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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一诺

《拯救嫌疑人》

华人金牌女律师陈智琪联手警察

金志雄展开调查一场绑架案，然而随

着案情深入她发现自己被卷入另一场

阴谋之中……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悬疑/罪案

编剧：孙琳 / 张末等

导演：张末

主演：张小斐 / 李鸿其 / 惠英红 /
王子异

出品方：恐龙影业/猫眼微影等

发行方：猫眼微影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父亲柳庭深一直不肯将冰晶糕制

作秘方传给儿子柳见三，父子之间产

生误解和隔阂。多年后，因父亲病重

回家探望的见三，终于发现父亲隐藏

多年的秘密原来和自己有关……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剧情

编剧：桂冠

导演：泷田洋二郎

主演：韩庚 / 张国立 / 薛昊婧

出品方：剧魔影业/剧角映画等

发行方：人间指南

《普通男女》

电影围绕在大城市拼搏的李一甜

的故事展开，展现新一代年轻人的生

活现状。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剧情

编剧：刘雨霖

导演：刘雨霖

主演：黄璐 / 郭涛 / 张国立 / 段博文

出品方：爱奇艺影业/恒业影业

发行方：淘票票/阿里影业等

《家园·重返地球之战》

太空作战部队士官姜森接到任

务，将与大部队一起登陆地球。来到

地球后，他意识到这场战争背后似乎

有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科幻

导演：陈乐春

主演：张博楠 / 张双利 / 冀贞贞

出品方：无锡第八区影业等

发行方：辣条屋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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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自2005年以来，由中视美星国际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出的情景喜剧《家

