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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术”的揣摩到“道”的思考

谍谍战战剧剧沉沉寂寂一一年年重重新新出出发发
经过了一年的沉寂之后，今年谍战剧风云再起，《风筝》《红蔷薇》刚收官，接下来还有六七部

剧整装待发，且阵容强大，今年堪称又是一个“谍战大年”。
2016年，在《麻雀》《解密》《胭脂》等剧的带动下，谍战剧走上了偶像化的转型之路，起用了一

批年轻人气演员，但也遭到了演技不过硬的诟病。今年谍战剧的主演依旧是以年轻演员为主，不
过他们都是业务精湛的实力派，在吸引年轻观众的同时，也不至于丢失谍战剧的传统观众。以往，
谍战剧每年总有一两部爆款，如今进行了转型并纠偏的谍战剧，不知谁将成新的赢家。

本报记者 刘雨涵

实力派演员领衔

作为跨年剧播出的谍战剧
《风筝》和《红蔷薇》已先后收
官，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且
两部剧剔除谍战剧过度偶像化
的弊病，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谍战剧偶像之风自2015
年的《伪装者》开始，到了2016
年的《麻雀》《解密》《胭脂》等
剧，更是大量起用李易峰、周冬
雨、陈学冬、赵丽颖等年轻人气
演员，剧情也从快节奏的悬疑
烧脑模式走向情感化、轻松化，
让人一时分不清究竟是谍战剧
还是偶像剧。看惯了戏骨们出
神入化的表演后，资历尚浅的
年轻演员表演缺乏说服力，有
些流量明星“面瘫式”“白痴式”
的灾难演技，毁人又毁剧，一度
让谍战剧陷入困境。经过去年
一整年的沉寂后，今年卷土重
来的谍战剧似乎要革除偶像化
的轻浮之气，这从演员阵容上
就可见一斑。

老派谍战剧作风的《风筝》
主演柳云龙、罗海琼、李小冉等
都是中生代演技派。《红蔷薇》
的主演杨子珊和陈晓，一个是
实力电影咖进军荧屏，一个是
经过大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历
练的新生代小生，他们的演技
有目共睹。

今年接下来与观众见面的
谍战剧还有：陈坤、万茜主演的

《脱身者》，张翰、张俪主演的
《猎隼》，张鲁一、佟丽娅主演的
《爱国者》，佟大为、郑爽主演的
《绝密者》，徐璐、文咏珊、赵立
新主演的《风声》，任嘉伦、李曼
主演的《秋蝉》等。陈坤、万茜、
张鲁一、佟丽娅、佟大为等都是
经历过大银幕洗礼的演员，且
基本上都属于实力派中生代带
年轻人的路子，年轻的徐璐、任
嘉伦等也都业务过关，演技不
至于拖后腿。

可以说今年谍战剧的新气
象是投资制片方理性选择的结
果，谍战剧固然要通过创新吸
引年轻观众，但是其核心观众
群还是冲着剧情、演技来的，如
果变成了偶像剧，谍战的招牌
也就不复存在，反而得不偿失。

以女性视角讲故事

一向由男性角色掌握话语

权的谍战剧，今年似乎也受到
了“大女主”风潮的影响，《红蔷
薇》就是一部女性视角的谍战
剧。剧中女主角夏雨竹以朱枫
烈士为原型，并糅合了沈安娜、
黄慕兰等诸多优秀女谍报人员
的英雄事迹，使人物有了立足

的现实根基。虽然早在《胭脂》
中，赵丽颖也曾扮演过出身千
金小姐的谍报人员，但是角色
的设定是“天才少女”，与夏雨
竹从白纸一张的“菜鸟”到成熟
情报员的蜕变有着质的区别。
夏雨竹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

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
国成立三大历史时期。从这些
方面来说，《红蔷薇》更加符合

“大女主”对女性成长的解读。
以人物命运为主线来带动

剧情，而不是以谍战任务来推
动，这让《红蔷薇》更加人性化。

剧中不仅见证了夏雨竹的成
长，与她情同姐妹的丫鬟顾霜
菊的人性转变，因不同的信仰
而上演了一出相爱相杀的故
事。她们不仅是谍报人员，也是
妻子、母亲、女儿，对于角色情
感维度的细致刻画让人物变得
有血有肉。

在《风筝》中，柳云龙饰演
的郑耀先与张檬、李小冉、罗海
琼饰演的三个角色都有着情感
纠葛，这种多条感情线的路数
在时下看来有些“杰克苏”的嫌
疑。从将要播出的《脱身者》《爱
国者》《风声》等的剧情来看，即
使不是标准的“大女主”剧，女
性角色也不再只是男人的辅
佐、依附，女人本身就是谍战英
雄，能够撑起半边天。

