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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喜剧电影人物塑造的未来在哪里？
——评《热辣滚烫》与《红毯先生》

桂琳

观察近期两部颇有话题度的喜剧电

影作品《红毯先生》和《热辣滚烫》，无论

是老牌喜剧导演宁浩，还是新秀喜剧导

演贾玲，都在自己的新作中将刻画一个

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主人公作为创作重

点。这不仅成为两部喜剧电影质量的重

要保证，也让我们看到它们各自的人物

塑造困境，是十分有意义的现象。以此

为契机，正可以展开对中国喜剧电影未

来发展的一些思考。

《红毯先生》：
荒诞喜剧如何塑造能
与观众共情的人物？

从2006年的《疯狂的石头》开始，宁

浩式喜剧逐渐成为冯氏喜剧之后最有

代表性的国产喜剧类型。它的基本配

方简单说来就是成熟类型+喜剧+小人

物。通过对各种成熟类型进行借鉴与

混合，其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艺术创

新能力等都比较强。小人物的加入又

使这种喜剧能产生与社会文化需求极

其贴合的作品。正是因为以上这些优

势，宁浩式喜剧带动了很多优秀喜剧电

影的出现，对国产喜剧电影这些年的发

展功不可没。

但2019年的《疯狂的外星人》和《受

益人》标志着宁浩式喜剧出现了一些创

作困境。《疯狂的外星人》的困境在于宁

浩渴望将自己的喜剧创作推向新的高

度，但却提高了观众的观影门槛，有些曲

高和寡。这使得他不得不面对要艺术还

是要票房的困惑和迷茫。《受益人》则暴

露出宁浩式喜剧配方也出现问题，一是

在成熟类型借鉴与混合中出现了失误和

过火；更大的问题则在人物塑造上，其中

的小人物主人公失去了真实的生活质

感，有沦为空洞符号的危险。

在2023年宁浩扶持的新导演作品

《二手杰作》中，可以观察到宁浩式喜剧

的一种新尝试，就是将创作重点完全放

到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品对那个怀才不

遇的作家父亲形象塑造比较成功。《红毯

先生》的创作思路与《二手杰作》很像，仍

然将创作重点放到人物形象塑造上，这

应该是宁浩这个老牌喜剧电影导演对喜

剧创作寻求突破的自觉追求。而且《红

毯先生》的主人公形象塑造在艺术性上

仍然是成功的。

人物形象难得地做到了立体而复

杂。主人公刘伟驰为了挑战和证明自

己，开始了一次冒险之旅，并在这个冒险

之旅中展现自己复杂的个性。影片很好

地把握着情节发展的节奏，既有耐心细

致的情节铺垫，也有情节高潮点。一个

又一个小事件的接连登场，将主人公一

步步逼到命运的墙角，不得不面对自己

的性格真相。

视听表达也十分精致，影片开场就

通过远景俯拍镜头建立起对主人公的一

种态度，即以一种间离的态度去批判性

呈现。很多关键性的场景也都展示了宁

浩优秀的视听把控能力。但他并不是为

了炫技，而是完全为人物塑造服务。人

物所折射的思考更是宽阔而有层次感。

这些思考有些关乎电影本身：在短视频

和大资本强势时代如何拍电影？艺术电

影的标准又是什么？但也有很多超越电

影的思考，这些思考关乎我们的时代，更

关乎普遍的人性。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在人物形象

塑造上如此着力和成功的喜剧电影，观

众却并不买账。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宁浩

自身陷入了既要又要的创作拧巴状态，

导致对该片的定位失误。如果定位于艺

术电影或作者电影，这部作品其实在艺

术上还可以进行更前卫的探索。因为荒

诞喜剧“是一种夸张而深刻的、具有哲理

内涵的严肃喜剧”，一方面智慧含量高，

创作难度大，对创作者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创新的可

能，能够帮助创作者进入到生活真相和

