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陪伴了很多人成长的《熊出没》系列，已

经迎来了第十个年头，十年之约，观众长大

了，系列电影的创作理念和技术手段也在不

断成长。这部曾被定位为“低幼儿童”观看的

系列电影，终于做到了老少咸宜，做成了“合

家欢”。

《熊出没·逆转时空》有着上天入地，时空

交错，光怪陆离的奇观，高科技营造的氛围让

人穿越到了未来世界。而接地气的“职场教

案”，亲情友情、都市里的乡愁又让这部动画

电影充满了烟火气。

影片中，“光头强”不再是反面人设，而是

一个“职场菜鸟”，他像所有在大都市打拼的

年轻人一样勤奋努力，怀揣梦想，每天，当他

躺在出租屋的小床上，算计着银行卡里的数

字时，他的内心是快乐且充盈的。当然，他也

像所有职场中的年轻人一样困惑、疲惫甚至

对被挤压的生活和强势的上司有着不满和抱

怨。忙碌加班的工作，忍辱负重的日子，妈妈

爸爸爱的絮叨……“光头强”的生活几乎就如

同你我。该片让他在丢失的记忆中重新寻找

初心，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给出了答

案，那就是：不用活在别人认定的成功里，做

回你自己。

片中，“光头强”的女上司，对下严厉苛

刻，而对待大客户却极尽谄媚逢迎，但看似冷

漠的她，也随着不得不参与的冒险历程的一

步步深入，内心的善良与大爱被逐渐唤醒。

她从“光头强”的身上映照出了自己的童年和

成长，那些令她不堪回首的岁月，那些艰难向

上拔节的疼痛，当然也有爱和温暖。由此，她

与“光头强”建立了起默契的合作，而且每每

到了关键时刻，她都能挺身而出，哪怕手里的

武器只是一只平顶锅。

当然，她最拿手的还是领导力。她把职

场和人际规则运用得如鱼得水。比如，当熊

大熊二在认不出“光头强”的情形下，她给出

了建议是：想得到熊大熊二同行助力，必须欲

擒故纵。她授意大家故意离开，然后制造偶

遇，并在熊大熊二口渴、想吃苹果的肌体反应

时，及时提供资助，这就能重新建立“信任”。

这些教科书一样的攻略既让人忍俊不禁，也

让人对套路下的良好愿望予以了理解。

小灵兽几乎是所有带有一点魔幻色彩的

动画影片的规律性存在。这里，教授身边的

“小灵物”就是来负责搞怪的，它也是人界和

魔界，不同时空之间穿越的引路人，靠着一本

笔记，它不断帮助大家扭转不可控的局面，拯

救时空错乱中的人们。它看似按图索骥，但

常常不按常理出牌，这个勇敢智慧的小灵兽

在影片中充满童真童趣。

熊大熊二永远是那副“熊样儿”。他们在

时空错乱中，也不记得“光头强”这个老熟人

了，虽然对人类充满戒备，但他们憨厚质朴的

性格，还是让他们选择相信并支持着这些打

扰着他们安静生活的人们。

友谊的力量感是该片尽力彰显的主题。

在时间吞噬者们将要吞噬一切时，魔法召唤

到了狗熊岭的朋友们，他们从天而降，和“光

头强”们并肩作战，最终，是团结和正义凝聚

起的能量让他们战胜了强敌，重新回归到正

常的时空中。

影片虽然一直在疯狂教授研究的时空交

错实验中穿梭，但是，友谊和爱也贯穿始终。

该片努力在唤醒“光头强”失去的那些美好珍

贵的时间记忆，那也是爱和友谊的记忆：“光

头强”在狗熊岭当导游的过往，砍伐树木时的

不安，和熊大熊二在十年时光中建立的点点

滴滴的情感……也正因如此，“光头强”总是

下 意 识 地 把 一 个 身 材 肥 大 的 同 事 叫 做“ 熊

二”，当与女上司到狗熊岭出差时，这个似曾

相识的地方也能让他觉得格外亲切。来自

“光头强”心底的那抹抹不去的乡愁，也让他

在登上回到城市的大巴车前犹豫不决。

城市和乡镇在这部影片中不再遥远，城

市的夜晚虽然灯光璀璨，但乡村的夜晚星月

同辉，城市的街头车水马龙，乡村的一座座时

尚小屋，整齐的街道和林立的街边小店也体

现着新农村风貌，乡村振兴的成果。都市中

忙碌的人们，根本没有时间交友的窘况和乡

村闲适生活中的人们的状态形成巨大反差。

所以，这也让都市中打拼从不停歇的人们去

反思：在困境中，他们居然没有朋友可以被召

唤出来助阵，“光头强”在狗熊岭十年积累的

友情才是真正的财富。他们一直向前冲，却

不曾安静下来，与大自然对话与亲情友情互

动，与自我独处。而当今社会中，天涯海角都

可以到达，唯有心与心的距离是需要情感来

浇灌的。

寻找与回归，困惑与成长都是影片探讨

的现代话题，而从他乡回到故乡也正是当下

很多年轻人的选择，这让《熊出没》系列有了

更多现实意义与当下共鸣。

（作者李春利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陈一

诺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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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

