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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平庸的《大赢家》：

只见设计感不见电影感
大鹏领衔的电影《大赢家》，讲述了一个名为严谨的银行职员，因为过于认真成为

“杠精”而引发一系列尴尬故事。对于这部影片，笔者也想“杠精”一把：影片内容如何
且不说，一部公开上映的影片，字幕至少两处“的地得”不分，这样的影片，给其“平庸”
评价并不过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倪自放

设计感超强的喜剧

《大赢家》有一个设计感很强的剧情：
在银行同事们眼里，严谨(大鹏饰)是个十
足的怪咖，凡事认真恪守原则，总是得罪行
长，以至于连累大家奖金泡汤。一次偶然的
机会，银行接到公安局举办的抢劫演习的
任务，大家都想糊弄过去早点回家，严谨却
认认真真当起了“劫匪”。

影片设计的故事里，周围人等想糊弄
一下的心态和严谨认真当劫匪心态的冲
突，是影片的主线。设计感过于强烈的意
味，让影片开始没多久，观众就看到了故事
结尾，设计感过强，让影片的许多细节非常
难出彩，显得很牵强，你所有的结局，观众
都是知道的，因为设计感过强，一群知名演
员演绎的故事，反倒是有了习作的味道。

《大赢家》超强的设计感，部分来自于
该片翻拍作品的身份。该片根据日本作家
都井邦彦的小说《游戏永无结束时》改编，
这部小说1991年拍成日版影片《游戏永无
结束时》，2007年又被改编成韩国电影《率
性而活》，《大赢家》是在取得版权后对小说

《游戏永无结束时》的第三次改编。原著小
说就是一篇基于“设计”的小说：主人公被
选定在演习中“扮演”劫匪，因为各种原因，
主人公“入戏太深”，这种情形与演戏本身
的设定产生了冲突。

日版影片《游戏永无结束时》、韩国影
片《率性而活》和大鹏的《大赢家》，虽然都
基于“设计”的情节，但得到的评价并不相

同，在豆瓣上，前两部作品的评价分别是
8 . 2分和8 . 3分，11万网友为《大赢家》打出
了6 . 8分的评分，好于47%喜剧片，这样的
评价算是公允，即故事看得过去，但无惊
喜。

从影片的主题上说，《大赢家》走的是
近年来华语中小成本制作影片小人物逆袭
的道路，比如之前打着荒诞喜剧外壳的《无
名之辈》就是如此，《大赢家》也有着荒诞喜
剧的外壳，但过于中规中矩的设定和最后
三分钟的强行煽情，让影片显得很平庸。

拖沓节奏像电视剧

同样是基于“设计”的《率性而活》，为
主人公的认真设置了许多背景，包括和上
司的冲突，在执行演戏的过程中，冲突也在
不断上演。反观《大赢家》，好像是设定的情

节束缚了手脚，故事行进拖沓，在整体的节
奏上，《大赢家》更像是一部絮絮叨叨的电
视剧，而电影感严重缺失。

《大赢家》电影感的缺失，在于没有故
事冲突，在于细节的不扎实，在于导演对电
影故事推进的乏术。电影开头，为了交代严
谨这个人“认真”的特点，用了他在街上行
走的大量蒙太奇，并且用了大段的画外音。
过于冗长的画外音的使用，证明了导演镜
头语言的匮乏。

另外，为了交待严谨这个人物“认真”
的特点，制造了一个小冲突，即一笔贷款，
行长说先完成贷款，有些手续再补，而严谨
坚持要按规矩办。这样的细节，就严重地脱
离现实了，为了突出严谨这个人的“严谨”
而造出的这一细节，把行长设置成严重违
规甚至违法，这样的细节没有说服力，也不
聪明。

有些细节，则明显拉底了作品的水准。
比如对严谨的妹妹这个角色的处理。在严
谨为演戏准备的过程中，严谨和妹妹共同
出场，一起策划，但在此后的环节里，严谨
的妹妹这个角色几乎消失了，给人以头重
脚轻的感觉。后来交待了一句，证明这个女
孩子是女生“男声”，因为声带受过伤的她
非常自卑，但这样的人物设置，对严谨这个
人物和严谨妹妹这个人物，都无任何促进
作用，指向非常模糊。

对一部电影而言，一些细节的缺失，反
映了创作者的创作态度，也反映了创作者
的水准。一个低级的错误出现在片末，本来
是“男声”的严谨妹妹，在家庭里的一次交
流里竟然是正常的“女声”，这是一次明显
的穿帮。另外，在影片的台词字幕里，至少
两次出现了“的地得”不分的错别字现象，
这就属于技术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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