有儿女》系列迅速成为了近二十年来中

国电视剧的现象级大IP，它用老少咸宜

的方式，呈现了当代家庭所面临的问题

与考验，通过家长与孩子的共同成长引

发观众的共鸣与思考，产生的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都极为显著，是一部真正意

义上寓教于乐的文艺作品。今年，在万

众瞩目的期待中，终于迎来了这个IP

的大银幕首秀《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

它以延续“对社会之问的探寻、对家庭

问题的观照、对孩子成长的关注”的主

题及风格，大胆创新，用独特的故事视

角、新颖的元素复合、精良的制作水准，

呈现出了一部视听饕餮盛宴。

从本土IP到国际化的文化输出

情景喜剧《家有儿女》系列以对时

代及现实生活的细腻捕捉，以幽默诙谐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写实风格，打破了

小荧屏与观众的距离感，甚至成为了一

代乃至两代人成长的陪伴。然而，电影

本体、影院环境、文化输出等各方面的需

求对这个深耕于中国当代家庭文化体

系的IP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而本片用精

彩的呈现完成了对挑战的有效回应。

首先，创作团队对电影做了精准

的定位——“立足中国故事IP，打造国

际化的合家欢电影”。然而，无论是

“国际化”还是“合家欢”，在电影创作

中都属于相对难突破的领域，大多数

创作者都能触及“亲情、友情、爱情”等

具有人类共鸣感的“痛点”，但是如何

找到并创作出新颖的、令人信服的“通

点”，却是横亘在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

一道考验关。影片较为出色地寻找到

了“神犬”这个载体，不仅从它的视角

来进行叙事，而且塑造了一个“超人萌

宠”，化身为沟通的桥梁，完成了对主

题“沟通”的有效叙事、人物塑造及人

物关系张力的表现。

其次，虚实之间的分寸拿捏。《家

有儿女》的精髓在于聚焦“家庭”，电影

同样聚焦“家庭”，却将视角拓展至国

际化。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

家庭，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所有

的家庭都绕不开亲子之间的“沟通”问

题。影片有意将两个家庭的具体矛盾

冲突“理由”淡化，而是聚焦在“父母子

女之间该如何沟通”的主题上去展现

矛盾解决的过程，在家庭内部挖掘出

了成人和孩子深入互动的空间，弥合

了家庭成员中的观念裂缝，在情节的

虚实之间找到了适恰的分寸，让观众

感受到不失真的普世感。

再次，从科技着眼，展望未来。科

技创新是时代发展中最前沿的“时

尚”，它有国却又无界。影片从科技的

着眼点上，糅合了游戏情境、科幻情境

等，不仅展现了两代人的矛盾对立，又

探索了解决问题的沟通桥梁，从而传

达出“科技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未

来在孩子们的手中”等观点，还通过

“神犬”的塑造妙趣横生地传达出了

“生物共同体”的艺术情怀和格局。

在新奇感与真实度之间

寻找平衡点

众所周知，在物质生活相对丰富

的当下，人的精神世界相对贫乏——人

与人之间的沟通、表达、情感维系都在

退化，人变得越来越孤独，这可谓当下

社会的痛点之一。家是社会的细胞，家

庭成员在这个“为生活疲于奔命、手机

代替沟通”的时代变得更加疏离，这是

当下家庭的痛点之一。这些痛点对观

众来说并不新鲜，所以找到令观众有共

鸣感与猎奇感的“解决方式”则是关键。

首先，“神犬”的设置颇具匠心，它

既是小主人公身边真实存在的狗，又代

表着他的朋友和家人，更重要的是，它

代表着一种“理想沟通方式”的“意”。

不仅如此，本片中还运用科技的方式直

接在银幕上呈现“一实一虚”，用“全息

影像的科技狗”来跨越地理限制，完成

沟通障碍的破局，新颖别致，意味深

长。“读心术”，作为在魔幻文学和影视

中常出现的手段，在这样一部带着科幻

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以“科技狗”的

面貌出现，既独特又合理。

其次，影片中运用了悬疑、喜剧、

科技等多重复合元素，它们以点串线，

以线串面，达成了“混搭效应”的新高

度，不仅使得叙事节奏清新明快，同时

也在新奇感和真实度上做到了有效平

衡。剧情中没有一味追求惊险刺激的

剧情，没有“撒狗”血的人物关系冲突

与刻意煽情的设置，也没有眩目的追

跑打斗的场景，而是坚守在“烟火气”

上去塑造“科技感”，体现了“科技是为

了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服务于沟通”的

主题，完成了观众对视觉猎奇和情感

共鸣的需求，令人耳目一新。

探秘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

升级“密码”

根据主创团队的介绍，影片从创

作伊始就设置了中方编剧团队和美方

编剧团队，在时代脉络、文化背景等项

度上反复沟通交流，寻找《家有儿女》

IP 落地的可行性方案。在确定方向

后，经过长时间的剧本打磨，最终投入

制作。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引入了好

莱坞的制片、工会流程体系，实现了从

题材深度、艺术强度、制作精度等方面

的产业化升级。

由此可见，秉持着“从大时代中找

微观化切入口，从平凡的人物中找到

典型化方向，情节类型化，风格多样

化”的理念，立足中国影视IP的土壤，

影片的创作团队探索出了一套真正落

地的“国际组合式创作、国际明星加

持、整合国际影视资源，形成国际级制

作水准及海外影视市场拓展”的创作

生产及发行的可行性方案，为中国电

影的国际传播树立了有效的风向标。

“有了观众基础、市场基础、情感基

础，再加上电影工业水平的提升，以及电

影类型的不断拓展和丰富，中国电影未

来的发展空间将会被不断地打开。”中国

电影评论协会会长饶曙光表示，“要通过

电影工业水平的提高，同步提升我们的

内容表达、文化品质，以及美学精神”。

《家有儿女》系列在国内有非常好

的观众基础，电影《家有儿女之神犬当

家》继往开来，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国际

视野及文化交融，抓住现阶段社会及家

庭情感中共同存在的痛点，紧扣“沟通”

