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的暑期档，《封神第一部》在

事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票房一路高歌猛

进，为疫情后的第一个暑期档注入新的

活力，也代表着中国内地银幕上久违的

古装幻想类大片重装归来。在高水平视

听呈现和剧组持之以恒的路演的双重因

素下，《封神第一部》正在不断地趋近票

房营收平衡点。一旦票房目标达成，不

仅为随后两部的按期完成和上映提供了

商业保障，而且也必将是今年中国电影

行业值得纪念的事件。

“大片”一词在1990年代曾被用以指

代以好莱坞动作电影为代表的引进片，

2001年中国电影行业进入市场化改革后，

张艺谋拍摄的古装历史武侠电影《英雄》全

面开启了商业美学的先河，也奠定了随后

10年里国产大片的创作策略。

这一策略主要体现在对电影商业元

素的全面使用，包括了明星、奇观、社会

话题、类型融合、情感共鸣、集体记忆

等。在最初几年，这种大制作、大明星、

大场面、大营销的“四大”策略获得了市

场成功。此后，古装+动作的高强度题

材、内地+港台+日韩+欧美的大明星配

置、全方位覆盖+社交传播的推广模式几

乎成为国产头部商业电影的标准配置。

产业改革后的十余年间，国产大片

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上“最亮的星”，一批

重量级的导演纷纷参与到这一类型的创

作中，如张艺谋的《十面埋伏》《长城》

《影》，陈凯歌的《无极》《赵氏孤儿》《妖猫

传》，还有《赤壁》《投名状》《夜宴》《王的

盛宴》《一代宗师》，以及徐克的“狄仁杰”

