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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都市市剧剧““无无脑脑风风””何何时时能能治治好好
日日本本电电影影为为何何

频频摘摘戛戛纳纳金金棕棕榈榈？？

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凭
借《小偷家族》获得本届戛纳电
影节金棕榈大奖。《小偷家族》
最终笑傲群雄似在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毕竟是枝裕和
已经是戛纳十几年的常客，毕
竟这已经是日本电影第五次荣
获金棕榈大奖。

提起现今日本电影，是枝
裕和导演是一个绕不开的话
题。他早已成为继黑泽明、小津
安二郎、沟口健二和成漱巳喜
男之后，为数不多的在世界
三大电影节闪耀的日本导演
之一。

早在2013年，其导演的《如
父如子》就曾获得戛纳评审团
大奖，而《海街日记》《无人知
晓》《距离》等亦均曾入围主竞
赛单元。是枝裕和上世纪90年
代中期进入日本电影界，影像
风格平实、擅长拍摄家庭题材，
被视为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的
接班人。

“温暖又有力量，疼痛却不
苦情。”这是影评人陆支羽对是
枝裕和的电影特点所做的概
括。实际上，提起是枝裕和，不
少中国观众还是习惯性地认为
他是艺术片导演。今年4月初，
他的转型之作、推理片《第三度
嫌疑人》引进国内专线上映，最
终票房还不到400万元。但是在
日本，这部电影票房超过了10
亿日元。像小津安二郎一样，是
枝裕和的作品无法简单用“艺
术电影”来归类，“他的作品基
本在日本都能卖到几十亿日
元，既有艺术性又能兼顾市
场。”

其实，这些年，日本电影一
直备受戛纳电影节乃至世界三
大国际A类电影节的青睐。“日
本电影能够获得青睐，与其高
水准的艺术质量有直接关系。”
影评人沙丹直言。在上世纪50
年代到70年代，日本影坛受到
世界影坛变革的激荡，大师辈
出，在电影方面成为整个亚洲
最重要的区域，对亚洲电影的
整体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
献，“像之前获得金棕榈的衣笠
贞之助、今村昌平和黑泽明，基
本上都是上世纪60年代培养出
来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拍
电影的是枝裕和，被西方影评
界视为“新日本电影新浪潮”一
代中“思想最为严肃的导演”。
既继承了日本电影温情派、如
小津安二郎电影的传统，其
电影语言还融入中国的东方
美学，无论议题提炼还是其
他角度，都将当代的日本“生
活流”（即将生活画面流水般
地展现出来的技法）电影推
向了极致。

不过，沙丹也坦言，虽然
日 本 电 影 在 国 际 上 得 奖 风
光，但其实日本国内的电影
产 业 发 展 没 有 想 象 中 那 么
好。“受制于市场和资本，现
在的日本那种好莱坞式的大
制作、纯商业电影已经很少了，
主要流行两种：一是漫画改编
的电影，二是关注当代都市生
活的电影。”后一种也使得日本
电影人不得不专注于创作，才
有出头的机会。

（聂宽冕）

师文静

近半年电视剧爆款难寻，
制作方、电视台还有剧迷对畅
销小说改编的《温暖的弦》充
满期待。该剧播出后虽然形成
了一定的话题度，但话题热并不
代表剧的品质好。作为一部都市
情感剧，其拍摄场景豪华、服化
道不俗、主角表演在线，但坏在
了一个俗套、三观歪曲的故事
上，像一个绣花枕头，表面光
鲜亮丽，内里却是一个草包。

看几集剧就会被扑面而来的
“狗血虐恋”剧情给恶心到，这
也是当下都市爱情剧最致命
的硬伤。

《温暖的弦》画面质感不
错，但最大问题是故事、观念
陈旧腐朽。整部剧铺陈出来的
全是20年前韩剧、台湾剧的老
梗：空难、车祸、失忆、姐妹同
时爱上一个男人、家庭恩怨、
假结婚、强行误会、“霸道总
裁”因爱生恨而“报复”……最
让观众受不了的是各种低级

“宫斗”情节，同事设计假流产
陷害女主、男主正牌女友上演
各种宫心计整女主，就差用上
整蛊了。剧中女主的愚蠢人设
也让人无语，动不动就玩“我
冤枉我委屈，我消失”。面对有

未婚妻的男主，竟然玩暧昧玩
得心安理得，男主作为一方

“霸道总裁”，既维系着与未婚
妻的良好关系，又与女主各种
情愫相投。这么扭曲的爱情观
和恋爱逻辑，在都市剧中算是
玩到极致了。

《一路繁花相送》《谈判
官》《老男孩》《南方有乔木》

《下一站，别离》等最近播出的
都市爱情剧在爱情故事构架
上都一样“辣眼睛”。剧中不是
女主咋咋呼呼、疯疯癫癫，性
格扭曲，就是男主狂拽炫酷，
分分钟创造商业帝国，分分钟
到纳斯达克敲钟……国产都
市剧这种“无脑风”已经成了