的主题，不仅在电影元素的创作及技法

上力求突破，而且在中国文化的普及上

力求创新，将表达的主题与思想融于脑

洞大开的故事情节与场景建构中，深深

吸引孩子们去发现、去学习、去探索，又

能让成年人在其中得到追忆与反思，通

过共鸣潜移默化地影响与提升着观众

的审美与文化认同感。

近些年，以《熊出没》系列为代表

的动画电影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完成

了合家欢电影类型的突围，形成了中

国电影富有影响力的品牌，也希冀本

片能为合家欢电影的多元类型化拓展

找到新的路径与方向，未来能形成系

列效应，再续 IP 神话，为电影强国建

设贡献力量。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创作

部副主任）

在 元 旦 档 上 映 的 影 片 中 ，

《非诚勿扰 3》（后简称《非 3》）

和《一闪一闪亮星星》（后简称

《闪星》）是唯二的爱情片。《非

3》有时也作为喜剧片被用来与

同档期的《年会不能停！》进行

比较，但《非诚勿扰》系列聚焦

的已不再是冯小刚早期作品中

的市民喜剧，因此本文还是将

《非 3》视作元旦档期中的爱情

类 型 。 两 部 影 片 都 有 前 作 背

书，《非 3》是冯小刚《非诚勿扰》

系列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别于

2008 年、2010 年上映，在当年都

收获了很高的票房和话题度。

《闪星》是 2022 年流媒体推出的

同名剧集的电影版，剧集在播

放后反响很好，吸引了一大批

忠实观众。作为同一档期上映

的续作爱情片，两部影片却在

观念和票房上体现出较大的差

异，也反映出了当下国产电影

的某些倾向。

两 部 影 片 都 注 重 情 绪 表

达。实际上，强情绪可以说是

近年来国产影片的一个重要特

征。这其中分为两种情况，一

种是影片本身对情绪的强调和

渲染，发生在文本内部；另一种

是影片作为热点话题在互联网

讨论中激发出的强烈情绪，发

生在文本外部。这两种情况相

互作用与反作用，导致的结果

就是，情绪在影片内部与外部

被不断地唤醒、激活、放大。

对于《闪星》而言，剧集版

打底让观众对故事和人物具备

了充分的了解，换句话说，人设

在影片上映之前已经立住了。

因此在影版的 107 分钟里，故事

的讲述和人物的塑造不是最重

要的，重要的是情绪的表达，在

于营造一种“氛围感”，把“想要

触碰却又缩回的手”这一类关

于恋爱的表述具象化、影像化，

把爱情片处理为爱情瞬间的组

合。这样的做法也更容易匹配

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即完整的

影像可以被拆分为更短暂、更

高效，更容易被接受和谈论的

片段。

《非 3》也 在 强 调 情 绪 表

达。一方面是“回忆杀”，体现

为对同系列前两部影片中大段

内容的闪回，以期使观众看到

过去影像的同时，也能召唤出

当年观看这些影像时与自己有

关的记忆。另一方面是“多巴

胺”，这一心理学的专有名词因

为被认作与快乐、兴奋等情绪

相关，曾一度成为 2023 年互联

网中的高频词汇。《非 3》中无论

是场景还是人物造型，都大量

充 斥 着 多 巴 胺 风 格 的 撞 色 特

征，可以看出冯小刚有意识地

将多巴胺所指涉的快乐情绪作

为影片的底色。但无论是“回

忆杀”还是“多巴胺”，表象的怀

旧和热闹让《非 3》很难调动起

观众真正的情绪。

两部影片对爱情的理解有

着 很 大 的 不 同 。 在 冯 小 刚 早

期、中期导演的都市爱情电影

中，其所表达的爱情关系、婚姻

关系，部分延续了 1980 年代后

期以来，以王朔作品为代表的

一批电影中的爱情观，包含着

对 传 统 爱 情 伦 理 的 调 侃 与 挑

衅，男女角色常常在爱情的道

德方面不够完美，或至少在情

感上产生过犹疑。到《非诚勿

