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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奋斗故事≠成功故事
■文/周 舟

■文/陆洵敏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乔妍的心事》：

雾里看花的“双生花”

电影文学策划的
责任与使命

■文/周 夏
早在20世纪初期，随着电影

成为一种新型艺术形式，故事编

写逐渐受到重视，彼时，通常由导

演和制片人根据具体拍摄情况，

对脚本提出意见，并敦促编剧进

行调整与修改，承担起最初的文

学编辑工作。20世纪20年代，伴

随着电影工业的日益成熟，其商

品属性日渐显现，对生产各环节

人员的专业需求也随之增加，电

影文学编辑这项职业应运而生。

如果以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进行

划分，新中国电影文学策划形成

发展可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计划经济时期。上世纪

八十年代之前，国产电影生产大

多依靠国有制片厂，全国电影生

产工作由国家下达具体任务，并

下拨拍摄经费，无需发行工作，影

片统购统销。当时几乎每一家电

影制片厂，都拥有文学部，并设有

分管文学艺术创作的副厂长，他

们或为著名编剧、或为经验丰富

的编辑，负责剧本质量，推进创作

生产。文学部设有编剧、文学编

辑等业务岗位，编剧负责创作剧

本，文学编辑作为整个电影生产

环节重要的一环，负责确定选题、

寻找相关资料、陪同采访、讨论大

纲、剧本意见，甚至亲自修改剧

本，是一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

职业。

因当时的电影行业体制，文

学编辑在剧本创作环节拥有很大

的话语权，不仅要抓数量、抓质

量，还需要承担起发现新人、培养

新人的工作。著名编剧高满堂就

曾说过：“当年编剧竞争很激烈，

文学编辑很严苛，江怀延说文学

编辑这一行是以挑剔为职业的。

编剧不管大小，写的剧本都得面

临文学编辑与主管剧本的副厂长

等人的审核与讨论，仿清楼楼道

里常听到‘谁谁谁今天过堂了’的

叫喊，就是那位编剧的本子那天

过审了。”在那个年代，那是一个

光荣而令人自豪的职业，但也因

为其旱涝保收的工作性质，确实

容易产生消极怠工的状态。

（二）电影转型期。八十年代

后期，中国电影进入转型期，电影

行业的改革，首先便是从各大电

影厂的电影文学部开始的。为了

更好适应市场的变化，随着电影

观念的改编，电影文学编辑工作

开始向策划转变，从最初的剧本

创作端，延伸至拍摄、制作，与市

场进行更好的接轨，大部分文学

部也调整为策划部，文学编辑或

是分流改行，或是“下海”进入头

部民营电影公司管创作、抓项目，

或是顺应时代潮流，成为编剧。

进入新千年后，电影市场化

改革日益成熟，和国有电影制片

厂不同，民营企业更注重市场化

运作，不再“养人”，而是根据题材

聘请编剧进行创作。为更好地服

务编剧，企业会招聘应届毕业生

担任文学策划（也被成为责编），

但由于策划既要适应瞬息万变的

电影市场，又要控制编剧天马行

空的思想，对个人在经验阅历、艺

术感悟、思想意识、专业能力上均

有较高的要求，这显然与当时招

聘对象并不匹配，也导致很大一

部分文学策划的主要职能是协助

编剧处理事务性工作，甚至成为

编剧的“枪手”。

（三）新时代新征程。进入新

时代后，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飞