系列、陈嘉上的《画皮》等。“大片”是中国

电影商业美学的第一批成果，但也因为

其商业元素叠床架屋的“拼盘式”效果逐

渐受到非议。在那之后，大片美学逐渐

式微，新主流电影和现实主义取向成为

了大众电影市场的主力军。除《封神第

一部》外，2023暑期档票房排名靠前的

《消失的她》《八角笼中》《孤注一掷》等都

是很好地结合了现实话题和商业美学的

成熟作品。

然而，大多数电影类型既不会一直

走红，也不会永远消沉，而是会受到电影

周期律的影响。“电影周期”是理查德 ·格

里菲斯等学者在考察了电影类型与市场

之间关系后提出的概念，它能够较好地

解释特定类型和题材电影受市场欢迎情

况的变化。研究发现，特定类型电影的

流行会同时受到三个方面要素的影响：

首先是同类作品的商业成功，其次是电

影技术和创作观念的跃升和成熟，第三

是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的宏观特征。《封

神第一部》在今年暑期档能够从一众影

片中脱颖而出、甚至愈加收获市场和观

众的肯定，这似乎预示着古装幻想类大

片进入到新的流行周期。

然而，这一新的流行周期究竟是否

会真正发生，除了期待该系列后两部继

续保持甚至超越当下水准外，也有赖于

行业能够迅速地总结和吸收《封神第一

部》的经验教训，持续提升国产大片的创

作质量和市场供给。

《封神第一部》所代表的神话史诗题

材，对于导演乌尔善来说既是一种执念，也

是实现自己电影观念的土壤。2010年后，

在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的语境下，一批

青年导演对于电影的娱乐性和市场性产生

了自己独到的认知，在类型化创作、中国当

代议题和个性化表达之间寻找新的融合方

式。在这种氛围下，乌尔善先后执导了《刀

剑笑》《画皮2》等影片，从类型创作中探索

出一套成熟的电影商业美学观念。

幻想题材的电影离不开虚拟拍摄、

动作捕捉和数字角色等技术的使用，影片

需要从整体上完成一个古代想象世界的

从无到有的搭建。剧组很多美术、道具、

特效方面的工作都是中国电影业的创举，

而在演员使用方面，剧组剑走偏锋，使用

了大量的青年素人演员，并辅以人物形象

和气质符合角色设定的李雪健、黄渤、袁

泉等老戏骨级别的演员。为了让青年演

员的一举一动符合故事世界的设定，剧组

专门成立了演员训练营，设计了24周的

课程，每周六天，每天10小时。在大量海

选和训练的保障下，真正实现了演员和表

演为角色和故事服务，而不是为所谓的商

业要素和粉丝流量服务。

自从1920年代末期开始，“封神”故

事就多次被影视剧所改编，近年来脱胎于

此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

牙》和“新神榜”系列等都获得了青年观众

的广泛喜爱。相较而言，《封神第一部》在

叙事和类型上更加偏向于史诗电影，展现

出传统再造的勇气和智慧。神话和史诗

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承载着共享的情

感、宇宙观和价值观。乌尔善在叙事上采

用了简明易懂的线性时间线索，在视听语

言上也尽量保持经典性。在开展人物和

故事改编的过程中，第一部最重要的工作

是重新梳理了纣王和妲己的人物设定和

变化，让反面人物的性格和行动具备连贯

性与合理性，也赋予了人物以丰富的层次

感和当代性。尤其是费翔饰演的纣王，从

北境平叛写起，人物内心对于权力的欲望

逐渐地被揭示和放大，从而改变了他与殷

郊、王后和姬昌的人物关系，让后者面临

着不得不作出的命运抉择。《封神第一部》

的史诗改编不仅让不同的角色都有了人

物弧光和成长轨迹，同时也触及到人伦、

善恶、权力等最基本的文化母题，从而成

功讲述出千年传说和当代社会之间共享

的价值观念，通过电影创作强化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文化共同体。

在当代中国，电影承担了多重使

命。它是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重要凭借，同时也是丰富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

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力量。2023年是二十

大之后的开局之年，史上票房第二高的春

节档和史上最强的暑期档，都体现出电影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未来中国

电影市场如何能够出现更多体现中国文

化特色的大片，如何能够让高投入大制作

的电影不再命运多舛，如何以更加丰富多

元的影视精品创作不断满足中国人民的

文化消费需求，这是摆在中国电影人面前

的重要课题。

未来能够助力国产大片更多更好的

第一个要素，是大型市场主体的培育。

电影业是高风险的行业，从好莱坞制片

厂体系建立至今，行业一直期待能够精

确地控制成本和计算收益。但是，哪怕

在大规模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的今

天，这一理想依然无法实现。因此，对于

大片的投入意愿和投资能力，对于长创

作周期的持续支持和品质保障，以及对

于各类意外事件的控制和解决，都决定

了高概念电影产品是否能够成为电影市

场中的稳定一极。这时，实力雄厚的大

型市场主体就成为了大片生产的胜负

手。在电影业高度发达的好莱坞，先是

有传统的六大制片厂承担这部分职责，

在进入流媒体时代后奈飞则成为了新兴

的投入力量。对于中国电影行业来说，

同样需要快速地成长出几个体量大、稳

定性强、专业水准高的大型市场主体，来

为高概念影片提供持续动力。

其次，国产大片还有赖于大电影产

业本身的专业化水平和细致分工，需要

培养更多的顶级视效公司和专业的技术

团队，也亟需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和宣发

力量。从2014年剧本策划算起，《封神》

三部曲的第一部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

走进院线，以至于有网友打趣，说不知道

自己有生之年还能否看到乌尔善另外几

部待映电影。虽然这部影片给了行业树

立起久久为功、持之以恒的正面标杆，但

这其中也反映出行业成熟度还不够，尤

其是在细分的专业领域中还缺乏重要的

创作力量。例如，在媒体采访中乌尔善

导演曾表示，如此时间长度和工作强度

的制作任务，是无法邀请到海外一线创

作团队加入的，因此只能从头开始培养

国内的特效和后期团队。此外，制片管

理水平在玄幻、奇幻和科幻等大片创作

中也十分重要。在动辄成千上万人的大

剧组中，小到订餐，大到部门间的统筹，

都会影响到影片摄制的进度和完成质

量。有从业者介绍，让群众演员和工作

人员能够坐在桌边而不是蹲在地上或者

站着吃盒饭，在很多剧组里都是一项有

难度的管理课题。《封神》三部曲正是在

不断克服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一路前行，

而这些问题的暴露和解决对于其他国产

大片的创作也同样重要。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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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第一部》给国产大片留下哪些启示？
梁君健

