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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维才

《追龙2》：
“高概念”路线下的水准之作

自 2017 年王晶、关智耀凭借诚意

之作《追龙》把香港枭雄片这一警匪

片的亚类型“复活”以后，市场就对王

晶、关智耀的组合抱有很大期望，希

望这对优势互补的组合能为日渐衰

落的港片带来些许生机，重新找回自

信的王晶顺势而为,《追龙 2》水到渠

成。《追龙 2》以轰动一时的“世纪大

盗”张子强为原型，梁家辉、古天乐、

任达华、林家栋四位影帝联袂出演，

业内对其市场前景，多持乐观态度。

但 6 月 6 日《追龙 2》上映后，其票房走

势，尤其是口碑分数不及预期，日排

片占比、票房也很快被新人导演章笛

沙《最好的我们》反超，这种局面出乎

大多数人的预判。截至目前，《追龙

2》在豆瓣电影的评分为 5.8，猫眼的票

房预测为 2.9 亿，而《追龙》对应的数

据为 7.2 和 5.8 亿，如果忽略国庆节与

端午节档期的差异，《追龙 2》与《追

龙》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与好莱坞

主要依靠系列电影赚取高额票房的

经验相反，中国的系列电影鲜有成功

者，《追龙 2》正好提供了一个值得反

思的案例。

如果不刻意与《追龙》相比较，公

正而论，《追龙 2》从制作、表演、剧情、

场面、音乐各方面都算得上一部水准

之作，是一部各项指标都合格的商业

片，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拓展港片生

存空间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因为

有《追龙》珠玉在前，《追龙 2》不论在

资金投入上还是演员阵容方面都炙

手可热，重磅题材、全明星阵容、高额

投资、IP 资源，《追龙 2》实际上走了一

条类似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的路线，

这也是相对保险的一种策略。至于

何为“高概念”电影，好莱坞也没有一

个统一的意见，概括起来大致有这么

几点：一是故事情节非常简洁，按照

始作俑者巴里·迪勒的意思，应该能

用“一句话”概括；二是要有明星，角

色甚至专为明星量身定做；三是要有

IP 资源，最好是改编自知名题材，内

容家喻户晓；四是要有很强的制作技

术，追求画面的视觉冲击力；五是打

破类型界限，尽量扩大受众覆盖面。

用这几点来衡量，不论王晶、关智耀

是否有这种自觉，《追龙 2》都可以视

为一部“高概念”枭雄片或警匪片。

《追龙 2》其实与《追龙》没有任何

关联，不仅人物毫无关联，剧情上也

也无关涉，这种续集货不对板却硬要

利用前作来“导流”观众的策略，事实

证明并不明智，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

观众的失望情绪，如果直接用《贼王》

（香港已经有过同名作）或《世纪贼

王》作片名，观众的认可度可能会更

好。与典型的香港警匪片相比，《追

龙 2》的故事情节相对简单，可以概括

为龙志强绑架贺不凡失手以及何天

以何子扬之名卧底失败，为了增加戏

剧性，结尾安排了两次反转，一次是

何天的卧底其实早被识破，另一次是

博士的行为动机从复仇转向独吞赎

金。故事情节简单，单线推进，不仅

节奏容易控制，也给人物塑造、细节、

大场面表现留出了空间，所以这部枭

雄片不仅文戏充分，绑匪、警察人情

味十足，而且加入了动作、追车、拆

弹、爆破、香艳等多种香港商业片元

素，一方面弥补了影片悬念性的不

足，另一方面也是想对香港警匪片加

以改造，以适应内地的市场环境。因

此，《追龙 2》在气质上与以往的香港

警匪片有了显著不同，不再是乱世枭

雄，兄弟情仇，黑白难辨，宿命无常，

而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自 1998 年张子强在关内被捕并

伏法以后，香港和内地以他为原型创

作 的 电 影 、电 视 剧 已 经 有 多 部 ，从

1998 年的《惊天大贼王》到 2016 年的

《树大招风》，对该题材不同风格、不

同角度的开发已经很充分，《追龙 2》

要想在这么多前作的基础上拍出点

新意，本身就是很难的事情。虽然故

事背景是九七回归之前港英政府统

治时期，但这种题材处理起来还是非

