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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

关于“梦”的得与失

作为“白蛇系列”的最终章，《白蛇：浮

生》的上映标志着该系列的完结，也为回顾

该系列得失和思考如何打造电影宇宙提供

了机会。

回看“白蛇系列”

追光动画的“白蛇三部曲”在故事情节

内容、视觉表现、人物形象设计等方面各具

特色，本文仅从影片各自的故事内容出发观

察其优劣得失。

《缘起》是整部系列的前传。作品巧妙

利用“白蛇传”异文中人物的姓名变化（许宣

与许仙），为许仙创造了许宣的前世，撰写了

全新的“白蛇故事”。新故事一方面继承了

许宣和白蛇、青蛇的人物关系，又加入了不

少新的人物与内容。该片对“白蛇传”改编

是成功的，借助观众对原作的熟悉，引入全

新的故事。

《青蛇劫起》作为本系列的后传，续借原

作中水淹金山寺、法海镇压白娘子的结尾，

创作了青蛇坠入修罗界，历经磨难重返人

间，救出塔下白娘子的故事。虽然故事主人

公的行动目的不甚明确，主人公的成长过程

与结果略显缺失。但全新的故事情节和与

“白蛇传”故事的完美融合，仍为影片增色不

少。

可惜的是，在经历《缘起》的成功和《青

蛇劫起》的大胆创新后，日前上映《浮生》却

完全退回到“白蛇传”的故事中。该片几乎

完全照搬“白蛇传”，内容无大新意。影片对

许仙形象的改造和对人物与情节添枝加叶，

也难以拯救老套、冗长和充满刻意说教与煽

情的故事内容。

本系列后两部的故事内容并无太多讨论

的必要。但在打造电影宇宙的视野下，两者

及其组成的“白蛇三部曲”却非常值得一论。

也谈“打造宇宙”

