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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过愤怒的海》：

爱与被爱扭曲的绝唱

■文/虞 晓

《瞒天过海》：

明白了道理，可还是没拍好电影■文/梅 航 汪帆

■文/王小鲁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套用网络金句“明白了许多道理，可还是过

不好这一生”作为影评的标题，是藉此形容对

《瞒天过海》五味杂陈的观感。作为一部中等成

本规模的犯罪悬疑片，《瞒天过海》有着恰当的

明星资源（许光汉、张钧甯主演），也不乏特定类

型带给观众标志性的叙事体验，比如电影海报

所强调的106分钟时长有44次剧情反转。遗憾

的是，影片自12月8日公映以来不断下探的口

碑（由豆瓣6.7降至目前6.3分），意味着在电影

观众愈发看重故事，看重与片中人物的共鸣共

情的当下，《瞒天过海》还缺乏打动观众的力量。

“看不见”的悬疑

《瞒天过海》翻拍自西班牙影片《看不见

的客人》，这部口碑超高（豆瓣评分 8.8）的犯

罪悬疑片“神作”，2017 年在中国内地市场收

获了超过 1.7 亿元的票房。经典影片的改编

翻拍向来是把“双刃剑”，新作能够借助前作

的市场号召力，但也难免被拿来比较，经受更

为苛刻的审视。

有评论认为《瞒天过海》的改编借鉴了屡创

票房佳绩的“陈思诚配方”，比如购买经过市场

检验的类型故事为蓝本，改编故事贴合时下的

大众情绪或社会议题，以东南亚为故事发生背

景从而扩张内容尺度等翻拍经验，已经在《误

杀》《误杀2》《消失的她》等影片中证明了其可行

性。

尤其是《消失的她》，这部近年暑期档票房

超过30亿的“大黑马”，可以说对《瞒天过海》的

市场表现有着直接的影响。《消失的她》中倪妮

饰演的角色为了揭开好友失踪的真相，扮演成

律师接近朱一龙饰演的“渣男”何非，最终成功

逼迫他供述杀妻的罪行。《瞒天过海》直接挪用

了《看不见的客人》打造的核心叙事模式：迷案

发生，受害者亲友假冒身份接近施害者身边，通

过一轮轮的叙述和推理，案件的真相逐渐显现。

观看过这两部影片的观众很快就能在《瞒

天过海》中发现端倪，尽管影片创作者在叙事中

施放了“陌生化”的烟雾，比如性别倒置，一反罪

案片中女性常见的受害者人设，张钧甯扮演的

“蛇蝎美女”成为了施害者；许光汉饰演的儿子

被定义为体弱多病，让他与气势汹汹的“黑警”

从形象上尽量拉开距离，但在核心模式的限定

之下，“黑警”的真实身份可谓不言自明。所以

对部分观众而言，这个故事开始不久，就失去了

悬念的支撑和吸引。

悬念是悬疑电影成功的关键所在，而被消

解的、“看不见”的悬疑，在相当程度上是导致

《瞒天过海》口碑下滑的重要原因。

缺少“参与度”的社会议题

作为一种商业类型电影，犯罪悬疑片除开

形式上的类型要素，比如反转，更是要符合某一

类社会人群的精神需要，情节的设置要考虑到

社会的普遍现象，观众的价值观念等因素。陈

思诚被称为“（电影观众）下沉时代最精明的产

品经理”，一种屡试不爽的创作策略就是，影片

内容中触及的社会议题，会在互联网上引发大

量“被引导的”、围绕社会热点所展开的讨论，比

如《消失的她》中的女性话语。“电影与充斥各大

社交媒体平台的短视频和长文本一起，建构了

一个多文本交织的‘参与狂欢’”。他的影片总

能带来独特的市场热度。

《瞒天过海》在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设置了

悬殊的社会地位，建构出了阶级/阶层之间对

抗/差异的社会话题。这个话题一方面相当老

旧，难以有什么新鲜的言说；更重要是在一个以

制度的方式区隔了权力和资本的政体之内，这

种对抗和差异并不具有普遍性，“穷人只能拼

命”的书写难以获得广泛意义上的观众参与。

更进一步说，尹正所饰演的议员养子和张

钧甯饰演的地产商之妻，他们分别代表着政治

资源和经济资源上的富人。但在影片中富人只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个阶层的运转逻辑是无