常敏感，因此《追龙 2》将两次成功实

施的绑架案以序幕的方式呈现，新闻

片一样的画面、凌厉的剪辑节奏，再

配以 Beyond 乐队的《我是愤怒》，上世

纪 90 年代的感觉扑面而来，人物出

场、背景交代也同步高效完成，这种

处理方式还是值得称道的。接下来

从容表现一桩被卧底监控的绑架案，

并且把绑架对象贺不凡做了脸谱化

的处理：三房太太，子女成群，却仍然

拈花惹草，最终引火烧身，成为龙志

强围猎的对象。《追龙 2》这种情节、人

物设定削弱了故事的现实指涉性，以

娱乐性替代社会性，从而规避了各种

可能的干扰因素，保证影片顺利上

映，这体现出王晶深耕内地市场的生

存哲学。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单纯以

经典港片的标准来看《追龙 2》，评价

难免偏激。

作为一部单纯的商业片，《追龙

2》值得以轻松心态在影院消磨一段

时光，可如果纵向、横向稍微做一下

比较，对剧情、人物回味一番，《追龙

2》的平庸甚至敷衍之处又非常明显，

最大的问题还是剧情。首先是卧底

的可行性。卧底是香港警匪片最常

见的角色类型和剧情设定，但《追龙

2》中不论卧底人选还是剧情设定都

非常突兀，很难设想警方会如此草

率，龙志强会如此轻信。虽说可以用

结尾的剧情反转来解释，但一个乱世

枭雄，能够容忍一个卧底警察在身边

为我所用，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这符

合人物性格，那他就应该是近似雷洛

那样的枭雄，而不是贼王。为了制造

悬念渲染紧张气氛，影片强化了绑架

犯罪手段中作用并不突出的爆炸装

置，这也使得叙事偏离核心，因为对

于绑匪而言，最重要的筹码是人质，

而不是爆炸装置，如果只是为了控制

何天，既然对他了如指掌，用爆炸装

置控制反倒是下策，因为如果何天炸

死了，不仅赎金无法拿到，还会招致

警方的无情打击。另外，结尾让龙志

强驾驶运钞车入关，然后广东公安在

高速公路上展开颇具仪式化的抓捕

行动也不合理。因为之前何天拼死

从龙志强、博士手中抢过运钞车，显

然是为了保护 10 亿巨款，怎么会在关

闸拱手让给龙志强？即便认为龙志

强插翅难逃，但也存在车辆起火烧掉

巨款的可能，这种刻意的情节安排，

破环了人物动机的一致性和叙事逻

辑连贯性，是《追龙 2》用力过猛的地

方。《追龙》通过叙事上的闪展腾挪把

跛豪、雷洛两个乱世枭雄塑造的有情

有义，让人耳目一新，与前作相比，

《追龙 2》在叙事上就显得有些随意。

在与刘德华、甄子丹成功合作了

《追龙》以后，王晶又力邀梁家辉、古

天乐、任达华、林家栋四位影帝加盟，

清一色的影帝足见王晶对这部片子

的重视，但这个阵容也透露出香港电

影界后继无人的困境。《追龙 2》拍摄

时，任达华 63 岁，梁家辉 60 岁，古天乐

48 岁，林家栋 51 岁，这个阵容拍摄警

匪题材，肯定是力不从心。虽然各位

影帝凭借过硬的演技较好地完成了

人物创作，也试图在正邪之间实现突

破，但总体而言，并没有特别出彩的

地方，古天乐饰演的何天与林家栋饰

演的博士联手，把梁家辉饰演的龙志

强的戏份抢走不少，使得影片不太像

一部枭雄片。梁家辉在接受采访时

一再强调，龙志强是一个普通人，他

也按照普通人的定位去创作，所以银

幕上的龙志强多数时候温文尔雅，对

兄弟、对手下威严又不失关爱，只是

在关键时刻凶悍毕露，杀伐果决，是

一个很另类的枭雄形象。但由于张

子强本人形象传播得太广，外形、年

龄、气质各方面都对不上号的梁家辉

版“贼王”观众认可度并不高。古天

乐对卧底警察角色可谓驾轻就熟，对

何天的把握也游刃有余，但因为角色

本身比较模式化，又过分突出对妈妈

的责任，导致何天这个形象比较概念

化。林家栋演配角功力深厚，博士的

戏份虽然不多，但角色气质与言行比

较统一，反倒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任

达华在里面主要起串场作用，可发挥

的余地很小，但任达华与梁家辉、古

天乐、林家栋一起，形成一种合力，支

撑起了这部剧情相对薄弱的港味警

匪片。

总之，虽然《追龙 2》存在这样那

样的不尽人意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

及格线以上的港味警匪片，不宜简单

的归入“烂片”回潮之列。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教授）

根据 2016 年热播同名网剧改编

的电影《最好的我们》伴随着高考

