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古董局中局》从上映
后，连续七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不过，与该片的阵
容相比，这样的票房成绩实在算不上亮眼：原作者马
伯庸是“热门IP制造机”，其作品《长安十二时辰》《风
起洛阳》都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古董局中局》更是其
代表作，此前已经被改编为剧集，有颇强的观众基础；
两个主角——雷佳音和李现各有受众，且流量不低；
导演郭子健此前曾执导《西游降魔篇》和《悟空传》，在
商业类型片上有着丰富经验。

票房还不错，口碑却不出彩。在猫眼和淘票票这
两个大众购票平台上，《古董局中局》的评分为8.9分；
而在更加“苛刻”的豆瓣上，该片仅有6.3分，刚刚迈过
及格线。《古董局中局》为何遇冷？改编失败或许要背
上最大的“锅”。

电影版《古董局中局》选取了小说中的“佛头奇
案”进行改编。主人公许愿（雷佳音饰）代表的许家原
本是鉴古组织“五脉”中的一脉，但其爷爷许一城被指
控将国宝——武则天明堂佛头送给日本人木户有三，
被判处叛国罪而遭到枪决，许家因此名声扫地；其父
亲许和平在多年前失踪，估计也与佛头有关。到了上
世纪90年代，木户的后人提出将佛头归还中国，并指
定要由许愿接收。许愿发现当年爷爷送出去的可能
是假佛头，为了还许家一个清白，他踏上找寻真相的
旅程……

“鉴宝”是《古董局中局》的最大看点，小说里出现
许多新奇的鉴宝手法，让书迷大开眼界。可惜的是，电
影版弱化了鉴宝，反而把整个故事讲成了“密室逃脱”。

电影里出现了三场与鉴宝有关的情节，但只有第
一场较为完整地呈现出鉴宝的过程：一场民间拍卖会
上同时出现两枚号称来自汉代的飞熊金印，许愿采用

“悬丝诊脉、隔空断金”的方法，判断出两枚印章的真
伪：汉代铸印使用灌铸法，容易产生气泡从而形成空
心，所以真品应该重心不稳，被丝线抛上抛下后，不会
稳稳地落到桌子上。

除了这场戏之外，电影里所有的鉴宝过程都光靠
看和说，并没有还原小说中出现的鉴宝手法。为了增
加鉴宝的可看性，电影加上了大量的特效：比如在许
愿和药不然（李现饰）的鉴宝比试中，电影制造显微特
效、让古董的图案活动起来，观感酷炫有余、干货不
足。在更多的时候，鉴宝成了陪衬：比如许愿在许和
平家中发现了一个通过真伪古董的摆放而构成的摩
斯密码，许愿瞄一眼就判断出古董的真伪，之后便进
入了解谜环节，鉴宝过程完全被忽略。影片的高潮部
分更是直接变成了密室逃脱游戏，许愿和药不然在郑
家村的十三个窑洞里忙上忙下，结合天干地支、摩斯
密码找到了指向“真佛头”的线索。可惜的是，电影版
的解谜也做得不尽如人意，铜镜的拼音密码、围棋棋
局的“困局”“破局”隐喻都显得太过小儿科。

小说的体量巨大且埋有不少伏线，在影视化的过
程中颇考验编剧的功力。电影版对原作进行了大幅
度的压缩和改编，但由于没抓好重点，不仅造成角色
形象扁平，还出现了巨大的逻辑漏洞。

为了把故事聚焦到“找佛头”这一主线上，电影省
略了大量支线剧情，包括“老朝奉”是谁、他与“五脉”
有何关系、许家与日本人木户有三的关系、药不然的
身世等等。除了许愿之外，所有登场人物都宛如工具
人：为了推进剧情，电影把药不然塑造成许愿的对手
——两人各自出发寻找佛头，一路上都在较劲，看谁
能抢占先机；为了让找佛头的过程不那么枯燥，电影
安排了美女黄烟烟（辛芷蕾饰）从旁协助许愿，男女搭
配上路，还可以增添一点小暧昧；为了增加笑点，电影
请来葛优出演神秘人付贵一角。而付贵大概是全片
中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角色——在大部分时间里，付贵
都是一副见风使舵的小人形象，却突然就为许愿牺牲
了，并说了一段极为煽情的独白。实际上，小说中对
许家和付贵的渊源有着详细的描述，当电影直接把这
些背景抽走，付贵的牺牲就显得非常苍白。