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资本涌

入为进一步践行“双百”方针提供

了资金保障。电影文学策划工

作，也因市场的逐步成熟和专业

化的趋势，呈现出更好的职业发

展走向。

此时，制片方从市场改革初

期的“一腔热情”，逐渐向专业电

影公司转变，并充分认识到电影

文学策划在创作工作中的重要

性。有经验、有实力的片方，会聘

请一些著名编剧或资深责编担任

文学策划，帮助编剧打开创作思

路，提升剧本质量；初入行业或是

受资金等因素影响的小型制片公

司，也会以雇佣的方式，聘请热爱

电影的年轻人担任此项工作，以

更好地顺应市场的变化。与本世

纪初的情况不同，这些年轻的策

划人大多具有专业的教育背景，

良好的电影观念，较强的沟通能

力，甚至对自己的职业有较强的

认同感，能共情编剧的创作。

那怎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

文学策划呢？从事电影文学策划

工作要具有清醒的头脑。何为清

醒的头脑？就是知道什么是中国

电影，中国电影的最大特点是具

有社会主义文艺的属性，是歌颂

真善美，是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

现实生活中的黑暗与消极，这是

自左翼电影时期到现在不曾改变

的创作准则，更是观众、是人民赋

予我们的社会责任。

当今中国，跨越两个一百年

的交汇点，站在极不平凡的历史

坐标上，文艺工作者承载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任务。我们

的每一位电影文学策划，需要拥

有强烈的责任感，不能妄自菲薄，

不能庸庸度日，要明确自己作为

一位思想工作者、灵魂工作师的

重要责任。

从事电影文学策划工作要有

良好的道德品质。随着电影市场

的完善，健康资本不断涌入。一

小部分文学策划因年龄、经历、专

业、天赋、品质等各方面原因，更

多关注个人的得失。他们不对剧

本负责，不对影片负责，选择性忽

略在剧本创作层面的探讨，或向

编剧提取分成，获取违规收入，或

想在项目中占据更多话语权，体

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沽名钓誉。

但实践证明，害群之马很快便会

消声灭迹，终将被行业淘汰。

从事电影文学策划工作要有

良好的职业素养。在电影文学策

划职业形成初期，我们并没有相

关专业对从业者进行培训，电影

制片厂多招收文学类相关专业毕

业生担任编辑工作，年轻人进厂

便以“师父带徒弟”的模式促进职

业成长，行业以此完成阶梯式人

才培养。

众所周知，电影剧本的优劣

与完成片的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在最近几次青年电影周的

调研活动中我们发现，大部分青

年导演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剧作训

练，甚至从未阅读过一个完整的、

质量上乘的剧本，并非否认导演

的编创能力，只是作者电影与商

业电影在运作方式上毕竟有所不

同，青年导演将来也必将成长为

“为中国电影市场服务、为观众服

务”的创作者，若是有一名专业的

策划从中帮助一二，或许其作品

质量和个人成长都会受益良多。

除了业务能力，电影文学策

划亟需提高对题材的敏感性。开

发怎样的题材？选择怎样的类

型？接触怎样的编剧？怎样解决

创作中虚假粗制滥造的问题，提

升影片的质量，策划应该走在编

剧的前面，协助创作人员共同实

现作品的最高艺术价值。