大军的解放“出笼”，6 月 6 日提前

上映。文本出自青春文学作者八

月长安的同名长篇小说，以振华高

中为背景，讲述了耿耿与同桌余淮

高中三年的校园故事及大学毕业

后横跨 10 年的悲欢离合。

“没有人永远青春，却永远有人

正青春”。文学中，青春是永恒的

主题，也是我国年轻影视导演初试

啼声的试金石。自赵薇《致我们终

将逝去的青春》拉开了回忆杀的大

幕，《同桌的你》、《匆匆那年》、《左

耳》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就

连大导演顾长卫也在 2018 年拐进

了青春的战队，大声的喊出《认识

你真好》。在早期的青春解读中，

创作者和观众都曾深陷堕胎打架

等荷尔蒙的冲动，一度被称为狗血

的青春。近年逐渐回归理性，青春

正以纯真的面目示人。网剧热播

在前，《最好的我们》拥有一众年轻

观众。陈可辛曾乐观地认为，网剧

是电影人未来的出路。聚焦年轻

文化，得年轻人者得天下。从上映

后的网评看，对电影版持惊喜态度

的不在少数，不满的人群多对网剧

中刘昊然扮演的余淮和谭松韵扮

演的耿耿，有着先入为主的执念。

电影压缩了网剧中徐徐不疾的叙

事 ，让 10 年 的 纠 葛 在 2 小 时 中 讲

完，没有宏大叙事的负担，安分守

己的呈现出中国人都曾历经的高

中生活，“勤勤恳恳学习、认认真真

刷题，情窦初开，隐蔽、细腻、偷偷

摸摸还有内心盛大的独角戏”。

上映 4 天，累计票房 1.72 亿，作

为一个小清新的青春 IP，从原生小

说到网剧、漫画（漫画平台人气值

达到 37.39 亿，评论数超过 13 万）再

到电影改编，通过作品累积，实现

IP 覆盖面的增加，俨然已具备了不

同媒介的传播度，作者、网站、电影

出品方也都实现了自身品牌效应

的叠加。相似的套路已不新鲜，喧

哗声中转念思考，是否还有拓展的

空间？

比如舞台。

远观美国。影视联袂舞台在好

莱坞与百老汇早不新鲜，媒介的发

展、更迭与创新，呼唤着多层传播

形式的融合与产业共生，跨界、跨

媒介势在必行。笔者曾在访学纽

约期间，观摩和走访了三十余部百

老汇热剧，其中大多与好莱坞电影

共享 IP，协同叙事，用多元化的艺

术 形 式 将 内 容 营 销 的 效 果 最 大

化。好莱坞与百老汇向来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百老汇大热的剧作

总能在好莱坞找到孪生兄弟。迪

士尼经典《阿拉丁》、《狮子王》、《冰

雪 奇 缘》，斯 皮 尔 伯 格 的《猫 鼠 游

戏》；《修女也疯狂》；《蜘蛛侠》、《哈

利波特》、《妈妈咪呀》……数不胜

数。影院和剧场，谁先出发就先行

一步，东西海岸在经典 IP 的共享上

从不掉队，票房双赢。在表现手法

上，电影的叙事和剪辑效果更符合

现 代 人 的 心 理 节 奏 和 跳 跃 式 思

维。音乐剧舞台需基于稳定的故

事线索，通俗易懂，主人公独挑叙

事大梁，人物谱系相对简单。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近年分别引

进 了 百 老 汇 经 典 音 乐 剧《红 靴 皇

后》和《摇滚学校》。两部与青春和

梦想有关的剧作都是电影版本在

先，积累了足够的视线和话题后，

适时推上舞台，大获成功。《摇滚学

校》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典型好莱坞

的励志故事：梦想成为摇滚巨星的

乐手杜威，被乐队踢出、被唱片店

辞退、被催缴房租，直到有一天，他

在阴差阳错中假扮朋友前往一所

私立初中做代课老师。在那里，他

发现了孩子们的音乐天分，在一个

保守校长和一群望子成龙的家长

眼皮底下，他带头“不务正业”，一

支充满青春朝气、自由张扬的摇滚

乐队就此诞生。电影讲述了自由

和 反 叛 、成 功 、自 我 价 值 、亲 子 关

系。提取出了主人公的故事，舞台

上的孩子们在摇滚的外衣下，用音

乐的舞台形式完成了复杂社会议

题的自我探讨。《长靴皇后》电影上

映于 2005 年，是一个发生于英国中

部小城北安普顿的从“做鞋子”引

发的“做自己”的真实故事。8 年后

登上音乐剧的舞台时，用激发情感

共鸣的方式向年轻人发出了热情

友好的鼓励：听从内心的声音、坚

持自己的方向，就有可能成为自己

喜欢的样子。

电影《最好的我们》人物关系简

约，事件线索清晰，剧情设置颇有

舞台节奏的既视感。主要人物“学

渣”耿耿、“学霸”余淮、简单、贝塔、

徐延亮、班主任。人物对白看似缺

乏深刻，却也避免了为赋新词强说

