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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热搜》以现实主义的利剑，

拨开网络世界的重重迷雾，直指扑朔

迷离背后的实情真相，它在中国电影

史上第一次如此深入地剖析网络舆情

的现状，从哲学的角度讲述真相的识

别，展现网络热点事件的点燃、发酵、

引爆的幕后故事，披露某些资本对网

络的操纵，歌颂在“流量为王”的大潮

中良知的坚守。

影片的现实主义利剑首先指向真

相的营造，它让观众亲眼看到女生张

小穗将另一女生推下楼梯，在“霸凌”

的标题的煽动下，一下子点燃内心的

怒火，对推人的张小穗义愤填膺，网络

的声讨浪潮立即扑向这位“霸凌女

生”，女生旋即跳楼自杀。在复杂的调

查下，才知道真相是张小穗被恒世集

团董事长王世民强奸，张小穗质问骗

自己去酒店的另一女生，不慎将其推

下楼梯……网络大号可以用各种技巧

阐释画面的意义，曲解画面的内含，影

片告诉观众，你用自己的双眼亲眼看

到的不一定是真相，网络大号可以用

各种手段改造真相、营造真相、操纵舆

论。女生可以被描述为霸凌者，也可

以被刻画成受害者，可以被美化，也可

以被丑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影片

通过触目惊心的披露，揭示了网络改

变真相的手段和能力。该片还提醒网

民，有时候我们看到的真实可能是部

分的真实，而非完整的真实，我们有可

能如同盲人摸象一般并不了解事件的

全貌。

《热搜》现实主义利剑第二个指向

是网络大号对公众情绪的操纵，影片

让实习生熟练地背诵出《妙想世界》观

众群的分析，其中百分之二十是容易

情绪冲动的群体，影片表现出某些网

络大号怎样利用这个群体，利用网民

的正义感，点燃他们的情绪，呈现了操

纵情绪的各种复杂技巧，这些技巧最

终导致了热火朝天的舆情浪潮，主创

从而提醒公众：面对一个热点或热门

事件，要保持理性和冷静，不要被利

用，被带节奏成为帮凶，不要迷失在

“热搜”之中。

影片现实主义利剑的第三个指向

是某些资本对舆论的最后操纵：资本

大佬王世民希望陈妙的《妙想世界》为

自己的罪行开脱，就让自己手下CEO

岳鹏给这个大号增加投资，陈妙不从，

就收回其股份，并将其开除，还威胁其

它帮助陈妙的媒体不得帮她发表揭露

真相的推文。

《热搜》现实主义利剑的第四个指

向是某些网络自媒体大号为了流量和

投资，毫无底线的颠倒黑白、造谣生

事，制造矛盾、为增加流量挑起冲突，

推波助澜、掀风起浪，起到及其恶劣的

作用。

影片反复出现《规则》一书的封

面，似乎是在暗示法治终将控制乱

象。在叙事过程中，编导采用三种叙

事技巧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首先

用惊心动魄的画面展开悬念，开篇起

始就呈现张小穗将另一女生推下楼梯

的画面，紧接着推人女生又跳楼自杀，

霸凌者为何成为受害者？故事首先激

发了观众的好奇心，然后层层剥笋，将

观众步步引向真相。

其二，影片用二元对立的戏剧冲

突展开网络战，让大家观看此起彼伏

的博弈叙事：一方出招，一方接招；一

方进攻，一方反制；魔高一尺，道高一

丈，于是观众看到目不暇接地网络战

的七大回合：第一回合是王世民的恒

世集团通过制造女性霸凌的假象，抹

黑被奸女张小穗，用以掩盖董事长性

侵女生的真相，这个时候不明真相的

陈妙还觉得“不蹭热点天理难容”，让

自己的“妙想世界”号对这个假象进行

了推波助澜的煽动，舆论成为一边倒

的压倒性优势。第二个回合是陈妙看

到女孩的日记后，知道王世民强奸了

张小穗，开始转向，组织力量披露“豪

华饭局中存在性侵”，性侵导致了张小

穗的跳楼。此时陈妙一方企图找到王

世民与张小穗深夜进入酒店的镜头用

以坐实王世民的强奸，没想到恒世集

团删掉了这段视频。第三个回合是陈

妙安排下属想方设法偷拍张小穗母亲