法自洽的。比如警方迫于议员的压力要给张钧

甯定罪，这是政治对资本的施压，那么这个处心

积虑要实现阶级跃升的女子，当初直接嫁给青

梅竹马的尹正岂不是更能实现目的？而作为议

员的养子，上大学时女朋友受到委屈，也只能劝

她再忍忍。

把这个阶层对抗的话语拆开，在这个看似

容易引发共鸣的议题深处，不难发现其中的扭

曲、断裂和空洞，或许选择这种最直接和简单粗

暴的价值判断，是对“下沉市场”观众的一次“精

心”呼应，网络可以让许多人“只相信感觉，只愿

意去听、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

悲剧还是爽剧？

《瞒天过海》的戏剧核心是两场死亡。一个

是尹正和张钧甯偶遇的小学校长，一个是尹正

饰演的明浩。

这两场死亡，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说

它必然，是因为张钧甯是如此决绝，这个孤儿院

长大的底层女性，对任何要把她从豪宅里赶出

去，威胁到她今天地位的人都毫不容情。而它

的偶然性在于，这个从底层爬到高位的女子当

然应该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杀人是其

中最坏、处理起来最麻烦的方法。

校长被杀，是因为他撞破了张钧甯和明浩

的私情，张是既想嫁入豪门当太太，又不愿放手

青梅竹马的贪婪之人。要想突出必然性，就需

要告诉观众她和明浩之间的前史，他们的感情

好到什么地步，她为了上位又付出了什么样的

代价。只有讲清楚这些，我们才能看到她从生

活高处坠落的可惜、可叹和疼痛。

而要突出偶然性，就要讲张钧甯挥刀向明

浩时的情绪状态，她的愤怒、恐惧和不甘。影片

中的明浩其实很“渣男”，他只说爱却从来不准

备付出爱的代价，他劝她自首并答应会一直等

她，这是一个更爱自己的男人。这场死亡让张

钧甯彻底黑化，没什么靠得住就靠自己，从此她

才在通向理想/毁灭的路上勇往直前。

可惜影片对这两个部分都处理得极为草

率，是枝裕和说“犯罪是社会的脓疮”，恰恰只有

私仇没有公义，只讲爽感没有痛感，让这部影片

的人物和题材都趋于扁平化，失去了可能拥有

的深度感。

《消失的客人》已经有多个国家改编翻拍，但

相当经典的形式和简洁凝练的笔触，让改编作品

还无一超过原作。应该说，《瞒天过海》在打造商

业爽片、讨论社会议题、表达真诚情感的矛盾中

试图有所突破，但明白道理和拍好电影之间，显

然还有着相当的距离。

《涉过愤怒的海》凭借黄渤、周迅首度合

作、精湛表演和引人入胜的故事，从众多悬疑

类型剧情片中脱颖而出。向以“灼心”闻名影

坛的著名导演曹保平，成功地将老晃的同名

小说搬上大银幕，通过细腻的剧情设计和出

色的演员表演，让观众通过沉浸式体验一场

因爱女突然在异国惨死，引发父亲愤怒的复

仇之旅而深度思考、反省“爱与被爱”、复杂人

性与流行文化、救赎与宽恕等诸多社会学问

题，实为难能可贵。

一、关于爱与被爱

黄渤饰演的单亲父亲金陨石，匪性十足，

拥有海上捕捞船队，无惧任何艰险，终日拼尽

全力捕鱼挣钱，为的是供女儿（周依然饰演）

海外留学。都说“父爱如山”！然而，老金如

山的父爱换来的结果却是女儿身中17刀离

奇身亡的死讯。情感落差瞬间使老金心底燃

起悲愤的怒火！要为女儿复仇！他放下船

队、不顾生计，涉过愤怒的大海去寻找真

凶……

周迅则饰演“犯罪嫌疑人”李苗苗（张宥

昊饰演）的母亲景岚。她的角色不仅为整个

故事增添了复杂的情感层次，也对老金的复

仇行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景岚是一位具有

良智理性、家境优沃的成功女士。她对儿子

的溺爱除了忠孝层次上敬畏老人的要求之

外，尽其所有来满足儿子的精神、文化及日常

生活追求。甚至在儿子被锁定为“凶手”犯罪

嫌疑人时，为了保住儿子性命，她可以用慈母

般的口吻和追杀儿子的老金柔情商量，降维

求饶，还可以如母狼般疯狂驾车去撞击老

金。她和老金面对儿女表现出如此复杂多变

的性格，都是出于当今中国父母对子女发自

内心的那份“爱”。

那么，被爱的一方又是怎样来承接、感受

父母发出的这些如山如海的“爱”呢？黄渤饰

演的老金在整体上是一个因失去女儿而变得

愤怒至极、歇斯底里的父亲形象，透过银幕，

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撕裂、绝望和愤

怒，那种为了女儿不顾一切的父爱，感天动

地，令人动容。

影片采用倒叙、插叙的叙事手法，让观

众在一种悬疑和紧张的氛围中不断回溯。

故事从金丽娜被困在“安全岛”开始，她浑身

鲜血淋漓，还在不停地于墙上画着太阳，这

一幕令人感到深深的震撼。随后画面一转，

我们看到老金在大海上捕捞，遭遇重重危

险，可是为了供女儿出国留学，他不惜力气

和代价，工作上也是险象环生。正是这种对

女儿深深的父爱，与后来的复仇行动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而与之对应的是女儿的孤独、

