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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经典典翻翻拍拍热热潮潮袭袭向向电电影影圈圈

翻翻翻翻拍拍拍拍非非非非罪罪罪罪过过过过
拍拍拍拍烂烂烂烂才才才才是是是是错错错错

电影翻拍火爆
“回炉”经典之作

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巅
峰之作的《红楼梦》，从诞生至
今征服了无数读者。“它是我的
青春，伴随我人生的成长。”计
划打造电影《红楼梦》系列三部
曲的导演胡玫透露，电影将会
以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全新角
度切入原作。

据悉，三部影片的片名分
别为《红楼梦之大观园》《红楼
梦之情天欲海》《红楼梦之大团
圆》，该系列引发了多方关注。

《红楼梦》曾衍生出大量影视作
品改编版本，其中，1987年电
视剧版更是征服万千观众。新
版的《红楼梦》是否能有所超
越，值得期待。

“这样的电影翻拍模式，是
不是看上去很眼熟？”文化评论
人韩浩月提醒道，新《红楼梦》
或许参考了这几年“贺岁档”大
热的《西游记》系列电影。但在
韩浩月看来，这一模式不能照
搬。“《西游记》系列电影之所以
火爆，是因这个系列的电影运
用了3D新技术，迎合了春节期
间的合家欢需求。《红楼梦》没
有这样的商业卖点，相反，它清
冷深沉的内在，恰恰有将观众
拒之门外的‘功能’。”

另一方面，一个颇有意思的
市场现象体现在吴宇森这位名
导身上——— 他执导的《英雄本
色》分别被丁晟和冯德伦搬上银
幕，而吴宇森本人也在今年“贺
岁档”推出致敬高仓健的《追
捕》……似乎一夜之间，翻拍经
典电影的热潮袭向华语电影圈。

特技可以是卖点
但绝对不是噱头

高仓健主演的《追捕》固然
被影迷视为经典，但在吴宇森
眼里，囿于当年的资金及拍摄
条件，包括技术的不够先进，仍
有遗憾之处。“从这个意义上
说，《追捕》有重拍的价值，有很
多发展、发挥的空间。”

在“3D当道，特效盛行”的
当下，经典电影重现银幕面临
的一大改变，是以革新的电影
技术呈现，业内人士认为，新技
术的运用有望为电影打开新的
想象空间。

在不少创作者看来，这也
能给经典电影以全新的生命
力。一个例子是，多部翻拍之作
均选择以“特效”作为宣传点。
由陈嘉上执导的《射雕英雄传
3D》计划拍成“三部曲”，是“以
青春偶像阵容打造的视觉耳目
一新的3D电影”；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经典 IP再生性原
创”战略下的重点项目《阿凡提
新传》同样是3D版本。而胡玫
版《红楼梦》将用到实景拍摄加
特效处理的方式，“精心再现大
观园的风貌”。

风靡一时的徐克版《智取
威虎山》曾在“特效流”中尝到
甜头。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
教授杨远婴对记者说，影片以
徐克一贯的奇观化手法进行了
局部颠覆，如让美国归来的青
年讲述者来开启故事，“座山
雕”开着飞机逃跑等情节。她还
留意到，年轻人认为这样的改
写是“老树发新枝”，激活了中
国本土的民间传奇。

徐克也将继续发挥其技术
创新的优势，并以监制身份翻
拍袁和平1982年版的《奇门遁
甲》，新版将于12月15日“贺岁
档”上映。当然，打“视效牌”只
是吸引新一批观众喜好的其中
一个手段。新版《奇门遁甲》的
片方强调，“特技可以是卖点，
但绝对不是噱头”“徐克虽以擅

长使用特技闻名，但同时他讲
故事的手段是非常纯熟的。可
以说每部优秀的电影都是其天
马行空的一面，与其严谨的叙
事逻辑相结合的产物。”

与其将新版《追捕》看作一
部翻拍片，不如说是吴宇森时
隔多年回归个人风格的一部电
影。据悉，影片会加入吴宇森风
格的枪战戏和动作戏，而他电
影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白鸽戏”