一个有关儿童成长的故事
七年前，导演不思凡为我们带来了

“限制级重口味暗黑暴力风”的成人向

动画电影《大护法》；七年后，我们迎来

了不思凡的新作《大雨》。影片上映前

的各类宣传和预告片，可谓吊足了观众

的胃口。片中的氤氲之气和水色画风，

晕染出江南的烟雨诗意；写实与写意、

温婉与绚烂相交融的画面特点则保留了

不思凡一以贯之的创作特点。更重要的

是，各类宣传和预告片都暗示了《大雨》

“表里俱佳”，在优秀的画面审美背后饱

含不思凡对多种主题的深刻思考。

揣着对《大雨》的满满期待，我在该

片上映首日便前去观影，但结果却并不

理想。影片除了优秀的音画效果，内容

和情节设计都令我有些失望。起初，我

以为是自己欣赏水平不够，没有体悟出

导 演 的“ 巧 思 ”或“ 巧 技 ”，便 再 入“ 雨

中”。但二度观影只让我再次坚定了之

前的看法：《大雨》的剧情真正表达的并

不是影片及其各类宣传中所强调的亲

情 、生 存 或 社 会 等 主 题 。 影 片 的 形 式

（剧情）和内容（主题）契合度不够，导致

各部分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整体结构

过于松散，最终影响了《大雨》的整体

观感。

在我看来，该片的主要剧情与内容

结构讲述和反映的是馒头的成长，是一

部有关“儿童成长”的魔法故事（即一般

所称的“童话”）。也只有这个主题，才

能更好地将影片的情节和其所表现的其

它主题串联起来，解决影片现有的一些

问题。俄国民间文艺学家弗拉基米尔·
普罗普认为“所有的魔法故事按其构成

都是同一类型”，并认为“成年礼是故事

的远古的基础”之一。魔法故事中“主

人公离家（出发）、受到加害（加害或缺

失）、获得帮助（宝物的提供、获得）、通

过考验（战胜）、成功归来（归来）”这五

个主要情节（前部括号内为普罗普所称

的“功能”），分别对应成人仪式中常见

的 几 个 环 节 ：儿 童 离 开 部 落 进 入 试 炼

场、获到某种力量（宝物）和相助者的帮

助并在其帮助下通过试炼、以全新的身

份重新回到部落。以上构成了魔法故事

的三层结构：多样的故事内容——相同

的叙事结构——唯一的历史根源。我们

再来看看《大雨》的主要剧情：传说中沉

没多年的戏鼓船将于惊蛰之日重现大龙

湾。船上有价值连城的夜翎缎，而且因

为受到隐蛟的寄生即将孵化怪物隐蛟

王。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幸福的未来，通

缉要犯大谷子带着养子馒头在惊蛰当天

来到大龙湾寻找夜翎缎。在这里，父子

二人遇到了柳家军团和夜翎人，并被迫

卷入了几方势力的争斗中，大谷子也不

幸被隐蛟寄生。历经各种困难，大谷子

拿到了夜翎缎，馒头也重新找到自己的

父亲。但大谷子已被隐蛟寄生太久，无

法 从 怪 物 变 回 人 形 ，最 终 焚 化 在 馒 头

面前。

对比魔法故事的叙事结构可以发

现，《大雨》的主要剧情结构也可以分成

“主人公离家（馒头跟着父亲来到大龙

湾）、受到加害（父亲被隐蛟寄生）、获得

帮助（馒头获得柳彦之、柳大乐、穆影之

和小猴子的帮助）、通过考验、（成功）归

来”。有人会问，《大雨》里明明没有主

人公“通过考验”的剧情，大谷子的死也

让馒头的救父行动失败了，馒头根本没

有成功归来，你怎么能把这两个要素加

进去，怎么能说《大雨》和魔法故事的叙

事结构是一样的呢？没错，在魔法故事

中，主人公通过的考验是非常具体的，

有明确的任务要求。比如英雄需要回答

出某些难题才能迎娶公主，或者灰姑娘

必须捡完炉灰中的豆子才能去参加王子

的舞会。但通过考验对于故事的主人公

来说，不仅是形式要求，更重要是通过

考验意味着主人公掌握了某种宝物或者

本领，而正是这种宝物或本领才能让他

成功归来。这一点在成人仪式中更好理

解。原始部落的成年人需要具备坚强的

意志、强健的体魄并熟练的掌握某种生

存技能。在成人仪式中接受考验，就是

为了检验儿童是否具备了这些品质或技

能，而不是为考验而考验。

和“通过考验”一样，“归来”在魔法

故事中也有着深层含义。故事中的主人

公 们 归 来 时 或 者 已 经 结 婚（《青 蛙 王

子》）或者学会了养活自己（和家人）的

本事（《魔法师和他的徒弟》）。这两者

都说明主人公此刻可以脱离父母的保

护，独自面对世界了。因此，相比“凯

旋”而归，归来时更重要的是主人公身

份的变化，从儿童变为成人。找寻《大

雨》中馒头“通过考验”和“归来”的剧

情，需要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并观察馒

头参与的是何种考验。影片开场不久，

大谷子被隐蛟寄生，是大龙湾这个“试

炼场”对馒头的加害。通过强行掳走大

谷子，馒头从时刻受父亲保护的儿童，

转变为被迫独自面对世界的儿童。因为

受到加害，馒头的考验也随之开始，考

验的内容是馒头能否成长为一个具有优

秀品质的人，独自在乱世生存。

看到了馒头经历着何种考验，他何

时通过考验并成功归来就显而易见了。

《大雨》的最后一幕中，当馒头面对世间

罕 见 的 宝 物 时 ，他 心 中 仍 渴 望 救 回 父

亲，与大谷子生活在一起。这是馒头至

善至美至纯的人性的集中表达，也是馒

头通过考验的关键时刻。爱之所以在这

场考验中如此重要，是因为只有“有爱”

