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人生之路》中被几代人使用得包了浆的炕桌、箱柜、农具，到《漫长的季节》里富有年
代感的脸盆架、煤气灶，从《平凡之路》里潘岩背着西装挤地铁，到《青春之城》中蒋楠楠操着
方言教孩子功课……近期，一批富有生活质感的影视作品热播，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
些饱含时代信息、富有沉浸感的故事情节如涓涓细流，滋润着观众的心田，使他们获得温暖
真挚的情感体验，成为影视作品践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生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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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新版《小美人鱼》，从真人

化改编到选角争议，都吊足了观众胃

口，影片近日上映后，却遭遇口碑、票

房滑铁卢。真人版《小美人鱼》的真

正问题，其实不是选角争议，而是老

套、保守的故事改编，影片对小美人

鱼追求爱情的刻画潦草片面，还有刻

板套路化的正反派对决。电影打着

开放、包容、多元审美的旗号吸引观

众，却走了一条保守改编的商业之

路，得不到好口碑一点也不冤。

真人版《小美人鱼》重新演绎安

徒生笔下的人鱼公主爱丽儿历尽波

折，勇敢追寻爱情和生命意义的经典

童话故事。影片有一个超豪华的幕

后阵容，导演、服装设计、艺术指导、

摄影都拿过奥斯卡奖项。影片的大

亮点一是音乐，二是多元风格的视觉

审美。电影再现了动画版主题曲《你

的世界》等音乐经典，好几段歌舞都

各有风格，有的呈现海底世界的五

彩斑斓，有的呈现陆地上人类的热

情洋溢，大反派的歌舞都充满迪士

尼的梦幻色彩，确实带来了震撼眼球

的视觉享受。电影中的多元化审美，

除了美人鱼们肤色不同各有各的美，

还有很多具有地域风情的审美，一会

儿是豪华的欧式宫殿，一会儿是繁华

的热带集市风情，一会儿是欧式碧草

蓝天田野风情，一会儿又是流光溢彩

的海底世界，转眼又是黑暗海怪一样

的克鲁苏式审美风格。影片的画面

非常精美，视觉审美依旧保持了大

制作影片的水准，质感很足，很有视

觉冲击力。

具体到影片对安徒生童话的重

新解读和对人物的刻画，影片想做与

时俱进的创新改编，但呈现出来的效

果并不令人满意。在安徒生的童话

世界里，小美人鱼痴迷不悔追求爱

情，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毁灭，落得悲

惨结局。30多年前迪士尼动画片《小

美人鱼》给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故

事核心是爱情叙事，小美人鱼代表着

追求自由爱情的现代女性，她勇敢冲

出海底世界，战胜了魔咒，拥有了自

己的感情。

真人版《小美人鱼》电影依旧延

续了动画版的主线，小美人鱼救了王

子，王子对其一见钟情，然后一起打

败海女巫，收获爱情。但是因为改编

缺乏对人物动机的深入刻画，也缺乏

对剧情的认真编织，再加上演员演得

不好，观感上就是毫无逻辑的情节罗

列。开篇是小美人鱼反抗父权，父亲

因为环境污染、种族仇杀等问题，限

制小美人鱼登上陆地。中间剧情是

小美人鱼与王子一见钟情，小美人鱼

向海女巫献出身体得以到陆地上去

寻爱，王子对人鱼有好感但莫名迎娶

另一位美丽的公主。最后是小美人

鱼的父亲原谅人鱼并牺牲自己，王子

和小美人鱼与海女巫展开一场海陆

大战。

影片剧情不见人物、只见桥段，

影片想触及的话题很多，但都没有展

开。比如爱情线中，小美人鱼与王子

的恋爱拍得很套路化，跳跳舞、坐坐

马车就莫名其妙真爱了，甚至完全牺

牲了原著中小美人鱼舍弃尾巴、脚痛

如刀割也要为王子跳一支舞的那种

为爱勇敢牺牲的爱情内核。再比如

对父权的反抗，影片前半部分的小

美人鱼要不断地打破界限、规矩，去

陆地冒险，塑造的是一个反抗父权、

