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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来

成为热词。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哪些元素、符号、精神、价值，

是来自于传统又能圆融自洽地生

长于当代？如何识别哪些属于糟

粕，应当摒弃，哪些属于精华，应当

继承？电影如何对精华部分进行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章题

目起得很大，所涉问题又太深，所

幸有文本分析、类型分析、文化分

析工具在手，且拿《古董局中局》开

刀，投石问路，抛砖引玉，还请众方

家指教。

电影与古董确有相似之处：文

化行当，鱼龙混杂，好（真）坏（假）

难辨，投资风险极高，有打眼的，有

砸浆的，也有鉴宝的，二者都极度

重视圈层人脉。顶级佳作的待遇

也都像皇冠上的明珠，归宿都是永

久收藏与广泛展示——电影放映

与文物展览都叫 Exhibition。用电

影作为媒介来讲古董界的故事，确

实是绝配。而这个搭配，也确实已

经自成一派，好莱坞寻宝探险片的

百宝园中，不乏《印第安纳琼斯》、

《国家宝藏》、《古墓丽影》等系列 IP

珠玉在前，国产电影也有质量上乘

的《寻龙诀》在当年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大杀四方”。

当然，还要正视一个我们特有

的问题：自《神秘的大佛》、《夜盗珍

妃墓》以降，伴随着《十二生肖》、

《富春山居图》、《天脉传奇》、《盗

墓笔记》、《九层妖塔》等一众夺宝

探险（盗墓）片的关于传统文化过

度娱乐化的批评。说得再直白一

些就是：盗墓（盗宝）还能不能拍？

能拍的话，怎么拍？不能拍的话，

这个类型要在题材上怎么突破？

《古董局中局》从选材上给了

一个灵光乍现：谁说非要盗呢，鉴

不行吗？盗的着眼点偏重武戏，鉴

的着眼点偏重文戏。文戏里最吸

引的人是哪种？无疑是悬疑。决

定一部作品的深度和格局的，就是

疑点的设置。小说《古董局中局》

中 的 五 脉 ，就 像 秤 杆 上 那 定 盘 的

星，古玩行业里的真真假假，全靠

着明眼梅花扛鼎掌眼。而电影行

业里的定盘之星，现阶段里最客观

的，恐怕也就是票房了。毕竟，电

影是一门大众艺术，与小众收藏不

同，市场总收入是老百姓们用钱包

投票选出来的结果。平心而论，电

影《古董局中局》目前的票房，与这

个 IP 的巨大影响、卡司的强大阵容

相比，确实差了那么点意思。但这

片子的成色、诚意，又相当的分量

十足。问题在哪呢？就在疑点的

设置。

表面上看，疑点在一个又一个

古董，而实际上，疑点在一个又一

个古董背后的人。与偏重夺宝、盗

宝的影片相比，偏重鉴宝的《古董

局中局》，实际要做的是穿越历史

迷雾，找到佛头真相，为许家拨乱

反正。然而从大量关于影片的讨

论中可以看到，许家三代人的精神

谱系，在《古董局中局》中并没有让

观 众 获 得 完 整 清 晰 合 理 的 解 释 。

也就是说，疑点的设置与解答，本

应伴随着人物动机的合理与共情，

从而实现许家文化遗产的传承与

弘扬。但由于观众无法理解佛头

为何要送给日本、父亲为何抛下孩

子 独 自 寻 找 佛 头 ，也 就 使 得 许 一

城、许和平两个人物没有立住，到

了他们的后代许愿，能说出口的，

也就只剩家国大义这样不接地气

的空中楼阁。

为了搞清楚原著中的人物逻

辑，笔者重读了马伯庸的小说。关

于祖父许一城，从他生前好友付贵

的评价中可知“那家伙的性格我最

了解了，生平一恨糟蹋文物，二恨

洋人夺宝，经常感叹国家弱小，文

物都得不到保护。当初孙殿英炸

开慈禧墓，把他给气得差点没背过

气去”。关于父亲许和平，他夫妻

二 人 经 不 住 文 革 迫 害 ，投 了 太 平

湖，但将佛头资料交予了姬云浮，

因为“他认为像我（姬云浮）这样纯

粹出于兴趣才来调查的人，没有历

史包袱，比他更适合保管真相。于

是他倾囊所授，把几乎所有资料交

托给我，并说很高兴让许一城这件

悬案变成一个单纯的历史研究课

题，而不是家族恩怨”。

可见，这是一个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都坚守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精