夏衍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的

编辑同作家相比是高手，平手，还

是下手？应当是高手，至少应当

是平手。”著名电影实业家陈荒煤

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们的作

品，只要一写到党的地下工作者，

往往有几条是不肯能放弃的；如

西装革履、旗袍项链、跳舞喝酒、

情场做戏、外加十八般武艺。两

个五十多年的例子，放在当下依

然适用，尤感惭愧。或许编剧身

在其中，并不自知，但我们文学策

划要帮助编剧看到这种“不可能

放弃的重复性”，找到艺术与众不

同的闪光点。

归根到底，我们电影文学策

划，应该以自己的专业性和社会

责任感，提高对电影文学专业的

认识，树立牢固的职业道德品质，

成为中国电影文学工作的辅佐

者，以卓有成效的劳动，为中国电

影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宣部电影剧本

规划策划中心）

在《乔妍的心事》预告片里，赵丽颖

和辛芷蕾演绎了一对相爱相杀的姐妹

花，“谁是乔妍？”的悬疑氛围吊足了观

众的胃口，似乎电影中隐藏着一个惊人

的秘密。为了保留住这份神秘感，我刻

意回避了原著小说，但是看完电影，这

份期待落空了。电影里几乎没有什么

悬疑和秘密可言，有的是用力过猛的暴

力，以及刻意的“女性主义”的表达。

改编：商业和文艺之间的拉扯

影片改编自80后女作家张悦然的

中篇小说《大乔小乔》，姐姐叫乔琳，妹

妹叫许妍。电影把姐姐和妹妹合二为

一成了“乔妍”。剧情改编很大，原著中

乔琳和许妍的父母都健在，因为超生问

题，父亲丢掉教职，母亲变成怨妇，父母

一直在上访，许妍作为一个多余的人被

寄养在姥姥家。小说中乔琳一直很爱

妹妹，而妹妹许妍一直想当乔琳。后

来，许妍考到北京，毕业后在一家电视

台做主持人，还有一个体贴帅气的“富

二代”男朋友沈皓明。电影中的“乔妍”

借用了姐姐的名字和身份，考上北京的

大学学表演，升级为电影界的大明星，

与其饰演者赵丽颖从底层奋斗到明星

的励志故事合二为一，沈皓明则摇身一

变成了“乔妍”的经纪人。

虽说小说和电影中都是双女主，核

心人物也都是这个超生的妹妹，但小说

的侧重点放在了“许妍”与姐姐、父母、

男朋友、男朋友家人的关系中，“许妍”

一直想获得家人们的接纳和肯定，可结

果未婚先孕的姐姐乔琳自杀了，留下了

一个女婴，律师男友则换了新女友，许

妍被无情抛弃。小说在讲因超生造成

的家庭悲剧，同时也揭示了无法跨越的

阶层鸿沟。

而电影的侧重点则放在了“乔妍”

与姐姐、姐夫、经纪人、投资人、幺婆的

关系中。“乔妍”的父母在她们很小的时

候就离世了，妈妈是被父亲强制打胎去

世，父亲则是意外落水而亡。电影在70

多分钟时才出片名，揭开了全片唯一可

以称得上秘密的秘密，在回忆片段中，

年少的妹妹为了帮助姐姐与小男友私

奔，给父亲煮毒蘑菇，父亲被迷晕失足

落水，等于“乔妍”间接杀死了父亲，这

也呼应了片中姐姐对妹妹的评价“她是

个狠人”。出生在缅甸的台湾导演赵德

胤，把地理空间也从作者张悦然的家乡

山东改到了他更为熟悉的缅甸，人物气

质随之从北方改到了南方。唯一保留

下来的是原生家庭的痛，笼罩在原生家

庭阴影里的“乔妍”一直郁郁寡欢，即使

当上了大明星。

如果电影按照小说主线来拍摄，也

可能是一部出色的女性现实题材电

影，但是观影过程中明显感受到导演

既要商业类型片的悬疑和奇观，还要

文艺片的风格和腔调，又要当下越来

越有话题度的女性主义的表达。正如

片中经纪人的台词：“姐妹情深更市

场，更商业，更女性主义”，而且女性主

义用力过猛了。

用力过猛的“女性主义”

