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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指导支

持下，允许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

片区内注册的企业、工作或生活的个人

购买跨境保险、投资等金融服务。

为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实施方

案》还提出，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

区应允许真实合规的、与外国投资者投

资相关的所有转移可自由汇入、汇出且

无迟延。外商投资企业的外籍职工和香

港、澳门、台湾职工的工资收入和其他合

法收入，可以依法自由汇出。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违法对币种、数额和汇入、汇

出的频次等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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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柳青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这 两 周 的 电 影 市

场，虽未有“爆款”作

品，但“破圈”话题不

少。只是很遗憾，善意

理性的市场分析与艺术

探讨，都被电影《永安

镇故事集》制片人怒怼

影评人事件抢去了风

头。作为一部在国内外

影展中收获提名和奖项

的文艺片，时隔两年终

于在院线与大众见面，

本该令人欣喜和期待。

但很快，该片制片人自

称“遭遇无端恶评”、

甚至点名扬言要抽一星

差评者嘴巴等一系列回

应，令公众瞠目。且不

论恶评者是否如他所说

是“无端攻击”，单就

一名文艺工作者，以如

此傲慢态度公开发言且

扬言暴力解决问题，已

然让大众对其本人和作

品的好感降至冰点。难

怪有网友吐槽“没被他

所说的零星差评带了节

奏，反而是被制片人

的一系列言论搞到不

想看了”。

无独有偶，电影

《燃冬》 的导演也有不

满批评的“脆弱”发

言：“看到很多观众对

电影的反馈，我想，我

们看的是同一部电影

吗？我一个又不抽烟又

不喝大酒，那么儒雅那

么温柔的一个人，无端

端又被骂 ， 被 攻 击 ，

反正我是挺受伤的。”

观 众 对 这 样 的 “ 卖

惨”并不买账：“那么

观众看了电影的受伤就

不是受伤吗？”

表面来看，此类发

言不过是影视主创有失

体面，但骨子里暴露了

部分电影从业者的傲

慢。诚然，文艺片并不

以大众趣味为第一考量

因素，而是寄予了主创

独特的艺术追求与审美趣味，但这并不意味

着，文艺片能用“情怀”“艺术”作为脱离大

众的借口，甚至以所谓专业肯定来绑架大众口

碑。尤其是，当一部文艺片选择走向院线市

场，理应坦然接受来自普通观众的不同声音，

尊重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则与大众传播的底层逻

辑。然而大家看到的是，面对批评，一些文艺

片主创的第一反应不是拿出谦卑的态度检视自

身问题短板，而是质疑观众鉴赏水准，把“不

好看”的反馈统一划归为“看不懂”，甚至给

批评贴上“无端恶评”“带节奏”的标签恶语

相向。这样的创作者，观众又怎会信任他能拿

出真正有现实关切、有社会引领、有温度有情

怀的好作品？！

回头盘点这些影片，其实也不乏拥趸与专

业肯定。在评分网站，近2.4万人为《永安镇

故事集》打出7.3分，是不错成绩。缘何主创

破口大骂？说到底，仍是对票房成绩不满意。

《永安镇故事集》上映两周不到300万元的票

房，的确不够理想。但文艺片市场与口碑倒

悬，是复杂的行业问题。从业者可以呼吁增加

排片、增设艺术院线来求得生存空间，但绝不

应该把怨气撒在掏钱买票进影院的观众身上。

更何况，翻看影史票房纪录，不乏获得市场

口碑双赢的文艺片。究其根本，虽然作品类型

多样，但真正的好电影有着一样的底色，那便是

质量的过硬、是创作者的真诚——题材可以小

众、形式可以先锋，但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

察，表达的情感与思考，最终还是要触达最大多

数观众心底深处的共鸣。

不可否认，在纷繁复杂的市场语境下，不排

除个别评论背后有带节奏、恶意竞争之嫌，也不

排除有非理性的极端发言。所以在呼吁主创心

态平和、宽容谦虚地接受不同声音的同时，我们

也倡导有理有据、就事论事的文艺批评，而不是

冷嘲热讽、夹枪带棒，令文艺评论沦为肆意宣泄

情绪的吐槽，沦为获取商业利益、博取眼球的工

具，沦为对创作者个人的攻击造谣。毕竟，对于

专业影评人来说，保持独立、专业、客观，乃是立

身之本。

犹记得《永安镇故事集》的编剧在评分网站

不无深情地表白：“它（电影）是属于观众的。”希

望这句话，能够成为所有主创和影评人刻写在

心头的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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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暑期档，票房最高的《孤注一掷》

