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剧卜维从创作的时代性角度

出发，为大家推荐了两部国产影片，

分别是《上车走吧》和《穆斯林的葬

礼》。

▶《上车走吧》

影 片 讲 的 是 2000 年 左 右 的 事

情 ，呈 现 了 特 别 早 期 的“ 北 漂 ”生

活。两个农村青年到北京打工，他

们承包了一辆小巴在当时北京特别

有名的一条线路跑运输，全片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

世纪之交，北京发展很迅速，吸

引了全国大量流动人口来实现他们

的梦想、见识心中的大城市，但真正

到了这里却发现一切都与他们想象

的不同，于是只能互相鼓励。影片

中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也不断受挫，

他们一直在抗争和妥协。最终，两

个好朋友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

一 个 回 到 家 乡 ，一 个 继 续 留 在 北

京。整个影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强烈的时代比喻。很多时候，电

影创作者需要创作一个寓言性的故

事，需要非常准确地捕捉到那个时

代的特性。

我们现在回看这部电影可能会

觉得这个故事和它传递的一些价值

有些过时，但是当你回想那个时代，

就会发现这部电影对整个社会的把

握非常准确、非常敏感。它的启发

意义不在于镜头语言或是故事，它

的价值更多在于对时代性的把握和

讲述。如何精准捕捉一个具有现代

性的时代寓言，是我从这部电影里

得到的一些启发。

创作者怎么把你所处的时代进

行非常浓缩的凝练，然后把它运用

到一个虚构的故事当中，体现你想

要体现的时代性并做出一个时代性

的寓言，这是我认为这部影片的价

值所在。

▶《穆斯林的葬礼》

这部电影高度还原了小说，我想

推荐它的原因还是由于它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影片讲述的是解放前一

个穆斯林小男孩，当学徒学做玉器，

手艺慢慢精准之后，跟他师父和整

个京城玉器行之间的一些情感瓜

葛。战争来临、解放之后，他的个人

追求和他的传统价值观在大时代下

必须做出妥协和退让。

影片男主人公是一个非常具有

中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人。他

认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对玉器

手艺精益求精的追求，都非常具有

中国的传统价值，可是他对爱情和

家庭的追求又受制于这种传统价

值。影片非常具有时代性，主人公

所对抗的假恶丑实际上是来自于社

会道德、婚姻观念、政治变迁所造成

的压力，于是那种传统价值与个人

追求之间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压迫，

他在不断进行自我抗争。从这个角

度来说，片中的人物也非常具有时

代性。也就是说在小说诞生的年

代，作者也做了一个时代的比喻，即

我们背负着很多传统价值和传统意

义，但在新的时代变迁下，我们究竟

是选择妥协，还是抗争出一条个性

化的道路。这是关于那个时代的社

会性比喻和社会性话题。

通过看两个不同时代在关键时

间节点上的作品，我们能感受到在

创作当中，创作者需要非常敏锐地

抓住时代性。所谓的时代性其实就

是一个现代性的比喻，就是任何当

下的人都是当时人物和当时社会关

系的一种比喻。

我推荐这两部作品，是因为它们

至少让我看到了时代性的重要性。

回顾以前在重要的时代节点当中的

一些反映时代性的作品，能够提醒

我，在此时此刻和未来的创作中，一

定要深刻把握住这种时代性、现代

性，进而做出一个无愧于当时代的

比喻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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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卜维荐片：《上车走吧》《穆斯林的葬礼》
创作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青年电影人卜维、许磊推荐6部影视作品

创作者要关注时代、感悟生活

本期影人荐片邀请到了青年编剧卜维（代表作《天·火》、《冰河追凶》）和青年导演许磊（代表作《天上的孩子》、《青玉》），他们从各自的观影旨趣出

发，为大家推荐了6部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上车走吧》、《穆斯林的葬礼》、《撞车》、《利刃出鞘》、《隐形人》、《王国》。