追求自由的反叛形象，但结尾父亲

莫名其妙为女儿牺牲了自己，又莫

名其妙复活，小美人鱼亲手送上象

征父权的权杖。再比如对环保主题

的刻画，后面不了了之。影片改编

想创新，但最终是陈旧和保守占了上

风。因为要保留一个大团圆的爱情

故事主线，后半部分的小美人鱼就必

须开始“恋爱脑”，重现女性为爱自我

牺牲的老套路。电影想给小美人鱼

加上一种新的反叛和冒险精神，但又

不想大刀阔斧地改编原故事，也就没

能重新探讨小美人鱼与王子的爱情

关系，重新思考跨种族恋爱等问题，

也没能深入刻画一个热爱冒险的全

新人鱼形象。

总的来说，真人版《小美人鱼》音

乐和视觉效果很好，故事保守陈旧，

人物无趣，角色表演不出彩，是大制

作，也是平庸之作。

据齐鲁晚报

真人版《小美人鱼》:
故事陈旧人物无趣的平庸之作

□师文静

2018年底上映的动画电影《蜘蛛侠：

平行宇宙》曾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观影

感受，作为续作，《蜘蛛侠：纵横宇宙》（以

下简称《纵横宇宙》）延续了前一部的特

点，有过之而无不及，重点是画风，在可以

预料的叙事套路里，影片展开了多样化的

美术风格。这未尝不是一种漫画改编超

级英雄电影的返璞归真：始于漫画，归于

漫画，大银幕成为看漫画的新形式。然

而，如果以剧情片要求《纵横宇宙》，或者

看到影片规规矩矩讲亲子沟通的段落，那

它难免陈词滥调。

在内容层面，《纵横宇宙》涉及的太多议

题是似曾相识的。第一次严重危机的爆发

是因为男主角迈尔斯“错误”地救下在原定

命运轨迹中“应该”死去的警察。救个体会

造成群体的危机，而放任个体受难则可以维

持群体运转，要不要为了“更大的利益”舍弃

看似微不足道的人们？这是好莱坞的“青少

年电影”里持续探讨的伦理悖论。

进展到核心矛盾爆发时，《纵横宇宙》

触到了一个具有挑战感的议题。在故事

的开始，女主角格温离开自己的世界，是

为了摆脱独断专行的父亲和父亲强力捍

卫的秩序，但是当她进入“更强更正义”的

超级英雄平行社区，她很快发现那里也是

如父如兄的大家长的一言堂，超级英雄们

的超级领导同样捍卫一个不许产生变更

的秩序。讽刺的是，迈尔斯会成为蜘蛛

侠是系统出现的漏洞，所以他这个“漏洞

虫”不被“蜘蛛英雄”的小世界认可，他被

孤立被排斥，甚至被认为是造成他的世界

里原版蜘蛛侠死亡的“错误”。这个电影

图穷匕见的锋芒在这里：按照原定的秩序

运转，迈尔斯不仅不会成为少年英雄，这

个早慧的加勒比移民孩子将走上邪路，堕

落以后成为蜘蛛侠的劲敌。那么在“原定

的结构”中，超级英雄捍卫的究竟是谁的

秩序、谁的利益？

这是一切美式超级英雄传奇尽头的

“终结者议题”，《新蝙蝠侠》浅尝辄止地揭

开了这个不堪追问的主题，最终息事宁人

地让蝙蝠侠仍然成为大洪水中的希望之

光。现在，同样自掘坟墓的送命题给了蜘

蛛侠，但电影到此未完待续，把真正的挑

战留给新的续集。

于是观众看到的《纵横宇宙》，导演安

之若素地面对熟悉的人物、套路的情节和

老生常谈的伦理难题，把表现力尽数发挥

在视觉表达中。不仅延续《平行宇宙》的

整体画风，把漫画书的质感转换成电影的

视觉风格，产生“漫画动起来”但又不是常

规动画的特殊观感，更进一步，《纵横宇

宙》创造了多样画风的并置。电影一开

场，明显是影射达·芬奇的怪杰驾着形如

大鹏的机械装置从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

穿越而来，布鲁克林警察围歼中世纪机械

大鹏的“大场面”，预示了整部电影古典杂

糅先锋的拼贴式美术风格。

在大部分情节如观众预料展开时，画

面和画风制造了影片的吸引力：在格温和

父亲的世界里，写意的水彩是对女孩内心

世界的显影；在迈尔斯和父母生活的世

界，老派漫画的线条和昏黄斑驳色彩诉说

成长十字路口少年的躁动；孟买蜘蛛侠穿

行在宛如“银翼杀手”的赛博大都会；不同

版本蜘蛛侠们集结的大本营是发达技术

制造的冷酷仙境；最酷版本的蜘蛛侠是街

头艺术家的二维喷绘版；元宇宙里的少女

蜘蛛侠是字节组成的全息图。

如果把《纵横宇宙》看成电影院里翻

动的漫画书，那它的确像其中一个角色标

