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解密》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者

麦家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拥有数学天

赋却孤寂脆弱的容金珍为密码破译事业

奉献生命的故事。影片杂糅了许多类

型，包括以被采访者讲述为引导的人物

传记片、梦幻与现实交织的悬疑片、由敌

对双方具体事件推动情节的谍战片等，

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心理和政治元素。

由于其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画面及

叙事节奏掌控到位等原因，尽管影片时

长两个半小时，但观影的心理时间并不

觉得冗长。

影片始于容金珍的早年经历：神秘

而不堪的身世，童年被人抚养时所处的

孤独幽闭的环境等。正是抚养人培养

了他的解梦能力，长时间的独处也“解

锁”了其数学天赋。墙面上繁杂的数据

和公式，在亦真亦幻的爆破或想象的波

动中，推动了英雄的出世。

任何传奇都是现实的飞升，天才也有

成长的背景。容金珍的成长和观念的形

成始于加入校长的家庭后，校长对他视同

己出的善待、家国荣辱的共同经历、与希

伊斯的特殊关系等都是关键环节。这些

情节都靠具体的细节支撑：为了不伤害小

金珍的自尊，一家人改变倒茶习惯，甚至

让其成为了一种亲人间的默契。该情节

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运镜方式也基本相

同，不同的是时间的流逝，长存的是亲情

和东方文化的含蓄。

跟随老郑去701局，告别家人时木讷

的金珍深情的下跪，则将感恩之情推上了

极致。他无法报答养育他的小家，只能义

无反顾地选择大家，这也是英雄的必然选

择，但影片没有简单停留在这一点上，而

是在小家有难的情状下，安排了容金珍对

家人的拯救。这个段落旨在让英雄更具

人情味，在原则性的间隙中，提供了人性

化的空间。

故事的基石是现实的。特殊的年代

和真实的故事背景，人物的关系与叙事

的逻辑，特别是采用传记片式的人物采

访所营造的既视感和纪实感，除控制节

奏外，还可以表现客观叙述不易展现的

关键情节内容。

当然这种方式也有其局限性，需要

对叙述内容有较好的设置，要避免成为

可有可无的形式上的装饰。去除这种形

式是否影响故事的完整性和叙事流畅

性，是判断的标准。

影片穿插容金珍家人、妻子、同事的

采访串联起首尾。开篇的旁白式介绍增

加了人物的代入感，之后的故事发展都

按照常规的叙事逻辑走向进行：跟随校

长目睹和亲历战火下的百姓惨状，进入

大学的各种状况，与希伊斯的结识及与

老郑的相遇，都成为了容金珍人生路上

重要的转折。希伊斯进一步激发了容金

珍的数学能力，家人和老郑培养了容金

珍的道义与担当。他走上解密工作的初

心，是因为最开始听到的一句话——破

译密码可以挽救很多人的性命。

电影中，容金珍作为隐蔽战线上破译

敌人密码的英雄，除强大的数学推理能力

外，梦境给他提供了破译的灵感，他的妻

子甚至负责及时叫醒他以便记录梦境。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红色沙滩、

静默巨物、金色芦苇、密码迷宫、神秘海

象人、缠绕的输液管、坍塌的摩天轮等

诸多梦境意象，那些红色的门、迷失的

路、深海中的各种数字符号等元素，无

不体现着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其中有实拍，也有数字视效制作，这些

亦梦亦幻亦想象的场景，从技术实现到

情感呈现，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如从舞台上的《红灯记》转向摇滚

乐时，摇滚乐场景被设置在具有符号意

义的栅栏后面；容金珍作为一个孤独的

观望者，流露出的是无奈与迷茫。这不

仅和希伊斯邮寄的唱片有关，还包含了

其他许多信息，如革命现代京剧的普及

与符号化（701局也不例外），红色与蓝

色文明的冲突等。色彩的反差也出现

在其他梦境中，红色沙滩与蓝色海洋对