黄启哲

在靠“营销话题”争抢观众注意力

的当下，很难有剧集仅仅依靠内容品质

出圈。更不要说，在收官后的两周剧集

才赢得广泛口碑。而《做自己的光》却

做到了这一点。该剧蝉联两周“猫眼都

市剧热度榜冠军”，显现出作品传播持

续的长尾效应。

那么，在暑期档被“古偶”“仙侠”霸

屏的当下，这部讲述成熟女性的作品何

以“低开高走”？显然不是一个“女性群

像剧”的标签可以一言蔽之。要知道，

从《欢乐颂》开始，女性群像剧已然成为

都市情感剧“显学”。“要独立”“要搞事

业”的鸡汤熬了一锅又一锅，可看到最

后观众恍然大悟，原来所谓职场，不过

是男女主角的定情地；所谓事业，不过

是男女主角爱情角力的赛道；所谓成

功，不过是满足升职加薪有伴侣的世俗

想象。而这也是《做自己的光》播出伊

始，难以改写的观众刻板印象。要知

道，集结了“渣男前夫”“姐弟恋”“大女

主”等要素，连同“做自己的光”这鸡汤

味十足的片名，套用网友的吐槽，“还没

播就闻到了扑街的味道”。

然而，随着剧情铺展，观众会发现，

这部以电视新闻人为主角写就的情感

剧，似乎有着更大的野心——当把处于

“进行时”的主流媒体深度融合转型发

展作为背景板，《做自己的光》更像是在

用温和坚定的女性力量发出“重拾新闻

理想”的时代叩问。而那些“渣男”“姐

弟恋”的吸睛标签虽然还在，但却更像

是缀在马天尼杯口的油橄榄——作为

装饰点到即止，即便入口亦不抢戏。

可以肯定的是，《做自己的光》不是

“职场女性群像戏”的唯一解，但有一条

金律却值得所有答卷人参考——唯有

抛下自以为观众需要什么的“傲慢与偏

见”，才能重新照见何为女性真正有力

量的“理智与情感”。

《做自己的光》播出伊始，真不怪观

众轻易宣判作品“庸俗”“套路”。开篇，

是刘涛饰演的知名女主持人何欢从别墅

二楼的大床上醒来，充满爱意地看着楼

下打电话的投行精英丈夫，一段关于“婚

外情人”的戏言与床边的玫瑰花、挤好的

牙膏构成工整的对比，已然是对观众的

“明示”——这位丈夫背着妻子“出轨”

了。紧接着，何欢精心策划、集结亲朋的

“结婚十周年派对”，演变成丈夫消失、债

主追上门的闹剧。而后，丈夫婚外情现

身、自己主持的读书节目停播、母亲患

癌，打击接踵而至。镜头前的何欢焦头

烂额；镜头外的观众眉头紧锁——莫不

又是一出《回家的诱惑》，靠“手撕渣男”