在这部电影里，人物塑造只能算是小问题，此次
改编还直接动摇了故事的根基。小说明确表明，当年
许一城为了保全国宝而下了一着险棋：其时正值战
乱，文物极容易被损毁；文物贩子老朝奉又对佛头虎
视眈眈，试图将其卖到国外。因此，许一城才会将佛
头交给日本友人木户有三保管，并用“假头包真头”的
巧妙方式，确保木户的后人会把佛头交还给中国。但
是，电影只在结局揭晓了“假头包真头”的方式，却没
交代许一城的计谋。这就导致故事逻辑不通：许愿千
辛万苦，终于证明了自己的爷爷是一个把真佛头运到
了日本的“汉奸”。难怪有网友感叹：看了个寂寞。

据《羊城晚报》

由汪俊执导，周迅、黄磊、秦海璐等主
演的电视剧《小敏家》正在热播。周迅与黄
磊继《人间四月天》和《橘子红了》后的第三
次合作，以及电视剧将镜头对准中年失婚
群体，都让不少观众对该剧充满期待。

《小敏家》改编自伊北同名小说，故事
围绕周迅饰演的护士刘小敏展开：刘小敏
与黄磊饰演的经济适用男陈卓坠入爱
河。两个人都曾有过一段失败婚姻，人到
中年再次心动原本是人生的幸事，却要面
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重重困扰。《小敏家》
沿着小敏的再婚之路，探讨并展现了中年
人对生活的勇气。

如果说《如懿传》时扮演少女的周迅，
曾让人觉得“勉强”的话，这一次饰演中年
妈妈的周迅，则用回归的颜值、平静而细
腻的演技，再度让人对其信服。剧中的刘
小敏确实不是广义上的一心扑在孩子身
上的妈妈，但这并非周迅诠释角色的漏
洞，而是原著设定就是如此。

20多岁时，刘小敏与酗酒成性的丈夫
婚姻濒临崩溃，又陷入一段插足别人家庭
的谣言中，她选择结束过往，独自到北京
奋斗，后来终于站稳脚跟。也因为这样，
她与儿子之间有着疏离与不亲的困扰。
没有妈妈味的中年女性，也许与周迅本身
给人的感觉就十分贴合，但她还是用自己
的诠释，为这个背井离乡直面生活困难的
女性，描上更多平实却能抓住人心的颜色。

除了周迅的美貌和演技，她与黄磊演
绎的中年人的爱情，也呈现了琐碎生活带
来的安慰。这里的安慰，不是一些影视剧
中用“中年玛丽苏”编织的易碎泡泡，而是
展现生活剧的庸俗、写实、细碎、闪光，但
即便如此，他们仍相信爱、努力寻找爱的
过程。

剧情写实到什么程度？比如母亲突
然造访，刘小敏要赶紧藏起抽屉里的计生
用品。中年人的约会，也要在夹缝里抽时
间，等到孩子们睡去，才能享受坐在后备箱
开香槟送玫瑰的“一周年纪念日”的浪漫。
而顾忌到各自孩子在家，刘小敏和陈卓会
选择在酒店短暂约会，陈卓挽留要走的刘
小敏时说，“进来到现在才不到10分钟 ”

“这么贵的酒店多呆一会儿”，言语中是中
年人的自嘲和各种不易。在谈论未来时，
两人又带着谨慎的克制，各自筑起防御
——试探、反问、沉默、眼神的交错躲闪后，
互相得出结论，“就这样不结婚，挺好的。”

在关于该剧的评论中，很多人提到黄
磊身材的“出戏”，搞不懂剧中看起来冷艳
灵动的刘小敏为何会爱上“油腻”的陈
卓。身材不再“轻盈”的陈卓，却有着乐观
开朗的性格，他与女儿像朋友一样相处，
即便离婚，也从不在孩子面前诋毁前妻，
即便生活琐碎，却还是尽力制造浪漫，为
一周年制造仪式感。而这些，都是性格有
些沉闷的刘小敏所欣赏的。与陈卓相处
时她脸上的笑容，就是爱的证明。

在挖掘中年离异群体微妙的心态上，
《小敏家》将写实与接地气淋漓尽致诠
释。随着剧情的播出，还是有一些国产家
庭伦理剧中无处不在的狗血桥段，让剧中
冲突显得有些富有戏剧性。