恐惧、空虚、无望，对深厚父爱的不理解、不

理会、甚至麻木、厌烦、仇恨，从而转向对“角

色表演”流行文化的兴趣、共鸣、浸淫，对不

同类型异性的渴望与欲豁难填……当我们

对剧情案件投入极度关注、对当事人命运归

宿深度牵挂，乃至于透过这些表象努力寻找

到案情的真相时，观者心头的震颤、惊谔、阵

痛系列反应，逼迫我们去思考、去追问，影片

角色共同衍绎的这场悲剧难道不足以引起

全社会、尤其是家长们对青少年成长心理问

题的深刻反省呢？我们付出的爱与子女们

的被爱在一定条件下却变成了“自杀”与“他

杀”的“诱因”“帮凶”甚至“祸根”。能够用

鲜活人物形象在悬疑剧情的涌流中隐喻青

少年成长心理的社会问题，并引人严重关

切、深度思考，体现出以导演编剧为代表的

主创团队的使命担当与价值取向。

二、关于救赎与宽恕

除了主线剧情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

是影片对人性进行了深入且深刻的探讨。在

面对巨大的重创和打击时，人们会选择怎样

的道路？是疯狂复仇还是寻求宽恕？影片则

通过各个人物、各个角色的行为选择，展示了

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这场残酷而艰难

的人性迷局中，每个局中人都在努力找寻“渡

己”的出路，抵达救赎与宽恕的彼岸。

黄渤倾情拼命呈现出的精湛表现，周迅、

祖峰（饰李烈）等实力派演员的准确精到表演

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他们的精湛演技让角色

更加立体生动、丰富饱满，也为观众带来了灵

魂沉浸式的观影体验。比如李烈这个角色，

他既对由大儿子顽劣之故造成终生身残疾的

小女儿疼爱有加又对大儿子深为怜惜，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当大儿子成为警察侦破对

象、真相扑溯迷离之际，他又极力主张儿子去

自首，而儿子却拒不承认自己是凶手，母亲景

岚指责丈夫另有“借刀杀子”的歹意，执意要

协助儿子潜逃，还不惜乞求追凶者老金同意

她开出的“交换条件”。故事将双方父母复杂

感情痛苦地扭结在一起，构成了人物关系矛

盾漩涡里异常复杂的“父母心理场域”，这种

心理场域甚至影响了故事最后的结局。这种

人物关系设计在国产影片当中难得一见，非

常具有叙事张力。

三、关于复杂人性与流行文化

多元文化交织形成当代社会复杂的大背

景。复杂人性源于多元文化的基因渗透。起

源于动漫文化厚土的“角色表演”，成为日本

流行文化的突出特色。伴随我国动漫产业的

高速发展，“角色表演”也成为众多青少年饶

有兴致的共情业态。在一些动漫节展上，成

为一道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人流风景。他

们穿上自己喜爱的动漫世界中各种角色服

装，有的戴上面罩，有的手持兵器，成群结伙，

穿行于动漫节展现场和特定的故事场景中，

畅漾于这些奇幻童话世界里，自由展示，尽情

享受。在我们的影片中，真实还原、情景再现

了大洋两岸“角色表演”的奇观。为剧中“杀

人”案情浓墨重彩披上了鲜明的流行文化外

衣。在如此典型的文化场域中，展现了两国

青少年的文化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心

理。影片的隐喻意义十分明显，在这样的“玄

幻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在我们现实世界中

那些被认定为暴力、淫乱、杀人、抢劫、越货诸

多的犯罪行为，在他们的宇宙空间里都会被

视为“游戏”。“角色表演”流行文化充斥下的

生活现实存在，已严重影响、危及到了青少年

的成长环境，心理健康，乃至于人生价值，理

想信仰，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社会观等。

有专家指出，“动漫可视如婴儿的初乳”。习

近平总书记针对青少年教育提出“系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尤其是我们的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者，一定要用科学严谨的态度，把“做人