“双生花”的叙事在电影中屡见不

鲜，比如基耶洛夫斯基的《双生花》、杨

凡的《流金岁月》、关锦鹏的《愈快乐愈

堕落》、徐克的《青蛇》、曾国祥的《七月

与安生》、戴玮的《柳浪闻莺》等等。影

片中的两位女子或者姐妹情深、有互妒

的雌竞也有温暖的互助，或者只是长

相、年龄相同、彼此不相识、心理却有感

应的陌生人。

《乔妍的心事》中的“双生花”则是

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她们共用一个姓

名“乔妍”。姐姐对有钱的大明星妹妹

有羡慕、有妒忌，但更多的是本能的保

护。妹妹对前来投奔的黑户姐姐有猜

忌、有怀疑、有提防，甚至起了杀心。但

血浓于水，姐妹俩从最初的相杀最终走

到了相爱，姐姐离开了欠下赌债的“渣

男”丈夫，妹妹帮姐姐夺回孩子，毅然决

然退出娱乐圈。三人回到家乡，过起了

平淡温馨的小日子。影片关于女性主

义的表达明确而清晰，父亲一直想要个

男孩，生下第二个女孩就无情抛弃，年

少时的姐姐和妹妹联手弑父，虽然是无

意之举，结果却是为母复仇，为己出气，

最后摆脱了所有男性的烂事和纠缠，组

成了三个女性亲亲密密的小家庭，这无

疑是编导投射出来对母系家庭理想结

局的向往。尤其是戏中戏的设计还是

很有巧思的，电影中妹妹饰演的大女主

“阿玉”怀孕生产，却险被女二号掐死，

妹妹无疑是代入了母亲的角色，更能体

会当时母亲绝望的心境。

姐妹之间微妙又复杂的关系在影

片中的表达也是比较精彩的。真怀孕

的姐姐教扮演怀孕的妹妹怎么演孕妇，

姐姐老练地用社会经验碰瓷，为开车追

尾的妹妹解围，都显示了姐姐对妹妹的

爱，也激发了妹妹对姐姐的情。况且，

“偶像小花”赵丽颖和“明艳大花”辛芷

蕾二美飙戏，很有看点。赵丽颖饰演的

大明星造型多变养眼，冷漠疏离，贵在

“敛”，有心机有狠劲，比较压抑，偶尔疯

批，演出了“乔妍”的多面性和复杂感，

但小家碧玉的长相与“高冷一姐”的气

质差距还是有一大截；相反，辛芷蕾更

松弛，重在“放”，自然朴素，不露痕迹，

气场强大，演技略胜一筹。

但影片还是表现得太急功近利了，

为了女性主义的表达而舍弃了剧情的

合理性，留下太多的“槽点”。一个在娱

乐圈打拼多年的大明星，动不动就当众

向投资人、经纪人板脸、呵斥、泼酒，需

要用这么浅表幼稚的老套手段反击男

性吗！？最后以娇小身姿还打伤了高大

威猛的沈皓明，夺回了外甥女，这完全

是为了取悦女性而主观设计的“爽文”

手法。而且根据字幕交待的结局，经纪

人因强暴未遂入狱判刑，而“乔妍”暴打

经纪人则属于正当防卫。看到这里，已

经无力“吐槽”了。乔妍和沈皓明合作

了十年，关系肯定不简单，但是影片留

白太多，关于二者的关系只有沈皓明单

方面的控制、诡计和胁迫。影片中的男

性几乎都是反派“渣男”，投资人郁总总

想“揩油”、姐姐的丈夫于亮欠下赌债，

明目张胆地入室抢劫，还卖掉自己的亲

生女儿……对男性的刻画太简单刻板

了。虽然影片本意是想揭开娱乐圈的

种种丑态和潜规则，这在导演赵德胤的

前作《灼人秘密》中也有反映，颇具批判

性，但批判也需要有生活的真实性、逻

辑的合理性，否则这就是一个飘浮在流

沙上的空中楼阁。

联想起15年前采访黄蜀芹导演时，

她所说的一句话：“我也不喜欢太直白

的女性电影，把女权问题孤零零赤裸裸

地拎出来谈，就有点做作了，我还是愿

意把它放在社会生活里来表现，这样自

然一些。”

成功故事里到处都是失败者，而奋

斗故事中每个人都可以是英雄。《蓦然

回首》讲述了一个能拨动人心弦的奋斗

故事，那些为热爱做梦的日子，那些为

追逐目标拼尽全力的日夜，那些疲惫、

孤独、无望中的苦捱，谁没有过呢？梦

想、热爱、青春、友谊，一切你没法拒绝

的美好……一首献给动画人的赞美诗，

也送给为梦想奋斗和奋斗过的你！

奋斗故事&成功故事

这么高纯的奋斗故事，在国产片里

很罕见。《蓦然回首》里两个漫画“宅女”

