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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影视

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凡尘与不落窠臼
——观动画电影《落凡尘》

孔令顺 秦莹莹

国产动画电影《落凡尘》以牛郎织女

后代的奇趣故事展开，讲述了织女后人

金风为替母赎罪下凡收服星宿，与一心

想上神界寻母的人间少女小凡意外结盟

的故事。总体而言，《落凡尘》是一部完

成度很高的优秀动画作品，有情有义，能

文能武，亦庄亦谐。如何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从而让文化传统进入当代生活，如

何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进行国际传

播，一直都是个急迫的时代难题，这部作

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传统文化的影像呈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直

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时至今日不

应仅仅被束之高阁尘封在博物馆里或存

在于典籍教科书中，而应当是一种鲜活

的力量，深深植根并活跃在当今人们的

日常生活之中。如今，国漫崛起、汉服流

行、新中式美学广受追捧，以及簪花、漆

扇等非遗文化回归日常，这一系列现象

无不昭示着人们内心深处对于优秀传统

文化的深切渴望和强烈的文化自觉。与

此同时，这也恰恰证明优秀传统文化具

备与当代社会相融合的包容性，进而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文化基因在当代

社会中的深刻觉醒和强劲脉动，促使我

们以新的视角和方式去重新发现、深刻

理解和积极传承那些历久弥新、璀璨夺

目的文化精髓。

国产动画电影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

体，更有望成为联结传统文化与当代社

会的桥梁。《落凡尘》将中国传统文化与

当代中式情感进行了有机结合。牛郎织

女的故事是民间爱情传说，电影情感主

线虽无关爱情，却是爱的延续，呈现了牛

郎织女后代的至爱亲情。导演钟鼎解释

道：“亲情是每个中国人内心非常浓烈的

情感基因，值得被挖掘。”中式情感不仅

有男女之情，我们有更广阔的爱与担当，

《落凡尘》情感内核延续为“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的敬老之情、“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的恩情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大义，片尾曲最后一句“就算和你短暂