近些年来，“打造国产电影宇宙”“打造

中国神话宇宙”逐渐成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

的热议话题，不少电影公司和影人都投身于

此。从现有经验看，“电影宇宙”在故事内容

上的最大特点是在保持本部、系列影片故事

情节独立性的同时，与同一“宇宙”下的其它

系列电影保持深层次文本互动。换句话说，

即是搭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走各

路，却又朝向同一目标共同前进的电影作品

系统。

以此观察近些年来的国产电影，追光动

画的“白蛇三部曲”是少见的具有建立“电影

宇宙”能力的系列作品。从此出发，可以得

到不少实践经验。

经典文学作品为打造“电影宇宙”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使电影从业者无需花费过多

时间和精力去建立群众基础，观众就能借助

元文本直接理解不同作品并发现其联系。

依靠元文本“白蛇传”，本系列作品得以快速

建立与其它作品的联系，观众也得以快速理

解不同作品中相对独立的故事情节。

经典文学作品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主创的创作空间。市场

已数次说明观众“原著至上”的心理。大部

分观众仍难以接受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颠覆

性改编。商业电影不可能背市场规律而驰，

因此主创很难有勇气对经典文学作品的主

要情节和人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这是

《浮生》退回“白蛇传”的重要原因。加之国

内影视剧长期以来养成的强行为观众降智

的陋习，导致主创为《青蛇劫起》扣上了两蛇

水淹金山寺、勇斗法海的帽子，破坏了《青蛇

劫起》的故事独立性，让其沦为简单的续集

电影，断送了以“三部曲”建立“白蛇宇宙”的

可能。同时，改编经典文学作品极易削弱主

创的主观能动性、过分依赖作品原有内容，

忽视自主创新已是此类影片的常见问题。

此外，大多数经典文学作品本身的体

量，难以为庞大的“电影宇宙”持续供能。除

史诗外，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大多比较短

小，加之文学本身线性叙事的特点，无论民

间文学或作家文学都难以创造出多人物、多

线索线索独立发展且相互交织的复杂世

界。纵观电影史，只有以改编自托尔金作品

的《指环王》系列电影及电视剧和《霍比特

人》系列电影，成功打造出了相对完整的“电

影宇宙”。

追光动画的“白蛇三部曲”说明，以经典

文学作品为基础打造“电影宇宙”，在保留主

线情节不变的同时，可以通过深入挖掘主要

人物的价值、丰富原作的内涵和观众对原作

的理解，创编出“旧瓶新酒”。其次，民间文

学的变异性有利于创作者在创编时加入一

些原创性的、对情节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新

人物，并利用这些人物创编新的故事，开掘

“电影宇宙”的发展空间。再次，利用原作中

的着墨较少的次要人物创编新故事，也具有

较强的可行性。这既可以利用元文本搭建

不同作品间的联系，又不会过度破坏观众对

原作的忠实度，还可以进一步丰富“电影宇

宙”的内容。最后，对原作的创新的不必拘

泥于横向拓展，积极开拓故事的纵向时空，

也是拓展“电影宇宙”空间的法门之一。

改编经典文学作品确实是建立“电影宇

宙”的巧计。相信随着对此问题的普遍性矛

盾有更深的认识，和对不同文本中特殊性矛

盾的理清，“中国电影宇宙”的建立也会早日

到来。

电影《解密》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讲述

20 世纪 40 年代数学天才容金珍参与密码战

和信息战的故事。小说原作发表于 2002 年，

时隔20多年才改编为电影，可见改编难度之

大。可以说，电影《解密》是传统隐蔽战线题

材电影的创新表达，是中国电影在类型拓展

上的突破，也是电影市场应对变化的积极尝

试。

影片主人公是一个极具天赋但略有“神

经质”的人，他所从事的密码事业，是一个此

前电影没有关注过的领域。从过往来看，国

安、谍战、悬疑，都是类型片常见元素，已有基

础的审美经验。而《解密》为我们提供一个全

新的类型，为中国电影增添新的成分。这是

我们在好莱坞类型片之外的独特创作，足以

让中国电影能与世界电影平等对话。

在类型突破的基础上，《解密》也很好地

把握了叙事点和戏剧张力。影片从一场采访

切入，通过两个女人的视点，把观众代入到故

事当中，而非直接将故事铺展开来。其中解

梦的部分，像交响乐一般，为电影增添质感，

而这是文学难以呈现的表达。观众可以从中

感受到人性与情感，也会被其中的戏剧张力

所吸引。

看影片《解密》，本身也是“解密”的过程，

让观众忘记现实世界，进入电影塑造的空间，

这也是电影最大的魅力。在限制性视点和全