愁的冗余感。入学找班级时，男女

主人公初次见面，余淮发现两个人

的名字连起来是“耿耿于怀”；余淮

说一眼就看出耿耿不是成绩好的

学生，“因为你包书皮啊”；耿耿听

不懂老师讲课，又不好意思举手发

问，余淮就举手跟老师说自己听不

懂，让老师再讲一遍……音乐剧讲

究简化剧情，剧本尽可能地将复杂

故事情节简约化，以便在压缩情节

叙事、情感描述、戏剧冲突的同时，

为音乐、舞蹈等其他艺术元素提供

广阔的舞台表演空间。电影中铺

满了旋律清新的歌曲，耿耿第一次

看到余淮篮球场上的飒爽、余淮雨

中拉起失恋的同学、耿耿余淮在歌

咏比赛中用歌声传情等桥段，在时

空自由的电影中颇有强行煽情之

嫌，但确是音乐剧用来叙事不可多

得的唱段。

舞台、电影都不乏经典。成就

经典的前提是充分表达历史或能

让 历 史 在 当 代 语 境 中 新 义 不 断 。

电影可以让历史定格在胶片，戏剧

却能够用复排、轮演等手段常演常

新，具有更长的生命力。导演演员

的变化、舞美的翻新、故事主题中

时代意义的重新阐释，让戏剧作品

在不同的阶段甚至在多年后上演，

仍然带给观众焕然一新的感受。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一线

城市的舞台剧市场发育良好且增

势迅猛，正在成为市民影院之余的

重 要 消 费 空 间 。 几 年 前 ，北 京 约

2000 多万人口中，常年观看舞台剧

的人口仅 20 万左右。上海 2500 万

常住人口中，常年观看舞台剧的人

口只有约 10 万，其他二线城市的舞

台剧渗透率则更低。聚焦音乐剧

市场，《2014-2015 中国商业演出票

房报告》数据显示，音乐剧观众人

数 在 各 类 型 演 出 观 众 中 占 比 为

4% ，是 各 演 出 类 型 中 占 比 最 少 的

种类。市场犹如亟待开发和深耕

的 金 矿 。 2015 年 2 月 ，致 力 于 做

本土音乐剧的北京七幕人生文化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获得黎瑞刚掌

舵 的 华 人 文 化 产 业 基 金 (CMC)

3000 万元的 A 轮融资。当时黎瑞

刚坦言，投资音乐剧公司的战略意

义远大于短期获利，其出发点在于

吸引更多的青年消费群体，实现国

内一二线城市演艺市场的转 型 提

升 。 近 两 年 来 ，他 山 之 石 成 功 攻

玉 ，以 往 被 战 战 兢 兢 引 进 的 国 际

一 线 在 演 剧 目 ，脱 离 了 仅 供 业 界

观 摩 的 窘 境 ，常 常 被 报 以 票 房 爆

满的厚待。

自信正在提升，中国原创舞台

剧一方面加紧提升表演技巧，电视

媒体热播综艺不遗余力的发掘和

推动好演员的制造。内容创作虽

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开始在电影与

舞台的 IP 共享中寻找契机。2015

年，开心麻花推出了首部电影，相

继参与出品了《李茶的姑妈》、《羞

羞的铁拳》、《夏洛特烦恼》、《西虹

市首富》等 6 部电影作品，每一部影

片的票房均在亿元以上。首部电

影作品《夏洛特烦恼》的背后，共有

4 家出品方和 2 家发行方；《羞羞的

铁拳》，仅出品方和联合出品方就

有 13 家，是此前《夏洛特烦恼》的 3

倍。电影成功后反哺戏剧舞台，票

房也得到了相应的带动。

静观今天的剧场，颇有些千禧

之交的电影景象。上世纪末，《泰

塔尼克号》等一众海外大片打开了

中国人的视域。随后不久的新世

纪初，国产《英雄》成功开创了中国

电影工业化生产的新格局。舞台

上外方唱罢我方登场，一派大有作

为之势。就连德国最重要的电影

导演维姆·文德斯也首度跨界登上

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执导了比才早

期的歌剧《采珠人》。在这部作品

中，他充分运用电影化的叙事手法

和调度功力，以独到的审美视角破

界走上舞台，让这部险些被大众遗

忘的经典重焕光彩。此处仅以电

影《最好的我们》抛砖引玉，期待看

到更多的舞台与电影联袂之举，共

享 IP，借势发挥，讲好新时代的中

国故事。

让我们展开想象，拭目以待。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创意学院

教师，纽约城市大学访问学者）

电影与舞台联袂的延伸想象
——从《最好的我们》说起

刘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