和《消失的她》都和诈骗有关，踩着夏天的尾

巴，新片《鹦鹉杀》给今年接二连三的“诈骗电

影”画个句号。

《消失的她》在褒贬不一中拿下35亿元票

房，《孤注一掷》票房突破38亿元时，有影评人

发问：“话题电影”制造的这波票房狂欢，撬动

市场的究竟是话题还是电影？《鹦鹉杀》的上映带

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消失的她》刺激观众情绪

收割票房，《孤注一掷》以法制宣教片的方式全景

式揭秘“东南亚诈骗集团”，吸引了众多原本不看

电影的观众，而刻意淡化拍摄题材的社会话题

属性、专注于电影趣味的《鹦鹉杀》，上映一周

票房3000万元——在话题和电影之间，最大公

约数的观众用电影票选择了“话题”。

撩拨观众的痛点和爽点

《消失的她》上映后，争议声不断。这是票

房成功所附带的尴尬，“穷光蛋非我族类其心必

异，富家女替天行道为所欲为”，这套叙事内在

的价值观念不说扭曲，至少是很可疑的。陈思

诚身兼制片人和编剧，做着产品经理的买卖，煽

动大部分暑期档观众的情绪——人们未必关心

电影本身的好坏，能破圈的是电影依附或制造

的话题。《消失的她》映前宣传视频主打“反杀

渣男”，未映先红，精准刺激主力观众群体的情

绪痛点。之后影片公映，观众陡然发现打开了

一整个集装箱的社交网络热门话题，从恋爱脑

到凤凰男，从骗婚杀妻到女性复仇，以及对富

裕阶层的想象。很多观众走进影院是好奇它怎

样一揽子收罗热搜话题，并且，他们要通过观

影才可能进一步加入社交网络讨论的狂欢。

“穷小子是怎样被毁灭的”，这原本是经典

的叙事母题，但“于连”这样的原型人物在当下

很可能已经失去了接受的土壤，更多人在存量

竞争的压力中恐惧一无所有者的僭越。《消失

的她》显然利用了这份群体的潜意识，从中兑

现了票房红利。

担起社会功能的电影

其实《孤注一掷》也是一部给不是电影迷、

不在意电影质量好坏的观众看的电影，而它的

票房能超过《消失的她》，证明电影市场的内在

伦理能发挥自我调节的功能。

同样是关于“假借亲密关系实施诈骗罪

行”，《消失的她》用足了各种烂梗来撩拨观众

的痛点和爽点，相对的，《孤注一掷》是兼顾加

害者、受害者和警方多视角的全景式普法扫

盲。“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这是电影的一

句宣传口号，好似噱头，但这电影确实担起了

这份社会功能。

电影开头，咏梅扮演的警队队长在防诈宣

讲中说，犯罪分子总是以“内幕消息”为诱惑进

行诈骗，她要讲的是真正的“内幕消息”——让

诈骗集团的手段大白于公众。这部电影在电

影表述的层面是普通的，但即便它看起来接近

于平平无奇的法制栏目剧，它却抽丝剥茧地揭

示出东南亚诈骗集团内部如何运作，冷静又带

有同理心地分析落入诈骗集团和骗局受害者

两种群体的沉迷心态，以及反诈警察在执法中

遇到的复杂的结构性难题，从机制和人性的多

个维度剖析电信诈骗何以成规模地、系统性地

运行。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用虚构和扮

演实现的社会调查报告，它所承载的信息量，

而非它作为电影的完成度，构成了它强悍的冲

击力。

逆反观众期待的反类型路径

虽然《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掷》气质

迥异，但围绕着和“诈骗”有关的生死劫，

这两部电影在故事内外触发的情绪存在一定

程度的共性：对过去的怀疑，对当下的不可

控，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只是两部电影的

表述要么投机泼皮，过分轻佻，要么是庄重

却过于直白朴素。

相比之下，《鹦鹉杀》既削减了诈骗题材的

社会维度，也过滤了“骗色骗财”这些热搜话题

