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起声势浩大却愈发平庸同质的香

港商业类型片，正在上映的《白日之下》

一如它聚焦的群体——孤老残障，声量

不大但更需要被听见。得益于去年亮相

上海国际电影节所打下的口碑基础，影

片在社交平台激起了不少的讨论。

过往港片以奇情凌厉刺激见长，可

警匪金融传奇终究与普通人生活相去甚

远。《白日之下》呈现出了“香港制造”另

一重温情平实的底色。导演简君晋尝试

在106分钟里展开三重议题的讨论：对

虐老事件本身的追问——揪出个案后能

否重视机制弊病；对家庭层面“老有所

依”的希冀——我们谁都会成为老人，敬

老理当是敬未来的自己；对新闻调查日

渐式微的关切——叩问与守护真相的执

笔仗剑，又该由谁来守护。

诚然，作为新人导演，简君晋对于这

三重议题的分配驾驭和认知体悟，还有

局限。这致使情节比例安排有失当之

处，主题叙述对象也有着明显的犹疑，于

残酷中升腾起的暖意，也稍显意蕴不足。

但，就如简君晋的自陈：电影未必

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

问题。以《白日之下》为代表的聚焦社

会现实、关注普通民众的创作，正成为

香港电影的创作显流，于感喟港片夕照

余晖的唏嘘中，透出一声温柔坚定的宣

言。这，足以令人欣慰。

《白日之下》尚未起笔，就在蓝天空

镜下，亮明了自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的身份。杂糅了香港本土三家照护机构

的四个真实社会事件，影片将残疾人护

理院恶劣伙食卫生、养老院露天洗澡、八

个月六人离奇死亡与残障院前院长侵犯

智障女孩等白日之下的社会疮疤，经由

记者凌晓琪的卧底调查次第揭开。

影片没有依靠设置悬念、营造恐怖

去推进叙事，而只克制地留了一个“钩

子”：老人们被摁在轮椅强行缚住双手，

一个接着一个，是被护士推向哪里？谜

底在影片中段便揭晓，成为凌晓琪获得

实质证据得以刊发报道的转折点，也是

影片营造的第一个情绪高点——老人

们每周一次的所谓洗澡，是有如牲口一

般全身赤裸，在天台集体接受护工洒水

枪的喷洒。多角度平移的局部特写慢

镜头，配合悲怆的配乐，影片在这一桥

段调动多种情绪渲染的手段，强调老人

被视作家畜般尊严全失的场景。

从视听层面考量，不管是片中的媒

体曝光效力，还是故事外的影像艺术加

工，光天化日之下对群体的作恶，比对

个体实施的隐蔽虐待，更具有视觉冲击

力。不过，这样的处理也带给观众一些

困惑。对比整部作品的克制，此刻的影

片高潮来得稍显刻意。而从虐待程度

来看，前有虐打老人，后有院长性侵智

障女孩，人身安全遭受凌辱难道不比尊

严受损更令人痛心疾首么？

这样的困惑或许可以引向另一层现

实思考：更严重的侵害理应获得更优先级

的重视和解决；可次优先级的问题，不该

被搁置甚至被选择性遗忘。哪怕老人行

动不便甚至失去自理能力，但他们仍旧渴

望并需要拥有尊严。这也是为什么影片

里对食用过期食品、遭受身体虐待已然麻

木的老人，在被推去洗澡时仍选择挣扎反

抗。这事关生而为人的尊严，是在所有机

能思维退化时，唯一可以守护的。

事实上，民营机构虐老的话题，于一

众聚焦打黑、反诈、禁毒等题材的商业类

型片中，何尝不是被长期置于艺术创作的

“次要优先级”？但正如观众的体验——

能够填补创作题材的盲区，进而引发关注

思考，本身就值得珍惜。在社会老龄化问

题日趋显著的当下，如何让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

除了专职的经营者照护者，个体与

家庭是否在照护老人中存在缺失，是

《白日之下》意图探讨的第二重议题。

影片设置了两组家庭关系，探讨孤老被

家庭弃养问题的复杂性。

首先是老人水哥与家庭的决裂。

他年轻时有愧于妻子，女儿为此与之断

绝往来数十年。直至外孙女的一封婚

礼请柬，水哥燃起希望。可女儿在婚礼

现场还是将其扫地出门。最终，他抱憾

而亡。

而更让不少人产生共鸣的，则是凌

晓琪家庭三代人的养老困境。卧底假

扮他人孙女的过程中，凌晓琪反照自

身，联想到在养老院自杀的外公，有着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所以对外，

