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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创作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

缺乏生活内容所致。缺少生活细节

的填充，徒有叙事结构的骨架支撑，

导致作品干瘪突兀、思路跳跃、转折

生硬。缺少生活内容的滋养，也使人

物形象扁平刻板，言谈举止缺乏合理

动机，成长轨迹、命运走向也缺少说

服力、感染力。

缺少生活经验的支撑，还有碍于

因果关系的建构，使某些有意为之的

剧情不但无法增加作品的艺术性、创

新性，无法帮助观众走出固化的审美

心理定势，反而因有悖于现实逻辑而

变得悬浮空洞，成为创作新套路。因

此，要想从根本上打破影视创作套路

的桎梏，创作者必须深入现实肌理，

体悟生活本质。正所谓，“闭门觅句

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从家长

里短、柴米油盐到思想观念、情感体

验，唯有把这些生活素材吃透了、消

化了，创作才能展示真实的生活情

境、表现真切的生活状态、传达真诚

的生活理念，与观众建立起紧密牢靠

的情感联系。

首先，要结合生活实际营造典型

环境，在具体情境中孵育鲜活人物。

优秀影视剧，尤其是弘扬现实主义精

神的作品，往往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

物的联动关系上颇下功夫。电视剧

《功勋》中，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源

于他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对饥饿的切

身感受。在赶往助农实践点的路上，

带的菜饼子吃完了，只能把裤腰带勒

紧点。肚子空空，以前半天就能到的

路程，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快。为了抄

近道，他泅水过江，差点淹死在江

里。到了助农实践点，又发现广田

叔已病入膏肓，临终前就想吃碗白

米饭，却求而不得，含恨而终。这种

环境铺陈如同引线，点燃了人物改

变现状的信念，也激发了观众的情

感共鸣和心灵共振，使他们深刻理解

袁隆平“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想

法的来由。

其次，要善于用生活点滴激发观

众的合理想象，增添故事韵味。许多

创作者善于使用吃饭、穿衣、不经意

的闲聊等看似琐碎无用的“闲笔”，钩

织叙事纹理，缝合剧情。比如在电视

剧《人世间》中，生活细节随处可见。

如周秉昆为帮助郑娟，偷偷将母亲的

传家玉镯变卖。多年过去，大病初愈

的周母再次提及玉镯、周秉昆卖镯子

的真相眼看就要揭开之时，却忽然没

了下文。这处有意为之的留白，其实

早就在郑娟不计回报地照顾周母的

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回应。干净整洁

的家、健康成长的孩子们、清晰明了

的账单以及郑娟粗糙变形的手，这些

生活细节发挥了“无声胜有声”的审

美功效，不仅让故事走向顺理成章，

还让其承载的真挚情感直抵人心。

最后，将表现生活的点滴变化作

为展现广阔社会图景的具体切口，帮

助观众在时间流转中更好地理解故

事走向和人物选择。电视剧《人生之

路》的主角高加林人生波折起伏不

断。从上大学的名额被顶替，当民办

教师转正无望，到写报告文学获奖；

从进城考入报社当校对，到当杂志

主编、创办文学网站，每一次转折都

以透露着丰富信息的生活细节作为

铺垫。比如，在集市上卖馒头不好

意思吆喝；初到上海时租住阁楼、学

着与邻里相处；除夕夜自己下碗清

汤面吃……创作者将高加林面对人

生起伏时的不同生命状态高度浓缩

于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的戏剧情境

之中，彰显人物始终直面挑战、不断

向前的精神风貌，使作品“勇敢追

梦，坚守初心”的主题振聋发聩，涤

荡人心。

总之，生活是艺术家灵感的来

源，是文艺作品保持生命力的养料，

是创作生发情感震撼力、提升审美价

值、延续“文以载道”传统的根本。因

此，影视创作者必须拜生活为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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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如此，作品才能承接地

