生活境遇中不

断磨练、追梦前行的舞者。作为一部典型

的商业片，励志的主题并无悬念，角色既

背负着原生家庭的重负，又挥洒汗水苦练

舞技，最终打动了队友，亦赢得了比赛。

王一博可谓本色出演。一方面，他

的经历与片中的主角有一定的同频之

处。王一博最初被经纪公司发掘，是

因为在初二时参加全国IBD顶尖街舞

大赛，学舞一年的他，进入了hippop组

16强。后续出道也作为唱跳偶像团体

成员，一直表露和展现出了对舞蹈的

坚持。

另一方面，作为担任了三届真人秀

节目《这！就是街舞》导师的王一博，在

这部电影中，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熟悉的

“朋友圈”，同队的队友、节目中的不少

出演者都是知名街舞舞者，也都参与过

该节目。片中大量炫酷燃炸的街舞场

景段落，也使人仿佛置身熟悉的节目比

赛现场。所以，作为主演，他基本演绎

出了一个初出茅庐、心怀梦想、成功蜕

变的主人公形象。这也是演员与角色

的高适配度所成就的。

对顶流明星来说，本色出演并不是

一件坏事，相反地，能够找到自己的本

色与角色之间高度契合的地方，是一个

演员巨大的幸事。因此，这部作品可以

说是王一博交出的一份合格的成绩单。

但是作为演员，作为艺人，不会永

远有本色出演的机会，在演技和成长

上，也必然要面对流量与能力、流量与

资源如何匹配的必答题。

说回王一博，今年是他作为演员，

曝光频繁，话题度极高的一年。

年初的贺岁档影片《无名》，作为程

耳导演的一部非常风格化的谍战片，王

一博出演的地下党员，就是一个十分值

得玩味的角色。春季档的《长空之王》

作为一部主旋律大片，也向观众展示了

充满了壮志激情和奉献牺牲精神的试

飞员这一光荣的职业。

前者在非线性的碎片化叙事中，拼

出了一个复杂多面、身负秘密的地下党

形象，人物形象的演绎也由于导演对作

品的重新剪辑修改，确实呈现出了某种

割裂。后者则是一个具有成长性和人

物弧光的青年试飞员，从自负才华、不守

规矩，到逐渐从前辈的牺牲中学习领悟

到了这个职业真正的意义。作为演员的

王一博，在这两个相对有一定发挥空间

的角色中，获得了一些成长，尤其是获得

了粉丝的高度认可，但在与同片演员的

对戏中，仍然显现出了演技的不够成熟

与稚嫩之处，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相较于作为演员的王一博，反而是出

现在一些综艺真人秀节目中的他，显得更

为自在真实，拥有感染力和感召力。在他

担任领队的真人秀节目《极限青春》当

中，出现的就不是高冷酷拽的偶像王一

博，而是充满了运动热忱，勇于尝试，富

有胜负欲甚至孩子气的运动男孩形象。

节目中的他，笑容很多，眼中有光。

在真人秀《夏日冲浪店》中担任飞

行嘉宾的王一博，第一次尝试冲浪，就

顺利地站上滑板冲到了岸边，优越的运

动细胞也引人夸赞。在他擅长、热爱的

滑板、摩托、街舞等等运动领域，在这些

真人秀节目中出现的他，仿佛更具活力

和生气，也充分说明，将人放置在合适

的位置，可能会更加绽放光彩。

突破舒适区是转
型进阶的一门必修课

已经成名的流量，寻求转型的并不

在少数，然而所谓“转型”，从来就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数量庞大的粉丝一方面会为流量

