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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影《铃芽之旅》的

票房达到5.75亿元时，意

味着该片的票房成功超越

了前作《你的名字。》，不仅

成为中国影史上票房最高

的日本动画，更刷新了新

海诚在中国的票房成绩。

《铃芽之旅》成为2023年

清明档的票房冠军，更连

续13日问鼎单日票房第

一。可见，此片的“叫座”

之势已然凸显。

作为新海诚“灾难三

部曲”的收束之作，《铃芽

之旅》的票房显然已经独

占鳌头。但从口碑看来，

新作势头虽猛，但难以超

越《你的名字。》高达8.5

的豆瓣评分。在网络中，

对于这部作品的口碑也是

两极分化，有“N刷”的观

众高呼被感动落泪，也有

网友吐槽不断，认为“比

《你的名字。》差多了”。

其实细看之下，《铃

芽之旅》所面临的争议和

口碑分化，不管是《你的

名字。》还是《天气之子》，

都走过相同的历程。在“每一帧都能

截屏当壁纸”的画面风格和“一听就想

要循环播放”的音乐插曲中，新海诚

作品的叙事脉络和人物逻辑仍然颇受

争议，难以靠画风音乐的好评来完全

抵消。

为何到了“三部曲”之终，新海诚的

作品依旧规避不掉在前作中已被频繁

诟病的缺陷呢？显而易见，延续了新海

诚的“纯爱”风格，《铃芽之旅》依然是青

春向的爱情叙事。影片中，男女主在偶

然之间产生命运间的纠葛，无意之中踏

上关闭灾难源头之门的旅程，在相处的

过程中逐渐心生好感，但又需面临“拯

救众生”的抉择。这样的剧情发展和

感情推进，在新海诚的作品中早已“见

怪不怪”，《你的名字。》和《天气之子》

都能看到如出一辙的设定。

其实，作为新海诚打磨三年的作

品，也是“灾难三部曲”的最终曲，不难

看出《铃芽之旅》有更大的野心。譬

如，全片故事的创作背景来自2011年

“3·11日本大地震”，女主角铃芽的整

段旅程也贯穿了日本近年来5个发生

过重大地震事件的城市，可以看到新

海诚在片中投入了更为深度的社会关

照。片中所探讨的自然灾难后形成的

亲情关系，还有重现发生灾害之地曾

拥有的幸福平和，以及每一

次的“闭门”都是与过去伤

痛告别的设定，都可见新海

诚想要在作品中刻画更为

现实的社会议题。

从这一点来讲，新海诚

似乎是进步的。因为相比前

作将较多的篇幅用于男女主

感情升温的展示,在《铃芽之

旅》中，花了更多的笔触描述

灾难带给人的伤痛，展示如

何与苦痛“握手言和”，表达

经历劫难后仍要对未来保持

生命的热情……借用网络

中的流行语，新海诚在这部

作品中“格局”更为打开了，

故事的内核更得到了“升

华”。不再只是沉溺于“纯

爱”式的青春爱情描摹的故

事片，更是折射社会关怀、

具有现实主义的动漫作品。

可新海诚毕竟是新海

诚，其自然也放弃不了爱情

故事的讲述。在《铃芽之

旅》中，可以说最大的争议

也是男女主情感线的发

展。在长达两小时的片长

中，男女主情感线的刻画过

于草率和突兀，在观众都还未觉得两人

有爱情的“苗头”时，突然彼此就“生死

相许”了。此外，连片中推动主要剧情

发展的猫咪“大臣”，其动机刻画和内在

逻辑到最后也未完全交代清楚，让不少

观众一头雾水。

无法放弃的“纯爱”叙事，和又想

兼顾对社会现实议题的深度刻画，新

海诚似乎并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点，让两者之间达到更好的呈现。但同

时，新海诚新作中折射的对生死议题的

思考，以及美好生活治愈伤痛的表达，

倒也不辜负该片成为“灾难三部曲”的

票房之首。

近日，《向风而行》《纵有疾风起》

《去有风的地方》《风吹半夏》《风再起

时》等多部带“风”字的影视作品扎堆

上线，因剧片名“撞车”，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作品的辨识度。有观众无奈地

说：“剧片名太像了，分不清自己看的

是哪部作品了。”可见，剧片名对作品

传播发行非常重要，这一现象引发了

业界对影视作品剧片名的关注。

剧片名是观众接触影视作品的第

一道门。具有辨识度、意蕴深远的剧

片名与内容相互成全，能对作品产生

积极影响，吸引观众主动推开光影之

门；而不恰当的剧片名会使好作品埋

没，还有一些“奇葩”剧片名让人晕头

转向、敬而远之。近年来观众吐槽最

集中的剧片名大致有几类。一是模样

让人“晕”，感觉似曾相识。很多剧片

名以“IP+词组”的形式出现，比如电影

《狄仁杰》系列火了之后，出现了十几

部《狄仁杰之 X X》的作品，还有各种

“囧”体、“西游”体等。说到底，就是部

分片方喜欢走捷径、蹭热点、追爆款。

一部作品火了，就模仿该爆款制作“高

仿”产品，使观众难分“李逵”和“李

鬼”。二是格调显得“俗”，甚至有打色

情擦边球的嫌疑。比如《总裁虐我千

百遍》《白衣校花与大长腿之狼君薄

情》等，这种作品多表现男女主人公之

间纠结暧昧的情感关系，在剧片名中

也经常使用出位词语挑动观众的神

经，引人想入非非。三是含义越来越

“虚”，让人摸不着头脑。古装剧是这

类作品的重灾区。比如《一片冰心在

玉壶》《潇洒佳人淡淡妆》等“七言诗”