榜的：“我最酷。” 据文汇报

所谓生活质感，即影视创作遵循

生活逻辑、把握生活真实、表现生活

常态，以日常化审美构建起的艺术真

实。它既是布景道具铺排的生活气

息，也是故事讲述的生动细节，还是

人物角色的立体感。但不管是哪方

面，影视创作要践行现实主义创作原

则，都应注重生活质感的铺陈，以生

活真实推动戏剧真实，进而实现艺术

真实。这本是为从业者广泛认同的

创作共识。然而近年来，在消费主义

和商业逻辑的影响下，一些创作放弃

了“描述生活、发现生活，进而审视生

活”的创作自觉，用想象制造浮夸梦

幻的生活表象，以吸引观众的眼球，

让他们产生歆慕仰视之情，结果使创

作走入了悬浮空洞的误区。比如，有

的人物声称自己是工薪阶层，却开豪

车、背名牌包；有的作品为表现经济

拮据的生活，让主人公吃自热火锅度

日。不仅剧情、人物罔顾现实逻辑，

悬浮于生活之上，服装、道具方面也

与生活常态、现实场景拉开距离，被

观众吐槽为“悬浮剧”“话题剧”“热搜

剧”。可见，生活质感的艺术魅力不

可小觑。从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到思

想观念、情感体验，创作者应全方位

观察生活、提炼烟火气，建立与观众

的情感联系。

把握生活质感，首先要在场景布

置等方面贴近生活，让观众在扑面而

来的视觉体验里快速进入戏剧情

境。比如，家庭剧里的陈设不能简洁

得如同样板间，些许凌乱恰恰是忙于

工作的上班族居家生活的常态。医

疗剧里的病房也不能如高档酒店

般，不见病人的身影，忙碌紧张、人

满为患才是日常诊疗的真实状况。

服化道是影视表达最直观的符号信

息。有时一盒火柴、一瓶小时候常

喝的汽水都能在不经意间触动观众

的心弦，激发一种情绪或一段感慨。

因此，创作者应将艺术巧思落实到这

些细微处。

把握生活质感，还要在演员表演

方面凸显特定年代、典型环境下人物

的形象气质、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

角色的下意识反应、习惯性动作、藏

在脸上的微表情，都能表现社会、家

庭等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要

想让角色鲜活，就要从人物的生活背

景、人生际遇出发，把生活细节融入

表演。比如《漫长的季节》里，从当劳

动模范时的意气风发到遭受丧子和

下岗双重打击后的颓废，再到为了找

出儿子死亡真相十多年坚持追凶的

执着，演员将王响这个人物一路走来

的心理历程演绎得淋漓尽致。

把握生活质感，还应还原特定年

代、环境形成的不同时代特征。生活

告诉我们，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

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就像《人生之

路》以20世纪80年代那段充满理想

与憧憬的岁月为背景，所以人物身上

洋溢着一种朝气和活力。《青春之城》

里，21世纪初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在商

海沉浮中不断成长，始终带着一种求

新求变的闯劲。

当然，把握生活质感不仅在于对

生活细节的独特发现、对平凡人物的

鲜活塑造以及对时代氛围的铺陈渲

染，更在于作品将这一切组合在一起

后激发出的多重艺术效果，挖掘出的

深刻思想内涵。富有生活质感的作

品既不会宣泄苦闷，也不能渲染悲

情，而是让观众“在场”，近距离审视

人物的生活，伴随着他们笑着、吵着、

哭着，背负沉重，追求幸福。随着剧

情不疾不徐地推进，观众在生活化的

场景中慢慢琢磨，细细体会，由人推

己，再推己及人，悟出许多有关生活

的朴素道理。总之，影视创作者要向

生活学习、拜生活为师，在点滴生活中

汲取创作灵感，在岁月更迭中提炼人

生经验，用生活质感汇成现实主义创

作的艺术交响。

据光明日报

《蜘蛛侠：纵横宇宙》：

大银幕
看漫画的新形式

□柳青

影视创作应拜生活为师
□杨洪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