也会露面，并起到重要作用。此
外，人物性格及剧情走向也被
赋予了全新的设计，力求消弭
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强调“深入挖掘情感内
核”，是新一拨翻拍电影惯用的
操作方式之一。自称吴宇森“粉
丝”的导演丁晟，耗时两年打造
的《英雄本色2018》定档2018
年1月18日，从剧照来看，王凯
将饰演狄龙的角色，马天宇和

王大陆将分别替代张国荣和周
润发。“这不是警匪片也不是枪
战片。”丁晟将新作的故事背景
放在当下的内地，并把着力点
放在“兄弟情”及“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的探讨上。

所谓“重现经典”
是偷懒的表现

观众对翻拍片持两极分化

的态度。一位网友的说法颇具
代表性：“某些细腻的情感和记
忆还是留在心底深处最好。所
谓的‘重现经典’，听起来很诱
人，但经过重新加工的经典已
经变了滋味，反而破坏了当初
那分美好。”

不管观众对翻拍片的期待
值及最终的反馈如何，反正电
影圈从来不缺这碗“冷饭”。据
不完全统计，《红楼梦》被翻拍
18次；《神雕侠侣》被翻拍 14
次；《西游记》被翻拍的次数更
是不计其数……“出现如此多
的翻拍、重拍，是影视产业化发
展的必然结果。”著名制片人韩
三平认为，电影的工业化、高科
技，给电影创作带来了很多变
化。“翻拍也好，取材也好，未来
的频率可能还会越来越高，特
别是电影高科技的不断升级，
将让翻拍成为影视创作的潮
流。”

从整体来看，“翻拍”
现象在业界口碑中不占
上风。电影市场分析专
家蒋勇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对此风潮毫不客气

地 表 示“ 是 偷 懒 的 表
现”。

不少创作者认为其难与
“精品”画上等号。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编剧王兴东就曾公开
批评：“老的片子重拍一遍，不
仅会花很多钱，而且等于重新
嚼过去已经嚼过的馍，把破烂

绸子拿出来加工，重新从
里面抽出点丝。”而影评人

“木雕禅师”意味深长地表
示：“翻拍并非罪过，滥拍、拍
烂才是错。”

缺乏诚意和原创
观众不会买账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在于
其跨越时间长河的生命力，它
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对经典的不断推敲和解
读，进而读出时代的新意，我们
并不反对，甚至是可以持鼓励
态度的。但是若创作者把“集体
怀旧”当成噱头，一味追求商业
利益，难免让人心生反感。黄磊
的导演处女作《麻烦家族》就是
反面案例。影片翻拍自山田洋
次的经典家庭喜剧《家族之
苦》，可与其说是翻拍，不如说
是原版的“复刻”——— 从场景到
角色都一味地原样照搬，原创
的影子遍寻无踪。

另一个例子是十多年来不
断翻拍其代表作《大话西游》的
刘镇伟，显然已透支了影迷的
信任。去年他推出的《大话西游
3》虽收获了3 . 6亿元的票房，却
遭遇了网友的花式吐槽：“它是
最不令人失望的电影，因为它
和想象中一样糟糕。”

事实证明，无论 IP的名声
多响，无论有多少大咖参演，都
只能借势把观众暂时吸引到
影院里，但如果缺乏诚意，作
品的原创度不够、质量欠佳，
早就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观众依然会用口碑和票房亮
明态度。因此如何用当代意
识对老题材进行新解读，把
这碗“冷饭”炒成观众中意的

“菜”，创作者都要进行一番
细致的思考与打磨。毕竟，即
便是翻拍之作，其成功的程
度也是跟原创力的强弱成正
比的——— 某种意义上说，聪明
的经典翻拍是站在巨人肩膀上
向上攀登，要拍出新意和个性
就更难，这实际上是对原创力
更大的挑战。

（刘长欣 黄奕银 王萍）

近来，不断有经典翻拍影片上映，近期就有根据《永不消逝的电波》翻拍的《密
战》《追捕》《东方快车谋杀案》将上映，还有《流星花园》《射雕英雄传3D》等也将翻
拍。在电影市场中，翻拍的现象一直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从过去的案例来看，打
着翻拍片招牌的作品，但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多。当年深入人心的经典作
品，该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光彩，让新的观众对翻拍出来的电影有所触
动？这些疑问还有待创作者们去思考和探索。

根据《永不消逝的电波》翻拍的电影《密战》是否有所突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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