的生活惨状和悲苦表情，使得舆论开

始同情张小穗并表达对王世民的不

满。第四个回合是恒世集团派 CEO

岳鹏收买张小穗母亲，将小穗转移到

更好的医院，不让陈妙一方拍摄受害

方母亲，同时故意暴露张小穗上富豪

车的镜头，把她描绘对有钱老板甘愿

以身相许的拜金女，致使张小穗失去

了舆论的同情。第五个回合是陈妙找

到其它受性侵的女生，动员她讲述自

己与张小穗一样被王世民性侵的事

实，拍摄后准备借用别的网络大号发

出，恒世集团利用资本的力量威胁利

诱，让所有大号都拒绝帮她发表。第

六个回合是陈妙被逼无奈，只好自己

用自己的署名号亲自发出，殊不知这

正好上了恒世集团的当，岳鹏逼着她

露头，露头后就污蔑陈妙抹黑董事长

是为了向恒世集团勒索更多的投资，

被拒绝后采取的报复手段，这种报复

给恒世集团造成了巨大名誉损失，因

此通过诉讼要求陈妙赔偿一千万名誉

损失费。还通过其它媒体将陈妙抹黑

成逼死张小穗的黑手和不孝之女。第

七个回合是岳鹏提出只要陈妙公开道

歉。就可免除她的一千万赔偿费，陈

妙被迫屈服，上直播公开道歉……博

弈叙事激发观众观影欲望的原理如同

看比赛，让观众将自己投射进双方的

对抗中，屏息凝神地观看每一次输赢，

对自己认同的一方，每输一个球都会

捶胸顿足，每赢一个球都会欣喜若狂，

让观众随着对抗的跌宕起伏，心脏如

同过山车般地七上八下，直至终局。

其三，影片用不断反转的故事手

段让观众连呼意外。反转是近几年来

观众喜欢的一种叙事方式，看惯了类

型叙事，观众根据类型的逻辑，看到开

头就能推测出片尾结局，味同嚼蜡，反

转让观众获得意外感、陌生感和新鲜

感，让他不禁回顾故事发展的来龙去

脉，在回顾分析中脑洞大开，观众喜欢

这种引导自己反思的叙事，观众在分

析中实现了自己的思考，确认了自我

在观看中逻辑判断。影片的第一个反

转是霸凌女变成受害女，这让观众感

觉突然，自己对张小穗的情绪急转直

下，从对霸凌女的愤怒专向对受害女

的同情。第二个反转是陈妙对强奸者

的直播道歉变成强力反击，陈妙的原

合伙人何言由岳鹏的御用工具变成陈

妙的生死战友，他们利用直播道歉的

机会，直播了恒世集团董事长王世民

强奸女生的事实，而强奸画面正是恒

实集团CEO岳鹏偷拍的，岳鹏拟日后

用此做手段保护自己的安全或实现自

己的利益。何言暂时屈从于岳鹏的原

因一是为了保持这个话题的热度，以

便日后对王世民的反击能成为舆论的

热点，另外是为了在直播中让陈妙的

突然反击不被掐断网线。反转叙事让

观众灰心丧气的至暗心情突然反转，

获得否极泰来、起死回生、喜从天降、

喜极而泣的审美效果。

影片对陈妙形象的塑造也颇为成

功，这种塑造以在“流量至上”的网络

运营中保持良知为根基，展开主人公

陈妙心理线和行为线，然后合乎逻辑、

水到渠成地描写了她的心理转变，在

看到张小穗将另一女生推下楼梯的画

面时，职业的敏感让陈妙意识到这是

增加流量的极佳时机，于是使用媒体

人的十八般武艺推波助澜，使得自己

的网络账号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度和阅

读量。但她看到张小穗日记得知她赴

死的原委后，决心为张小穗们伸张正

义。她立即展开了对真相的调查和取

证，良知成为主人公的行为动力，成为

整部影片的叙事动力。良知将取得证

据，良知将对王世民绳之以法定为主

人公行为的终极目标。

周冬雨在表演陈妙的转变时，先

呈现看到日记后的惊讶、震撼，然后表

现对自己的悔恨，进而刻画了角色追

查真相的决心。面对岳鹏的威逼利

诱，她表演出不为所动、绝不屈服的坚

毅，在最后的直播时刻，她展现主人公

的沉着和机智，一开始好似真的悔恨

自己，痛改前非，突然话锋一转，将矛

头指向富豪王世民，义正辞严地揭露

他的罪行。

总之，《热搜》以现实主义的犀利

针砭时弊，以真善美的标准塑造人物，

以类型加反转的叙事方式吸引观众，

的确是一部完成度较高的好作品。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