发酵的情感，电影把关注的范围缩减到特定的

四个行骗受骗“局内人”，深入对人物情状的探

究，导演明显更关注电影表述的意趣。《鹦鹉

杀》所追求的电影感和文学气息，使它拥有一

种暧昧含混的气质，就像电影里频繁出现的沿

海雾中风景，不真切，不直白。《消失的她》直接

地刺激观众情感，《孤注一掷》直白地给出惊人

的信息量，《鹦鹉杀》则另辟了一条挑战观众的

蹊径。

这使得《鹦鹉杀》无法成为爆款，它在

类型片的设定中，走了逆反观众期待的反类

型路径。导演其实是纠结的，她渴望用文艺

的、内省的方式处理大众议题，又试图让小

众的、文学气息浓厚的电影触及大众的关注

点。影片始于网络“杀猪盘”的行骗者和受

骗者在线下相遇，还是两对，更离奇在于，

两个骗子是身陷同一个东南亚诈骗集团的难

兄难弟，两个苦主则是闺蜜。这个设定是影

片的硬伤，编剧之手机械降神地制造“巧合

和巧合的相加”。幸而电影早早放弃“强情

节”的叙事机巧，展开了“去情节”的情感

散文，电影的重心转向人物徘徊在真和假、

悔和恨、亲昵和抗拒、渴望和失望之间的复

杂情态。周冬雨和章宇在原本生硬的剧作里

发挥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高级表演，他

们的表演提升了影片的完成度，也造就了影

片的质感，这是《鹦鹉杀》的吸引力所在。

话题或故事在《鹦鹉杀》里都是次要的，重

要的是周冬雨和章宇用极为个性化的无痕迹

表演，演出了某些不太被讨论的、年轻群体中

暗涌的情绪。周冬雨表现出了在同龄女演员

中罕见的能力，演出了遭遇生活重大创伤后，

无法遏止生命力流失的内心枯涸。章宇的发

挥则是预料之中的丰富和自洽，他整个人像风

雨雾一般融为小镇风物的一部分，当他面对周

冬雨时，他演出了当下中国银幕上稀缺男性形

象，一个“迷人但无可救药的骗子”，他违逆道

德，但观众很难用道德裁决他。

《鹦鹉杀》的迂回和不直接，造成它的接受

困境，但这又成全它的特殊气质，它的出现，为

这个暑期档话题扎堆的“诈骗电影”画上了电

影化的句号。

《消失的她》《孤注一掷》《鹦鹉杀》等诈骗题材影片接连上映

撬动市场的是话题还是电影

与观众的即时交流、不可重来的表演、一览

无余的台词功底……舞台被公认为演技的试金

石，但同样也是推动演员快速成长的不二方

式。由此，越来越多新鲜面孔出现在舞台之上，

这样的趋势在申城近期的话剧演出中也能观察

到一二：在今晚再度登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剧

《弗兰肯斯坦》中文版中，除了话剧演员闫楠之

外，观众还能看到凭借影视作品为大众熟知的

袁弘以及舞者刘迦；而在上海戏剧学院最新出

品的青春版《前哨》里，一众00后学子以青春呼

唤青春，演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位青年作家

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的故事。

一切的设计都应该是为人物服务

有些巧合，袁弘的舞台首秀正是《前哨》。

在此之前，他早已凭借《步步惊心》《射雕英雄

传》等作品有了“古装王子”的美誉。2021年，他

打破舒适圈，回到母校上戏，出演《前哨》中“柔

石”一角，用他的话来说，戏剧的瘾就此被勾了

出来。舞台剧《弗兰肯斯坦》中文版改编自英国

女作家玛丽 ·雪莱创作的首部科幻小说，于去年

首演后凭借人性与爱的内核打动了不少人。时

隔一年，该剧再度巡演，袁弘坦言，因为丰厚的

角色内涵，他在排练和演出时的新鲜感大于熟

悉感。

心思诡谲的科学家维克多 ·弗兰肯斯坦、相

貌举止丑陋可怖的人形生物，三位男主演在剧中

都要承担起两个难度极高的角色，有时甚至要在

一天的下午场和晚间场里轮换。闫楠笑称饰演

人形生物的体力消耗不亚于跑一次半程马拉松，

“两个人物各有各的难点，我们要做的就是抛弃