神的家族，这一精神用四字概括就

是“士志于道”。“道”，即他们抱持

的 关 于 社 会 秩 序 、文 化 理 想 的 信

仰 。 在 许 一 城 的 年 代 ，国 破 山 河

在，“道”是以死相抵也要设下迷

局，保住国宝。在许和平的年代，

传统文化遭受巨大破坏，“道”是希

望还历史研究以科学待遇，摒弃个

人恩怨。在许愿的年代，改革开放

之初，“道”是希望正本清源，拨乱

反正，去伪存真。“五脉传承久远，

掌的是整个古董行当的眼，定的是

鉴宝圈的心。”明里是在讲五脉和

古董圈，实则讲的是老祖宗一代又

一代传下的中华人文精神。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

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

事业。”具体到《古董局中局》中，许

家三代坚守的“道”，应是电影表达

的主题；鉴宝破局的过程，则是叙

事中的“器”；人物性格与事件产生

的互动，可看作“变”；全片通过人

物与叙事给观众带来的影响，就是

“通”。小技不修，则大道不彰。如

若鉴宝、寻宝、夺宝的一系列情节，

没 能 澄 清 根 源 疑 点 ，文 戏 的 吸 引

力，就会大打折扣。而又因为题材

自身特质，武戏也很难生编硬造出

奇 幻 瑰 丽 的 场 景 、惊 险 刺 激 的 闯

关。尽管在《古董局中局》中，寻宝

片 应 有 的 要 素 一 应 俱 全 ，神 秘 宝

物、密码破译、地下洞穴、隐藏机

关、复杂线索，还有诸多其他寻宝

片中不曾见过的特色，比如对 90 年

代民间世情那富于生猛活力的还

原，但仍然不免仍显守正有余、创

新不足。

最后，让我们重回《古董局中

局》佛头大案那段历史时空：清末

民初，中国门户大开，西方在中国

进行掠夺式的古董搜集，中国军阀

混战，自顾不暇，于是日本学界提

出“支那已经没有资格继承中华古

老文明，只有日本有责任挽救这一

切”。世事变迁，转眼已是第八个

国家公祭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 来 、富 起 来 到 强 起 来 的 伟 大 飞

跃, 签 订 的 RCEP 协 议 将 于 明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关于中华文化继

