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0月14日 星期六

悦读周刊 A10-12
卓 / 然 / 于 / 心 悦 / 享 / 娱 / 乐 主编：李康宁 责编：向平 组版：陈明丽

记者 师文静

题材与尺度突破

张艺谋是第五代导演的翘
楚，获得过多项国内外电影大奖，
从艺术电影到商业大片，一直在
电影创作潮流的前沿探索。陈宇
是中戏导演系博士、北大教授，驾
驭的影视剧题材宽泛，兼具艺术
性与商业爆款的创作思维，完成
从实验电影创作者到商业大片编
剧的转型。两人的合作更像是能
人碰上能人的强强联合，带来的
是类型片创作上的题材突破、类
型元素的互相渗透和不断变奏。

张艺谋与陈宇的合作始于
2018年，陈宇当时完成了电影《坚
如磐石》的剧本，张艺谋看过剧本
后，第二天就决定执导拍摄，影片
2019年4月开拍，四年后上映。《坚
如磐石》在《狙击手》《满江红》之
后公映，却是两位导演、编剧合作
的起点。

三部影片中，题材突破性最
强的当数《坚如磐石》。当代都市
犯罪悬疑题材影片《坚如磐石》，
讲述了供职于市公安局刑事鉴定
中心的青年警察苏见明，为了破
获一起发生在公交车上的爆炸
案，在家庭亲情与职业信念间做
出了坚定的取舍，开始了一趟惊
心动魄的侦查之旅。影片是带有
现实色彩的强类型都市犯罪题材
片，题材、内容尺度有大胆的突
破。以往的都市犯罪题材片多是
描绘社会犯罪中的警匪较量、犯
罪者与受害人的纠葛等，基本达
不到《坚如磐石》中这种对官商勾
结的权力运作、社会阶层鸿沟以
及个体命运、人性善恶等的全景
式呈现。《坚如磐石》在扫黑除恶
的现实框架下，杂糅了悬疑、侦
破、爱情、犯罪等元素，公交车爆
炸案、暴力讨薪、暴力杀人、陈年
骸骨案、犯罪分子袭击警察等犯
罪要素运用丰富，影片中正反派
斗智斗勇，人性善恶难辨，多条线
索纠葛交织，形成观影吸引力。电
影在内容尺度突破的基础上，又
做足了商业片的噱头和看点。

陈宇称他在给张艺谋《坚如
磐石》的剧本时，还把一篇分析犯
罪类型片的论文交给对方，论文
中陈宇认为，犯罪类型片作为一
种商业类型，在全球电影市场上
一直占有稳定的份额，而国产片
中真正意义上的犯罪类型片罕
见，当下国产犯罪类型片对现实
的关照也不足，极少有影片是对
犯罪的“解读”，而“解读”是通过
对犯罪行为的理解达到对社会和
人性的理解。《坚如磐石》对正反
派人性的刻画很立体，也很值得
深思，这完全依赖于影片中高频
度的犯罪元素、强剧情的运用和
展开，虽然影片有重戏剧化情节、
轻现实逻辑的毛病，但这部影片
让张艺谋挑战了都市犯罪类型
片，也探索了浓郁的都市感赛博
朋克风。上映15天取得超10亿元
的票房，《坚如磐石》的成功是一
部商业类型片的成功，这也是张
艺谋与陈宇三部影片合作中很明
显的创作追求。

极度商业化

《满江红》以南宋与金国的一
次外交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小兵
与亲兵营副统领机缘巧合被裹挟
进巨大阴谋之中，进而展开舍生
忘死、铲奸除恶的忠义故事。《满
江红》虽是虚构的历史题材，但却

以非常新颖的手法和类型元素的
运用，展开对“家国情怀”的表达
探索。票房45 . 4亿元的电影《满江
红》，更是“悬疑+喜剧”商业类型
大片的胜利。张艺谋本来想借助
山西的那座古城拍摄《大红灯笼
高高挂》第二部，后来因为自己没
时间，就找到编剧陈宇让其为这
个院子写个故事，要求是不拍文
艺片，拍娱乐片、类型片，在这
个院落里拍一个有悬疑、剧本杀
等元素的故事。《满江红》最终呈
现出来的是一个构思精巧、复杂
又高潮迭起的叙事迷局，在固定
的空间和限定时间内，有贯穿主
线的间谍卧底探案和权谋，有斗
心斗智的悬疑反转，有幽默喜剧
元素，有惊悚感，有荒诞感，又有
很年轻化、很时髦、很流行的悬疑
游戏感。最重要的是，这个悬疑
娱乐故事有文化认同感、家国情
怀的价值表达的底托着，让商业
类型片做到了最大化的内容呈
现。

陈宇曾表示，《狙击手》不是
战争片的类型化，而是一部全新
尝试的类型片。《狙击手》是三部
影片中口碑和评分最高的作品，
也是张艺谋导演首次进军春节档
的影片。该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
的“冷枪冷炮运动”为背景，讲述
了志愿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境地
下，与美军精英狙击小队展开殊
死较量的故事，是一部“小而美”
的作品，也是杂糅了战争、青春、
悬疑等元素的类型片。影片规避
了宏大全景式的战争场面，删繁
就简，从人物入手，用白描的手法
刻画了十多位志愿军战士在战场
上一枪一弹的生死较量，剧情高
度紧张、人物剑拔弩张。张艺谋让
影片以黑白灰为主色调，冷峻感
增强了写实感，青春气息的战斗
美学、对战争中个人的关照，让影
片成为独特的战争题材作品。这
部影片也是陈宇创作上的主动求
变，因为自己更擅长描摹个体行
动，《狙击手》找到一个从微小横