符号般的形象，挖掘出他们深层次的想法”。

《弗兰肯斯坦》的二轮巡演多了张新面

孔——刘迦。通过综艺《舞蹈风暴》和《披荆斩

棘的哥哥》，刘迦“舞者”的身份深入人心，这位

自称从未在舞台上说过话的表演者借由《弗兰

肯斯坦》完成了他的话剧首秀。接到邀约之初，

刘迦作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最终他决定挑

战一次。为了不浪费排练时间，在走进排练厅

之前，他已经熟记了所有台词和走位。

舞台上，人形生物有着夸张、不可预料的肢

体动作。照理来说，刘迦的舞蹈基础能带来诸

多帮助，但他进组后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

你不再是一名舞者。“在话剧舞台，我需要贴近

人物，肢体更多起到的是辅助作用。我需要收起

舞者的锋芒，不能让观众看到舞蹈演员的影子。”

在《弗兰肯斯坦》剧组，刘迦还遇见了老朋友、该

剧的形体指导王亚彬。作为同行，两人也曾探讨

是否应该在剧中多展现一些舞蹈元素。但随着

排练的进行，他们达成了共识，一切的设计都应

该是为人物服务，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特长服务。

“这是实打实的体验式教学”

迄今为止，原创红色话剧《前哨》已进行了

五轮演出，这一次的阵容当属最朝气，50多名来

自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的学生在老师王洛

勇的带领下演绎该剧，其中不少人还是第一次

登上大舞台。“新的气象、新的气质、新的色彩。”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前哨》编剧黄昌勇感慨。

“柔石生于1902年，我出生于2002年，我们

之间正好差了100岁。”剧中饰演“柔石”的大四

学生邵骏泽说。去年的《前哨》演出，邵骏泽饰

演的是当代学生“姚远”，这一次，他跳出旁观者

的视角，以最近的距离感受烈士的心跳。在演艺

圈已经小有名气的林墨虽然拥有不少面对观众

的经验，但这一次仍是巨大的挑战。“有压力也有

动力，这次排练也解决了我不少台词方面的问

题，希望这是一个新起点。”扮演“左联五烈士”中

唯一的女性冯铿，年轻的彭宝莹对角色充满崇敬

和怜惜，“在那个时代，她的肩上有着不亚于男性

的重担和责任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两眼一抹黑，站在台上不知道往哪看，当青

涩的学生初登大舞台，遇到困难在所难免。作为

该剧的艺术总监，也是“鲁迅”的扮演者，王洛勇

和学生们每天一起“泡”在排练厅，揣摩台词，而

年轻人的飞速进步也让他忍不住点赞：“这是实

打实的体验式教学，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来加

强学生的表演和台词功底。”记者了解到，青春

版《前哨》将于下月前往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演

出，并于明年元旦后登陆福建大剧院连演四场。

影视演员、舞者、在校学子纷纷“入场”

看，话剧舞台上的新鲜面孔

舞台剧《弗兰肯斯坦》巡演剧照。 （演出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上接第一版）

顶级江景引流，为情绪价
值埋单

抿着咖啡，身后是对岸浦东陆家嘴

“四件套”地标建筑，游客杨先生拿起手

机自拍，朋友圈配文“在上海的休闲一

刻”，并刻意留下定位“北外滩国客中

心”。时隔5年再来上海，杨先生说，“有

水则灵”带来好心情。他感叹黄浦江两

岸风景“手机直出就是大片”，也感慨沿

岸多元的消费场景，让他能“即停即走”