人性深层展开探索。如果创作者能力超

群，有可能产生佳作和经典。但随之而

来，荒诞喜剧的观影门槛很高，而且因为

思考的问题庞杂而有深度，往往很难成

为高票房电影。

宁浩的拧巴之处在于，他之前有意

将影片上映放到春节档本来就是冲着

票房而来。但如果要取得高票房，就必

须将荒诞喜剧进行一些改良。之前的

宁浩式喜剧都有一些荒诞喜剧底色，一

个重要法宝就是塑造与时代极其贴合

并令观众产生好感的小人物形象。这

让宁浩式喜剧不仅与社会现实之间产

生强烈链接，从而降低了荒诞喜剧的抽

象性和绝望气质，而且让人物形象也能

够与观众形成共情。《疯狂的石头》《心

花路放》等宁浩式喜剧的票房成功都依

赖这一点。

而《红毯先生》则不愿意进行这样的

改良，而是坚持自己的完全荒诞特质和

高高在上的精英视角。不仅内容具有很

强的抽象性特征，而且将批判锋芒指向

所有人。主人公形象不仅是高社会地位

的代言人，而且也成为抽象精神的象征

符号，这不仅让观众感觉到疏离和反感，

更是无法与主人公形成共情。所以即使

这部喜剧作品塑造了一个成功的人物形

象，观众依然不买账。

《热辣滚烫》：
自传式喜剧的人物在
与观众共情之后如何
超越自己？

贾玲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一直都

在拍她自己，她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

喜剧创作，成为一种独特的自传式喜

剧。这种携带着她生命体验的电影内

容，也催生了她喜剧作品中一种独特的

主人公形象：真诚的贾玲。这使得她的

喜剧电影主人公特别容易与观众形成

共情，成为她斩获高票房的利器。但这

种自传式喜剧创作思路对商业喜剧来

说受限非常大：

首先就是题材限度。从贾玲的两部

作品来看，第一部作品她可以做到完全

原创，但第二部就只能选择改编已有作

品，因为个人的自传内容毕竟有限。而

改编作品所携带的自身故事和人物逻辑

不仅与贾玲的自传性追求之间会产生张

力，也暴露出贾玲作为新导演的能力不

足。《百元之恋》展示的是一个对生活失

去希望的女主人公从拳击训练中重新寻

找生命意义的故事，这种丧而绝望的生

命状态显然不太适合用喜剧来表达。这

也就导致《热辣滚烫》在改编时必须为女

主寻找新的精神特质，而且还必须是属

于贾玲本人的特质，于是《热》中的主人

公被塑造成携带着贾玲性格特征的讨好

型人格。

但这种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改变必须

由合理的情节和人物塑造来支撑，这里

就暴露出《热》的问题了。为了表现女主

的善良，影片将她周围的所有人都塑造

成恶人，而且很多人物的转变都过于突

兀和不合逻辑。他们实际上都只是为了

推动女主走向拳击的工具人，其作用就

是用高密度的冲突让她陷入众叛亲离的

境地。而电影中小品化的笑点堆积与主

线情节也毫无关系，为搞笑而搞笑。为

了让观众认同女主的讨好型人格，影片

甚至直接用“两个苹果”“看心情”“两个

人打成那样，还能抱在一起。我以为想

得到拥抱，只有对人好才行呢！”等对话

场景直白地输出观点。但实际上，女主

的讨好型性格与走向拳击之间的动机联

系仍然是说服力不足的。这些都说明影

片的前三分之二内容在电影质量上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影片的主要吸引力来

自最后的高潮，但也更多来自贾玲的身体

和精神变化给观众带来的震撼，很多观众

甚至认为影片最后的减肥花絮比电影本

身更震撼。

其次是自我消耗限度。《你好，李焕

英》中贾玲凭借与母亲真挚而痛苦的情

感牵绊与观众形成共情。《热辣滚烫》中

贾玲更是用肉身的真实改变来表达一种

力量与观众形成共情。先胖40斤，再瘦

100斤的真实体重变化成为女主形象塑

造的关键，也带来片中最重要的戏剧

性。先胖40斤是要改变贾玲的胖身材

在观众心目中的可爱形象，从而让观众

对她产生陌生感。再瘦100斤更是让贾

玲身体不仅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冲