的工作”抓好。“让有信仰的人去讲信仰”。从

娃娃抓起，培根铸魂，守正创新。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关心我国青少年的心理

成长，从文化源头抓起，从选择积极健康向上

的文化产品入手。

四、关于瑕疵和经验的思考

在犯罪悬疑这个类型片维度中，曹保平

绝对称得上国内导演中的佼佼者。然而，

《涉过愤怒的海》虽然拥有高水平的导演和

演员阵容，但在故事讲述和情节推进上却显

得稍微有些力不从心。比如几处在国内转

场到日本的戏份，演员虽然换成了在日本才

会出现的角色，但整体效果呈现的却是让观

众有些被动地去适应。再比如王迅所饰演

的老金的同事，与他的对话，无论是对于丰

富老金形象抑或是推进故事发展都没有十

足的帮助，并且这个角色后面再也没有出

现，有悖于观众对角色在影片后段出现的预

期。

影片的结尾虽然用字幕交待了青少年

心理问题得到了重视和关注，但整个故事的

草率收尾还是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

特别是机场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的桥段，虽

然氛围营造得相当到位，但暴风雨中天上掉

鱼的奇观性和三辆座驾不同时空出发却相

撞的巧合性等情节元素，大大拉低了故事本

该有的现实感和真实性。

尽管如此，电影所表达的主题更显厚

重、深刻而引人共鸣、共情，这可能也是导演

将影片的后段重心都放到了去刻画这种扭

曲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父爱是一种伟大而

深沉的情感，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它也

可能变得扭曲和畸形，所以当老金看到女儿

尸体时会有生理性呕吐，这是无法掩盖的真

实性心理的呈现。

导演在推进故事过程中努力让观众相

信，老金对女儿的爱是深沉的，但他在女儿死

后所采取的复仇行动却充满了暴力和扭曲。

这种极端的复仇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也在

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焦虑和不

安。而这种不安通过在景岚家地下室放火那

场戏，可算是非常效果化的象征和隐喻。

此外，电影还注重通过角色的设定和行

为去展示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

例如，金丽娜的自暴自弃和极端行为，可能

源于她自己的心理问题、家庭背景和成长环

境。而对李家家庭关系的描绘以及这种关

系和氛围对于一个男孩成长所产生的影响，

则进一步加深了观众对于复杂社会问题的

思考。

总体来说，《涉过愤怒的海》是一部情感

深沉、剧情紧凑的悬疑片。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或许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面对巨大的