精神困苦首次被触及

虽然《风筝》的感情故事有
些旧，但是在探索谍报人员的
精神世界方面，它做出了新的
尝试。以往的谍战剧中，主角会
遇到很多惊险挑战和打击挫
折，但是他们的意志永远是钢
铁一般，信仰永远毫不动摇，
为了组织随时准备牺牲自我。
而在《风筝》中，人们看到了原
来他们也会有内心挣扎，也会
有迷茫与不知所措，对谍报人
员的这种刻画也能打动人、震
撼人。

《风筝》的主角郑耀先，表
面上是军统的“王牌特工”，因
心狠手辣被称为“鬼子六”，但
实际上，他是代号为“风筝”的
中共党员，随着单线联系人的
牺牲，郑耀先成了“断了线的风
筝”，要周旋在军统的怀疑、中
统的算计，甚至还要承受来自
同志的质疑、围攻，内心充满了
矛盾和纠结。一方面，他要“比
军统更军统”才能够立足，另一
方面，作为“风筝”他又不得不
出卖在国民党中忠心于他的朋
友。得不到组织的认可，在不断
被误解和被怀疑中，他在迷惘、
彷徨和无助中，坚守信仰的艰
难与不易深深感动了观众。

当谍战剧中人物形象更加
复杂，主角其实也可以在黑白
之间进行一定幅度的人性探
讨。正所谓不破不立，在经过了
迷茫和动摇之后而坚定的信
仰，显得更加珍贵和有说服力。
从对谍战之“术”的揣摩，到对
谍战之“道”的思考，让谍战剧
上了一个新台阶。

冲冲入入99分分好好片片““琅琅琊琊榜榜””才才更更有有意意义义

近日上映的《无问西东》已
经达到了2017年进口片中的顶
级作品如《摔跤吧，爸爸》《看不
见的客人》等的层级，而且由于
其接近性和对当代中国的特殊
意义，它的价值还应该更高，如
此开年之作，实在让人对于
2018年的国产片表现有了极大
的信心。

业界普遍对2017年国产电

影的表现给予肯定，因为国产电
影的良心之作开始取得与其相
适应的市场反馈。另一方面，观
众的欣赏水平普遍提高，逐渐形
成了对不同影片的喜好分群，被
呼唤了多年的类型片春天开始
到来。对于市场来说，类型片逐
步成型，意味着整个业界生产秩
序的建立，从制作到发行的各个
环节将有规律可循，专业人士的
意见会越来越被尊重，被广泛质
疑的资本粗暴干涉创作的现象
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在类型片逐步成型的过程
中，“唯票房论”的观念需要纠
正。作为一种带有艺术特性的商

品，电影与纯工业品的最大区
别，就在于其核心价值是无法
完全量化的，不能简单地以资
金数量来计算。所以艺术产品
上市以后，能够获得什么样的
市场回馈，是一个很不确定的
因素。就以去年12月的电影市
场为例，陈凯歌的《妖猫传》、成
龙出演的《机器之血》、邓超出
演的《心理罪城市之光》事先都
被认为是值得重视的影片，结
果在前有《芳华》全社会关注，
后有《前任3》一骑绝尘的夹击
下，除了《妖猫传》的票房尚可，
另外两部都算得上是无疾而
终。但是那两部片子有没有差

到只有两三亿元票房的地步，情
况是不一样的。

在这一轮之前的资本狂热
里面，最典型的病症是，以为凡
是大投资必定有大利润，而且只
要有利润，电影质量无关紧要。
这种态度，对电影创作的伤害是
很明显的。一个正常的市场，屡
屡有质量差的电影胜出，肯定不
正常。唯票房论的另一个错误，
是只瞄准大片。一提电影，就必
须是大投入、大制作，好像没有
票房纪录，没有轰动效应就不是
电影。其实，电影工业跟其他领
域一样，必须是金字塔结构，没
有基础的中小制作电影，是不可

能有顶级大制作空间的。只愿意
捞金字塔尖，不愿意做基础投
入，即使偶尔成功了，也是过眼
云烟。

窃以为，相比于十亿票房大
片俱乐部，进入观众好评的9分
好片“琅琊榜”，是更有意义的一
件事。从整个电影工业的长远成
长来说，只有不断刷新影片艺术
质量的高度，才是真正铸就坚实
基础的做法。比起那些拿了票房
纪录就被观众抛在脑后的不健
康快餐，能够被人记住的好作
品，就如同一座座丰碑，用自己
的身体承载着电影发展的重担。

（郁晓东）

天天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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