式的剧片名看似文雅，却没有特别的

含义，有些诗句生编硬造。“虚”还体现

在一种无厘头式的不知所云，比如《恋

爱指南我指北》等，看似标新立异，实

则与剧情关联不大，缺乏起码的意

蕴。四是字数越来越多，长剧片名扎

堆。这主要集中在青春爱情题材作品

中，比如《那年·同学之不作不死不青

春》等，拗口难记。

剧片名为何出现这些问题？创作

理念出现偏差、过度看重经济利益是

主要原因。那些打擦边球、蹭热点的

剧片名，无非是想通过吸引眼球让作品

从海量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高流量

和经济效益。至于那些“虚无缥缈”的

剧片名，片方更多是为了迎合年轻受众

的口味，刻意制造网感所致。还有越来

越趋同、越来越奇葩的剧片名之所以出

现，根本原因是作品内容苍白无力，无

法提炼真正有价值的内容，缺乏准确

的受众定位，更谈不上创新。

影视作品的剧片名虽然只有简单

的几个字，但它同样是艺术创作，还是

重要的宣传手段。好的剧片名是需要

经过反复调研和琢磨才能得出的智慧

结晶。如何起出既符合作品特点，又

有深刻意蕴，还让人眼前一亮的剧片

名？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是要信息

准确。剧片名就像广告，主要功能是

向观众传递作品的基本信息，让观众

在第一时间大致了解作品的题材、类

型、内容、风格等。作品名字不在于

长，而在于简明、准确、贴近实际。比

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读

者一眼就能看出作品的大致内容和类

型。有研究表明，评分网站的高分电

影片名大多不超过四个字，比如《流浪

地球》《长津湖》等。其次是要构思精

巧。“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名字是

作品的眼睛，能代表一个作品的精神气

质与思想内涵。取好剧片名无异于“点睛

之笔”，这就需要创作者在富有艺术智慧

和文化积淀的基础上，不断激发创新思

维，起出让人过目不忘的剧片名。比如

《大江大河》彰显开阔奋进的时代气象，

《觉醒年代》描摹民族思想启蒙觉醒的历

史过程。

当然，剧片名不是万能的，文艺作

品要立得住、传得开、叫得响，除了有个

好剧片名，更要有过硬的内容质量。《诗

经》中有的作品没有题目，依然被吟颂

千年；《三傻大闹宝莱坞》等虽然片名糟

糕，但仍因较高的艺术质量和观众口碑

获得追捧。不能本末倒置，首先还是要

在内容创作上下功夫，用巧心、匠心、艺

心，使剧片名与内容自然贴合，相互辉

映。名副其实，才能让好的影视作品声

名远播。 据光明日报

近日，吼浪工作室发布通告，称自2021

年起遭遇了姜广涛等人共同实施的重大侵

害，并宣布与其永久终止合作。随后，“姜

广涛涉嫌刑事犯罪”等词条登上热搜榜，持

续引发网友热议。

姜广涛——这个名字或许你不熟悉，但

你应该或多或少听过他的声音。因为其职

业生涯几乎与国内配音行业的发展重合了。

他入行之时，正赶上译制片时代的末

期。1999年，他成为《泰坦尼克号》中杰克

的配音演员，此后为许多当时的热播剧献

声：影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中的花无缺、

《琅琊榜》中的蔺晨等，动漫《大鱼海棠》中

的鹿神、《姜子牙》中的师尊，游戏《仙剑奇

侠传五》中的姜云凡、《时空中的绘旅人》中

的叶瑄等。

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姜广涛共参