在人物关系上，刘小敏爱上的陈卓，
是她发小李萍的前夫。小敏的儿子来北
京寻找复读班，执意要读李萍开的教育机
构。小敏前夫金波为了来复读班看儿子
而与保安发生冲突，导致两个家庭正式碰
面。两位前夫互加微信，两个“情敌”假意
寒暄，让冲突都聚集在这几个人身上，稍
显刻意。

但即便如此，《小敏家》依然是一部值
得关注的电视剧。离婚不是结局，离婚后
如何处理复杂的关系，继续向前积极生
活，才是重要议题。在这一点上，观众很
期待人到中年、也经历过离婚的周迅，如
何让刘小敏漂亮地诠释认真生活、认真爱
的奥义。

近日，一部关注都市女性自我成
长的剧作上线。然而，与作品高曝光
度和高话题性相比，其口碑却不尽如
人意，这几乎是近期都市剧创作的普
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
作品悬浮于现实之上、游离于生活之
外，用臆想来结构故事、用标签来定义
人物，自说自话、闭门造车。

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都市剧
本应起到描摹现实生活、呼应百姓心
声的积极作用，展现烟火人间悲欢离
合的笑与泪，为寻常百姓的生命理想
鼓与呼。然而，有的作品却与这一艺
术创作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与真善
美的价值追求南辕北辙。有的作品
里，男女主人公似乎从来不需要奋斗
或者“略施小计”就能够赢得“开挂”人
生。有的都市剧里身为职场新丁的女
主角，仅凭一番貌似真诚的高谈阔论
就能够赢得大老板数以百万元计的投
资。有的角色声称自己是工薪阶层，
而开的车、住的房、背的包、穿的衣服
都价格不菲，与其职场薪资和家庭背
景极其不符。还有的角色喜欢躲在香
车豪宅里耍贫嘴、抖机灵，故作通透地
讥笑社会，玩世不恭地调侃人生，油腻
而污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不禁
让观众感叹，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被排除
在都市剧之外了。住在豪宅里哭穷，开
着豪车喟叹生活艰难，轻轻松松就能走
上人生巅峰，这不只是所谓“凡尔赛”，
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惺惺作态。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一是
某些创作者的艺术视野太窄、创作格
局太小。有的创作者收入不菲、生活
安逸。他们陶醉在既有的成绩之中自
我欣赏，已经不愿或无力去深入接触
和描写具有烟火气息的平凡人生。二
是市场导向致使创作跑偏。在互联网
语境下，爽文、爽剧似乎成了硬通货。

“霸道总裁爱上我”“万千宠爱于一身”
的创作套路屡试不爽。因此，一些创
作者会被动或主动往既定套路里钻，
以获得创作资本和目标观众的青睐。
三是创作一部真正反映百姓生活的优
质都市剧，需要深入的生活观察和深
厚的艺术积淀，这需要相对较长的创
作周期，正如当年的《贫嘴张大民的幸
福生活》。而目前影视剧创作总体较
为浮躁，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现
象尚未得到充分改善。

其实，除去霸道总裁和富家千金
之外，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
机以及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同样
是都市生活的主人翁。这些随处可见
的平凡而伟大的身影是最美的奋斗
者，是真正的英雄，是最值得书写的充
满生活智慧和生命能量的大写的人。
为此，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扭转目前的
创作现状。

一是创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沉住气、潜下心来搞
业务。要以筑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
为都市剧创作的前进方向，发掘普通
人身上的闪光点，寻找烟火人间里的
真感情，发现平凡小事中的正能量，用
真正表现百姓生活的优质都市剧感动
并征服观众。二是有关部门要加强政
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力度，让百姓生活
成为都市剧创作的主阵地。要在选题
规划、剧本创作、班底组建、拍摄过程
和宣传推广的全流程、全要素中营造
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创作环境。三是
播出平台要给予表现百姓生活的优质
都市剧更多播出渠道和空间，要注重
项目推介和观众引流，让有生活质感、
有生命力量的故事和人物真正走进观
众心田。

据《光明日报》

文艺范星期二

艺
评

2021年12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 张海 版式罗梅 校对 廖焱炜

15

并
非
﹃
票
房
密
码
﹄
改
编
也
要
讲
求
逻
辑

□
胡
广
欣

IP能
﹃
暂
时
逃
离
﹄
的
中
年
爱
情
很
可
贵

□
周
琴

都
市
剧
不
应
脱
离
百
姓
生
活

□
杨
洪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