打击和困境，我们会如何选择？这是一个值

得每一个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梅航，河北传媒学院教师；汪帆，河北

省影视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河北传媒

学院研究生导师）

1986 年应该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一个重

要年份，因为这一年历史巨片《孙中山》拍成

了。导演是丁荫楠。这部影片在 1986 年末和

1987 年初，获得百花奖和金鸡奖最佳影片，电

影的 8 个部门（导演、编剧、美术、剪辑、摄影、

服装等）都获得最佳奖。据说是金鸡奖设奖以

来，历届获奖影片中获奖项目最多的影片。

我看了珠影厂的厂史片段，可见对于这部

影片的拍摄极其重视，厂史几乎是事无巨细地

将拍摄过程进行了记录：1985年1月8日，厂决

定成立《孙中山》大型故事片筹备组，收集孙中

山史料，编写剧本；同年秋天，孙中山孙女孙穗

芳来厂访问；1986 年 4 月 22 日，公司举行记者

招待会，看样片，记者们纷纷赞扬影片气势磅

礴，是气贯长虹的大制作；9 月 2 日到 24 日，剧

组到日本取景拍摄；11月12日，全国各大城市

上演《孙中山》，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

本片片长超过当时院线影片的一般长度，

以前的网络资源画质很差，看起来十分令人疲

倦。12 月 16 日，雪后的北京温度据说本年度

最低，笔者在亮马桥的四季经典影院观看了一

个300GB大小的《孙中山》，并和丁荫楠导演做

了映后对话。距离此片首映已经 36 年，丁荫

楠导演谦虚地说片子已经过时了，但今日观看

此片，仍觉得很有探索性和先锋性，而且也有

着较高的观影门槛。

这部影片饱含着80年代的文化精神，其形

式趣味和思想内涵可以在当时的电影氛围中

一一解码。影片一开始，背景为战火的孙中山

缓缓转身，面对银幕，眼睛直视镜头，电影人物

盯着观众达半分钟之久。而接下来的镜头是

一组苦难的脸庞的特写。无调性的具有强烈

冲突性的配乐，也很突出地映衬着画面。这部

电影的配乐很有现代感，在金鸡奖上获得最佳

音乐奖。

影片的造型意识很强烈，这是影片给予我

的第一印象。另外影片是带着旁白开始的，导

演的叙事口吻介入了画面，他说，历史是真实而

具体的，但是在我的眼睛里，他只是一个朦胧的

幻觉，是人们凭借着想象和感觉所引发出来的

激情……这样的新历史主义的叙事自觉令人莞

尔，令人怀念文化上激进而可爱的八十年代。

然后，随着叙事的深入，能感觉到影片强

烈的去戏剧化的诉求，这也是十分契合 80 年

代电影界的文化精神的。今天看这部影片，最

大的轮廓性的感受就是它是对于历史叙事的

片段化组接，其去因果去戏剧性的风格似乎十

分贴合巴赞写实主义的电影理想。其实看

1992 年丁荫楠导演的《周恩来》也是这样的感

受。那是一种全然不一样的观影经验。我对

于这样的叙事组织的理解是，这一方式来自于

八十年代的去因果去戏剧化的现代电影思潮，

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要求历史真实的传记片本

身的要求。其实我们看很多国外的传记片，也

都有这样的感受，有碎片连接的感觉。

丁荫楠导演肯定了去戏剧性的解释，也认

同笔者对于传记片的理解，他说他拍摄这样的

传记片的要求则是“不求全、不作传”，他认为

我们对于人物的印象本身就是碎片的。这样

的总结和创作意识的提炼都很让人赞叹。

但是这样的叙事方法，让《孙中山》在观众

接受上具有了一定的难度。我看到网络上有

人称这部影片是“闷片之最”，是“救国的流水

账”。若粗略浏览这部影片，产生这样的感觉

是很自然的。但这样的观看忽略掉了需要认

真体味才能感受到电影韵味。从结构上来说，

影片的确是罗列了孙中山从一场革命失败到

另外一场革命失败的事件，但是每个段落、每

场戏之间仍然有细微的差别，失败和事件的罗

列最后累积出孙中山先生悲剧的一生，而这样

的悲剧性又好似人生本体的寓言，所以它提供

了让观众升华的观影空间。

而一个事件和另外一个事件的缝缀并非

流水账，而是如同一篇书法，字字独立而意气

相连，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而其中的层次感，

则需要另文详加说明。导演也在多处说过这

部影片其实是以人物的心理为线索的。如果

你不能体会这一点，而又对那段历史和人物没

有足够的激情，这部影片就无法和你建立起亲

切的关系。

另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值得说明，就是它的

摄影追求，感觉非常“第五代”。我问：80 年代

初“第四代”登场，但三两年后他们的学生辈迅

速崛起，当时人们以“第五代”为先锋而打压

“第四代”，“第四代”又主动领会“第五代”的美

学革命，甚至模仿。这部影片的“第五代”美学

气息，是不是也与此相关？

丁荫楠导演否认了这一点，认为他的影片

主要受苏联电影美学和《甘地传》等影片的影

响。而丁荫楠的儿子丁震导演恰好在场，他补

充说这部影片的摄影之一就是“第五代”摄影

师侯咏。

这也就解释了这部影片摄影特色的来

源。片中大量战争场面的形式感很强烈，而且

比较仪式化、写意化。关于战争中的杀戮和打

斗，大多搁置在全景和远景中，这部影片没有

让人充分沉浸在国人的自相残杀里，而是有一

种自觉的疏离感，仿佛可以看出导演面对历史

的悠远心境。但这样看起来也许颇为丧失了

一部分感官的快乐。

这样的仪式化的整齐的战争场面，在以后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另外本

片中有隆裕太后的戏，但只有声音，没有出现

她的形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老爷就是这

样在场的。在中国电影进化的历史里，谁影响

了谁，谁学习了谁，的确很难说清楚。

另外，本片的拍摄，曾经获得当时珠影厂

孙长城厂长无条件的支持。可知在那样的制

片厂体系下，导演创作要受到各方掣肘，但丁

荫楠导演获得可以自由拍摄的许可，成全了这

部非同寻常的作者性很强的电影，甚至让我觉

得这部影片也可归为探索片甚至实验片的范

畴。据说导演曾要求试拍一场广州起义的戏，

以锻炼创作团队的大片感，5分钟的戏需要500

尺胶片，但厂长说，我给你一万尺胶片做实

验。在当时的创作体制下，好影片的产生端的

依赖于各式各样的偶然性。

一万尺胶片的实验
——重看1986年的《孙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