演190部电视剧、71部电影、54部动画片、

47部广播剧，以及21个游戏、4部纪录片、6

部有声书。

配音演员原本只是幕后工作人员，但

随着配音演员偶像化的进程，部分配音演

员拥有了自己专属的粉丝群体，即有了所

谓的“扛剧”能力。

令人唏嘘的是，配音演员“塌房”事件时有

发生。

早在2020年，国内配音圈便频频“塌

房”。如为腾讯热门手游《光与夜之恋》中男

主之一陆沉配音的李元韬，在吃到了角色红

利之后，便被曝出在现实生活中故意贴近角

色，从而“睡粉、PUA、冷暴力”，同时与多名女

粉丝保持不正当关系。

“从群众角度看，配音演员们有着一定

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作为公众人物应当承担

起相应的责任。而从配音演员角度看，部分

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公众人物，只不过是做着

配音工作的普通打工人，自己的言行不应该

受到更高的道德约束、法律以外的限制。配

音演员与群众对于身份认知存在一定出入，

导致‘塌房’事件愈演愈烈。”华东师范大学立

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余锋说。

余锋解释称，配音演员，顾名思义，是

从事配音表演的人员。凡利用自己的技艺

才能从事文艺表演工作的人，无论是台前

还是幕后，均是艺人，配音演员即存在于幕

后的艺人，也要受到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2021年3月施行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

业自律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约束。

还有网友提出疑问，姜广涛配音的近

400个影视剧角色是否会因此被“连带”下架？

对此，余锋认为，包括影视在内的文学

艺术作品，既是传播文化的使者，又是文化

传承的载体。耗资巨大、参与人员众多的

影视作品，若仅因为其中某个配音演员触

犯刑律就做下架处理，对经济价值和社会

文化价值而言，都是一种巨大损失。对于

姜广涛参与配音的视听作品，相关主管部

门可以通知所涉视听作品制作单位，利用

现代科学技术，用其他配音演员或AI的声

音替换姜广涛的声音，以此避免作品全部

下架，给社会带来文化福利损失，给相关公

司带来重大经济利益损失。

针对接连不断出现的艺人违法失德问

题，余锋建议娱乐行业加快建立艺人的道德

素养培养考核机制和筛选淘汰机制，通过

“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相结合的方式，为

准入设限，为淘汰立规。

北京广告协会明星代言规范工作委员

会常务副秘书长兼首席技术专家吴纯勇提

出，可以尝试推动演艺人员在和影视节目

出品方、投资方合作的过程中加上一种具

有经济约束力的条款，比如制片方或投资

方在与比较重要的演职人员签署合作协议

时加一个“紧箍咒”，即由于演员自身行为

对作品产生的负面影响，或将承担巨额赔

付，目的就是让艺人能长期对自己的公众

形象、个人品牌负责。 据法治日报

《铃芽之旅》：新海诚困于“纯爱”的现实表达
□李雨心

该给影视剧取个好名字
□胡祥

配音界顶流“塌房”
该如何规范“配娱”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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