面目粗糙、头发凌乱，因为每日伏案作

画导致不善言辞、弓腰驼背、双眼无神，

恋爱更是全无可能，可是她们唤起了我

心里深深的共鸣，谁拼死奋斗的时候不

是这个熊样？

对于当下这一代年轻观众，这样的

生活更熟悉了，哪个不是为了为练一技

傍身，从小就每天在钢琴前鏖战两小

时，或在球场在泳池搏到汗如雨下筋疲

力尽，拼搏，他们太懂了，太知道成功来

之不易，要想超越别人一点点得付出多

大的努力。喂养这样一代从小拼到大

的观众这种速食的成功，不过博他们一

粲，既没有说服他们，更不可能征服

他们。

国产片里爱讲的是成功故事，而不

是奋斗故事，二者的区别在于，对于奋

斗的描摹与剧作高潮的设计。比如最

近很热的“衰仔”逆袭故事，其实还是成

功故事，它的剧作高潮指向一场关键的

战斗，而主人公极度接近成功者，甚至

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成功者。而奋斗故

事中，奋斗是持续的日常，是影片主要

展现的内容，且不以取得一次决定性的

胜利而告终，如《千年女优》中所说：?

“因为我喜欢追寻着那个人的自己”，追

寻即意义。

显然，成功故事更常见，因为它更

适用于好莱坞式三幕剧拱形戏剧结构，

有Deadline、时间螺旋、节奏加速器、高

潮战斗，还有HAPPY ENDING,更容易

吸引观众。而《蓦然回首》则示范了另

一套跟好莱坞不一样的剧作法——一

部高潮不明显的奋斗电影该如何引人

入胜。

我视角的情绪电影

《蓦然回首》的吸引力要素就是：沉

浸，情绪的沉浸，变成一部情绪电影。

它之所以能够引发观众强烈的情绪效

果，有赖于：一、丰富的细节；二、我视

角。我视角可能是新一代观众非常重

要的一种审美取向，VR 电影、游戏中

的玩家视角是更可见可感层面的运

用，在叙事方面，我视角可开发的空间

还非常大。

我们常见的电影是：主人公是单线

的，但视角是全知的上帝视角，或高于

剧中人的第三人视角，我视角不太一

样，没有太多全局观，事件要局限在

“我”的这个视角里才会被感知，不能随

意跳出我的视角，切换到我不可知的那

个视角里。看起来似乎视角更小了，更

好掌控，其实剧作难度并未降低，从某

种程度上说，反而更难了。

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大泽在昌在《畅

销作家写作全技巧》一书中就谈到，限

制视角写作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情，

尤其是没有专门受过这方面训练的新

手作者，要么故事很难打开半途夭折，

要么写着写着就会跳出自己的视角，写

一些这个所限视角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这样一来他之前建构的视角叙事就此

土崩瓦解。

《蓦然回首》中，我视角非常明显，

几乎全部叙事都扎进藤野的视角里，除

另一个女主角京本往外跑追藤野的那

一个主观镜头外。不管观众有多么想

知道京本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为什么会

遭遇不幸，创作者非常执意地做了留

白。这才是世界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样

子，我们能看到的能掌控的，只是一点

日常，而庞大吊诡的无常你根本无从认

知无从把握。

我视角因为往往涉及重新对时间

进行裁剪和定性，这很容易与女性主义

电影联系在一起，就像香特尔·阿克曼

的《让娜·迪尔曼》中大量日常的时间，

在好莱坞剧作观念中是需要被剪辑掉

的冗余时间，却是影片具体呈现的重要

时间。《蓦然回首》中如果你真的进入藤

野的视点，就会跟她一样忘记身外的世

界，忽略客观的时间，而进入到除了绘

画再无其他的纯粹的世界里。虽然“我