知性视点的交叉中，《解密》将电影魅力和能

量，发挥到极致。可以说，《解密》是一部值得

走进电影院，在电影院反复观看的作品。

在如今的市场背景中，《解密》的出现很

有意义。当下电影市场，正经历结构性变化，

电影观众年龄增长，年轻观众被短视频分流，

更青睐快餐式的内容消费，给电影内容带来

巨大挑战。当务之急，是开拓新的电影类型，

创造是真正代表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电

影，让观众只有走进电影院，才能感受到电影

的魅力。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电影《解密》作为一部集悬疑、谍战、剧情、

历史与人性探讨于一体的影片，通过其高超的

视听语言和独特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数学天才

容金珍在命运裹挟下破译密码、为国奉献的传

奇人生。电影的主叙事线索简洁、明晰，故事

集中围绕容金珍展开讲述，通过巧妙的嵌套式

的故事结构、人物成长过程中不同的人物关系

呈现，展现出多层面、立体而丰富的思想内蕴。

宏大叙事框架下的

家国情怀与人道关怀

《解密》不仅仅是一部聚焦于密码学的影

片。电影中，对数学和解密的痴迷成就了容金

珍的传奇一生，也成就了电影倚重特效、展现

视觉奇观的商业法门。然而，如果把《解密》比

喻成一棵树，那么，设密、解密，智力的较量和

对决是电影“好看”的枝叶花朵，巅峰对决背后

展现的爱国情怀才是电影之树的根基，正是解

密背后的家国情怀让观众在享受视觉盛宴过

后依然能够细细回味电影的魂魄所在。该片

不仅多次提及“国”的意义，同时还将家国理念

通过容金珍生活的转折、内心情绪的变化做了

具象化的表达。小黎黎在发现容金珍的数学

天分之后急切果断地要求容金珍跟他走，为保

护容金珍这个数学奇才、有朝一日为国效力，

小黎黎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在容金珍的解密

天赋被老郑偶然发现后容金珍的命运发生了

转变，电影由“家”滋养他发展到他为“国”而

战，在 701 大院里容金珍曾两次试图翻出院

墙，这个不善言辞、敏感自闭的数学天才用行

为表明了他内心的情感在“家”与“国”之间的

纠结拉扯。直至同样在701 工作的小梅在老

郑的授意下走近容金珍，和其恋爱并顺利组建

了家庭，至此电影具象化地完成了“家”即是

“国”、“国”即是“家”，家国一体的思想传达。

容金珍对数学的痴迷堪称本能，但是当解

密成为国与国战争的利器时，他对运算的疯魔

则是本能地同国家荣誉合二为一后的责任与

担当。电影《解密》在酣畅淋漓地抒发爱国情

怀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容金珍曾经的老师、

亦敌亦友的希伊斯一定程度上的人道主义关

怀。希伊斯因为自己设计的紫密被曾经的学

生容金珍破译而遭质疑被关押，又因设计了更

为高阶的黑密而被释放，在701工作组破译黑

密的过程中，老郑对黑密再次被破译后希伊斯

必然的下场的分析，以及容金珍终破黑密而对

外宣布的名字却不是他的做法，既保证了我方

在隐秘战场的绝对胜利，同时也暗中保护了希

伊斯不至于下场太惨，对希伊斯的人道关怀也

让容金珍的形象更为真实。

日常生活化叙事视域下的

个人成长史与温暖人情

《解密》以宏大叙事为框架，内里罗织、融

合了日常生活化叙事，通过细腻的生活细节和

不同的人物关系，展现了容金珍个人的成长史

和滋养他成长的温暖人情。

在容金珍的生命中，他所感受到的最温暖

的情感来自家人给予他的亲情。影片中的容

金珍，开端于一个被命运捉弄的遗腹子，家的

温暖是残缺的，被小黎黎带回家之后，完整家

庭的港湾让容金珍体验到普通人家的一些细

碎的温暖和幸福。电影有三次吃饭的场景和

情节，第一次是容金珍跟随小黎黎初到容家，

因为不懂礼仪而用碗喝茶，养母叶筱凝见状，

为了不让孩子局促同样也端起碗倒茶喝，其后

姐姐容必瑜也心领神会地端碗喝茶，容金珍在

欢笑声中轻松融入到了新家的生活。第二次

吃饭推动情节发展，容金珍迟迟到场却面临分

别。第三次吃饭是容家遇难，养父小黎黎已经

去世，容金珍赶回去救下姐姐，容金珍和养母、

姐姐一起吃团圆饭，三人再次默契地端碗喝

茶，这是对亲情的牢记，也是亲情的延续和传

递。历经时间的淘洗，永存心间、牢不可破的

亲情在一个动作中迸发，心中万语千言，却无

需一言，电影一个动作达成含泪微笑、无声胜

有声的效果，令观众动容。

容金珍成长路上重要的基石是来自长辈

精神导师般的关爱和培养。在他的一生中，童

年时期教他解梦的荣家老太太的解梦师、发现

他的数学天分给予他新家的小黎黎、大学里的

数学老师希伊斯、领他进入701坚信他的天分

又关心他的健康的老郑，出现在容金珍不同生

活阶段的这些长辈惜才、爱才，善用人才，共同

培育出了为国奉献的解密英雄，成为容金珍情

感世界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爱情同样是容金珍情感生活的重要支

