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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丁丁，商业电影下的蛋
□倪自放

作为一个非丁丁迷，在
我看来，这一部的《丁丁历险
记》就是一个商业电影下的
蛋，故事、画面、台词貌似没
有什么漏洞，你说这片子像

《夺宝奇兵》也好，是否忠实
于原著也罢，它就是一部各
方面水准中上的商业电影，
如果你认为因为斯皮尔伯格
执导、彼得·杰克逊监制就让
这部电影成为“神片”，那也
太可笑了。

一点点的情结，一点点
的商业桥段，这是电影《丁丁
历险记》的必杀技。

情结对很多人都管用，

尤其对于丁丁迷们。几十年
的漫画畅销，培养了一代又
一代的丁丁迷，小时候喜欢
的那个小偶像跳上了大银
幕，有那种情结的人都会去
看一看，你可以说这部分人
怀旧，但这无形中为《丁丁历
险记》带来更多观众。

即使你不是丁丁迷，你
也可以看看小个子丁丁的历
险，这对很多观众来说也是
一个情结。作品中的丁丁是
一个记者，可你看不到他正
经八百地采访报道，他的所
有精力都在冒险上。每个人
心中都有冒险的梦想和情
结，这种梦想和情结在现实
中无法实现，看看电影臆想

一下也不错。电影很多时候
就是供受众臆想的，现实世
界过于现实，与丁丁一起臆
想一个多小时也不错。

商业桥段的堆积，这是
《丁丁历险记》必须要用的手
段。《丁丁历险记》的前十五
分钟，基本是带丁丁迷或非
丁丁迷进入丁丁的世界，丁
丁与阿道克船长邂逅之后，
影片的节奏明显加快，动作
场景一个接一个，加上一些
小惊险，一些小幽默，不得不
说，斯皮尔伯格把故事讲述
得如行云流水。这样顺畅的
故事，如果你感觉像《夺宝奇
兵》系列，或者像《加勒比海
盗》系列，那你的感觉就对

了，他们都是把动作、惊险、
幽默结合得很好的商业典
范，《丁丁历险记》也是商业
电影下的蛋。

大牌执导是《丁丁历险
记》的另一个噱头，有传言
说，《丁丁历险记》计划是拍
成三部曲，第一部由斯皮尔
伯格导演，彼得·杰克逊监
制；第二部，位置对调，轮流
坐庄；第三部，两位大师一
齐上阵。不可否认，斯皮尔
伯格执导的东西水准都在
较高的水平线以上，但就这
部《丁丁历险记》而言，远没
有达到让观众膜拜的地步，
一部纯熟、流畅的作品而
已。我得向斯皮尔伯格说一

句，我认为完全让真人来演
《丁丁历险记》更为好看，一
家之言，你看着办。

《丁丁历险记》是一部中
规中矩的商业电影，之所以
这么说，是因为《丁丁历险
记》的精彩都在你的预料之
中，你不可能指望《丁丁历险
记》这样的小清新电影在票
房上向《变形金刚》之类的庞
然大物看齐，《丁丁历险记》
在中国上映以来的票房成绩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甚至
比不过《失恋 33天》这样现
实版的小清新。这也正常，现
实的小清新都是触手可及
的，《丁丁历险记》的精彩很
快就会成为浮云。

有故事却忽视了情怀
□师文静

《丁丁历险记》毫无疑
问是一部名头很响的电影。

《辛德勒名单》的导演史蒂
文·斯皮尔伯格加上导演过

《魔界》的彼得·杰克逊，这
两位技术怪才的组合让这
部 3D 电影未映就足以精
良。电影画面精美，无论是
静态的沙漠、海洋、街区等
景观，还是动态的激烈打
斗、飞行等场面都超级精
美，足可以假乱真。

但是，总觉得少些什
么，走出电影院才发觉这是
一部看完即可忘掉的电影。
虽然它节奏紧凑，故事亮点
迭出，但是整部剧下来却感
觉是一只大铁锤一直在按
照一定的节奏敲击一块钢
板，哐哐哐哐……这是一部