“标配”，似乎除了霸道总裁和
虐恋，就没什么了。

国产都市爱情剧无论是
原创还是改编，都已经失去了
对生活的观察、思考，更不用
说对生活的洞察了。它们只知
道抱着一堆狗血老梗，一遍一
遍地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如
果说十多年前的《牵手》《中国式
离婚》等剧还没有忘记要反映现
实，对平凡的生活进行了解构和
升华的话，那么当下的都市剧已
沦落到既不会讲故事，还在传递
歪曲、失真的价值观的地步。人
物假、故事假、观念陈旧又虚假，
无不显示着创作者内心的空洞
与思想贫瘠。只会曲意逢迎，只
会生产流水线作品，失去了创作
能力，失去了艺术的根基与本
真，创造再多这样的作品，也都
是垃圾。

昔日资本疯狂追捧，如今临阵更名变通

古古装装剧剧““换换个个马马甲甲””求求生生路路

临阵改名换姓
只是不得已的自救

剧名对于一部电视剧的重要性和商业价
值不言而喻，尤其上述动用资金和资源巨大
的“头部”作品，临阵改名换姓，无形的损失难
以量化。尽管投资方对个中原因均讳莫如深
称为“综合考量”，但在业内普遍的共识是，这
股更名潮直观反映了古装IP剧目前在市场上
的困境——— 在政策“风向标”已然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下，片方“断腕”自救，求的是审查发
行的一条生路。

过去的电视剧，名字基本上只是一个代
号，成败最终还要靠作品来说话，剧名很少发
生周折、惹出是非。近年随着网络IP改编热，

“剧名”越来越有存在感：一类是诸如《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
超长版剧名，以及《微微一笑很倾城》《香蜜沉
沉烬如霜》等“七言体”剧名，在播出前后都曾
引发舆论吐槽。此外就是诸如《凰权·弈天下》

《帝王业》《赢天下》等等，则属于底气硬、口气
大，对应的是最流行的大女主题材。

第一类虽“云山雾罩”、体现“空灵唯美”
的审美，但很少改名。为何大女主题材的电视
剧却频频改名呢？

《甄嬛传》《芈月传》成功后，大女主定位
的古装IP改编成了市场上的硬通货，也是唯
一能玩转数亿资本的“头部”作品孵化器，且
不愁没人买单。热度之下，引来从不涉足电视
剧的“电影咖”也纷纷“下嫁”，《如懿传》《巴清
传》《帝凰业》《大明皇妃》就被网友统一戏称
为“周迅传”“范冰冰传”“章子怡传”“汤唯
传”，足见市场对明星过度倚仗以及同质化的
倾向。为追求脱颖而出，普通的“某某传”之类
名字显然无法满足和匹配资本膨胀的野心，

“天下”“帝王”“皇权”等彰显口气、底气、霸
气、硬气的词汇就争先恐后地成了新一轮古
装IP剧名字的标配。

市场风向标发生变化
资本为曾经的疯狂埋单

尽管古装大IP还在热火朝天地拍摄，但
市场风向标早已发生了变化。从前年开始，管
理部门就多次提示这一题材的市场层面和政
策层面调控风险。除了电视台每年黄金时间
古装比例不能超过15%之外，在审查和播出
上，也呈现愈发趋紧的形势。今年新一届中国
电视剧“飞天奖”评奖中，古装IP全军覆没；4
月4日，新组建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宁波召
开全国电视剧创作规划会议，再次强调了重
视现实主题题材、特别是选择国家发展的重
要节点的题材。总局规划的2018年至2022年

百部重点电视剧中，古装题材仅两部历史正
剧入选。

今年以来，原本开年的《如懿传》《巴清
传》两部超级大剧迟迟不播，《柜中美人》《烈
火如歌》台播改网播，以及去年很多大女主剧
官宣后再无下文。这表明，存量古装剧的出路
本身已非常狭窄，原本为博出位而水涨船高、
彰显“权”“皇”“天下”等字眼的名字显得非常
不合时宜。改名只是不得已自救的方式之一。

《凰权·弈天下》因剧中架空
的朝代为“天盛王朝”，改名

《天盛长歌》，《赢天下》返璞
归真为《巴清传》，也都顺
理成章了。接受媒体采访
时，《天盛长歌》制片方辛
迪加影视谨慎回应称：

“变更剧名本身在业内
很普遍，但改剧名不影
响剧作，因为已经拍摄
完成。”被问及改名是
否为便于审查和发行？
回应是：“出于多方面综
合考虑，没有什么特别
突出的原因。”

临阵改名换姓，自然
损失不小。但跟几亿投资
打水漂相比，改名换姓只
是小小的“牺牲”。近日还传
出李晨为《巴清传》试镜以
替补正被起诉的高云翔的
戏分。不管是改名换姓还是
换人重拍，其实都是这些大
剧的求生之举。只是，不断出
现的古装大IP种种挣扎求生
的新闻，预示着播出遥遥无
期的无奈。这些架空历史下
的权力争斗、凭空想象的大
女主开挂人生、生编硬造的
古代朝廷政治后宫生活等题
材，被播出平台顺应政策导向
而“打入冷宫”，其实是疯狂的
资本在为曾经非理性的行为
埋单。

（杨文杰）

天天娱评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刚刚发布的《2018年4月全国电视剧月报备案通报》显示，陈坤、倪妮主
演的《凰权·弈天下》正式更名为《天盛长歌》。这已经是近半年来第三个改名换姓的超级古装 IP
剧了，前两次分别是范冰冰的《赢天下》更名《巴清传》，章子怡的《帝王业》更名《帝凰业》，每次
均引起业内和粉丝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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