明星带来巨大的热度、黏性和流量变现

的可能性，流量的反噬也同样会成为他

们巨大的桎梏与限制。

比如真人秀《演员的诞生》当中，选

秀出身的男偶像，就对与女演员的对手

戏和亲密戏的尺度表现出了为难，因为

有可能遭受到粉丝的反感和声讨。从

演员的角度，这当然会对角色的选择和

塑造都带来限制。

王一博的多部作品，在感情戏的塑造

上都浅尝辄止，戏中的CP感也一直很

弱。《长空之王》中与周冬雨的感情几乎点

到即止，甚至难以形成合理的情节链。《热

烈》《无名》也同样是克制地展现了寥寥几

笔。电影的篇幅限制较大，但是《有翡》

《风起洛阳》这样的剧集当中，也是清水式

的展现。对感情戏的刻画当然和编剧创

作、导演处理有很大的关联，但是在他的

作品中这种对感情戏相对弱化的呈现方

式，很难说与他的顶流身份不无关联。

怎样挣脱流量带来的桎梏？

王一博在《陈情令》后紧接着出演的

《有翡》曾被寄予厚望，但并没有如预期

般再次大爆。即使有与顶流小花赵丽颖

的搭档、原著及作者Priest书粉的加持，

在口碑与热度上亦并没有太大的水花。

《风起洛阳》的好评，也多集中在导

演的精湛调度和服化道的用心精良上，

对于王一博不够灵动、情感起伏平淡的

表演仍有不少诟病。可以说，在流量加

IP的大制作剧集模式中，王一博并没有能

够复制《陈情令》的成功。而王一博的清

醒就在于，后来他积极尝试了警匪题材的

《冰雨火》，在电影领域也不断探索一些多

样化的题材和人物塑造，虽然未见得都能

获得好评，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在努力地

走出舒适区，因此获得新的成长。

而因为流量和资本的挟持，如果在

获得了一些成功和好评的领域中裹足

不前，对于青年演员来说，会过早为自

己定型，并不断地在原地重复自己。

比如选秀节目出身的演员罗正，因

为外形和节目中的人气，很快获得了在

不少甜宠剧中出演的机会，并且成为了

“霸总”专业户。在很短的时间内上线

的《终于轮到我恋爱了》《扑通扑通喜欢

你》《眼里余光都是你》等三部剧，剧情

居然都是与双胞胎姐妹之一的替身恋

爱戏码，一方面这反映出当下甜宠剧高

度模式化的弊病，另一方面，演员在选

择角色和剧本时，也确实陷入了同质化

角色的怪圈难以挣脱。

敢于从舒适区中走出来，确实面临

着风险，但也只有尝试才能获得成长。

赵丽颖尝试了农村题材《幸福到万家》，

有一定的形象颠覆。尤其是创业题材的

剧集《风吹半夏》，因为人物塑造上的复

杂性和立体性，演技颇受认可，在形象上

也不一味追求白瘦幼的少女感审美，以

具有成熟风韵的衣饰和妆容获得好评。

近期受到不少批评的新剧《我的人间

烟火》由于男主角“油腻”的演技受到了不

少的批判，顶流杨洋也遭到了很多诟病。

在他还未成为顶流之前，曾在罗卓瑶导演

的影片《暴走神探》中出演反派，但此后

再未有这类尝试，塑造的都是天才、英雄

式的男主角形象。观众对于“去油”“帅

而不自知”的呼唤，实际也是对当下很多

流量明星过于维护人设，过度追求正面

形象，走入自我重复的怪圈的反感。

反观朱一龙，近两年颠覆形象出演

的《人生大事》、尤其暑期档以十足恶人

面目出现的《消失的她》的大爆，都成为

他不断寻求角色突围很重要也算是十

分成功的尝试。

顶流明星必须要是一个优秀、演技

出众的演技派吗？这两者本就是两个

并不尽然相同的领域。但是，手握顶级

资源的顶流明星在做出选择时，确实需

要更有前瞻性，更大胆些。创新和突破

虽然有可能失败，自我重复也并不能永

远导向成功。因为不进则退，而前进，

必然是艰难和没有尽头的。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副
教授）

电视剧《三体》海报截图。

在电影

《热烈》中，

黄渤饰演

的丁雷和

王一博饰

演的陈烁

之间的师

徒情颇为

动人。

——评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