才能在乱世中安身。正如片尾所说“愿

你此生有爱，可抵世间大雨”。经历并

通过考验的馒头懂得如何面对欺辱、欲

望和不公（戏班老船长、柳大欢等人是

反面教材），也知道怎样永葆初心、善待

万 物（穆 影 之 、夜 翎 人 等 人 是 正 面 教

材）。考验完成意味着馒头能够独自面

对世界、能够在残酷的世界中生存。儿

童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只有成人才有用

这种本领。所以此时馒头的身份也改变

了，从儿童变为成人（虽是儿童身，却已

是成人心）。主人公身份的变化代表他

的“胜利归来”。故事到此结束。

辨析或还原不思凡在《大雨》中讲述

了什么主题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不思

凡本人还是影片的各类宣传，都没有提

及“儿童（馒头）成长”这一主题，更没有

将其视为本片最重要的主题。结构相似

的系统具有相似的功能。《大雨》在内容

结构上和魔法故事的一致性，也使它必

然具有和魔法故事相似的功能（讲述同

一个主题）。用魔法故事的叙事结构分

析《大雨》，不仅影片的主线剧情更加清

晰，也可以对影片的某些部分进行更合

理的阐释。例如影片中馒头和大谷子不

停 地 呼 唤 对 方 ，大 谷 子 不 断 闪 回 的 记

忆，和大谷子被寄生后将馒头托付给柳

彦之和柳大乐并避而不见、但仍一心挂

念着馒头的情节，在很多网友看来略有

说教与煽情之嫌。但从本文所揭示的结

构 中 ，这 些 剧 情 全 部 都 是 对 馒 头 的 考

验。大谷子将儿子托付给他人并避而不

见 ，是 考 验 开 始 的 必 然 要 求 。 身 为 成

人，可以接受朋友（柳彦之与柳大乐等

人）的帮助，但不能继续生活在父母的

庇佑下。其它情节则是或在考验馒头是

否能够独立（被照顾的越好越难独立）、

或是说明馒头在努力的通过考验（面对

困难与诱惑仍不忘亲情）。再如影片结

尾处大谷子的死，作为馒头身份变化、

成功归来的标记，也可以被视为剧情发

展的必然结果了。

截至 1 月 29 日，《大雨》的评分（豆

瓣）和票房（灯塔）成绩都表现的不甚理

想（豆瓣评分 6.5、灯塔统计影片上映 18

日总票房 1540 万元）。造成这种结果可

能有多种原因，但影片现有的剧情设计

和表现，必定位列其中。相比起电影，

民间故事的内容虽然短小，但所蕴含的

文化传统却相当深厚。这样的叙事及文

化传统常常悄然变化为各种今日之所

见，在不经意间对我们产生着影响。如

果能在影片制作阶段，就将对魔法故事

的分析方法引入进去，也许能梳理清楚

现在看上去有些混乱的剧情，也可以将

不思凡试图讨论的各种主题更加紧密且

顺滑组合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熊出没·逆转时空》：

未来感和烟火气

■文/李春利 陈一诺

一

跨年之际，电视剧《繁花》火出圈，“竖

屏剧霸道总裁出海”，而电影院则是《年会

不能停！》一枝独秀，稳稳领跑。向来苛刻

的豆瓣评分高达8.2，上映一个月票房破11

亿，成为2023贺岁档唯一一部10亿+的影

片，同时也是豆瓣五年来最高分国产喜剧，

取得叫好又叫座的双赢成果令人惊喜。当

下，喜剧电影是刚需，尤其是解压解气、针

砭时弊的讽刺喜剧。《年会不能停！》之所以

能一骑绝尘，脱颖而出，在于它以职场喜剧

的形式精准地击中了当下时代的爽点和痛

点。就像编导董润年说的那样：“我们这个

故事从创作初期开始，根本上也是想探讨

一个公平的问题……因为生活里公平和公

正确实太难了。”这个源于生活的原创故事

就像一部现代版的“职场现形记”，以错调

产生错位，继而产生一连串的错误，蝴蝶效

应般的叙事动力，如同照妖镜显现出众生

相，辛辣讽刺，新鲜深刻。在人人自危的职