立起一位似曾相识的荧屏“大女主”？

就在这时，聪明的编剧借女配角赵

媛媛之口，独辟蹊径指出，这样的“大女

主”看似堕入谷底，实则不过是从云端

回到真实人间：“什么男人出轨、事业受

挫、父母生病，这些不过是再平常不过

的事情，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发

生的。钱不够花，资不抵债，得到的总

是比付出少，想要的永远得不到，这就

是生活本来的样子……何欢，欢迎你回

到真实的生活。”而说出这一席话的赵

媛媛，不单单出身是何欢的“对照组”：

农村出身、母亲早亡、家境贫困几近辍

学、二本学历职场缺乏竞争力；更是以

底层视角，点出了“精英”何欢所谓“祈

祷赶紧醒过来的噩梦”，不过是普通人

有可能每一天都在经历的现实。

也正是这一段“高能输出”，令抱持

“烂剧”疑虑的观众稍稍释然——这部

剧的主创并未以“傲慢与偏见”轻描淡

写女性困境，而是抢在观众前头，喝止

了精英女主角的自怜自艾——过往影

视剧里的所谓“地狱开局”，不过是梦幻

水晶宫的碎裂，难以令观众共情。编剧

希望的，是引领观众看见一位“凡人”女

主角用理性与智慧应对危机，用真情与

乐观重建生活。

于是这之后，我们看到，原本有理

由不负担丈夫债务的何欢，搬出豪宅，

以房租工资分期抵作利息的方式稳住

债主，留待丈夫失踪满两年后，可以单

方面卖掉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别墅还

债；我们看到，读书节目停播后，何欢放

下身段重新坐上主播台；我们看到，在

一切正在重回正轨之时，她又选择抛开

已有的成绩与升职机会，坚定探求文化

节目何以在短视频时代赢得观众。当

得知电视台无法承担收视风险，她毅然

离开体制自主创业，靠着与投资人对赌

的破釜沉舟，逼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尽管全剧不乏振聋发聩的金句，可

《做自己的光》要做的，不是依靠口号与

编剧的金手指，完成精英群体复仇或是

逆袭的爽剧，而是用每一个困境中主角

的选择和实际行动，来凸显女性独立自

强的饱满形象。该剧改写了以往部分

女性群像戏看似强悍实则苍白的价值

观导向，尝试给出“独立自强”的更深层

内涵：所谓独立，不是来自于斩断有毒

亲密关系的干脆利落，而来自于能够有

勇气，从依附他人的笼中“金丝雀”，成

为驰骋真实人间的一匹野马；所谓事业

成功，不是职场晋升路上的“升级打

怪”，而是抛开金钱利益与外界赞美，发

自本心的追求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最终实现。

相比于出色的女性人物塑造，作品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一部都市情感剧

里，探讨一群有理想的传统媒体人如何

坚守新闻理想、求索创新发展之路的勇

气与格局。而这一议题，显然超越了当

下荧屏都市剧创作的性别议题，令《做

自己的光》甚至可以在当下职场类型剧

对比中，挣得相当高的得分。而主创的

这份野心与格局，又与女性群像的塑造

刻画唇齿相依——新闻人的客观冷静

与炽热燃烧的理想情怀，不正是女性职

场人“理智与情感”的最好写照？

拿秦海璐饰演的新闻节目制片人

白杨来说，她与何欢构成另一组职业对

照，是女性网友一直期待的“全心全意

搞事业”荧屏女性形象。作为何欢闺

蜜，她不满对方为了家庭退出新闻一

线，转做读书节目来兼顾家庭的选择。

甚至于，在关系到何欢读书节目去留的

打分中，她也不顾私交，依据专业打了

低分，间接导致节目停播。而她自己，

业务能力出色，为了第一时间冲在新闻

现场，她几乎牺牲掉了个人生活。为坚

守公平公正的新闻正义，在广告收入与

曝光真相的电视台内部博弈中，毫不犹

疑地选择后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放在一二十年

前剧集中充满光辉的职场女性角色，却

在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冲击的背景下，

展现出困窘与彷徨，道出传统媒体为与

新媒体竞争“求快”“求收视”可能带来

的隐患。在报道跳楼女孩案件中，雷厉

风行的白杨想当然地将其作为“不良加

班文化”的案例打包报道。然而，由于

自媒体对新闻的二次扭曲加工，直接导

致无辜老板成为被网暴的对象。这一

次，反而是“慢半拍”沉得住气的何欢，

调查出了女孩是因被原生家庭压榨而

跳楼的真相。真相水落石出之时，白杨

又成为新一轮遭遇网暴的对象。就在

她在竞争中感到迷失自责，只能以辞职

逃避时，一场西山的森林大火，让她义

无反顾重回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

救灾报道。至此，也迎来了全剧最高光

的时刻，在自媒体无法触及的重大新闻

现场，唯有主流媒体人铁肩担道义，拿

起话筒与纸笔宣告：“我在”。

如果一切停在这里，那不过是编剧

身为主流媒体人而给出的一厢情愿的

英雄挽歌。在创造了传统媒体的“高

光时刻”后，白杨却选择入职新媒体，

找寻传统媒体创新转型的可能性。而

当得知自己的电视台节目组面临解散

重组之时，她又抛下在新媒体已经取

得的成功，回到昔日战友之中。只是

这一次，不再只是冲入火海的一腔孤

勇，路途纵是荆棘遍布，但心中不再彷

徨迷惘。

白杨之外，《做自己的光》中的每一

位女性角色都值得玩味。她们有着奋

力争取的积极姿态，却也在现实的打击

下反复掂量着成功与良心的重量。不

管是放弃嫁入豪门成就自己的赵媛媛，

还是从虚荣怯懦走向热血坚毅，明白新

闻理想真谛的刘春燕，都有着非常丰满

的人物成长支线。她们之所以可爱、之

所以可亲，是因为拨开职场迫于现实曾

有过的算计与小聪明，这些女性角色身

上都有着善良与向上的底色，最终回归

到社会价值的追求之上。

当然，作为现实题材作品，《做自己

的光》并非无可挑剔。在表现女主何欢

背负巨额债务时，不管是租住公寓的条

件，还是她兼职代驾时的造型和状态，

仍有些许“悬浮感”。同样的，在女主自

媒体事业起步时，仍免不了依靠男主角

“大网红”“名厨”的身份与资源，令其短

时期所取的巨大成功，沾染了罗曼蒂克

的色彩。但一如编剧对于新闻人转场

自媒体成功后，仍主动回归传统媒体战

场的理想化结局一样，抚慰与激励我们

在现实中负重前行的，不正是这一点点

“高于现实”的美好吗？

甩开创作的傲慢与偏见，照见女性的理智与情感
热播剧《做自己的光》“低开高走”带来启示

古装大片重新回到中
国电影市场的舞台中央

讲述千年传说和当
代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

面向未来，国产
大片还需要哪些助攻

独立自强不是“口
号”，而是角色贯穿始
终的“选择”

是都市情感剧的样
板，更是献给“新闻理
想”的一封情书

《 封 神

第一部》的改

编触及到人

伦、善恶、权

力等最基本

的文化母题，

讲述出千年

传说和当代

社会之间共

享的价值观

念，通过电影

创作强化了

具有中国特

色的文化共

同体。

上图分别为刘涛饰演的何欢、秦海璐饰演的白杨以及柴碧云饰演的赵媛媛的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