在访谈中，卜维提出“创作要体现时代性”，他摸索出的五条商业电影票房成功法则也非常值得关注。许磊导演则在一部部作品的积累中感受到

“创作品质的提升不仅来自于视听语言，更取决于创作者对生活的反思和感悟”。

《穆斯林的葬礼》

编剧：霍达、张翠兰

导演：谢铁骊

主演：王诗槐、盖丽丽

史兰芽

《上车走吧》

编剧：马晓东

导演：管虎

主演：高虎、黄渤、陈宁

孙艺菲、姜彤

十余年的海外留学经历，让

卜维在创作中具有国际观瞻、

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

传达，对于“时代性表达”更有

着他独特的追求。“我们已经处

在 一 个 价 值 融 合 和 冲 撞 的 阶

段，这是我们的时代性。我要

以我的方式传达中国价值。这

种价值不限于某种类型，而是

你表达的一种政治观点、民族

形 象 。 在 国 与 国 的 文 化 博 弈

中，我们需要融入博弈、体现自

己的声音。”在创作中关注时代

性是卜维传达价值观的方式，

他将电影创作过程称之为“写

寓言故事的过程”。

从一部电影的构思到上映，

中间可能经历几年甚至是十几

年时间，一旦创作者对时代性

的把握产生偏差，那么影片上

映后则将面临过时的风险。“创

作者一定要高瞻远瞩，作品要

能够适应时代和未来跨度，要

涵盖着对人性和社会的比喻，

囊括着对未来的预测。”卜维认

为，唯有寓言故事能够适用于

任何时代，能够抓住人性和事

物的本质，“好作品一定要有预

判性，它是抓住人性本质的一

些预判和寓言，是一种非常准

确的、具有时代性和未来观瞻

的比喻。”

日常生活中，《我爱我家》和

《诺丁山》是卜维家点播频率最

高的两部影视作品。它们带来

的熟悉感和陪伴感让卜维觉得

安 心 ，“ 这 些 内 容 我 们 太 熟 悉

了，有时候只是作为背景音放

着 ，就 能 给 人 带 来 一 种 陪 伴

感”。

电影的陪伴感背后，是作品

的工匠品质，是类型的原始魅

力，也是卜维追求的职业态度，

“这两部作品都没有特别强烈

的作者风格，一个情景喜剧、一

个爱情片，都是非常典型的类

型产品，那些隐藏自己锋芒、不

占据观众生活中心的创作者是

我推崇的影视创作者，我欣赏

他们的职业态度。”

在卜维的职业道路上，清晰

明了的类型是他一贯的创作特

点。无论是悬疑犯罪影片《冰

河追凶》还是灾难片《天·火》，

都有着非常规范的类型架构。

卜维对类型创作的偏爱或许就

像 他 对 海 明 威 作 品 的 喜 爱 一

样，因为二者都“简单、直接、不

废话”，同时也都“精炼准确”。

“好故事不等于成功的商业

电影”，卜维总结出了商业电影

卖座的五大要素，他将之称为

“商业电影票房成功荣荣耀峡

谷之 5 连杀”。“符合这五个口诀

的所有商业片一定会获得商业

成功，无一例外。”卜维说。

第一点，要具备全世界所有

人都不曾看到过的视觉体验，

不一定非得是视效，也包括特

殊的情节、特别的矛盾。

第二点，全世界所有人都能

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包括亲

情、友情、爱情等人性共通的情

感关怀和情感体验。

第三点，推动故事的真正内

核是假恶丑，假恶丑越真实电

影才会越真实，电影的深度也

取决于假恶丑的深度。美和丑

是共生的“双生花”，让主人公

克服什么样的人间丑陋，才会

体验到什么样的人间大爱。

第四点，现代性。影片中的

现代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

谓现代性就是指现代社会和现

代人之间的关系。而且现代性

一定是当时代的，是有未来观

瞻的，是一个比喻性的寓言式

的故事。

第 五 点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一

点，就是要有一点点运气。前

面四个条件可以都不满足，一

部 电 影 最 终 可 能 也 获 得 了 成

功，靠的就是这一点点运气，这

也就是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

在天。

在追求“商业电影票房成功

荣荣耀峡谷之 5 连杀”的过程

中，卜维恪守职业编剧的职责，

按照委托方要求，在限定主要

人物的性别、数量，以及主要情

节点和时间点走向的前提下进

行类型化、技术性的创作，“提

供对方想要的情节和可能性，

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在商业类型片的世界里，卜

维将编剧比喻为“职业杀手”，

谈论杀手的地位没有意义，杀

手更应该在意的是如何依靠自

身职业技能为雇主完成任务，

“如果委托方需要在 15 分钟内

完成一场从火山点开车下山的

逃跑戏，那编剧要做的就是提

供合情合理、紧张刺激且在预

算内的方案。”

面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

现的“提高编剧地位”的呼声，

卜维显得非常冷静，“市场供求

关系决定了编剧的地位和剧本

的价格”，卜维奉劝初出茅庐、

鲜有人问津的新编剧提升自身

价值、改变供求关系，“年轻编

剧要想改变自己的话语权，就

得用心改变供求关系，当市场

对编剧的需求变大，编剧话语

权自然随之提升。”与此同时，

认知到“电影本身是一场多人

合作的接力赛”对于编剧来说

也非常重要。

在卜维的创作经验中，电影

的工业化本质决定了它需要多

人、多部门的合作最终才能完

成，在此过程中，编剧应该尽力

融入其中，“成为大家的共犯”，

“电影创作中需要各个部门合

作、碰撞、博弈和妥协，我愿意成

为大家的‘共犯’，与大家一道参

与其中，共同登上‘黑珍珠号’去

寻找传说中的宝藏。”

（下转第12版）

◎卜维：创作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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