她于“祖孙”角色扮演中，在孤老通伯身

上实现照护亲人的“代偿”。对内，她将

矛头对准母亲：“你就不怕我像你对待

外公那样对待你？你根本就是把他当

‘包袱’！”母亲赌气回应：“老人就是包

袱！我也会是你的‘包袱’！”

激烈的母女矛盾看似围绕外公，实

则是凌晓琪在回避自身的养老困境。

影片中，母亲再三强调忙完外公丧事，

便离港北上独自养老，其实是在等待女

儿出言挽留同住。而凌晓琪那句轻描

淡写的“家中有你的床”，也不过只在第

一次对话里略过。青壮年在社会工作

的重压下，迫切需要喘息的个人空间与

自由，而这代价便是与父母的疏离。

对上一代的愧疚，终究转化为了对

下一代的成全，一代代重复着这样悲剧

的循环。

缘何“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现

代家庭中成了奢望？从多子女家庭照

护老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高压社

会中间层在职场的疲于奔命无暇顾及；

从现代人追求个体自由与独立空间意

识的增强，到家庭资源与注意力向培养

下一代的全面倾斜……可以历数的原

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是“包袱”一词所

指向的投入产出考量，是功绩社会压力

传导进入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令

无法为家庭贡献反而需要获取的老人，

成了实实在在的弱势。而这一点，值得

我们每个人深思。

事实上，要完成好上述两重议题已

是不易，但影片还试图将新闻业的困境

一并纳入。记者凌晓琪是“闯入者”，代

替观众走进白日之下的“灰色地带”。

她也是局中人。传统新闻业遭受冲击

之下，个人的一腔孤勇，能否唤起更多

人守护真相的决心？甚至可以说，导演

呼唤坚守舆论监督的创作意图，是盖过

前两重议题的。借凌晓琪同事之口试

图传递了这种理念：实体报纸也许会消

失，但是只要人们追求真相，那么新闻

调查就会始终存在。

但，片中从业者呼应这一口号式观

念的表现，却显现出了犹疑与无力。当

从上司处获悉调查组因虐老新闻而不

必裁撤，凌晓琪悲观回应：不过也只是

多保留一阵子。轮到上司感慨新闻很

快就会被公众遗忘，她却又显现出了振

奋，说着只要记住两天也好。这种普通

人的左右摇摆是可信的，但艺术再现止

步于此，也仅仅完成了忠于真实的字面

意义。

这种“浅尝辄止”还出现在了临近

尾声的一幕。院舍因多重丑闻曝光终

于关门停业。本该大快人心的结局，

却让院舍的孤老残障纷纷指责曝光恶

行的凌晓琪。因为对身处底层的受害

者来说，饱受虐待的“有瓦遮头”，也总

好过流离失所。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

呈现，但由此指向的为一部分人还是

为更广大多数人争取权益的叩问，却

只收束在了通伯一人对凌晓琪“做了

对的事”的安慰。那一刻，是 TVB万

金油台词的昨日重现：“做人呢，最重

要的就是开心。”这样的处理，也就遗

憾标定了《白日之下》关切现实的最

终景深。

从《正义回廊》到《白日之下》再到

《年少日记》，近年不少新人导演不再执

着于复刻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类型电

影，而似有默契地将镜头对准小人物平

民。这种集体转向无论完成度如何，都

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变革信号。而从这

个意义上来看，这些创作本身，成为了

新闻调查的回响，成为了新闻调查的延

展，更接续新闻调查的使命，为守护真

相走出了更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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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集生产的互文式叙事策略有了新变体
——从《与凤行》说起