不用被带入，不用去推理思
考，不用去流连忘返，不会
心绞痛，甚至感觉不到故事
张力的电影，当一波波海浪
过来的时候，接受它的绚烂
即可。

好莱坞导演最大的特
长就是讲故事，斯皮尔伯格
所导演的电影多以故事取
胜，而完全技术化和商业化
的《丁丁历险记》却没有这
么好的命运，这部改编自动
画的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不
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故
事。

丁丁无所不能，丁丁
是打不死的，作为一个依
赖笔杆子为生的身材不魁
梧的自由记者，丁丁力量
强大，能扳倒比他身体强
壮好几圈的船员；丁丁会
开飞机，能穿越在电闪雷

鸣的乌云中，即便是跌落
在沙漠中，丁丁也能凭着
运气被骆驼队伍救活。即
便是改编自儿童题材的推
理动画，但是无所不能的
丁丁、插科打诨的船长、啰
嗦小气的探员以及故事中
无数次的侥幸和巧合，都
使得这部电影缺少了悬疑
和逻辑，一个个制作精良
的场景像是一堆堆靓丽的
泡泡，不能伸手触摸，让观
众找不到循序渐进的故事
主核。

《丁丁历险记》有着一
切娱乐电影所应具有的元
素，冒险、动作、技术、场景、
复仇和圆满胜利，一切元素
都被导演精心地设计过，所
有的元素都是经过商业电
影验证的，都是谙熟观众反
应而制作的，但是在这些元

素的背后，似乎这部电影还
缺少一个人文主题，那就是
情怀。之所以说它是一部看
完即可忘掉的电影，是因为
我很难在电影中找到共鸣。
是在讲友谊吗？不是。是讲
宽容吗？也不是。它是表达
哪种爱呢？

但是这确实是一部制
作精良的电影，它的剪辑一
气呵成，一镜到底的画面让
人叹为观止。不排除这是斯
皮尔伯格成立自己好莱坞
梦工厂电影公司后的鼎力
之作。如果是“丁丁迷”，你
还可以去感受电影的怀旧
情怀，如果带着童年的期待
去看这样一部大制作的电
影想必也不会感觉太差。即
使不是丁丁的粉丝，这部电
影也可以带给你酣畅淋漓
的快感。

《丁丁历险记：独角兽号
的秘密》，我关注了很久，上
映后迫不及待地去看了，感
觉3D的效果很一般，但是电
影没让我失望，是我喜欢的
丁丁。

第一次认识丁丁，是在
一个城里亲戚的家里，几本
有点破旧的连环画。翻了几
下，这个发型奇怪的小男孩，
还有同样奇怪的狗，深深吸
引了我。轮船、宝藏、旅行、探
险，内容太丰富了，以至于连
着好几个晚上梦见丁丁，我
们成了好朋友，一起去旅行
探险，刺激无比。于是我开始
梦想着有一天能扬帆起航，
像丁丁一样去旅行、探险，也
有一条像白雪那样忠诚的小
狗。

《丁丁历险记：独角兽号
的秘密》从那艘藏着秘密的
模型船讲起，丁丁和残暴恶
棍萨卡林同时被这个流传了
几个世纪的秘密所吸引，于
是丁丁被卷进了这场斗争，
在忠实小狗白雪、坏脾气的
阿道克船长，还有笨手笨脚
的侦探搭档杜邦兄弟的帮助
下，独角兽号的沉没之谜以
及这个古老的诅咒终于被揭
开。