场环境中，观众也通过一部应景电影释放

了平日里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谓一出

好戏，恰逢其时。

《年会不能停！》赢在了呼应时代，反观

《非诚勿扰3》，则败在了脱离时代。虽然冯

小刚竭尽所能地把高科技AI这一新鲜元素

融入剧情，呈现智能人和人类相伴生活的

未来景观，但无论是在海南三亚打造的马

卡龙色系童话小屋，还是秦奋上演的一出

出“老友访客记”，始终都有一种悬浮感。

这是有钱有闲阶层的游戏和情思，和老百

姓并无关系，二女争夫戏码更像是中老年

男性一厢情愿的自我取悦，观众感叹的只

有十五年过去了，舒淇的美貌依然没有

变。遥想1997年，冯小刚和葛优联手打造

了中国内地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不

仅拿了当年贺岁档的票房冠军，也拿下大

众电影百花奖三项大奖，从此树立了冯氏

贺岁喜剧的品牌。26年过去了，创作者和

观众都在更新换代，从冯氏喜剧、周星驰喜

剧、小品喜剧到开心麻花喜剧、脱口秀喜

剧，喜剧明星也换了一茬又一茬，葛优、周

星驰、赵本山、小沈阳、沈腾、马丽、大鹏、白

客……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

年。由此，我从《非诚勿扰3》中的怀旧迟暮

之感中也生发出一点共鸣，将近1个亿的票

房其实对于一个时隔 15 年的老 IP 来说也

算是一个比较友好的结果了。

另外一部动画片《大雨》则让人觉得可

惜了，可惜了这唯美的画风、奇特的造型、

丰富的意象、深刻的立意。戏鼓船上的亡

魂、夜翎人、海底蛟怪、蓝色蘑菇、黑龙

军……不思凡打造的“异世界”永远潜藏着

世道不公、阶层分化、权贵腹黑、人性贪恋

等种种愤怒的批判，而这所有的寓意最后

都被浅表层的贫民父子情替代，淹没在馒

头呼唤的那一声声“大谷子”之中。

从市场反响来看，由爆款剧改编、原班

人马出演的青春爱情片《一闪一闪亮星星》

虽然不是我的“菜”，但其近7亿的票房，则

证明了 90 后和 00 后粉丝观众的市场实

力。同样改编自爆款剧的仙侠片《花千骨》

却票房惨淡、口碑崩坏，这似乎都在预料之

中，九年前的IP时至今日早已过时，况且这

一古偶类型几乎被市场淘汰，2017年刘亦

菲、杨洋主演的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的惨败就是前车之鉴，可惜《花千骨》又重

蹈覆辙。港片《潜行》《金手指》《临时劫案》

最近接连上映，集中发力，“影帝”飙戏，成

绩尚可，也有所创新，但是整体已显老态，

后继乏人，看不到新鲜面孔，只能说香港的

“老戏骨”都很拼，但是还能拼几年呢？《回

西藏》票房不足100万，此片的困境也说明

了一众文艺片的困境，生活忙忙碌碌，观众

已然失去看缓慢节奏文艺片的耐心。同样

遇冷的还有竖屏电影《烟火人间》，由509位

各行各业的“素人”共同创作的纪录影像真

正体现出了“人民性”，但是在短视频流行

的时代，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充分理由又

是什么呢？

二

新年伊始，电影市场不温不火，但最近

定档春节档的影片却引发了观众的持续关

注，大家似乎都期盼着春节档的集中爆发，

等待见证一个又一个奇迹。

老当益壮的张艺谋导演的确是一个奇

迹。21世纪头一个十年，曾是张艺谋、陈凯

歌、冯小刚三足鼎立的电影时代，现在唯有

张艺谋，依然勇于突破自我，与时俱进，准

准地踏在时代的节拍点上，一次次掀起市

场巨浪。2022年以战争片《狙击手》进军春

节档；2023年以古装片《满江红》拿下春节

档票房冠军；2024年又以现实主义电影《第

二十条》定档春节档。张艺谋就是这部影

片的金字招牌。从曝出的预告片中，我们