比更加明显。当然，如果在本场设计

中，让声音元素也做适度交叉，比如让

红灯记的声音渗入摇滚的画面或者相

反，更能体现一种混乱无序，从而更加

体现破译密码的艰难。

按照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理论——

应该也是容金珍童年时学习的解梦方

法，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

是人在清醒的意识下面的潜意识活动。

任何梦都包含显相和隐相，显相是梦的

表面现象，是指那些人们能记住并描述

出来的内容；隐相是指梦的本质内容，梦

的运作主要通过压缩、移置等过程把梦

的显相隐藏。影片中有些梦境可以对位

理解，比如和个人情感直接关联的与女

保密员在麦田里奔跑。通过复杂的装置

建构、色彩和光线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

了梦的显相，在这里，梦更多体现为一种

直觉导向；也看到了作为天才的容金珍，

在清醒状态下对梦的惊心动魄的解析。

影片没有严格区分梦境与现实，甚至有

意进行了模糊处理，这让影像更加连贯，

无论从视觉冲击还是心理情状角度，都

增加了可观赏性。

可以看到，梦境在《解密》中成为了

常态，几乎穿插连接了整部电影，是本片

的创作难点，也体现了美术、摄影、视效

等团队全体主创的水准。梦境表征着容

金珍的人物情感和成长变化，尤其在影

片的后半部分频繁出现，可以理解为解

密期压力大导致梦境多，使梦成为了一

种功能性叙事手段。

从梦的机理或仅仅出于让影片更加

温情，笔者很希望容金珍的梦中能偶尔

闪现其早期记忆（包括校长及家人），这

样也会部分消解梦境的纯功能性，对于

解密，也会产生更质朴的帮助，就像《盗

梦空间》保密箱里的那个风筝。

当然，天才自有天才的做梦方式。

《解密》的叙事视点及影像内容是多

元的，既有讲述者的第三人称叙事，进入

情境后又采用客观视点叙事，大量主观

视点的梦境更是该片的重要表现内容。

现实与梦境、主观与客观、主客观之间的

自由转换等都为影片的拍摄制造了难

度，也造就了该片的摄影风格。

摄影师曹郁就表示，《解密》是极为

少见也因此特别值得尝试的电影。它

的故事很独特，讲述方法也很独特，既

有很多梦境，又必须有真实的质感，平

衡梦境跟真实是摄影的一大挑战。

在拍摄手法上，影片大量采用了长

镜头和运动镜头。长镜头保证了叙事

的连贯性，无论现实还是梦境。现实

中的长镜头给人客观甚至纪实的感

觉，梦境中的长镜头更保证了意识或

潜意识的流动感。梦中的信息密集而

连贯，破碎感则源于醒来后的遗忘，也

因此容金珍需要妻子负责及时叫醒，

快速记录梦中的信息。运动镜头除了

符合动作的连贯性及梦的流动感之

外，对影片节奏的控制也至关重要。

梦境中迷宫般的通道、无尽的麦浪、幽

深诱人又具有吞噬感的漩涡、火车内

外的运动、寻找容金珍时越过逆光下

废墟的纵向的镜头等，无不是连贯与

移动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容金珍妻子

经常做的同一个梦（用密码编织成爱，

两侧布满烛光，爱人在前方等候，哪怕

只是背影）的亦真亦幻的呈现，将复杂

的情感和情绪推到了极致。同样，在

纯现实环境中，从容金珍跟随校长在

街头遭遇轰炸时救人，到他跟随老郑

进入701局的地下工作地点，都运用了

移动跟拍的长镜头拍摄方式。

在视点转换上，《红灯记》一场是一

个很好的运用，由容金珍的主观镜头中

红灯的特写变焦拉成大全景，带出观众

席中孤零零的容金珍，接着镜头摇至身

后的摇滚场景，营造了容金珍在梦幻中

的主观心理环视，同一镜头中包含了时

代特征、解密迷局、心理情愫等诸多有

趣味的元素。

影片中有两个重要的道具：记事本

和灯。记事本不同于棋盘上的一枚兵，

对弈时被希伊斯偷拿去的小兵只是某一

时刻一个完整逻辑板块中的小缺失，而

记事本记录着容金珍梦的细节和解密的

思路，是容金珍梦幻与现实的中介，连接

过往与现在，是其不可分割的私密和依

托，其作用已不仅仅是解密的工具。希

伊斯派人盗取了记事本，由此引发了容

金珍对笔记本的疯狂寻找以及组织对容

金珍的费力找寻。就此而言，希伊斯是

险恶的，他爱的仅仅是容金珍的才，这一

点从初次上课他对待容金珍的方式即可

看出。而容金珍对亦师亦友亦对手的希