张明浩

黄启哲

互文生产在影视作品中比较常见，

比如诸多根据传统文化题材改编的影

视作品就能够让受众产生某种“记忆互

文”，而这些作品也能够借助这种互文

成功地吸引诸多受众的关注。

具体来讲，以《哪吒之魔童降世》

《姜子牙》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故事改

编的作品，可以称之为“文化互文”；以

《唐人街探案》电影与《唐人街探案》电

视剧为代表的借助剧、影互动或借助IP

互动、衍生的作品，可以称之为某种“系

列互文”。

但近期播出的《与凤行》似乎对如上

互文创作方式进行了某种扩展。该剧

既没有那种大众已知的原型式互文记

忆作为支撑，又并非系列剧。但该剧依

旧吸引了诸多《楚乔传》时期的“旧观

众”，与其形成了某种对话或使之产生

“记忆互文”。这种别样的互文式叙事策

略值得探讨，对其规律的总结，也将在某

种程度上有助于未来同类影视剧的创作

与传播。

一般而言，在影视作品中，诸多题材

的故事若深究故事核，其本质有很多相

似性。比如常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式

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爱情故

事”等。但这些故事核相近的作品，在受

众观看过程中基本不会有明显地代入另

一个故事的反应或体验。

而这种情况在《与凤行》中却有所不

同。很多观众在《与凤行》的弹幕中纷纷

提到《楚乔传》，并以《楚乔传》中的情感

故事来对应当下的《与凤行》。可现实

是，两个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与凤

行》与《楚乔传》所对焦的题材完全是两

种，前者是魔幻奇幻类题材，后者则具有

某种“武林传奇”意味；前者讲述的是男

女主如何抵御魑魅，以保卫家族，后者则

更多偏向于权谋。

产生如上情况的原因，就在于二者

在情感故事上实现了某种“系列续讲”。

因为《楚乔传》中是赵丽颖与林更新的情

感故事，而《与凤行》中，又是以二人为主

角的情感故事。这就导致诸多受众将前

者的情感故事及体验，自然而然地嫁接

到当下《与凤行》之中。比如《楚乔传》中

经典的“楚乔与宇文玥同时掉水中”这一

桥段，剧中宇文玥不仅没有被楚乔捞起，

甚至沉睡水中，这导致很多观众在当年

观看时十分不舍、揪心。而到了《与凤

行》中，二人的情感故事并没有完全以悲

剧结束，受众在看到碧苍王自水中将行

止捞起的情节时，纷纷表示“沉睡的宇文

玥终于被楚乔捞起”等。再比如《与凤

行》中男女主一起看烟花的场景，也纷纷

被受众表示他们之前所嗑的爱情于此画

下了完满句号。

也就是说，观众在《楚乔传》中没有

完成的情感故事体验或对主人公们的爱

情情感想象，在《与凤行》中得到了某种

满足。之前《楚乔传》中以悲剧式分离为

结尾的情感故事所带给受众的“情感创

伤”，在《与凤行》中得到了“填补”或“补

偿”。由此而言，在两部作品的情节设置

上，《与凤行》中相对完整、完满的情感故

事，成为了《楚乔传》的“系列延续”，尽管

二者在题材上、故事上完全不同，但就二

人的情感故事而言，实现了某种“情感故

事的系列生产”。

尽管影视剧中的故事可能会各不相

同，但很多影视剧中的“人设”，实则有着

较高的相似性。而《与凤行》与《楚乔

传》，恰恰是在人物设定上也有着某种相

似性或曰共通性，促成了受众对二者的

对比、混合、续讲。

具体说来，《楚乔传》中的楚乔是因

失去记忆而与宇文玥等人产生联系，并

被训练，最终找寻到记忆与身份后，实现

自己的目标。而《与凤行》中的碧苍王也

是因为失去技能或法力而和上古神行止

有了感情，并且，其身份也是最终才揭

晓。也就是说，两剧中的女主人公人设

都是“因某一事件而被迫丧失某种技能

的女强人”，并且其身份都带有天生的

“责任性”。

不仅如此，两剧中的女性都是独立、

自强、独领一方的“将才”，在男人为主的

军队里依靠自己的实力打出天地，并且