气、提振人气、彰显生气，真正走进观

众心田。

据光明日报

克里斯托弗·诺兰痴迷于时间。他

对角色和观众的操控一样自如，而在

《奥本海默》中他同时做到了这两点。

影片《奥本海默》巧妙地在鲜艳

的色彩和令人惊叹的黑白之间来回

切换，以此呈现不同的时代氛围，从

而引发某种连锁反应。虽然影片的

四幕结构对观众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但观众的耐心和专注得到了充分的

回报。不知道诺兰的粉丝们会对《奥

本海默》这样一部令人兴奋、对历史

充满好奇、以庄重为基础的电影有什

么反应，这与诺兰的《蝙蝠侠》系列中

那种深沉的威严，以及《盗梦空间》和

《信条》中的烧脑游戏几无共同之

处。就其激动人心的庄严而言，它可

能最接近《敦刻尔克》，而它对科学与

情感的融合又让人想起《星际穿越》。

奥本海默之所以能完成他的壮

举，是因为周围有许多杰出的思想

家，而基里安·墨菲也得到了一群顶

尖演员的支持。马特·达蒙把他的明

星魅力带到了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

身上，这位曼哈顿计划的军事首脑粗

暴的魅力掩盖了他别有用心的动

机。小罗伯特·唐尼饰演奥本海默对

战后核政策控制权的竞争对手刘易

斯·施特劳斯。这是唯一没有从奥本

海默的视角来设置的场景。施特劳

斯对奥本海默的智慧感到敬畏，但对

他的傲慢和政治态度颇为不满。唐

尼的角色在影片第三幕变得越来越

重要。希区柯克式的追捕伪装成法

律程序，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受到

无情的审视。

基里安·墨菲总是能够在他棱角

分明、天使般的外表下传达出一些令

人不安的东西。他扮演的奥本海默

是一个迷人的矛盾体：坚定而冷漠，

当下而遥远，聪明而盲目。从墨菲锐

利的淡蓝色眼睛中，我们可以看到物

理学家超常的智慧、顽强的决心，以

及在承认自己的天真并面对后果时

所受的折磨。当奥本海默思考20世

纪最棘手的问题时，墨菲脸上的特写

镜头和电影中的原子弹爆炸一样引

人注目。他遥远的目光不仅让你相

信，他确实看到了亚原子粒子之间发

出噼啪声的无形力量，还让你看到了

他将这种力量释放给世界所带来的

严重后果。安静沉思的时候，他的注

意力好像被银河系的黑洞吸引，而在

愤怒或紧张的时刻，他的虹膜犹如两

个微小的钴色蘑菇云冠。这双眼睛

是诺兰及其演职人员所取得成就的

最简洁的概括：《奥本海默》是一部同

时在微观和宏观尺度上发挥作用的

电影。它既是一辆飞驰的过山车，又

是一幅辛辣的精神肖像。

诺兰用《奥本海默》的开场来唤

起普罗米修斯神话，一如玛丽·雪莱

给她的小说《弗兰肯斯坦》所起的副

标题“现代普罗米修斯”，二者是对观

众和读者即将看到东西的警告，也都

指科学家释放了一个其无法控制的

怪物，而奥本海默在看到原子弹爆炸

时，脑海中闪现的是印度史诗《薄伽

梵歌》的诗句“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

灭者”。在“三位一体”试验令人紧张

的倒计时中，在路德维希华丽无情配

乐的冲击和悸动中，诺兰巧妙地增加

了悬念，让那一刻的重量笼罩在演员

和观众身上，然后让他们瞬间目睹了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爆炸。大画幅

胶片拍摄的效果带来了非凡的质感和

景深，令观者身临其境，有种见证历史

本身被分裂的感觉。那样的震撼不是

以轰炸日本本土的场面来呈现，而是

通过广播报道和洛斯阿拉莫斯社区的

欢腾来展示。爆炸释放出来的恐怖气

氛则巧妙地由奥本海默脑海中翻腾的

蒙太奇画面来暗示。

人类的进步是双向的，当年走上

火刑架的布鲁诺绝不会想到，几百年

后，他为之献身的理性会成为血与火

结局的科学推导。人们做事的能力

几乎总是超过其决定是否应该做这

些事情的能力。《奥本海默》是关于他

那个时代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所有

时代的故事。 据北京晚报

最近，号称古装奇谋谍爱剧的《云之

羽》播出，豪华的演员阵容、超豪华服化道、

暗黑深沉的滤镜等抢夺眼球，但这是一部

典型的豪华服化道视效盖过叙事能力的

剧。审美大于故事，会不会成为一批古装

剧的创作套路?