也能“即玩即享受”——喝完咖啡，还能

体验被称为“最美勇敢者道路”的魔都矩

阵，在“花式攀爬”中体验顶级江景。

水岸消费一定是伴随着城市空间转

型、功能跃升而产生的。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曾刚说，随

着滨水岸线贯通、水体治理成效凸显以

及消费升级，越来越多人愿意为情绪价

值埋单，这也倒过来反哺滨水岸线功能

的再提升、再挖掘。不仅有水上赛事，一

批运动产业链上的店铺甚至休闲场所也

在“一江一河”两岸应运而生，推动了文

商旅体融通发展，而创新的消费场景，也

提升消费能力。

以北外滩国客中心为例。码头全面

开放近两年来，运营方根据客流和需求

不断调整业态。原本沿江绿地步道中设

有中餐、西餐、日料等多个餐厅，今年又

在沿江处推出更多轻餐饮，如咖啡驿站、

近江亭、房车等，并配备多处带遮阳伞的

外摆位。消费动线也从岸线向腹地延

伸，更新周边商业，以及彩虹桥、银色水

滴等景观，这里很快成为文旅爱好者的

打卡新宠。

多项重大赛事活动和各类市集也相

中了滨水空间的人气与活力：上海旅游

节开幕式、上海赛艇公开赛等都择址“一

江一河”交汇处；首届西岸国际咖啡生活

节、“半马苏河”运动生活节、小红书“马

路生活节”等也沿着滨江水岸一路铺

展。这些赛事和活动为滨水空间引流，

调整了水岸动线的节律，促进了消费潜

力的释放。沿线某餐饮负责人介绍说，

临近节展，相关部门会提前通知商户活

动举办时间及线路，让大家提早规划营

业时间，及时调整备货菜单，“滨水活动

的‘带货’能力太强了”。

水岸联动，体悟“因水而兴”

为何是水岸？

放诸城市空间，水系脉络有效调节着

都市生活的节律感，营造出一种独特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域，让人容易产生一

种别样的松弛感，如同触摸到城市脉动，

感受到律动呼吸，并由此延展出一种主动

的体验意愿。消费就在这样的“主动靠

近”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也因此，一座城

市水岸消费、水岸经济的丰富程度，恰可

以窥见城市生产生活的丰沛与能级。

“小船荡漾在波光粼粼的苏河之上，

我们细数着岸上那一座座写满故事的历

史建筑，等船靠岸就能享用晚餐啦！”网

友“花小西”的短视频中，镜头在船舱与

岸边自由切换，美景与美食相互点亮。

水岸联动的新体验，延展了 City

walk新路线，促成了消费新场景：久事旅

游联合位于苏州河华政步道上的馆下

1575咖啡厅以及沿线商圈、商铺，推出

“船票+下午茶+文创产品”特色班次；在南

京路步行街东拓段，外滩“第二立面”开发

有序推进，浦江游轮的终点不再是外滩观

景平台，而是更为纵深的去处……

不只是店铺，水岸边的园区也追逐

奔流浪潮实现转型发展。毗邻苏州河昌

化路码头的M50创意园区前身是上海春

明粗纺厂，如今，这里不仅是艺术设计、

创意文化的聚合地，也成为满足市民多

元休闲需求的新社区。普陀区联动

M50创意园区、上海纺织博物馆、上海造

币博物馆、创享塔4个苏州河畔历史底

蕴丰富的景点资源，形成“苏河时代 ·民

族工业探索之旅”，让人们沉浸式了解上

海工业文明发展史，感受“半马苏河”的

水岸魅力，把园区变景区、产品变商品。

作为世界会客厅所在地的虹口滨

江，首艘入籍中国的远洋邮轮“招商伊顿

号”在此停靠，抱朴美术馆、光廷等艺术

空间成就“北外滩艺术岸线”，W酒店、悦

榕庄、苏宁宝丽嘉等高端酒店先后建成，

一批米其林、黑珍珠餐厅相继嵌入，白玉

兰广场、北外滩来福士等商务楼宇聚力

总部经济。杨浦滨江以数字经济先发优

势，创设更多数字化体验式消费场景。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曹祎遐认为，当下“一江一河”水岸

各美其美，仍需要通过顶层设计串出“主

链”。例如，通过“打包”申请世界文化遗

产等方式，打造统一的大IP，进一步形成

完整系统的动线，打造有世界影响力的

文化符号和经济坐标。同时，她还建议，

要以经济收益反哺文化投入，推出更多

能引发价值认同、展现上海特色的多元、

跨界系列消费场景和产品，让大众“有景

可看，有物可买”。进一步放大水岸消费

的沉浸感、参与感、获得感，体悟一座城

市的因水而兴。

开展重点行业再制造产业进口试点

有景可看有物可买，水岸消费放大沉浸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