分开也记得方向”更是“早晚重欢会，羁

离各长成”兄妹之情的影像阐释。小凡

对于家人一起吃饭的憧憬，是独属于中

国人含蓄又深情的情感表达，彩蛋里团

圆合家欢的景象，让“爱”与“家”的温情

在观众心中自然流淌。

影片巧妙地将古老传统文化的精髓

与现代审美思维交织融合，为观众打造

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神话故事盛宴。五光

十色又光怪陆离的七古镇场景主要参考

的是重庆山城，以宋代的建筑风格为基

础设计，参考《宋代生活志》《清明上河

图》等历史资料和多首宋词，比如来自秦

观词作《鹊桥仙》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

胜却人间无数”等，以视觉效果的拼接碰

撞让观众形成对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文

化元素以及生活习惯的印象。

另外，影片还融入了在传统建筑上

点缀霓虹灯、川剧变脸模拟现代红绿灯、

中国风rap音乐唱出兄妹冒险旅程、刺激

神仙味觉的川渝火锅等创意元素，是动

画电影工业美学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极致

迸发，更是让文化传统鲜活起来并进入

当代生活的方式。

中国故事有国际表达

在全球文化话语权争夺激烈和中

国文化迫切需要走出去的当下，讲述中

国故事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而必须注

重国际化表达，跳脱出创作的思维窠

臼。电影是世界性语言，观众接受度和

包容度较高，说教性弱、萌文化元素融

入度高、想象力和创造力强，更是国产

动画电影进行国际传播的优势所在。

《落凡尘》采用世界性的电影叙事语

言降低文化折扣，除了继承毕设短片的

设计理念之外，扩充整个世界观，加入以

“英雄之旅”结构框架的人物成长叙事。

英雄之旅常引领主角从平凡或失衡状态

出发，历经挑战与转变，终达更高层次的

自我认知、成长或救赎。此旅程既是对

外在世界的探索，也是对内在自我和生

命意义的深刻挖掘。金风是沉重隐忍的

高冷“I神”，从不被他人看好的“扫把

星”、被孤立针对的小仙，到面对民生疾

苦说出“与我何干”的偏见和冷漠，金风

前期处于紧绷和束缚的心理状态。妹妹

小凡则是具有强烈正义感、古灵精怪的

活泼“E人”，她的出现融化了金风内心

深处固有的执拗和成见，对于亲情的渴

望驱动人物成长，共同踏上收服出逃星

宿的惊险旅程，最终实现个人的蜕变。

动画电影的视觉特效往往超越语言

和文化的界限，能够直接触达观众的感

官和情感。日益成熟的中国动画制作体

系吸收国际先进的制作技术，实现传统

文化技艺的数字化再现、提升影片的艺

术品质与观赏性，却不落窠臼，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动画美学。

自20世纪的经典手绘动画演变至

今日的数字动画时代，国漫经历了从二

维平面到三维立体的技术飞跃，其视觉

效果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质变。从飘逸灵

动的人物造型，到恢弘磅礴的人间景观，

再到细腻入微的传统服饰纹样展示和充

满东方神秘色彩的符箓，《落凡尘》每一

帧画面都凝聚着制作团队对东方美学的

极致追求。制作方咏声动漫集结了超过

50个顶级制作团队和超过2000名动画

艺术家，历时五年共同完成了这部动画

作品；同时还借助了动画渲染、动画拍

屏、材质管理、资产镜头组合等至少七项

动画软件技术专利，来提升制作效果。

电影的未来和希望在于青年，重视

和培养青年电影人才，是确保电影行业

持续繁荣发展的关键。《落凡尘》的前身

是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的学

生短片“梦起毕设”特别视频，如今与广

州本土咏声动漫企业携手将梦想照进现

实，无疑为高校的影视教育提供了鲜活

的范本和案例。

“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这理应根植

于中华文化沃土，保持鲜明的文化主体

性。新世纪以来，广东的动画影视一直

是国产动漫力量的重要一支，亦成为南

方影视的重要特点和支撑。很多观众也

是通过广东出品的动漫了解了当地的风

土人情，如展现岭南文化舞狮传统的《雄

狮少年》《狮子学狮》、展现凉茶和牛肉丸

等广式美食的《落凡尘》。注重国际视野

和跨文化交流，正推动更多中国故事走

向世界、融入世界。

暴力美学应审慎运用

相较于大众熟悉的起源于西方的十

二星座，《落凡尘》以我国传统文化二十八

星宿为创意来源，首度将星宿传说搬上大

银幕。创作团队广泛搜集并深入研究关

于星宿的古籍经典，细致地解析“四象”星

宿所蕴含的独特韵味及其对应的动物图

腾，对星宿进行了别出心裁的重新诠释。

影片巧妙穿插二维动画，展现兄妹收服星

宿神兽的过程，背景为传统刺绣工艺的星

宿卷轴，以“针线”为引，将星宿“缝”于星

轴，实现转场与剧情的完美融合。我们欣

喜地看到，在市场因素和文化需求的导

向下，国产动画电影开始注重对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的汲取。

然而，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准地影像

阐释，要求创作者必须对其有深入的理

解和全面的研究，以避免表面化和片面

化的呈现方式。在创作过程中，不能随

意截取传统文化的个别元素进行简单地

拼凑，以避免文化信息的失真和观众的

误解。

是故，创作者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

整体性地把握和理解，确保其在动画电

影中的呈现是连贯完成、富有深厚内涵

且可深入考究的。在尊重传统文化原貌

的基础上，创作者应斟酌如何将其与现

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习惯相结合，

尤其是对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关

键时期的青少年观众而言，不准确的甚

至是错误的文化信息可能会对他们产生

长远的潜在的负面影响。

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人类生

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身外世界”的现

实环境；另一个是“脑海图景”的虚拟环

境。人们通过媒介所感受的观点会延伸

到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警惕，《落凡

尘》中过度或不当的暴力场面可能会潜

藏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的

隐患。动画电影中的暴力元素若过多或

处理不当，将可能无差别地影响所有观

众，特别是对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观众，

造成潜在的心灵冲击。正因为他们喜

欢，所以更要慎重。因此，国漫创作者需

要更加审慎地对待暴力美学的运用，并

采取恰当的节制措施。

传统文化落凡尘，动画电影谱新

篇。在国漫崛起并广受赞誉之时，中

国电影人更应秉持初心，致力于传统

文化的“两创”。在面对市场的喧嚣与

诱惑时，巧妙平衡商业利益与艺术创

作的关系，确保技术与艺术的和谐共

生。同时，创作者要时刻保持居安思

危的警醒意识，不断增强自身的责任

担当，自觉肩负起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与国际传播之重任。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