承权的问题，已不再是问题，而关

于如何传承好、弘扬好我们的优秀

传统文化，相信也不能再仅仅依赖

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文/汪忆岚

《古董局中局》：

中国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谈谈“低成本创新”
作为产业的战略

什么是“低成本创新”？一般谈

到创新开始都不可能高成本投入，

因为高成本意味着高风险，而高风

险不适合资本担当。

资本是直驱高利润的可能性而

去 的 ，创 新 本 身 就 是 冒 风 险 的 事

情。而且任何高投入都会是看准了

产品对于产业、行业的核心所在，资

本相信这必然是一项颠覆性工程。

而创新并非一开始就直奔颠覆

产业行业的主题，相反，创新有可能

就是从产业行业的边缘出发开始。

边缘的意义有二：低附加值的

产品与技术，市场份额无足轻重。

但是，正是在这两块领域，创新悄悄

地开始，并且创造了也是两样很重

要的东西，一是市场的可能性被各

种发现，一是边缘自有通往核心的

径道。

上个世纪中国电影市场最有生

气的现象并不是资本的进入，而是

资本进入之前的电影营销创新，是

尚无资本支持的中国电影市场的低

成本创新。

1994 年的时候，长春电影制片

厂有一部成本低到无法想象的影片

《一个独生女的故事》，谁也不会想

到这部只有 76 万元投资的电影，经

过广州“三剑电影学社”的策划营

销，在全国市场创下了票房口碑纪

录 ，在 没 有 全 国 市 场 票 房 纪 录 的

1974 年（全 国 票 房 纪 录 全 年 度 从

1995 年进口大片规模引进开始）成

为国产影片的“黑马”。

以广州而论，当年的票房就有

80 万元，这个概念是指当年一个中

心城市近乎最好的纪录。

广州“三剑电影学社”由广州市

电影公司宣传科长周俊杰、珠江电

影制片公司高级编辑祁海和广东省

电影公司宣传科副科长赵军组成。

他们信奉“既要成功，也要轻松”的

创新原则（祁海语）。

这个低成本电影当时的市场策

划做了什么样的创新呢？最大的创

新是选择。营销最大的努力不在使

劲上，因为选择大于奋斗。而选择

是最聪明的奋斗。选择也是奋斗的

第一步。

广州“三剑电影学社”做的每一

部影片在策划流程中都把选择放在

第一，即做哪一部影片？做不做这

一部影片？不是什么影片都要去

“策划”、“营销”的，三剑学社总共做

了数十部国产影片，每一部都获得

成功，每一部都震撼了本地乃至全

国市场，而每一部都是巧干放在第

一，而巧干的第一步便是选择。

选择的第一步则是不放弃对于

低成本的影片的重视，而且“三剑”