击，成功减肥后的贾玲身体也成为顽强、

坚韧、自律、自信等美好品格的重要载

体。但这样的自我消耗无论对作为导演

还是演员的贾玲来说都是有限度的，也

很难持续。这也意味着贾玲的下一部电

影如何塑造一个优质人物形象依然存在

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喜剧电影人物塑造的未来在哪

里？中国喜剧电影创作最近几年一直比

较疲软，不重视人物形象塑造是其中很

大的一个原因。宁浩和贾玲都将创作重

点重新放到人物塑造上，这给中国喜剧

电影摆脱目前的创作困境带来了很好的

启示。如果将两部作品的人物塑造综合

来看，倒是能够为中国喜剧电影人物塑

造的未来寻找一条出路。贾玲的成功启

示创作者，创作出能够让观众共情的喜

剧人物形象一定是商业喜剧的基础和底

线。宁浩的努力更说明，光靠共情还不

够，还需要在人物塑造的立体复杂、情节

与视听的协力，人物深度上下功夫。如果

能够专注于让观众共情的优质人物形象

塑造，中国喜剧电影走出目前的瓶颈也

许会大有希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
院教授）

《被我弄丢的你》：爱情的谜面与生活的谜底
王婷

电影 《被我弄丢的你》 改编自短

篇小说《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斤斤》，由

原著作者郑执担任编剧，韩琰执导，

檀健次、张婧仪领衔主演。

相较作于八年前的原著而言，电

影在改编的意义上有比较大的调整，

无论是剧情走向还是内核都与小说有

明显的不同，显示出创作团队的诚

意。小说是一个以男主角第一人称为

唯一视点的故事，关乎一个渐入中年

的男人对爱情与婚姻的审视及自我剖

析，电影则将视点落于男女主角两

端，在剧情的推进中更倾向于照拂浪

漫爱情的部分。

简而言之，原著像是一个男人对

婚姻生活的甜蜜牢骚，电影则以小说

的故事为基底，编织了一个命中注定

的罗曼蒂克故事，无论成功与否，都

提示了爱情片的一种银幕改编解法。

命运的逻辑与爱
情的形状

“命运是有逻辑的”，是爱伦 · 坡

作品里的核心议题，作为电影 《被我

弄丢的你》 的台词通向关于这部爱情

片的观看之道。

爱伦 · 坡是命运逻辑的起点。白

晓宇和王斤斤从小就是爱 · 伦坡的超

级书迷，在他打造的哥特世界里安置

自我，此人物背景设定作为主要线索

联结起男女主角的“缘分天注定”。萨

布里纳 · 切尔奎拉这样形容爱情的沦

陷：“爱情像雨水，浸透骨髓。”在高

考的那天，白晓宇第一次见到王斤

斤，一眼即万年，骨髓瞬间尽湿。这

是一种双重的诱惑，既是一场对自我

秩序的颠覆，同时缠绕着关于命运的

某种宿命感，在一见钟情的高峰体验

里勾勒了爱情的轮廓。四年后，命运

的逻辑再次显形，两人再次邂逅，在

爱 · 伦坡的精神世界里昭示出灵魂伴

侣的唯一性。至此，一见钟情的外在

形式与灵魂伴侣的内在精神共同创造

了这场爱情的神话，描画了爱情的特

殊形状。

罗兰 · 巴特在 《恋人絮语：一个

解构主义的文本》 中提出爱情的三个

阶段，分别是初期的坠入爱情，是一

种吸引、俘获的体验；中期阶段在聊

天约会中了解彼此；后期阶段陷入现

实的困境与日常的琐碎，并生出失恋

的恐惧。《被我弄丢的你》前半部分集

中呈现了初期、中期的浪漫爱情，后

半部分重点摹写了爱情的“暗面”。当

爱情与现实生活的艰辛相撞，人的主

体性会从爱情的眩晕里抽离，退回生

活的真实里，于是灵魂高度契合的白

晓宇与王斤斤亦未能免俗，掉入与现

实世界的无限周旋中。和生活的博弈

加速了爱情刻度的无法同步，由此产

生的爱情时差渐趋拉开了两人灵魂的

距离，两次忘带钥匙的细节对比正是

这一距离的侧写，映照了感情的摇摇

晃晃。而命运的逻辑通常不是以直线

的形式示人，如影片里不断提起的

《丽姬娅》的“重生”隐喻，相爱的人

始终会在一起，这恰是爱情的形状。

弄丢的生活与悬
置的爱情

与片名相呼应，影片是一个关于

“弄丢”的故事，在微妙的感情拉扯中

通过“弄丢”来呈现爱情的分量，就

像宣传海报上所标示的：“今年你弄丢

了什么？谁又弄丢了你？”