得知影片涉及校园霸凌、正当防卫等社会

议题，一直求新求变的他将如何讲述法与

情的故事？喜剧又如何混搭严肃议题？各

位明星组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85后

赵丽颖饰演的聋哑妈妈表现如何？这都吸

引着观众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和老将张艺谋相比，贾玲显然是从喜

剧综艺跨界而来的电影新人，但贾玲的人

气和实力不容小觑。2021年春节档，其导

演的处女作《你好！李焕英》以54亿多元的

票房成绩夺得春节档票房冠军，并被好莱

坞买走故事版权，贾玲也一度成为全球票

房最高女导演。当人们都以为贾玲安心回

归综艺，谁想到仅仅时隔三年，她又拿出自

导自演的体育励志片《热辣滚烫》再次冲击

春节档，并自曝减肥100斤，练成拳击手，封

闭式拍了一年四季，自然勾起了观众极大

的好奇心，大家都想揭开神秘面纱，看看瘦

了的贾玲什么样？虽然故事是翻拍10年前

安藤樱主演的日本影片《百元之恋》，但贾

玲作为国民度极高的喜剧演员显然能赋予

它新的个人气质，以自身真实经历演绎如

何找到自我、学会爱自己的人生主题。

宁浩执导、刘德华主演的《红毯先生》

可谓是春节档最应景的电影了，喜剧、明

星、揭秘娱乐圈，以“天王下乡记”的荒诞故

事呈现当下电影圈生态，影片氛围如宣传

语所言：红气养人，一红到顶。刘德华饰演

一心想获奖的香港巨星刘伟驰，宁浩饰演

导演林浩，这种电影自反性不仅有充分的

娱乐元素，也有一定的探秘空间，极大满足

观众对明星生活的窥视欲。虽然刘德华在

2023年的港片中频频亮相，但这种贴合自

身的元电影演绎无疑更具有吸引力。况且

和宁浩合作，也让戏外故事产生戏内联想，

刘德华曾扶持了宁浩的《疯狂的石头》，成

就了一段影坛佳话，18年后，二人第一次联

手合作，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与宁浩新片同台亮相的还有韩寒的

《飞驰人生 2》。遥想五年前，韩寒执导的

《飞驰人生》和宁浩的《疯狂的外星人》在

2019年春节档同台竞技，两部影片均有沈

腾，也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此次，

《红毯先生》是量身定制的贺岁新片，《飞驰

人生2》作为五年后的赛车续作亮相，一是

新鲜感不足，二是观众对前情可能有点淡

忘，唯记得结尾沈腾开车那一跃。再加上

2022年春节档上映的《四海》口碑不佳，韩

式喜剧能否再次奏效？心里还真是打了个

问号。

说实话，韩延执导的《我们一起摇太

阳》定档竞争激烈的春节档着实有点意

外。继《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

花》之后，作为“生命三部曲”终章的《我们

一起摇太阳》都是抗癌题材的悲喜剧，韩延

监制的《人生大事》和执导的《我爱你！》也

都是关于生老病死的生命故事，而且擅于

以喜写悲。我相信韩延电影所带来的感

动，但沉重悲苦的故事内核与喜庆热闹的

节日氛围确实有一些违和感，如果投放其

他档期会不会有更大的空间释放市场潜

力呢？

《熊出没·逆转时空》似乎不用前瞻和

预判了，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几乎年年陪伴

小朋友过年已成为习惯，这部虽然不是我

的选项，但却是亲子家庭的首选。一个动

画系列片拍到了第10部令人惊叹，赢在了

品质稳定，受众稳定，况且每一年也都有新

元素加入，科技领衔，安全益智，对于小朋

友是不二之选了。

2024贺岁档回顾与春节档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