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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翻拍并不鲜见，比如好莱坞的

《无间道行者》就翻拍自香港电影《无间

道》，还在次年的奥斯卡奖评选时拿到了

4 个奖项和一项提名；韩国的《绝密跟踪》

翻拍自香港电影《跟踪》，在韩国国内也获

得了多个奖项。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自然

也需要吸收借鉴世界电影先进成果和经

验，通过翻拍来弥补优质内容供给的不

足、进一步促进市场的繁荣。翻拍自《布

鲁斯特的百万横财》的《西虹市首富》，在

2018 年暑期档获得 25.47 亿元票房；翻拍

自日本电影《魔幻时刻》的《这个杀手不太

冷静》，在 2022 年春节档斩获了 26.27 亿

元票房；今年暑期档的《消失的她》获得了

35 亿多元票房……这些案例都让业界看

到了翻拍电影的市场潜力。

翻拍已得到市场检验的成熟故事结

构，经过本土化改编和更具亲和力的本土

明星演绎，不仅缩小了原创剧作的开发成

本，甚至还可能利用原作热度减少宣发成

本，以“先天优势”吸引观众。在本土电影

优秀剧本缺乏的当下，购买海外中小成本

高票房影片进行二次翻拍，似乎不失为产

业化语境下电影项目运作的稳妥做法。

从《西虹市首富》《来电狂响》《温暖的

抱抱》《误杀》《人潮汹涌》《你的婚礼》，到

《门锁》《五个扑水的少年》《阳光姐妹淘》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再到《忠犬八公》

《请别相信她》《消失的她》《超能一家人》

《拯救嫌疑人》等，近年来，引入版权的跨

国翻拍影片涵盖不同的类型，包括喜剧、

爱情、悬疑等。

其中，《西虹市首富》票房 25.47亿元，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票房 26.27亿元，《消

失的她》票房 35.23 亿元，《误杀》系列 2 部

票房超 24 亿元。外来的喜剧、悬疑故事

模式丰富了国产片的创作内容，也在同类

型中成为票房佼佼者。

翻拍并不是“照搬”，而是要恰当地进

行本土化的“转译”与创新。以《误杀》为

例，该片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

上映后成为当年贺岁档最大“黑马”，斩获

超 13 亿元票房。两年后，同系列电影、翻

拍自美国电影《迫在眉睫》的影片《误杀

2》上映，收获 11 亿元。两部《误杀》堪称

近年中国电影翻拍经典案例。从主题来

看，中印两版《误杀》的主题已经不同，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舟分析：

“中国版是为家庭而战，印度版看似为家

庭，实际是对强权的反抗。”

目前正在热映的《拯救嫌疑人》翻拍

自 2007 年上映的韩国惊悚犯罪电影《七

天》,故事走向、转折、反转等基本都与原

作相同。《七天》讲的是在韩国法律体系背

景下，被害者的母亲借助律师辩护让杀人

犯无罪释放，进而对杀人犯展开暴力私刑

得以为女儿复仇的故事。《拯救嫌疑人》借

用了《七天》的悬疑故事框架，是一部杂糅

了各种元素、表达流畅的商业化犯罪悬疑

题材片，也拍出了原作的故事内核，该片

目前票房已近 5亿元。

虽然《西虹市首富》《消失的她》等

翻拍片均收获了不俗的票房，但与此同

时，遭遇“滑铁卢”的国产翻拍片也不在

少数，“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

已然成为跨文化语境中大多数翻拍电

影的写照。

毋庸置疑，做好跨文化的影片改编并

不容易，原作口碑红利恰似“双刃剑”，在

拉高影片预期的同时也会隐藏不少“雷

区”。比如，《麻烦家族》《深夜食堂》《我知

女人心》《捉迷藏》等翻拍片缺乏创新、过

于依赖原作，剧情不符合中国文化和国

情，最终成了不被认可的“夹生饭”；另一

方面，原作“珠玉在前”，翻拍片过多或不

恰当的改编，又会被影迷认为不符合原作

设定，如《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新娘大作

战》《命中注定》《解忧杂货铺》等影片，均

在改编中遗失了原作精髓。

谈到缘何近年来类型各异的翻拍电

影越来越多，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表

示，主要原因是国内电影的原创能力不

够，包括编剧创作剧本的水平不能满足市

场的需要，所以选择其他国家一些相对成

熟的 IP来进行改编。“这种改编成本相对

比较低，同时也比较快，不用去原创，毕竟

有一个样本在摆在那里，操作起来相对比

较容易一些。”

电影翻拍现象观察：

积极借鉴世界电影先进成果和经验
促进外来文化“走心”又“接地气”

近期，翻拍电影迎来了“井喷”，10月底上映的《二手杰作》翻拍自美国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目前票房已破1.1亿元；11月1日上映的《拯救嫌疑

人》改编自韩国电影《七天》，票房已超5.5亿；紧随其后上映的《无价之宝》则翻拍自另一部韩国电影《担保》，票房也已过1.3亿元。

不止如此，“翻拍海外电影”似乎已经成为今年以来影市的一个关键词。《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国庆档上映，这是继《忠犬八公》《请别相信她》《消失的

她》《超能一家人》之后今年上映的又一部翻拍电影，该片改编自西班牙电影《篮球冠军》，票房约1.5亿元。日本口碑佳作《花束般的恋爱》近日宣布要翻拍中

国版之后，网络平台兴起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大纲创作，网友根据“北上广”等不同城市的地方设定，为中国版故事作趣味创作。