撑。高强度的破译工作令容金珍不时思念家

带给他的温暖，小梅的出现和陪伴令容金珍弥

补了工作和情感需求之间的裂隙，从此，他的

内心安定下来，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释梦和对解密的迷恋与责任成为容金珍

生活的主旋律，而凡人的点滴情感下沉为他内

心的安全感，成为他心无旁骛地投入解密的最

好保障。

故事抽离后的现实回归

与个体意识的表达

电影《解密》采用嵌套式结构讲述故事，把

容金珍的整个故事放进首尾呼应的一场采访

里。影片开头随着画外音的介绍观众很快进

入了容金珍的故事，而在容金珍的故事落幕，

观众思绪还沉浸其中时，电影结尾的彩蛋瞬间

把观众拉回了“现实”世界，并通过记者之口点

开电影立意之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密码，人

的一生就是解密的过程”，电影是造梦，观看故

事即沉入梦中，梦醒则回归现实，电影通过这

种嵌套式结构使立意更为丰满，借由核心故事

之外的第二层故事引导观众回归现实，电影既

表达了对天才、国家功臣的敬仰，同时又表达

了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独特性的尊重和肯定。

悬疑、喜剧等类型颇受当下观众的喜爱，

而陈思诚又是拍摄悬疑、喜剧电影的高手，

《解密》正是融合了悬疑、谍战等不同类型特

点讲述了一个宏大主题的故事。电影中喜剧

的元素不多，但只一两处，就让观众不由自主

地莞尔一笑，姐姐容必瑜点拨容金珍若一个

女孩子喜欢他就会不经意间对他有身体接

触，因此在701当他思念亲人想翻墙而出时，

小梅第二次拉他下来，容金珍脑海中出现姐

姐的话语误解小梅喜欢他，因而亲了小梅，这

一情节既推动了故事的进展，也塑造了容金珍

数学天才的特点。

电影《解密》既提供了炫目的视觉盛宴，又

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观众既获得了视觉享

受，又会不由自主地进一步思考，堪称一部形

式与内容兼备的佳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电影《解密》的叙事特征
与多重内蕴解析

解析《解密》的独创性：

一部让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
平等对话的作品

《解密》是用十个梦串联起来的电影，

在这些梦里梦外，是新中国建国前后敌我

双方在情报战线上的殊死较量，也是男主

角容金珍（刘昊然饰）从飘零的孤儿到破解

密码英雄的成长。导演陈思诚在和媒体的

对话中，把《解密》称为“重塑了自己”的一

部作品，是到目前为止创作的“峰值”。吊

诡的是，自 8 月 3 日正式公映以来，《解密》

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如果说庞大的观影

群体叠加众口难调的审美诉求会让电影的

优点与瑕疵都被放大，那么以陈思诚过往

的创作为背景来审视这些梦，不失为“解

密”这部影片的一种途径。

梦的制造——电影对文学的改编

《解密》改编自麦家同名长篇小说，作

为他首部问世的作品，相较于之后的《风

声》《听风者》《刀尖》等小说，它的叙事偏

向前卫和实验性，还没有形成后几部作品

中强烈的个人风格，那些曲折复杂的悬念

故事、严密扎实的逻辑推理和详细的谍战

交锋过程，在《解密》中是缺失的。

电影《解密》对小说改编最成功之处，

就是将原著中心理性、情绪性、超现实的

文学元素转化为能够用直观的视听元素

来呈现的梦境。正如陈思诚所说，“梦是

这部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抓手”。

梦境推动了故事中情节的发展。比

如容金珍解开“紫密”的过程，他需要到

潜意识中去寻求谜底，在游乐园一场梦

境中，他经过了国际象棋造型的灯柱广

场和茶杯形的旋转木马，象征着他在导

师希伊斯（约翰·库萨克饰）和养父小黎

黎（吴彦祖饰）身边的快乐时光。三组摩

天轮和随后的倒塌，让容金珍找到了解

密的锁钥，成为废墟的游乐园也预示着

他曾经的欢乐一去不返（导师成了敌人，

养父已经故去）。

梦境来源于陈思诚的艺术创造力和

想象力，他自称是打破了以往类型电影的

束缚而获得的拓展，其实这些瑰丽神奇的

场景中，依旧延续了他在类型创作中的经

验和观念。陈思诚电影常被诟病贴附社

会热点，比如《消失的她》中的“家暴”和

“凤凰男”。但从另一个维度而论，具有时

代性和当下性的表达，才让电影成为了时

代的“注脚”，更容易获得观众的共鸣。

《解密》小说中的“ENIAC”（世界首台电子

计算机）只是一笔带过，电影中却成为了

反复出现的“景观”，希伊斯办公室张贴的

剪报、数次出现在梦中的电子怪物，宣告

着它的不可战胜。它其实映射着今天的

大众对 AI(人工智能)的普遍焦虑，这头由

资本和技术催生的“巨兽”，是不是会成为

未来的噩梦？

梦的内核——“非典型”英雄的成长

《解密》在开片就借助采访者“宣告”