做的影片大部分都是低成本影片，

《一个独生女的故事》的选择就是从

一部人们都忽略的“小片”而进入到

了“三剑”视野的。

“三剑”为何瞄准这部小片？因

为发现它有足够的卖点，有市场需

要的接地气内容，有“三剑”自己熟

悉的思考和熟悉的招数存焉。

也有很重要的一点，“三剑”相

信做好这部影片并非意味着要很高

的投入，希望也相信只需要用很低

的投入，就可以令这部影片起死回

生——当年在广州市场上《一个独

生女的故事》首轮上映票房只有八

万元。

于是“三剑”首先从海珠区一家

小学四年级一个班写作文入手，动

员老师带领同学们看了这部影片，

写出了这部影片全市第一批观影文

章，而且是小学生的观影文章。

整个操作是学校老师完成的，

“三剑”只是作了牵针引线的工作。

这批作文首先引起了全校老师的注

意，接着就是全校除一二年级外全

部陆续观看了这部影片，创造了为

一 部 影 片 全 校 学 生 写 观 后 感 的

纪录。

影片讲述的是青岛市一位全国

十佳少年杜瑶瑶的事迹。在母病父

亡、家境陷入极端困顿的情形下，九

岁的小学生杜瑶瑶勇敢挑起了照顾

病母的重担，并且坚持努力做到了

学习成绩门门优秀！

影片的三大意义和同学们的观

感迅速在全市中小学当中发酵。三

大意义是：亲情孝心的教育濡染、少

年励志顽强不屈、勇克难关的时代

精神（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形态

转型当中，无数家庭需要承受巨大

的压力）。

这一切都表现在一篇篇尚是小

学生们的文章当中，它们的意义已

经超出了学生、学校、教育局关注的

范畴，而成为了全社会的热点。

《一个独生女的故事》在当年的

中外影片中，开始是非常边缘化和

低附加值的影片。“三剑”操作的时

候已经首轮结束、刀枪入库。

“三剑”一个活动接续一个活

动，譬如，全校师生给远在青岛的杜

瑶瑶去信，鼓励两地相隔遥远的杜

瑶瑶，表示向她学习，寄去各种生活

学习用品。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与市教育

局联动，再次推动影片作为儿童家

长过节影片；在报纸上用致家长们

的一封公开信作为软文代替一般广

告；请家长们出席观影活动座谈会，

发动个别单位提前积极包场开展干

部职工和子女一起观影等等。

首发的广州羊城电影院当月票

房最高就是这部影片！不要说低成

本影片没有“搞头”，也千万不要说

低成本影片搞起来一定千难万难。

“三剑学社”就是这样把这部连长影

厂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影片轻松而快

乐地做成功了。

低成本创新在四个方面创造了

市场价值，一是使影片出票房，制、

发、放都获益；二是在低成本影片这

一产业环节赢得了经验和接地气的

成功模式，后来很多中小影片无不

仿效“三剑”主动为中小成本影片策

划市场运营，国产片市场无数的复

制，使得产业积小胜为大胜。

三是实现了从无人竞争的低附

加值产品切入而逐步进入高附加值

影片的营销核心，国产片宣传发行

的思想与技术含量都得到了提升；

四是中国国产影片市场发行力量迅

速壮大，中国市场化的影片宣发其

实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资本大举进入电影产业市场之

后，“低成本创新”的精神和精髓逐

渐被人遗忘了。人们动辄认为做一

件事情都必须投入高成本，结果低

成本创新渐渐无人问津。

现在选择低成本影片，使用低

成本手段，投入低成本资金，在营销

创新和行业其他创新中获取从低附

加值到高附加值的成功，然后通过

占据广阔的低成本市场而站稳产业

的高、中、低端，如此宝贵的经验做

法，很遗憾，只剩两个字：“罕见”。

低成本创新不是没有创新，如

上所述，恰恰本身就是创新，即从重

视大片的宣传营销开始，开发出了

体现电影宣发人员智慧的具有普遍

意义的电影营销。

只有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

才会催生出这样的低成本创新，而

其中很多手段，譬如策划传播活动，

活写广告和软文，抓住第一个营销

点，走好宣传的第一步，机智地利用

媒体推波助澜、添枝加叶、乘胜追击

等等，使一部部原来看不见票房曙

光的影片，一回回大获全胜。

低成本创新就是智慧加本领的

产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又提出

了“坚持自我革命”的要求，毫无疑

问，从依赖资本路径回到这一轮自

我革命，低成本创新就是一条行之

有效的经验之路。

中 国 电 影 产 业 绝 不 是 夕 阳 行

业，疫情再可怕也不能消磨电影人

的勇气和智慧，而互联网时代更为

低成本创新提供着更多更好的观念

和技术以及管理上的条件。

我相信今天的低成本创新还将

不同于往日的创新，但“低成本”则

仍旧是我们的致胜法宝，即“低成

本 创 新 ”会 一 直 成 为 我 们 的 制 胜

法宝。

■文/赵 军

在片方的宣传和推文中，正在

上映的《古董局中局》被定义为“年

度娱乐爽片”。“爽”只是一种主观

的感受，“爽片”并不指代某种特定

的类型或题材，它承诺的是影片提

供了“能掐住观众咽喉，一刻都不

松手”的故事，能带来舒适欢畅、痛

快过瘾的观影体验。

新近出炉的 2021 年初冬档中

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由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恩进

行），《古董局中局》是调查对象中

普通观众、专业观众评分差值最大

的影片（83.9/73.3），两极化的评分

其实暗示着爽/不爽的对立，或者

说《古董局中局》还是一部“夹生”

