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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上映8天，电影《异人之下》票
房终于艰难破亿元，总票房预测从
首映日的3亿元跌至1 .3亿元以下。
口碑方面也两级分化严重，喜欢的
人赞其为“电影类型的开拓创新之
作”，批评者则认为从选角、节奏到
剧情呈现都与原作相去甚远。

原著漫画《一人之下》连载八
年，点击破300亿次，动画播放量超
65亿，堪称国漫史上的“巅峰之
作”。如此“大热IP”改编电影，优势
自不用提，劣势也很明显，即受制
于体裁和时长，无法像动画或剧集
那样以季为单位，徐徐铺垫剧情和
人物，必须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里讲述一个有起承转合、结构完
整、逻辑严密的故事，同时还需要
在尊重原著和二次创作中取得一
种微妙的平衡。

面对如此难题，乌尔善似乎未
能交出一份令观众满意的答卷。争
议主要集中在人物塑造、剧情还原
等方面。比如作为全片灵魂的张楚
岚，几乎被情节和其他人物推着
走，很少有主动行为，也看不见人
物成长弧光。而被亲切称为“宝儿
姐”的冯宝宝，不谙世事、不通世
俗，有仙人之姿，且长生不老。对于
原著粉来说，这是一个战斗力拉
满、好感度极高的角色。而在影版
中，冯宝宝的武力值被削弱，戏份
权重减少，成为了凸显张楚岚成长
与觉醒的工具人，甚至结尾被迫

“隐身”。正如粉丝所吐槽的“张楚
岚根本不可能暴揍宝儿姐，宝儿姐
更不需要他人拯救”，部分改编背
离原作设定，或将成为影版《异人
之下》引起争议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国漫顶级IP与重工业电
影碰撞的首次试水，《异人之下》其
实能看到乌尔善团队的诚意，比如
融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细节巧
思，主角团也在开拍前先进入训练
营，接受表演和武术等方面的专业
训练。但从最终呈现效果来说，整
体观感要比概念设想逊色不少。

哑火

漫改是指将漫画作品改编成
其他艺术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
影、电视剧等。近几年，随着国内
漫画题材的拓宽，热门漫画逐渐
成为受欢迎的影视题材，粉丝层
的丰富为漫画的影视化创作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尤其是考虑到国
漫在年轻人群体中的影响力，很
多投资人、制作人都将目光投向
这个领域。《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虎鹤妖师录》《大理寺少卿游》
《烈焰》等各类漫改影视作品相继
播出，但是整体平平，并未出现爆
款之作。

顶着“大IP+大制作+名演+名
导”光环却一扑再扑的，还有今年
播出的漫改真人剧《狐妖小红娘·
月红篇》。与播出前宣发轰轰烈
烈、招商成绩喜人不同，改编自著
名漫画IP《狐妖小红娘》，由杨幂、
龚俊领衔主演的剧集《狐妖小红
娘·月红篇》(下文简称《月红篇》)
开播后，单集观看人数从前期的
40多万，锐减至后期的4万，断崖
式下跌。不仅没法与同期播出的

《庆余年2》对垒，就连前期几乎零
宣发的《墨雨云间》，都低开疯走，
成为暑期首部爆款剧。而《狐妖小
红娘·月红篇》却逐渐哑火。

漫改虽难，却并非没有成功
的案例，比如《流星花园》《恶作剧
之吻》等都改编自漫画。2015年，韩

延执导的漫改电影《滚蛋吧！肿瘤
君》上映并获得不错的票房；2018
年，韩延再次执导漫改电影《动物
世界》，同年，另一部漫改电影《快
把我哥带走》成为票房黑马；2020
年的漫改剧《棋魂》低开高走，评
分8 . 6分，成为国产漫改剧的成功
范本之一。

还原

漫画满足了市场对于IP的新
需求，其蕴含的商业价值亟待进一
步开发，越来越多影视人涉足其
中。与传统影视剧相比，漫画作品
可供二次创作的空间有限。原著是
漫改影视的精髓，还原度虽然不是

判定一部漫改影视作品成功与否
的唯一因素，但却是粉丝们关注的
首要问题。

目前争论度较高的剧情和人
设，是不少漫改作品频频翻车的关
键点。从剧情上来看，真人版漫改
影视作品介于二次元与三次元之
间，它将点与线描绘的纸上世界剥
离平面，注入生命力，让角色人物
在现实世界里灵动起来。无论是何
种风格的漫画，真人版电影在拍摄
时都需在叙事节奏上下功夫，将漫
画的系列故事加以有效串联，通过
影视化的改写将片段激活，而不是
简单地把剧情片段进行罗列。