即将上映的《瞒天过海》翻拍自西班牙的电影《看不见的客人》，《动物园里有什么？》翻拍自韩国电影《秘密动物园》，此外还有已经杀青的影片《极限逃生》

改编自韩国同名电影……

电影翻拍一直是充满争议的话题。在不同观众群体看来，关于翻拍之作与原作有何差异、孰优孰劣等的讨论总是不绝于耳。

但在投资创作者看来，翻拍基于原有的剧情故事框架，只需进行本土化、现代化改编即可，相比于原创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影视作品的生产周

期，如果改编自冷门影片，那么所付出的版权费也会更低。如果翻拍成功，无疑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但翻拍并不容易。今年暑期档，就有《消失的她》和《超能一家人》两个表现极端之作。前者翻拍自苏联电影《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最终斩获超35亿元

票房；后者改编自俄罗斯电影《超能力家庭》，但最终仅收获3亿元，豆瓣评分也只有3.6分。

业界人士表示，翻拍电影不单是回应市场热点的商业运作，更是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载体。在全球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走心”又“接地气”的翻

拍电影不失为一扇看见世界又让世界看见的文化之窗。

就翻拍电影而言，原作的类型元素和

框架本身已经基本限定了翻拍片的大致走

向，因此要做到创新就只能在影片的“本土

移植”方面下功夫。

有的是紧贴原作，保留最基本的故事

情节，其余内容全部换成更“接地气”的本

土内容。如翻拍自《十二怒汉》的影片《十

二公民》就将原版中的美国司法公正、种族

歧视、阶层差距等议题改为空巢老人、代沟

矛盾等更贴近中国观众生活的主题。片中

何冰、韩童生等“老戏骨”领衔众多演技派

同台“飙戏”，再加上导演对影片节奏的精

准把控，让片中每一次质询与反转的时机

都恰到好处。虽然该片只收获了 1300 多

万的票房，但收获了不俗的口碑，豆瓣评分

高达8.4分。

比如，2021 年春节档上映的《人潮汹

涌》翻拍自 2012 年的日本影片《盗钥匙的

方法》，影片为故事设置了一个本土化语

境：泛滥的信用卡信件、住在病房过道的病

人、身着西装的各类中介……

翻拍还有一种做法，也是保留基本故

事情节，但有意模糊时空背景，重心并非让

观众联系现实，而是沉浸在剧情推理中。

如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的影片

《误杀》，就将故事场景放在泰国，引导观众

跟随主角展开与恶势力斗智斗勇的头脑风

暴，不仅赢得了票房和口碑，而且形成了新

的 IP。
梳理发现，国内翻拍海外电影，票房或

口碑名列前茅的，其原作往往并非来自美

国、日本等。要知道，翻拍对于中国电影人

来说还有“隐痛”，也就是来自于版权方的

一些限制，其中以日本最为严格。《嫌疑人

X 的献身》的编剧之一黄海就曾表示，日本

出版管理很严，“据我所知，我们在改《嫌疑

人X 的献身》的时候，每一个字、每一个关

键情节、每一句台词的修改，都要经过东野

奎吾本人起码是书面签字确认。”版权方对

于翻拍作品的把控，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

本土化效果。

从近几年的翻拍电影来看，在票房上

大获成功的作品，其原作大多来自小语种

国家，或是时间较为久远的作品。比如《误

杀》的原作是17年前上映的印度电影，《西

虹市首富》原作与翻拍之作《布鲁斯特的百

万横财》的时间跨度超过 30 年，《消失的

她》翻拍自前苏联的电影，时间更为久远。

就拿《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来说，这

是一部冷门电影，但是它的妙处就在于一

个设定上：天降横财，但必须短期内花完，

这种典型的“白日梦电影”，对于当下的中

国观众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西虹市首

富》导演兼编剧闫非和彭大魔表示，剧本阶

段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如何让影片与观众

更有共鸣上。最终影片呈现的本土化情节

和现实的交织、错位，再配合上沈腾的东北

幽默，立刻就出了“笑果”。

翻拍片如何令喜欢原作的观众重温经

典并感到新意，如何令不了解原作的观众

接受本土化的故事表达，都是考验主创团

队跨文化“转译”功力的关键。国防大学军

事文化学院教授詹庆生表示：“电影翻拍没

有必赢的公式，但也不是毫无规律的玄学，

既要克服跨文化带来的差异，又要在保留

原作精华与本土化创新之间取得平衡，这

同样对艺术创造力的一种挑战。”

多年来，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不断学习

和探索电影的“翻拍之路”。从近几年的作

品来看，《西虹市首富》《这个杀手不太冷

静》《温暖的抱抱》《误杀》《人潮汹涌》《消失

的她》《拯救嫌疑人》等都取得了不错的口

碑和票房。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人在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创新实践中的进步，使

得国外的好片在移植本土后有了更鲜活的

生命。总而言之，翻拍不能照搬，也没有捷

径，其实还是一次“山高人为峰”的全新的

创作，只有以原创的态度对待翻拍，在原作

基础上寻求创新，才能赢得市场、赢得

观众。

◎深耕本土化移植，寻求观众共鸣

◎保留故事内核，发挥“先天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