《被我弄丢的你》展示了两次“弄

丢”，第一次是两人初次相遇后，第二

次是经历了生活消耗后的分手。“弄

丢”是一个感受性比较强的词，指一

种主观上的疏忽或错误而造成的丢

失。电影里“弄丢”的主语是白晓

宇，如果说第一次“弄丢”是客观原

因所致，那么第二次“弄丢”则是他

主动的选择。第一次“弄丢”的背后

彰显出白晓宇对王斤斤的无比坚定，

而第二次潜隐着他对这段感情的无奈

和遗憾。

现实的柴米油盐与爱情的理想主

义在天平的两端来回争夺，延续了

“爱情还是面包”的经典命题，识别出

现实主义关怀的初衷。然而比较遗憾

的是，电影对生活细节的刻画表现出

明显的割裂感，从而掉进了空有概念

没有内容的窠臼里，如此，电影“弄

丢”的反而是生活本身。

作为电影里的主线之一，男女主

角的事业轨迹被普遍地简单化处理，分

割成一个个小的碎片，呈现为一带而过

的几个镜头、主角的内心独白和他人的

转述，取而代之的是营造氛围的感伤音

乐、加了滤镜的慢镜头和陈旧的蒙太

奇。可是，爱情之所以会“失势”，在

于现实生活的难以承受之重，正是它们

曾经势均力敌，历经坎坷后的情感浓度

才会尤其深刻。

更重要的是，爱情的镜面其实是

自我，指涉一种本能的自我真实与精

神完整性，它唤醒了个体在惯常秩序

和日常参数之外的特殊经验，经由亲

密关系获得自我身份的一再确认。当

《被我弄丢的你》里的生活被简化为一

种概念或一个空壳，那么天平那端的

爱情也随之被悬置了。

要指出的是，影片里的爱情线索

同样有不少薄弱之处。开头过于快速

的情节推动使两人的相爱动力已显示

出某种牵强，中间的甜蜜浪漫也添加

了多处工业糖精，大量的内心表白与

恋爱细节上的空洞匮乏形成鲜明的对

照，令“在爱情里好好生活，在生活

里好好相爱”的落脚点难以安置。

同样是关于爱情与生活的角力，

《花束般的恋爱》提醒了此类型片继续

探索的样本意义，影片花很多笔墨描

摹爱情里那些微小的高度共鸣，和生

活中逐渐折损感情的现实触角，有了

它们的承托，结尾处爱情的遗憾尤为

强烈，余味难尽。在这个维度上，《被

我弄丢的你》 流露出某种失衡，结尾

的和好如初在仪式上完成了叙事任

务，却弄丢了真正的内核。

爱情片的市场密
码及其不满

近年来，国产爱情片深陷一种制

作怪圈里。随着多种类型片不断地涌

入电影市场，传统的爱情类型施展能

量的空间受到挤压，客观上使其趋向

选择更为保守的制作方式。在创作

上，大多遵循拿来主义，倚赖小说改

编或对外片进行翻拍，借由相对成熟

的IP以保证电影的“正确”。在体量

上，往往倾向以小博大的运作模式，

针对目标受众专项定制，甚至是粉丝

限定。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爱情片

怪象，清一色的流水线制作模式，爱

情的面目被限定在某种特制的叙事结

构中。就这个意义而言，客观来看

《被我弄丢的你》表现出一些突破的努

力，与当下的时代情绪形成了某种呼

应，标识出电影市场密码的痕迹。

电影与原著最大的不同是加入了

很多女性线索。原著中以白晓宇的第

一人称视角剖白了与妻子王斤斤从相

识到相恋再到进入婚姻的故事，王斤

斤作为“他者”被置于一个“被讲

述”的语境中，其中叠加了白晓宇对

她的想象、揣测与解读。电影在铺排

了新的故事基础上增添了与“她”有

关的线索，比如在爱情与生活的相撞

中，一反惯常叙事里男人越来越忙、

女人越来越不满的老套路，转而呈现

了王斤斤的事业起伏，随着她的世界

越来越大，爱情的定义及其重量也在

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平庸的生活

是没有意义的”的追问里试图响应当

下正热闹的女性议题。影片选择妇女

节上映也是一种“女性向”的策略。

可这样的努力还是显现出浅尝辄止的

保守性，继续从属于“命中注定”这

个浪漫爱的核心。就像片名中的语态

所示，这段爱情里的主语是“他”，而

非“她”。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银幕里的爱

情与现实模样正在渐行渐远，国产爱

情片也常被当作一个靶子受到指摘，

但其中的多数在票房上有不错的表

现，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目的，这也是

爱情类型能持续在电影市场中扎根的

原因所在。其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大众

对爱情的内在向往，因为爱情是一种

本能，是人类最深刻的情感体验。一

份 《国产爱情电影数据洞察》 给出了

网友关于爱情的热议话题，包括“真

的建议大家要主动表达爱”“分手后一

定要删除对方吗”“分享欲真的很重要

吗”等，是爱情作为本能的注脚。缘

此，国产电影更加需要好的爱情片，

如何跳出怪圈是亟待反思的命题。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助理研究员）

上图：《红毯先生》剧照

右图：《热辣滚烫》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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