的“爽片”。

类型叙事和观众趣味

《古董局中局》的“爽”，首先是

在 叙 事 上 满 足 了 观 众 对“ 冒 险 夺

宝”类型的观影预期。乌尔善（《寻

龙诀》导演）总结的该类型必备环

节，片中完整齐备、各有对应。1、

动机（为爷爷和父亲洗冤正名）2、

证据（日本归还佛头是赝品）3、地

图（父亲留下的铜镜）4、密钥（郑家

村后山藏宝阁、废庙地宫）5、宝物

对 人 性 的 考 验（归 还 仪 式 真 相 大

白）6、逃出生天（治愈童年阴影）。

影片侧重于 2、3、4 环节，中间

穿插主人公许愿（雷佳音饰）与不

同势力争抢、智力/体力对抗的动

作戏，成为了本片的主要看点。从

与药不然（李现饰）鉴古董斗法、馗

市会沈爷、车站脱身、郑村遇险到

密室脱逃一系列的危机事件中，许

愿一直面对着逐渐增加的压力，身

处的环境从有规则的庙堂、弱肉强

食的江湖到不见天日的地下；失败

的代价也从比输赢上升到丢性命。

“冒险夺宝”故事的快节奏和

不断加码的惊险刺激之中，《古董

局中局》还杂糅了喜剧元素。付贵

（葛优饰）的油滑市井和黄烟烟（辛

芷蕾饰）的憨直豪放，既制造笑料

调节了影片的叙事节奏，也迎合了

互联网时代观众喜欢看段子、刷笑

话的观影趣味。

更为高明的是，《古董局中局》

把 握 到 了 当 下 社 会 的 大 众 情 绪 。

这种情绪在网络上被戏称“为国家

自豪，为自己伤心”，映射在电影中

就是“屌丝逆袭”的故事和《战狼》

大受欢迎。许愿的寻宝之旅，其实

就是一个古董圈的“屌丝逆袭”，他

仰攻的都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或

者暴力资源强大得多的对手；他为

爷爷的正名，也是以家国一体的方

式为屈辱历史的正名。所以在许

家爷孙三代悲情的人设背景之下，

许愿的两次暴力反抗最带“爽”，砸

碎石佛头，打了“权威”们的脸；砸

开玉佛头，打了日本人的脸。

真古董与假世界

作为主观的感受，“爽”其实是分

层级的，它可以是多巴胺分泌导致

的生理欣快，更需要强烈的心理满

足，比如情绪得到宣泄抚慰后的神

气清爽。正如韩国的《鱿鱼游戏》可

以成为世界性的“爽片”，从电影和

游戏中获得爽感有着类似的代入机

制，只有相信游戏是真的，才能全力

以赴玩下去；相信电影中的世界是

真的，才可能和人物情感认同、心理

共鸣。

在电影这种真实感极强的媒介

中，可信度可能是最重要、却也最容

易忽视的品质。《古董局中局》为了

求真，据说道具中有30多件真古董，

可惜的是，在细节上的较真没有为

影片带来真实的质感。这种质感来

自于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也

就是常情常理，如果剧中人物的行

为违背了这种准则，就需要铺设扎

实的原因和伏笔，或者说，给人物的

行为一个可信的动机，因为角色要

活在故事里。

《古董局中局》中的角色恰恰是

“反生活”的，比如许愿，穷困潦倒却

不用自己的本事去赚钱；比如黄烟

烟，明明知道找到佛头会让爷爷黄

会长蒙羞，还要义无反顾。他们是

功能性的，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工具。

营造真实感，其实是电影故事

成立最底层的逻辑，也是电影剧本

创作最重要的技巧。套用《华盛顿邮

报》首席影评人安·霍纳迪的说法，

“不能指望一部主流娱乐大片去传递

多么深刻的思想，但是，我们还是可

以理直气壮地要求这些电影做到有

原创性、制作优良、构思精妙。”观众

当然也有理由要求《古董局中局》打

造一个真实可信的“世界”，因为虚假

会让建构在故事“世界”里的“爽”，显

得格外做作和生硬。

这种“夹生”的观感，意味着这

部转化自小说 IP 的《古董局中局》，

是一个并不成功的案例。

IP的价值

在电影《古董局中局》之前，马伯

庸的同名小说已经改编出了3部网络

剧，是近年来大热的 IP。相较于《鬼

吹灯》中人鬼殊途的异世界、《盗墓笔

记》中阴森幽闭的陵墓空间，马伯庸

小说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兼具

现实感和娱乐性的文本。

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反复改编为

影视作品，当然有它志怪猎奇的奇

妙想象，更重要在于，这是那种被宏

大叙事所遗忘和遮蔽的普通人的故

事，所描写的是他们对社会影响的

痕迹。

IP 实质就是经过市场验证的用

户的情感承载，或者是说在创意产

业 里 面 ，经 过 市 场 验 证 的 用 户 需

求。“用户情感共鸣”是这个概念里

的核心元素，它不仅仅是一种符号，

而是知识产权和创意产业里面代表

的情感。

这是 IP 价值的基础，因共鸣而

汇聚了庞大的“原生粉丝”，依托不

同媒介渠道对原IP进行内容调整与

创新，再针对性地分散至不同的文

娱产业能够迅速生产出适用于市场

标准的产品形态（如电影、电视剧）。

IP 电影的本质就是把 IP 加以电

影化，作为一门讲故事的艺术，电影

基本/经典的叙事法则并没有随着

IP、“互联网+”等时代的到来而失

效。这是《古董局中局》带给我们的

启示，也是这部并不出色的商业片

值得被讨论的意义。

■文/虞 晓

《古董局中局》：

“夹生”的“爽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