热带影像下的人性反思
王雪璞

电影《默杀》将故事放置于一个女
子学校之中，通过对一场凶案真相的追
寻，展开对校园霸凌、家庭暴力等种种
社会问题的探讨。

平心而论，影片有不少大尺度镜头
语言，后半部分也略显臃肿。但票房不
会说谎，观众的集体埋单足以说明：《默
杀》作为一部商业化类型影片，在艺术
手法上当真有不少可取之处。

首先，《默杀》在影像氛围的营造上
颇具匠心。影片将故事背景置于一个
虚构的东南亚岛国，蕴含着美学上的思
考。近年来，国产罪案电影大抵有两
种路径，一种是将故事放置于冰天雪
地的东北，主打怀旧、凌厉、残酷的黑
色美学，另一种则如本片一样，将故事
呈现在一个极具热带气息的虚构地
点，烈日、雨林、巷道等元素构建出了
一个暧昧不明的心理空间，营造出不
安的环境气氛，暗喻着真相的不可确
定。正如影片中多次出现暴雨的意
象，每一次罪恶都伴随着一场暴雨的
冲刷；又如影片中在描绘小彤和惠君
被霸凌的场面之时，让二人的造型隐
喻出“基督受难”的悲壮意味。这些
元素的使用遵循着一套既定的美学
逻辑，倘若将这些场景与情节放置于
北方城镇，则必将导致叙事与美学的
失调。

除了氛围的营造，《默杀》更让人惊
讶的莫过于其对戏剧化场面的处理。
就这一点来说，导演精准地摸清了观众
胃口：观众需要故事，但观众更需要的
是戏剧化地讲述故事，尤其是在关键的
节点得到震撼性的视觉刺激。譬如影
片中出现了多次凶案的场面，这些场面
的处理一次比一次揪心，也一次比一次
震撼。在这之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莫
过于霸凌者安琪之死，当准备多时的典
礼彩排达到高潮，校长亲自拉下彩球，
尸体猛然出现，观众的惊吓与校长的诧
异相得益彰，借助父亲之手发现女儿之
死，戏剧化场面可谓做到了极致。导演
似乎深得亚里士多德“突转与发现”技
巧的精髓，几乎每一个可以渲染的情节
点，导演都埋好了伏笔，做足了铺垫，吊
足了观众的胃口，只等着“千呼万唤始
出来”的惊险时刻到来。
《默杀》除了技巧上的纯熟，最值得

一提的或许还是影片在当下电影市场
所扮演的角色。众所周知，近年来国产
电影的热门之作大多代表着一种新的
趋势，以《我不是药神》《孤注一掷》《坚
如磐石》等作品为代表，这些作品追求
的不再是商业与艺术的平衡，相反，它
们寻求的是娱乐与教育的共融，通过对

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借助电影的传播
优势，从而达到反思社会问题、寓教于
乐的目的，就这一点来看，《默杀》显然
延续了这一趋势。

校园霸凌题材已有不少经典之作，
前有美国电影《魔女嘉莉》、韩国电影
《韩公主》、国产电影《少年的你》等等佳
作，对于一个老生常谈的题材来说，做
出新意是极不容易的。

相较于过往霸凌题材电影关注反
抗、复仇、救赎等议题来说，《默杀》引入
了一个新的论点：每个冷漠的旁观者都

是霸凌者。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默杀》
一反类型影片逐渐加速的特性，变得舒
缓起来，通过切换不同角色视角，用“罗
生门”的方式逐渐拼凑出整场悲剧的真
相。在这场悲剧之中，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好人，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恶人，每
个渴望救赎的个体，最终都背负了沉重
的罪恶枷锁，而那些沉默的大众，无疑
也是养育罪恶的温床。正如影片中多
次出现了身穿黑色雨衣的意象，黑色雨
衣犹如黑暗人性的隐喻，也暗示着人们
一旦披上雨衣，无论姓甚名谁、何等面