副会长）

影片《我本是高山》里，女子高

中教学楼上的校训给人以视觉冲

击的同时也引人思考。其中“质

朴”二字，格外耐人寻味。它表达

了一种对学生、学校风气的规约，

既是捍卫属于大山、乡土、田园的

气质和力量，更对当今社会的浮

华、浮夸、浮躁坚定说“不”。这个

词语代表了张桂梅校长所追求的

品性“求真、向善、攀登不问高”，

也隐含着一种美学的追求。它应

该是艺术工作者讲述这个人物的

一个起点，一种基调——“既雕既

琢，复归于朴”。

德国作家兼美学家席勒在他

那篇著名论述《论素朴的诗与感伤

的诗》中，开门见山地说，“诗人或

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前者使

他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使他成为

感伤的诗人”。在他给出的注解中

特别关注了欣赏者的情况：“任何

人只要注意到素朴的诗在他身上

产生的印象，并且能够把内容所引

起的兴趣分开，他就会发现这种印

象是愉快的、纯洁的和平静的，即

使作品的题材是极其悲惨的，在感

伤的诗中印象总多少是严肃的和

紧张的。这是因为在素朴形式的

诗中，不论它的题材如何，我们总

是从真实中，从对象中活生生地存

在于我们的想象中获得快乐的，并

且除了真实以外我们是不寻求别

的东西的；至于在感伤的诗中，我

们必须把想象力的表象和理性的

概念结合在一起，并且在两种全然

不同的心境中摇摆不定。”这段话

对我们把握《我》的艺术定位、理

解观众反应都颇有启发。

从 我 个 人 的 感 受 来 看 ，影 片

《我本是高山》的创作者似乎是在

努力“寻求自然”、因而是“感伤的

诗人”。也因此，观众们——特别

是资深观众和张桂梅现象以及多

个文艺现象、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

者——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想

象力的表象和理性的概念结合在

一起”。此片引发的热烈讨论甚至

争议，其实反映出当下社会的文

化-心理结构存在“全然不同的心

境 ”，于 是 产 生“ 摇 摆 不 定 ”的 表

象。许多观众会意识到，张桂梅校

长和她的故事，恰恰是无比质朴的

“ 自 然 ”本 身 。 故 事 里 当 然 有 悲

惨，却予人以“愉快的、纯洁的和

平 静 的 ”“ 印 象 ”，因 此 先 天 具 备

“素朴的”美。

这种区别至少可以从《我本是

高山》的三个方面看到。一是海清

塑造的大银幕形象和张桂梅本人

的纪录影像之间的区别。影片里，

张桂梅大多数时间驼着背，动作迟

缓，声音轻弱，时而喘息。在她登

山、跋涉的过程中，屡次表现得无

力，甚至昏迷。这是一个拖着病弱

躯体奉献牺牲的形象。影片末尾

出现的纪录影像里，张桂梅的腰杆

挺得笔直，声音响亮，句子很短，

一个很代表她个性的言语特点是，

她会果断地说出“我如何”这样的

句式，令人马上觉得这是一位极有

掌控力、极其自信的领导者。诚

然，张桂梅校长本人的确积劳成

疾，也会有病情严重发作的时候。

但她在那样的情况下的表现，是否

如片中所见？至少，两种影像间的

落差，已经让熟知张桂梅事迹的观

众感到真实情况和艺术表达的差

距。必须说，海清的演技是精湛

的，但如果对人物塑造给定的方案

是“阴柔”，那么演员能做的就不

可能是“刚健”。

二是很多观众意识到的人物

行为动机合理与否的问题。对于

一般性改编来说，只要能够在心理

学上有所依傍，在剧情里自圆其

说，给出一种类似阐释者的一般动

机并无不可。但对于传记片，阐释

就必须尽可能符合原型。《我本是

高山》所给出的张桂梅执着办学之

动机，混合了心理分析创伤理论和

爱情故事。显然，这个表达方案并

未征服观众，主创应对此有所反

思，并意识到，阐释者并不必然拥

有旁观者清的眼力，而叙述者的技

能则应当建立在与被叙述的人物

和事件的契合之上。