从人设上看，选角和演绎同样
重要。比如《月红篇》中，杨幂的外

形与“涂山红红”的适配度其实很
高，但是在塑造涂山红红这一角色
时，她未能充分展现出角色性格的
复杂性和情感的深度。“涂山红红”
作为剧中的女主角，不仅有着强大
的法术，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
情感经历。然而，杨幂在演绎过程
中显得过于平淡，缺乏足够的情感
张力，使得角色形象显得相对单
薄。影版《异人之下》同样存在相同
的问题，“张灵玉”无论是漫画中，
还是动画里，亦或是在粉丝的想象
中，都应该是身姿挺拔、银发及腰、
眉心一点朱砂、清冷俊朗的模样，
但是影片中的“张灵玉”单从颜值
上都很难过关，其飘逸出尘的气质
更是不知所踪。

成本

近几年，漫改剧虽然数量增势
喜人，但整体质量却不尽如人意，
大多不能既“叫好”又“叫座”。有的
剧集过于追求还原原作中夸张的
情感表达方式，导致真实感下降，
难以引起观众共鸣，还有的剧集过
度追求“形似”，却没有展示出原作
中的独特情怀。

从当前市场创作案例来看，漫
画的加入缓解了影视改编资源匮
乏的问题，但是由漫画向真人剧的
改编，同样面临着由低维向高维跃
层的难题。在漫画中，场景、人物和
情节的设计成本都相对较低。而漫
改影视则不同，真人演绎的高昂创
作成本以及观众的观看习惯，都大
大限制了漫改剧的内容创作。

《月红篇》的致命问题就在于
剧本极其空洞，譬如男主角从少年
时期到成年对女主角的情感进展
一晃而过。在漫画中这是留白，在
剧中就成为空洞与破绽。剧中类似
的弊病很多，导致剧集漏洞百出、
逻辑混乱，无法令观众信服。《我叫
白小飞》作为丧尸题材作品，题材
新颖且漫画、动画原作也有大量的
粉丝基础，但真人版并没有引起水
花。该剧将“丧尸”设定改编成了变
异人，剧中啃噬者是由病毒引发感
染导致出现的，这一改编大大降低
了原著粉和观众的兴趣。

另外，还有一部分漫改网络剧
为了呈现天马行空的二次元世界，
将“真人+影视特效”作为噱头，然
而大部分的国产漫改网络剧在特
效上的成本较低。创作者在改编的
过程中如果没有明确作品的性质，
没有平衡好二次元到三次元的转
场问题，会给人一种“四不像”的感
觉，这既不利于整个镜头叙事的开
展，也可能会引起观众反感。

受众

漫改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一
方面，原著粉丝对于“还原度”的期
待值高居不下；另一方面，影视化
改编又要求作品基于三次元现实
世界进行合理化创作。或许，在解
决这个核心矛盾之前，制作方首先
应该确定主要受众群体是谁。

漫改剧作为跨“次元”的艺术
作品，是小众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
化，也是大众文化从亚文化中汲取
灵感并进行复制和大量生产的产
物。这就导致国产漫改网络影视作
品在“讨好”原著粉丝和吸引主流观
众上，依然较难把握改编的尺度。

其实，路人粉和原作粉之间归
根到底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一
方面，原著粉是核心粉丝群，另一
方面，他们的大部分需求其实也体
现了原作IP内容核心的魅力所在。
在被作品吸引前，所有的观众都是
路人，原作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粉
丝，还是因为它所呈现的价值理
念、情感内核得到了普遍认可。而
这种内涵，不应该也不会受到艺术
形式的限制，漫改作品如果改编得
当，应该既能固粉，也能吸粉。

以影版《异人之下》为例，导演
乌尔善在采访中强调，影版《异人
之下》改编方向之一是让更广泛的
普通观众接受，从结果来看，对原
著不了解的观众整体观感的确大
大优于原著粉，不少正面评价集中
于特效爽感、风格化创新和新奇世
界观，但基本叙事和人物成长上的
缺憾，还是没有拉动更大范围的观
众进场。原著粉并非要求1:1复制还
原，但也有对于选角、人设和情节
流畅度上的基本要求，而当他们发
现影版未能满足基本需求，并对原
作有魅力的地方进行了不合理改
编时，也会输出负面评价。

漫漫
改改
之之
难难

近期上映的影版《异人
之下》，是今年最新一部的
漫改影视作品。从题材、类
型来看，今年上半年的漫改
影视作品相当丰富，既有

《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等大
热IP改编之作，也有《时光
代理人》《大理寺少卿游》

《烈焰》等偏小众的作品。可
惜的是，期待中的漫改“爆
款”并未在今年上半年出
现，也再次暴露了真人漫改
中存在已久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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