扰》（2008）这里，虽然片中的两

位主角没有违背过爱情道德，

但也都与他人有过另外的爱情

故事。这种表述本身是有反思

意味的，能够对人的复杂性进

行探索。但在《非 3》当中，反思

基本看不到了，对亲密关系的

空洞想象、对人物的刻板印象

只会让现在的观众感到不适，

而 创 作 者 可 能 还 会 对 此 浑 然

不知。

《闪星》发挥的是电影造梦

的功能。《闪星》以及与之相似

的一类青春爱情片，它们并不

指向现实中的爱情，而只是涉

及爱情的概念。相比剧版，影

版《闪星》中的人物背景被完全

虚化，几乎看不到家庭和社会

关系。而背景的虚化为的是突

出前景/爱情的聚焦，《闪星》所

要传达的是一种宿命论式的爱

情观，爱情的对象被坚定选择、

不容置疑，爱情关系是一种排

他性的呈现。在新的社会现实

下，伴随多重议题的讨论，人们

对爱情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现实中亲密关系的建立变得比

过去更加困难。而这类青春爱

情片之所以受到欢迎，在于它

们 成 为 了 真 实 亲 密 关 系 的 替

代，成为了爱情的“代餐”，观看

银幕中毫无瑕疵的爱情、嗑虚

拟甜蜜的“CP”，这些既可以收

获情绪的满足又不用承担可能

的风险。

巧合的是，除了都是爱情片

外，这两部电影也同时是科幻

片。《非 3》着眼于未来，《闪星》

不断回到过去，它们的故事都

不发生在当下，也不涉及对现

实爱情的探讨。但事实上，对

现实爱情的探讨在观众中有着

广泛的需求。因此当《花束般

的恋爱》宣布要拍中国版后，全

国各地的网友热衷于进行各种

版本的“小作文”创作。相比其

他类型的影片，爱情片更加不

挑档期，虽然会在“情人节”“七

夕”等时间节点集中上映，但电

影院作为传统的约会空间，爱

情 片 的 观 影 情 况 一 直 比 较 稳

定。爱情片也是最容易达成广

泛认同的类型，因为每个人最

接近主角的机会正是发生在爱

情关系当中，通过对电影中爱

情的体认，观众完成了一次最

小单位的“英雄之旅”。

英雄主义、拟人化的猴子和世

界末日感——这些概念在中国观

众的脑海中能唤起很多熟悉的记

忆。今年 1 月 6 日首映的《天降大

任》在中国龙年到来之际以 3D 动

画的形式描绘了猴子、一条小龙

和一个人类女孩——努娃在人工

智能主导的地球上的成长故事和

成为英雄的传奇。

故事一开始，努娃的祖父就讲

述了他们第一次反抗机器人的斗

争经历和一条小龙为师傅留下的

金箍寻找“天选”继承人的传说。

在看似遥远的传说中，一只顽皮

的猴子无意间被选中，还被命名

为“空儿”。最终，三人的生活交

织在一起，他们努力将人类从机

器人制造的危机中解救出来。

《天降大任》更像是后现代主

义元素的拼贴：东西方的经典故

事中融合了东方古典主义和西方

赛博朋克美学，以及现代人工智能

的神话。影片就像女巫的魔法大

锅，更是一个“多元宇宙”，每隔几

分钟，就会让观众刷新熟悉的认

知：《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的眼

镜、手势和模拟训练平台；《西游

记》中被选中的孙猴儿的朝圣之旅

和禅院的佛教大师……然而，这种

熟悉都被陌生化了。《天降大任》

打破了观众对《西游记》等经典作

品的固有印象,解构着传统意义上

的英雄主义，让平凡而渺小的主

人公们担当起拯救人类的重任。

影片还颠覆了那些被赋予了

精神力量的咒语。比如：孙悟空

“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唐僧一念紧箍咒，孙悟空就会疼

得满地打滚，法力尽失。在《天降

大任》中，这个象征着强大约束力

的金箍只能由佩戴者自己解开，

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导。这个

“金箍”由它的主人交给了小龙保

管，被学院的校长贴上了“负担”

