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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倪自放

2017年，两部经典电影《金
刚狼3：殊死一战》《猩球崛起3：
终极一战》终结三部曲，出乎意
料的结局，几近完美的人性刻
画，凄美中透着余韵，让不少观
众含泪告别了狼叔与凯撒。像

“金刚狼”“猩球崛起”的终结篇
一样，《移动迷宫3》走的也是这
样的路子：尽量将文艺调调和
爆米花情节结合起来。

作为带有叛逆色彩的青春
片，《移动迷宫》系列有着许多
好莱坞经典大片的流行元素，
比如拯救世界、拯救自己、怪
兽、兄弟情、跑酷等。作为终结
篇也是升华篇，《金刚狼3：殊死
一战》《猩球崛起3：终极一战》
都有些悲情的调子。《移动迷宫
3》没有那么悲情，但也尽量充
满思辨，从某种意义上说，“移
动迷宫”第一部中少年们真的
是身处迷宫，第二部是在世界
的迷宫中挣扎，第三部，则是处
于“内心的迷宫”。三年前，他们
一直试图逃出的地方，现在是
他们将要进攻的地方。在种种
质问台词之间透出的更是一种
人生考量，当面临牺牲朋友或
牺牲众生的选择题时，这种人
性大考使得影片具备了一种发
人深省的文艺气质，情感内核
动力十足。少年们面对反派大

本营所处的“最后的城市”的情
形，很容易让人想到 9 0年前的
科幻片《大都会》，事实上，《大
都会》也是诸多科幻片的先
祖。

当然《移动迷宫3》没
有一直沉浸在文艺调
调里，影片在提出许
多“深刻问题”，如，
是拯救世界还是
拯救小伙伴后，
并没有深入下
去，而是用火
爆的场景，回
避了过于深刻
的问题。《移动迷
宫》第一部里跑酷是看点，到了

《移动迷宫3》里，特效场景更为
综合。从众人决定重返迷宫开
始，影片便拉开充满激情冒险
的大幕。爬火车上演激烈枪战，
火 爆 指 数 堪 比“ 疯 狂 的 麦 克
斯”，飙车躲避飞机轰炸堪比

“速度与激情”，除了枪火对决
与腾挪闪避，还有跳楼这种操
作。当然，如果还满足不了你，
那么各种重型武器发射的夺命
烟花应该够绚烂了吧。

偶尔文艺，最后还要归于
火爆的场景，这是许多青春片
的选择。从“饥饿游戏”到“分歧
者”，再到现在的“移动迷宫”系
列，那些反响不错的篇章，都是
在文艺和特效之间徘徊的作
品。这也是此类青春片的特点，
既有俊男靓女，还有残酷青春；
既有惊悚悬疑，还有竞技游戏。
这些元素综合起来，撑起一部
有看点的影片没问题，不求卓
越，但求合格。

终终结结篇篇套套路路：：文文艺艺调调++““爆爆米米花花””

“长长篇篇崇崇拜拜症症”当当治治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近几年平
均每年出版长篇小说4000多部，且每年都
在大幅增长，明显超过了中短篇所占的比
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引起广泛关注
的长篇小说却很少，更不要说有一纸风行
的长篇巨制了。

近年来，很多作家热衷于“史诗式”创
作，一窝蜂地奔向长篇小说，甚至于患上了

“长篇崇拜症”，结果是，很多素材明明就是
一个中短篇容量，偏偏要拉成一部长篇。长
篇小说“产能”严重过剩，不少小说出版后
被束之高阁或很快回炉。这既是作家文学
才华的浪费，也对整个文学生态造成了不
良影响。

业内人士指出，长篇小说创作更多依
赖于作者的社会意识、思想深度、个人的经
验积累等因素，但一些作家为了追求“史
诗”品质，一味钻进故纸堆，造成了对当下
社会现实的遮蔽。很多热衷于创作长篇小
说的作家，其实对社会、人生、人性的关注
与理解，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深入与升华，甚
至于更加流于浅薄与表面，不但不利于自
己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而且对整个文学
创作的生态造成了不利影响。

如今，片面追求长度反映出文学界的
浮躁心态、理念错位和机制失范。一些文学
奖项在价值评价上，有意无意地向长篇小
说倾斜，客观上鼓励了作家盲目的“长篇冲
动”。与此同时，很多作家也片面认为，长篇
小说被影视改编的可能性更大，甚至于可
以成为超级IP，从而挣得盆满钵满。事实
上，好的作品不取决于长短，而取决于质
量，文学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审美上的
高度与人性挖掘的深度。任何一种体裁的
写作，都可以证明作家的才华。（贾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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