三是反面力量的堆积。首先

是山乡愚昧男性等为极端的反面

人物，其次是各个对张桂梅不理

解、反感、充当阻力的人们，再次

是有意无意被暗示出的更大的社

会存在，后者似乎以规则秩序等向

其施压。如果做个统计，不难发

现，反面力量至少在数量要多过帮

手。特别是当影片把张桂梅的最

大帮手呈现为已经纯然以精神意

象出现的爱人，就造成一个印象：

张桂梅在现实生活中无比孤独，甚

至她帮助的女孩子们也不能给她

足够的、真正的理解。然而这就带

来疑问：张桂梅的成绩，是超人式

的，还是社会进步大潮与主体精神

彰显的历史合力？

如果将上述方面的情况看作

表征，那么就可以大体推断创作者

的文艺观。就其文化基因来说，先

是对戏剧性的追求，再是将戏剧性

置换为悲态的苦戏。就文化结构

来说，则是个体自由与外在世界压

抑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种出

发自文艺青年式的悲情叙事，恐怕

距离乡村教育实践者、共产党员张

桂梅的精神世界相当遥远。黑格

尔在《美学》中说：“艺术家之所以

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

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

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在这

种表现过程中，艺术家应该注意到

当代现存的文化、语言等等。”由

此可见，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认识

现实主义，创造出全新的艺术语

言，为观众乃至人民喜闻乐见，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对《我本

是高山》的通俗剧策略、创作者情

感的真诚，都宜肯定。底层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都在影片所表

达的题旨之内。尤其是最初给到

人物的心理动因，在高潮段落里已

经给出了转变的设计，个人的情结

在更阔大的情怀中消散。从编剧、

叙事、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来看，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总体

来说，《我本是高山》不失为一部

初衷良好的剧情片。事实上，普通

观众从中看到的信息、得到的感

受，仍然以正面为主，他们当然可

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足，但恐怕不

会如影评人那般尖锐、深挖。

依 我 之 见 ，批 评 者 的“ 责 之

切”，首先更应当出于“爱之深”，

而非党同伐异。彻底否定影片、甚

至质疑主创动机和立场，这样的批

判心态和方式既是非文艺的，也是

非历史的。《我本是高山》的不足，

完全可以在文艺批评的平台上、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进

行友好、良性的探讨，求同存异，

达成更大的价值观和审美共识。

因此，要格外警惕“扣帽子”的老

式文艺评论习气，警惕过度阐释、

诛心为快的的新型批评文风，同时

也要警惕泛娱乐、反理智的网络话

语狂欢，不良资本的推波助澜、火

中取栗行径尤其应当得到遏制。

回到席勒的箴言，历史表象的

“摇摆不定”，是人类感性生命的

正常体验和感受。而历史规律的

大势所趋，则是艺术工作者贴近生

活进行创作，并通过艺术媒介反映

出时代背景下的本质规律，并使之

具有主观诗意性。在完成这个过

程之前，我们都应当保有足够的谦

卑和善意。

（作者单位；山东德州市广播电

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