伊斯始终心怀善意，为了保护希伊斯，甚

至破解“黑密”后，也未使用自己的名

字。这是影片温情与道义的亮点。

灯在片中起到了类似《盗梦空间》中

陀螺的作用，而最有意味的处理则在片

尾彩蛋。它不再受开关控制，始终亮着，

意喻希望与观众达成“在梦中”的共识。

电影是一个梦，对出镜的导演陈思诚而

言，意味着关于电影的元电影元素；对历

经一切的容金珍，不知道他更愿意待在

梦幻还是现实中；于我，更愿意容金珍可

以对这盏导演关不掉的灯控制自如。灯

光有明有暗，意味着这位为家国燃烧自

我的天才，依然和我们在一起。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
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徐峥是一个以拍摄喜剧见长的导
演，他的新作《逆行人生》虽然不乏逗笑
段落，但整体品格却是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的品格首先要求能够敏
锐地观察、捕捉和真实反映现实生活，
这离不开对新的生活现象和题材的开
掘，从而带来艺术上的创新。《逆行人
生》在两个维度上满足了这一点。

首先是它关注到了中年失业现象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中年人失业往
往是家庭不可承受之重。近些年世界
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影响，城市精英失业
的故事时有耳闻。影片主人公高志垒
原本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程序员，还担
任了一个团队的队长，有幸福的家庭，
几年前在高档小区买了大房子，父母在
小区里开一家小超市，学艺术的妻子在
家做专职太太，女儿即将升入国际学
校。然而，由于团队业绩一般，在公司
需要缩编的时候，他成了最先被裁掉的
人。虽然可以拿到一笔遣散费，但父亲
的突然中风，每个月高额的房贷，成了
压在高志垒身上的巨石，不得已，他开
启了“逆行人生”。

其次，影片关注到了一个新的群体
——外卖员。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
展，快递成为解决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重
要一环，直至近些年，发展出即时的餐饮
外卖，满足都市人群快节奏的生活需
求。但这些每天穿着醒目的服装、骑着
电瓶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与我们生活息
息相关的外卖员，他们来自哪里，为什么

从事这份职业，有什么样的家庭，过着怎
样的生活，作为普通人，我们不甚了解。

当失业的程序员高志垒在遭遇年龄
歧视、投了一千份求职信没有结果后，不
得已做起了外卖员，《逆行人生》就这样
串联起了这两个社会新群体，实现了现
实主义对真实生活的捕捉与反映。

现实主义对生活的反映是通过典
型化、特别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来实现
的。高志垒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养
房子，晚上加班、早上赶地铁，是都市中
年上班族的典型。他突然被裁员后，再
就业面临年龄劣势，家里的困境却与日
俱增，这是一个庞大群体的典型阵痛。

高志垒之外，影片还塑造了一个外
卖站点多位外卖员的群像。既有凭着
骑车快、不吃饭，外加一份地图秘笈屡
屡荣登单王的大黑——由于他的送餐
速度成为平台算法的标准，不断推高外
卖员的内卷程度，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也有极端抠门，什么坏了都用一卷胶带
来凑合着解决，以至于腿被撞伤了也用
胶带缠一下的老抠；还有带着娃娃送外
卖的年轻妈妈、边送外卖边直播的乐观
小哥、60岁了还在送外卖的老张等。
多姿多彩的群像打破了观众对外卖员
群体的刻板印象，他们来自各地、背景
不一，但面对生活的困境，都没有躺平，
而是努力奋斗着。单王大黑那么拼命
是为了补偿因为他而受伤的年轻同事，
老抠那么抠门是为了给生白血病的女
儿凑医药费，高志垒从笨手笨脚到发挥