由斯皮尔伯格与彼得·
杰克逊两位大导演联手打造
的《丁丁历险记：独角兽号的
秘密》，几乎是完美主义的改
编。影片采用“表演捕捉+CG

动画”的方式拍摄，“表演捕
捉”是指在演员表演时获取
各种动作表情细节并运用于
动画中。拍摄完成之后，后期
的合成才是真正的挑战，斯
皮尔伯格选择了逐帧细节修
订的工作方式。工作人员每
完成电影里的一帧都要花上
四五个小时，电影的每一秒
有24帧，整部电影的总体工
作量是93分钟。因此，这部电
影耗费了3年时间。

丁丁还是埃尔热原作里
的丁丁。电影里丁丁的头发
丝、皮肤都像真人一样，让人
惊喜。一出场依旧是那样的
经典打扮，头上一撮毛、蓝色
毛衣、灯笼裤。除了丁丁，白
雪、阿道克船长、杜邦兄弟、
红色克拉姆这5个关键角色
也是精彩有加，白雪和大狗
的打闹，杜邦兄弟的吊了线
的钱包，飞机上阿道克船长
喝医用酒精的场景都让人印
象深刻。故事很精彩，也很完
整，从头到尾一点也没有冷
场，一到了紧张的情节，影院
里的小朋友都兴奋地尖叫起
来。

看完电影，不少朋友都
说，《丁丁历险记》唤醒了他
们童年的美好回忆，我也是。

(沉香屑)

重拾儿时梦想

对丁丁

不用太苛刻
□任磊磊

影片《丁丁历险记》对我
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接触，因
为个人喜好的原因，我没有
看过相关作品，而且也没有
特意留意导演是谁，因此我
是怀着一颗平常心看完影片
的，这也能让我站在一个非
粉丝和不怀旧的立场上客观
评价它。从观影者的角度来
说，《丁丁历险记》在叙述上
缺少递进感，几段剧情比较
割裂，搞笑的桥段充满了好
莱坞式的黑色幽默，导演炫
技般的 3D 技术倒是可以看
出重拍这部片子的端倪。

《丁丁历险记》在制作上
堪称优良，人物的造型逼真、
场景立体感很强、镜头转换
堪称完美，毫无拖尾和滞后
感。比如，丁丁和船长驾驶摩
托与萨卡林一伙的追逐戏，
其中夹杂着小狗白雪和鹰的
空中争夺都需要相当复杂的
设计，才能保证紧张节奏下
的视觉统一。而且加上了 3D

的纵深效果，观众的眼球只
来得及接收最关键的画面信
息，其余的细节稍纵即逝，让
人看得喘不过气来。

但是，影片在故事叙述
上有点混乱，剧情推进并不
充分，缺少斯皮尔伯格以往
影片中清晰的递进式叙事方
法。比如，影片开始时模型舰
船的神秘感还没有进一步渲
染，便失去了叙事效力，让位
给藏宝图。各人物在藏宝图
上的目的性还没有表达清
楚，有关阿道克船长的家族
仇恨接着仓促登场，推动人
物动作行为进展的目的性始
终显得模糊。所以影片结束
之后，观众很难梳理出影片
的整个情节是什么，只记住
了那些精彩的画面。

影片缺少引人入胜的情
节，主人公的塑造也并不饱
满，没有历险的感觉，更像是
一个运气十足的黄毛小子。
主人公丁丁虽然具有不少类
似侦探、推理的分析能力，但
却没有引导叙事进入另一个
情境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
频繁的偶然性，使得分析能
力大打折扣。可能导演只是
想打造一部适合儿童的闹
剧，但影片大量借由对白引
发的幽默让儿童理解起来有
点困难。而小狗白雪的重要
性却被无限提升，虽然无法
像书中那样直接说话，但每
每在最关键的时刻救主，让
剧情一波三折，这只完全由
CG 技术创造的小狗大抢风
头。

不过，相较于我们中国
当下的电影市场，《丁丁历险
记》寓教于乐的功能还是很
强的。虽然在剧情上有一些
瑕疵，但一部能给成人带来
怀旧、给孩子们带来欢笑的
好作品，又何必去苛责呢？这
或许正是中国电影人需要学
习和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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