切面展开故事的方式。
这三部影片有商业化类型片

上的崭新探索，有导演口碑，有非
常有影响力的演员阵容组合，也
有影视大档期的加持，再加上有
效的宣发，市场“叫座”就轻而易
举。

强剧情与形式美

因为《满江红》《坚如磐石》都
是强类型片，张艺谋在很多采访中
都聊过类型片的创作问题，比如他
提到影片不再执着于抒情，认为强
类型片具备高情节、快节奏，感情
叙述只占全片十分之一，要达到很
精准，抒情不要超过两分钟，这样
会有另一种快感和美感，恰到好
处，回味无穷，马上又是情节，会很
高级。这些创作准则，在《坚如磐
石》《满江红》里呈现出来。同时，张
艺谋在三部影片中所把控的视效
色调、流畅的转场以及贴合的配
乐、整体氛围的营造等都赏心悦

目，都是国产片的顶级水平。
可以看出，陈宇的类型片创

作功力和其对于“叙事动力学”等
技术的运用，也恰好是创作中重
美学、重形式、重表达而轻故事的

“偏科”导演张艺谋所需要的。陈
宇一直自称是一位说书人，是一个
讲故事的人。他认为创作中一切的
目标都是为了讲故事，讲故事是一
部影片的最高目标，如何设计讲故
事的技巧、怎样将观众情绪提起
来，最终是为讲故事服务，都要找
到故事的“魂”。陈宇专攻强类型
片的故事和叙事，张艺谋擅长美
学、场面调度和电影形式风格设
计，而且他近年来也一心求变，追
求电影创作中叙事第一性的原
则，所以两人的合作，才能探索出
强类型片的一些新表达。

从张艺谋与陈宇合作的三部
电影中，可以看出都在追求强类
型片创作，然后在电影中融入更
多鲜明的特色表达，很好地将商
业元素、大众审美趣味、价值观表
达融合在一起，打造故事、题材、
形式都很新颖的类型片作品。但
其实影片对强类型、多元素的追
求，也牺牲了一些艺术特质，比如
群像人物工具化、剧情片段化等
被观众诟病。《满江红》小品式剧
情叠加缺乏逻辑性的反转，让影
片呈现一定程度的“爆米花”属
性，在品质和口碑上远落后于张
艺谋早期拍摄的极具人文情怀的
优秀作品。《坚如磐石》《满江红》
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是一塌糊
涂，性别意识依旧停留在二三十
年前。张艺谋和陈宇组合创作的
影片，高票房证明了追求商业化
的成功，而作品口碑上的下滑，则
证明了作品艺术性上的落差。

呈现这种合作结果，也是张
艺谋和陈宇在创作上的自我追
求。陈宇曾表示，自己比较务实，
不太有所谓艺术家的个性，讲好
一个故事要有积累，没必要把它
拔得很高，它就是职业化态度下
的一份艰辛的工作，而不是灵感
迸发拍脑门的纯艺术家的工作态
度。而张艺谋拍不同类型片的驱
动力更多的是探索，拍自己没拍
过的电影。张艺谋曾说，他现在创
作电影，首先关注的是这部作品
能有什么特色，如果跟别人的很
雷同，那就放弃，且为此放弃了好
几部电影。张艺谋为了拍不曾拍
过的电影，把《满江红》的剧本从
一个慷慨悲歌式的故事，改成了
现在这种多元素混搭的新类型，
成为一部能雅俗共赏又寓教于乐
的高票房影片。观众可以想象出
张艺谋若是拍摄成悲壮、肃杀式
的《满江红》，将是什么风格，但一
个不追求变化的张艺谋很难被高
票房青睐。陈宇曾称他和张艺谋
合作以来，张艺谋的风格确实发
生了一些变化，越来越返璞归真、
由繁入简，重视讲故事。

《满江红》《坚如磐石》的商业
类型片探索在票房上是成功的，
而且都不是跟风之作，都有自身
的特色和探索性。很多人诟病张
艺谋，认为他以自身的资历和成
就，目前的创作是不是对商业片
市场太过于投怀送抱，但能拍得
出《红高粱》《活着》《大红灯笼高
高挂》《千里走单骑》《秋菊打官
司》等不同类型艺术片，也能紧跟
潮流抓住大众的时代审美，获得
高票房成绩，不更是实力的象征
吗？张艺谋合作陈宇的三部影片
都有很明显的新潮锐意，能感受
到这位经验丰富的电影导演热烈
的创作激情，永远挑战自己的浪
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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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开始合作，导演张艺谋与编剧陈宇通过《坚
如磐石》《满江红》《狙击手》三部影片目前已狂揽60多亿元
票房，超越张艺谋导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以来，其
他电影的票房总和。这三部影片见证了张艺谋创作上的新
探索、新变化，也让陈宇成为金牌编剧，电影圈再添一对

“导演+编剧”的黄金搭档。三部电影聚焦三个时代、三种
题材、三种风格，却都取得票房或口碑上的成功，从他们的
创作方法、合作方式中，或许可以看到这种“王炸组合”合
作成功的路径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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