自己的优势写出“路路通”小程序，也是
要负起支撑家庭的责任。这组典型人
物的群像传递的是不服输的精神。

人文关怀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必备
品格。《逆行人生》靠的不是天降横财的
美梦、一掷千金的炫富来制造银幕幻
觉，也不是靠挑动群体对立、刻意营造
戏剧冲突来讨好观众，而是以对基层劳
动者深沉的人文关怀来感染人。影片
中，外卖群体激烈竞争的内部环境、不
算友善的外部环境、不时发生的交通意
外、个别家庭特殊的困难，中年人遭遇
裁员后从个人到家人的巨大压力等，都
得到了充分展示。但是影片不渲染苦
难，也没有强化刻板印象。高志垒的妻
子知道丈夫失业后，不抱怨，不嫌弃，而
是立即重新招收学员教打架子鼓，在直
播间里大大方方拉穿着外卖服的丈夫
入画，做到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妻
子的理解和大方也让高志垒“脱下了孔
乙己的长衫”，摆脱了曾经的职业等级
观念，从遮遮掩掩到勇敢走进自己的原
公司，把外卖送到了同事手里。

平视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居高临下；
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固化社会观念，这
些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最可宝贵的品格。
事实上，在舆论的呼吁、艺术的感染下，
社会方方面面对外卖员群体的关爱正越
来越多，比如平台开始与外卖员签署正
规合同，购买必须的保险；社区里建设了
很多休息驿站，供外卖员休息。而外卖
员本身也在加强交通安全意识，承担社

会责任。媒体上乐于助人、救人的快递
小哥新闻屡见不鲜。推动社会的和谐进
步，这正是《逆行人生》这类温暖现实主
义的作品想达到的效果。

据介绍，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主创
调研了十几个快递站点，把拍摄地就放
在了真实站点的隔壁，力保拍摄的真
实。包括主角徐峥在内，一众演员都熟
练地骑上电瓶车，穿梭在城市里，有些
场次，明显能看出来是混入了真实的城
市人流中。艺术工作者有自己的个人
生活，但是深入故事世界，了解、体验角
色的生活，塑造出可信的角色形象，是
编导和演员的本分，也是他们的职业规
范。《逆行人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
网上那些所谓“富人演穷人”“消费底
层”等挑动拉踩的言论，抹杀了艺术工
作者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真诚的关
怀，实在是无稽之谈。

当然，《逆行人生》在艺术上也并非
无懈可击。重复使用的家人生病桥段，
多次出现的撞车后坚持送外卖的处理，
都是艺术手段不足的表现。故事结尾，
高志垒编写的“路路通”小程序进入了
公司高层的视野，预示着他有可能重回
熟悉的岗位，结束这段做外卖员的过渡
时期，而整个外卖员群体如何突破算法
迷局，开启他们的生活梦想，还需要整
个社会久久为功。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
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传奇故事的现实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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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徐峥在快递站隔壁拍了一部电影

上海出品电影《解密》：
投一束光，给为家国燃烧了自己的天才

齐青

刘海波

当梦境成为解密
方法或情感表达

▲电影《解密》中包含红色沙滩、静默巨物、金色芦苇、密码迷宫、神秘海象人、缠绕的输液管、坍塌的摩天轮等诸多梦境意象。

在梦幻与现实间，点一盏不灭的灯

————评上海出品电影《逆行人生》

当梦境成为解密
方法或情感表达

镜头语言保证了叙
事的连贯性与流动感

 与老郑的相遇，成为容金珍人生路上的重要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