都具有极高的领导能力、讲究义气。显

然，两部剧中的女主人公，只不过是从

《楚乔传》中的将军，变成了《与凤行》中

的战王，其人物设定、身份反转等都有相

似的内核。

而在男主人设方面，两剧也沿用了

相近的策略。《楚乔传》中的男主宇文玥是

一个权谋之人，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甚

至可以说是当时战局下一直处于局外的、

有着超然视角的人设。而《与凤行》中的

男主行止，作为生活在“天外天”、通晓一

切的“上古神”，自然而然地也带有超然视

角，其每一步的布局也是在计算之后所完

成的，并且实力为全剧最强。显然，两个

男主在剧中身份及在剧中所发挥的作用

具有某种呼应特征。与此同时，宇文玥和

行止都是因为女主而从崇高式的“神”的

形象，变成了具体、可感的“人”。由此而

言，男主的设定及男主的性格、行动变化

之因，都有着高度一致性。

显然，本来就带有“情感故事续集”

视野的观众，当看到情感故事中男女主基

本未变，而只是换了身份设定后，自然会

加大对两部剧的联想与互动实践。而人

设的互文或一致性，又不断增加着两部剧

的互文性与参与性，以此促使《与凤行》与

七年前的《楚乔传》成为某种互动性文本，

推动了该剧传播。

“角色组合”的延续在影视剧中也比

较常见，比如《唐人街探案》系列、《非诚

勿扰》系列等，但这些作品都是因系列而

进行的“角色组合”延续。与此不同的

是，《与凤行》并非以系列为纽带延续角

色组合，而是“角色组合”及该剧的“情感

故事”促使了受众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

了一种“系列化观看”。

该剧借助现实的角色组合或现实的

明星CP进行了一种“角色组合互文”。

林更新与赵丽颖的组合自《楚乔传》之

后，一直被大众所熟记，并且在现实中，

二人的影响力都较大，再次组合的方式，

就自然促使受众联想到二人的前一次组

合。并且，从《楚乔传》到《与凤行》，二人

经历了诸多人生变化，这种人生变化后

再次合作、再次组合的搭配方式，无疑能

够更加吸引诸多受众关注。该剧中角色

组合的故事发展逻辑，也有着连贯性与

互文特质。女战士与男谋士的组合及二

人的相遇、相知、相离、相守情感发展，使

两部剧自然而然连接在一起。

而这种从现实组合到剧情故事组合

的双向延续，使受众似乎不仅是在看《楚

乔传》的续集，还是在看现实中赵丽颖与

林更新的成长故事。依靠现实真人的组

合实现某种剧集的互文，而剧集中的组

合又承接之前相似剧情的设定，由此而

来，受众的现实与想象双重的互文记忆

都被激活，《与凤行》也就成为赵丽颖林

更新之现实与楚乔宇文玥之想象之间角

色组合的映射。

综上，《与凤行》所勾勒的以现实

组合合作另一作品的互文策略得以呈

现，但这种策略的前提是，现实组合的

稳定性与号召力及“所能够引起受众

的情感想象力”，还有作品本身的剧作

完整性。也就是说，现实组合反向促进

剧集关联的创作思维是值得借鉴的，但

这种方式的背后需要较大品牌组合效

用且剧作相对扎实的加持，否则互文带

来关注度的同时也将有可能带来舆论

危机。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
学院博士生）

声量不大但更需要被听见
——谈电影《白日之下》的三重议题

情感故事的互文

人物设定的互文

角色组合的互文

事关尊严

谁是包袱

守护真相

▼《与凤行》吸引了诸多《楚乔传》时期的“旧观

众”，与其形成了某种对话或使之产生“记忆互文”。

图为《与凤行》剧照

▲在男主人设方面，《楚乔传》与《与凤行》有高度一致

性。《楚乔传》中的男主宇文玥是一个权谋之人，运筹帷幄于

千里之外。而《与凤行》中的男主行止，作为生活在“天外

天”、通晓一切的“上古神”，自然而然地也带有超然视角。图

为《楚乔传》剧照

《白日之下》呈现出了“香港制造”另一重温情平实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