貌，皆是罪恶的化身。
总的说来，《默杀》是一部可圈可点

的类型电影，在120分钟的时间里，观
众不仅获得了强烈的视听刺激，也得到
了一次关于校园霸凌与人性残缺的反
省。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反思的
日子是不值得过的”，在电影中反思、成
长并最终造福社会，或许正是《默杀》这
部影片最大的价值。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
媒体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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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热映的《默杀》可谓是打响了电影暑
期档的第一炮。作为一部小成本类型片，其
票房成绩不可谓不突出。然而，伴随票房成
绩的一路高歌猛进，争议也随之而来。为了
营造惊悚效果的恐怖片拍摄手法、引发生理
不适的受害者特写镜头等等，都成为网友批
评的焦点。局部处理的失当，是否折射出整
体创作观的偏轨？倘若创作者是将悬疑剧的
各类元素视作为满足猎奇、爽感加码的半成
品“料包”，一锅乱炖以刺激票房，恐怕会导致
这类题材创作窄化，令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倡
导，成为空中楼阁。

客观来说，《默杀》作为商业类型片，作为
一部新人导演作品，从创作完成度来说可圈
可点。影片围绕一起发生在东南亚某地的校
园凶杀案，展开故事。整体叙事流畅、信息密
度高、人物形象鲜明。从立意来说，“袖手旁
观的沉默促使悲剧发生”这样的主题，也发人
深省。

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导演，柯汶利其实
早在2018年就着手筹备《默杀》第一版的
拍摄，而这也是他的长片首作。影片尚未
真正完成，开放的中国大陆影视产业，就率
先向他敞开怀抱。他先后执导了翻拍电影
《误杀》、网剧《唐人街探案》，使其累积了创
作经验，也收获了不俗的商业反馈。而这，
也为他重拍这部《默杀》奠定了很好的受众
基础。在上映之初，“《默杀》看爽了”的社
交平台热搜，便很能说明他对于商业片的
驾驭能力。

然而随着受众的持续扩大，《默杀》的“爽
片”逻辑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是对于悬
疑罪案元素集纳密度过高。整个故事里，涉
及校园暴力、家暴、偷拍、未成年犯罪、教育腐
败、连环凶杀案等等元素，统统在一个福利学
校上演，奇情程度拉满，但也完全牺牲了真实
性，打造了一个为了呈现恶而炮制恶的“真空
哥谭”。其次，影片在校园暴力、凶杀等情节
中，把镜头对准受虐者，出现不少痛苦狰狞的
面部特写。再者，为了营造紧张氛围，导演转
而使用了恐怖片常用的Jumpscare（跳
杀）手法，尽管奏效，却在观影中或多或少消
解了题材的严肃性。

针对于此，导演在采访中回应，希望以大
的视角尽可能集纳社会众生相，并且认为“如
果你在电影里感受到痛，那就代表说我们成
功了”“如果《默杀》让你看到很多恶，感受到
很多痛，其实是在提醒你不要再沉默”。

我们认可导演倡导为弱者伸出援手的发
心，但我们也要追问——批判恶就一定只有
复现恶、感受痛这一条路径吗？事实上，血腥
暴力镜头的直观表达，固然会带来即时的痛
感与情绪，引发对弱者的强烈同情和对加害
者的憎恨，但，这只是满足了最朴素的善恶
观，对于一系列社会议题的剖析未免流于表
面，更忽略了人性的幽微复杂，忽略了对于滋
生恶之土壤、环境的检视。更何况，对于接收
方来说，目睹暴力场面到底是激发对暴力的
模仿，还是警惕现实悲剧重演，尚且是个未知
数。当下，其实已有不少舞台和影视创作者
意识到这一问题，因而在同样的题材呈现中，
规避直观展示暴力，转而用符号意象等更隐
晦、更间接的视听方式，一样能够收获观者的
共情，引起反思。

好的作品，理当于无声处听惊雷。面向
大众的文艺作品，也当有此追求。

电影《默杀》上映两周，以逾9亿元
票房领跑暑期档，带动了暑期档的第一
波观影热潮。

从市场反应来看，该片所采用的
“强情节、快节奏”策略无疑是奏效的。
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声音对影片过于
强调爽感进行了批评，认为是一种艺术
上的窄化。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始终是我们展
开文艺评论的宗旨。在此，本版特别刊
发两篇评论，与读者和观众一起，从不
同视角对该片进行评论与解读。

——编者

争鸣

电影《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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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热潮，但

在口碑上却存

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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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电影《落凡尘》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