了影片是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的故事，当

然归属于“主旋律”电影。容金珍这个角

色，在主旋律电影中无疑是颠覆性的、“非

典型”的英雄形象。接近于“科学怪人”的

外表之下，他沉默羞涩和孤僻压抑的性格

与内在的天才头脑有着巨大的反差，而梦

境就成为了刻画他的情感和思想的通道。

在与梦境相对应的现实维度，影片架

构了一条完整的人物成长曲线。希伊斯

在进入大学之初，遭受了同学们的恶作

剧，必瑜（陈雨锶饰）劝慰他要用自己擅长

的能力去改变他们。“改变”是容金珍贯穿

全片戏剧动作的关键词，也是他的力量的

体现，凭借着才华，他改变了希伊斯的态

度，改变了解放城市的进程，收获了异性

的爱情，改变了亲人们的命运，最终，他改

变 了 自 己 ，在 关 键 时 刻 改 变 了 历 史 的

发展。

而同样有才华的希伊斯却命运迥异，

他和容金珍即是惺惺相惜的师徒，又是针

锋相对的敌手。两人的差异在于价值观，

容金珍所承袭的是东方传统的家国一体

的信念，它来自养父的教导，也来自现实

世界中的际遇；希伊斯所信奉的是西方个

人主义的教条，在他的梦中，红色海滩上

的脚印会被潮水抹去，横亘在前方的生物

体巨大无比，在上升的俯拍镜头中，他的

身形越变越小；在同一场景的另一个梦

中，“无我”的容金珍可以绕过巨大的生

物，和希伊斯开心对弈，他的脚印清晰地

留在了沙滩之上。

在梦与现实的交织中，《解密》完成了

意识形态的书写，一个天才燃烧生命解开

的电码之密，同时也解开了人生之谜，它

呼应了影片开头小黎黎收到托孤信上的

寄望，回答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梦与现实——被遮蔽的时代

梦境无疑是《解密》全片的华彩乐章，

当下中国电影的银幕上，并不缺少雄伟神

奇的物理奇观，而依托于电影的工业能力

和创作者艺术能力，对隐晦藏秘的内心世

界的奇观化表达，无疑让人耳目一新。

遗憾的是，在视觉层面的震撼还没能

充分转化为对观众心灵和情感的震撼。

过度倚重于梦境的神奇，也就意味着过度

挤压了现实所占的比例，尤其是容金珍进

入 701 工作之后，除了师徒二人在设密解

密层面的智力交锋，观众对谍战题材所期

待的惊险悬疑成分基本缺失，主人公也丧

失了戏剧动作的主动性。

为了突出梦境，为了突出主人公，容

金珍在 701 既没有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

高墙深院又让他避免了社会的挤压，他几

乎成了一个被架空的静态人物，在他身上

看不到那个特定时代的投影。而脱离现

实的梦境往往只是内心活动的图解，缺失

了可供解读的空间，更偏向于炫技，对于

推 动 情 节 和 塑 造 人 物 没 有 起 到 应 有 的

作用。

陈思诚在之前的创作中，已经有一套

被市场证明过的商业电影美学经验，“既

有通俗的内容来满足普通的观众，又有

‘高端’的手法对话核心影迷”，维持着商

业述求和“艺术表达”之间的平衡。而《解

密》似乎抛弃了这样的经验，从这部影片

中看得出创新的激情，也看得出节奏和分

寸失控的风险，这一场梦的视觉盛宴，最

终难被观众接受，难以成为现象级的市场

“爆款”。

■文/魏李梅 吴雨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