视角”在女性主义作品中尤为常见与凸

显，但必须强调的是，它不应被简单地

划为性别叙事，《蓦然回首》貌似少女

漫，作者藤本树就是一位男性作者，对

于职业作家而言，“我视角”无关性别，

选择哪个视角也无关性别，只是一种创

作方法或技巧。

在这样的一个我视角的故事里，能

带给观众愉悦的重要元素就是情绪，不

靠外在的戏剧冲突吸引观众，而是靠内

在的情绪共鸣和沉浸，创作者需要动用

很多要素来辅助加强情绪的沉浸。方

法有很多，这里只提一点——听觉。听

觉特别有助于人沉浸到情绪里，尤其是

音乐，因为音乐本身就因情绪而生。

近些年来，囿于成本，日本的很多

动画片都是有限动画，视觉效果并不算

出色，相比之下，听觉要做得优越得

多。无论是声优还是配乐，日本在听觉

方面花的功夫，远超很多国家。中国在

听觉方面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从中国做

声音的从业人数到他们在颁奖典礼上

被嘉奖的次数，都能看出整个行业对声

音的重视远远不够。今年文化输出最

佳榜样《黑神话：悟空》优秀的声音处理

就功不可没，既民族又国际的音乐大大

助力了它走向世界。

不只“英雄之旅”这一条路

《蓦然回首》让我再次思考：我们是

不是对好莱坞剧作方法存在误解和迷

信。市面上好莱坞剧作方法的书籍集

中问世于八九十年代，一些书后面附带

了适用的片目，可以看出基本上是新好

莱坞之后的电影，到了90年代，有一个

专用名词叫高概念电影，总体归为强视

觉强节奏电影。这些剧作书无疑都受

到了约瑟夫·坎贝尔的人类学、神话学

研究《千面英雄》的影响。《千面英雄》将

人类不同种族的英雄叙事诗总结为“英

雄之旅”，好莱坞电影尤其是新好莱坞

的强节奏强视觉电影基本延续了“英雄

之旅”的剧作结构法。

几十年来，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的热

卖为这种剧作结构法做了强大的背书，

但其实对它的质疑一直存在，诺思罗

普·弗莱在《类型的剖析》一书中就提

出，英雄之旅并不是人类所有神话的浓

缩提炼，它只是欧美世界男性狩猎神话

的提炼，如果将这样一种对某一类故事

的归纳理解成人类通行的普遍故事范

式，显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事实上我们人类有很多种神话，也有很

多种不同的讲述方式。比如近几年比

较热闹的印度电影、包括日本电影、法

国电影，讲述故事的方式就与我们熟悉

的好莱坞电影有着明显的相异性，并且

它们都拥有固定的拥趸，我们应该更有

意识地去挖掘发现这种多元性。

作为漫画改编动画电影，《蓦然回

首》的视觉加工不算太多，但第一个镜

头很赞，是一个一直对着天空拍摄的旋

转镜头，完全打破了水平轴线，让观众

产生了一种目眩的飞翔感。个人觉得

国产片的视觉语言还需要进一步新颖

化，很多铁律现在其实都在被打破。比

如轴线，《异人之下》展现异能英雄大

战，是一部完全视觉系的电影，但是片

中的打斗还是沿用一个非常规范的水

平轴线，对比一下，同期上映的《死侍大

战金刚狼》就有很多突破水平轴线的视

觉镜头。好莱坞电影其实在2012年《复

仇者联盟》复联大战外星怪虫那段高潮

戏中，就彻底打破了水平轴线，因为钢

铁侠各种变道飞行、转体、倒冲，水平轴

线的束缚和垂直轴线的区间都被完全

解放。今年最让我惊艳的分镜是在《黑

神话：悟空》开场动画里，二郎神和悟空

的那场大战，分镜特别开放，完全突破

了旧有画框意识、轴线概念，整个水平

轴都是不存在的，垂直轴也是无极限

的，这才是真正具有三维意识的动作

设计。

我们的观众是见多识广、迅速成长

的，我们的电影无论是从叙事还是视

觉，都需要全力以赴地始终与观众同

步，才能跟观众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