的标签，象征着别人过重的期待

和“天选之人”将要承受的代价。

在影片中，这个“金箍”可以被主

人空儿自己丢弃，与此同时，他强

大的内驱力也会被激发出来。

围绕“金箍”，影片深入刻画了

空儿的两次内心变化：第一次是

金箍唤醒了空儿的责任感；第二

次是他以为朋友去世，悲愤欲绝，

选择放弃金箍。“金箍”在这里也

可 以 被 寓 意 为 那 种“ 强 势 的 家

长”，在孩子们的童年，它是一种

保护、一种约束，但总有一天会被

抛 弃 ，因 为 ，成 长 需 要 自 我 的

力量。

《天降大任》将人物性格化，将

传统英雄主义描绘成为一种虚幻

的梦想。“孙悟空可能是空儿的偶

像，就像他是所有猴子的偶像一

样，”《天降大任》的导演宇宙之铁

这样推论，“但片中的空儿不是悟

空。”与孙悟空不同的是，空儿不

是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也看不

出 与 别 的 猴 子 有 什 么 巨 大 的 区

别 。就连他的名字“空”的解释也

被重新定义，那就是“空”，也可以

解释为什么都不是，极其平凡和

普 通 ，并 没 有“ 被 选 中 ”的 特 权 。

片中，空儿在抓住金箍和他的机

遇之后的成长才是故事的主线。

在刚出场时，空儿愤世嫉俗还常

常恶搞。但当一条小龙悬在悬崖

峭 壁 之 上 ，他 仍 然 会 施 以 援 手 。

他天然的同情心，而不是他作为

超 人 英 雄 的 人 设 让 他 十 分 接 地

气。影片中，对英雄的想象也与

现实大相径庭。比如，努娃还是

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就从祖父那

里听到了传说中的龙的强大，那

是 努 娃 心 中 神 一 般 的 存 在 。 然

而，随着神话一般的讲述，镜头却

切换到一个古怪精灵还有点滑稽

的小龙身上，他沿着鹅卵石街道

蹒跚而行，显得不太靠谱，和传说

中 的 英 雄 一 点 都 对 应 不 上 。 但

是，就是这样一条小龙，却在机器

人入侵后，给处于危机之下的小

村庄带来了生的希望。小龙和空

儿在严峻的形势下以极富喜感的

方式解决着问题。这部电影的想

象力不仅在于上天入地、古今中

外的穿越感，更在于，它以超乎寻

常的大胆的情节设计，让观众们

思考，这一切灾难都是由人类欲

望造成的。

值得关注的是当小猴子空儿

放 弃 他 的 金 箍 和“ 英 雄 ”的 称 号

时，不仅出于带有象征性的一个

猛烈的反应，更是出于对失去朋

友的悲伤和对自己以前表里不一

的内疚。这种自我认知与强调内

在驱动力相呼应。主人公们经历

了一段段内心的煎熬，其道路只

能由他们自己决定。无论是通过

空儿扔掉金箍，还是小龙身上的

一层岩石的碎裂，他们都剥去了

自己赖以生存的外在表象，激发

出了真正的自我。这就像从《黑

客帝国》模拟中跳脱出来，放弃虚

拟世界，进入真实世界。在《天降

大任》中，后现代主义者对内容的

关注超过了形式；没有一个战斗

场景或描述是无缘无故存在的。

《天降大任》颠覆了传统，但也

重新定义了经典的现实意义。努

娃并没有遵循祖父的教诲，而是

听从她内心的召唤，这似乎有些

叛逆，违背了中国传统孝道的原

则。她的祖父认为“过去必须被

埋葬”，但努娃反驳了这一切。当

祖孙俩逃离魔掌时，爷爷回忆起

年轻时冒险的自己；他曾是一名

水手，他也用起了过去的那些经

验来应对现代的驾驶。毕竟，掌

舵和驱动引擎的原理有异曲同工

之处，这也代表了一个觉醒的过

程，使过去的知识现代化，就像中

国的经典和古老的传说仍然与当

代观众紧密关联一样。因此，努

娃这一代和她的祖父那一代被描

绘成互相教育，共同前进。同样，

空儿的传统战斗技巧在对付机器

人时也显得滑稽而不切实际，但

在过去的经验中寻找开启现代科

技之门的钥匙是至关重要的。

从机器人的金属城市，到被薄

云覆盖的琉璃瓦屋顶，再到古色

古香的中国庭院迷宫，情节由场

景的过渡被推动，就像公路电影

一 样 。 观 众 也 像 爱 丽 丝 梦 游 仙

境 ，被 带 入 了 无 限 玄 机 的 兔 子

洞。《天降大任》还拓展了空间感，

创造了一个可以自由漫游的多元

世界。在魔法学院——你可以想

象它坐落在神秘的树林里，或者

镀 金 的 雄 伟 的 高 耸 入 云 的 大 厅

——没有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跨越

了所有天才发明的时代。正如威

廉·布莱克可能“从一粒沙子看到

一个世界/从一朵野花看到一个

天堂”一样，这里的每块岩石都有

一个尘世的目的地；每个小角色

身上都埋藏着一颗善良和潜力的

种子，即使不能生长成拯救世界

的英雄，至少也能激发他们内心

的改变。

《天降大任》期待敞开心扉，拥

抱东方与西方、过去与未来；希望

摆 脱 自 我 ，重 塑 经 典 的 当 代 价

值。与此同时，它也期待观众漫

游它的“多元宇宙”，等待着一个

个家庭成员们的由衷的笑声。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

员，16岁）

对《非诚勿扰3》《一闪一闪亮星星》的
观察与思考

《天降大任》的“多元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