《云之羽》由虞书欣、张凌赫等领衔主

演，讲述了渴望自由的女间谍云为衫与叛

逆公子宫子羽的成长故事。该剧虽自称是

古装谍战爱情剧，但通过播出的剧情来看，

更像是古装版“狼人杀”，主要故事线是在

“宫门”大宅里抓间谍。剧中，“宫门”与“无

锋”两大门派之间的江湖争斗不断，虞书欣

饰演的被“无锋”训练出来的女间谍假扮选

秀新娘云为衫，和一群准新娘进入地势险

恶、守卫森严的宫家，以探查情报。云为衫

还在使用各种手段希望被宫门少主宫唤羽

选中时，宫家遭遇变故，宫门之主和继承人

宫唤羽被杀死，四公子宫子羽一夜之间成为

了宫门之主。云为衫一番设计后，如愿成为

宫子羽的新娘，她原以为完成任务就能从

“无锋”赎身获得自由，但爱情来临……

故事设定是一个门派要灭了另一个门

派，于是派间谍过去探情报、杀人。结果天

下最厉害从未被渗透的“宫门”，20年来第

一次纳新招亲延续香火，却毫无筛选机制

直接进来三个间谍；而一门心思要灭“宫

门”的“无锋”，却派了三个低级别间谍进宫

门互相露马脚、你救我我救你打配合……

原本可以紧张刺激的谍战大戏拍得小儿科

一样，“无锋”的刺客们还没施展拳脚，宫门

之主和继承人双双被杀了，铺陈了好几集

的天下最牛的“宫门”，竟然这等低水平？

宫门之主被杀这个重要的剧情出现后，原

本可以展开成为爽快又酣畅淋漓的谍战、

复仇大戏，没想到却是宫门大宅内角色之

间频繁用毒药毒人和挑拨离间、宫门兄弟

之间不断算计的宫斗“狼人杀”，以及男女

主角之间低幼的感情戏。剧情琐碎，以大

段大段的群像台词支撑剧情走向，缺乏抓

人看点，大多是故作悬疑、故弄玄虚。

之所以说这部剧故弄玄虚，是因为叙

事上该用力的不用力，不该用力的事无巨

细、琐碎无边。比如花大量的镜头和台词

介绍毒药、暗器等花里胡哨的东西，但对于

推动剧情展开的重要情节却一笔带过。比

如，宫门之主和继承人宫唤羽就是在别人

的台词里、回想里被杀死的。剧中很多悬

疑设置也莫名其妙，比如，云为衫通过河灯

向外传递信息，结果被宫子羽发现，当观众

为女主角捏一把汗时，镜头一回闪，原来是

云为衫故意设计的破绽，为了通过悲惨身

世引发宫子羽的注意。间谍没有真正处于

险境，剧情写不出好看的见招拆招，打着古

装谍战的名号，叙事手法、剧情推进、节奏

风格等都跟古装谍战剧拧巴着来。《云之

羽》这种琐碎的叙事和剪辑，以及大量的废

词，很容易让观众疲累。

《云之羽》创作者们的心思几乎全花到

服化道、镜头美学上了。慢动作、大特写、定

格镜头、空镜头、独特构图、浓滤镜色调、独

特打光等一应齐全，男女主角的超大特写画

面频出，剧中动作戏拍得跟跳舞似的。《云之

羽》的最大优点，可能就是追求景美、人美、

物美，是一部典型的审美大于故事的作品。

现在还有不少古装剧一门心思在服化

道、场景等视效审美上下功夫，却忽略了真

正精彩的故事创作。古装剧当然可以从古

代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礼仪文化等传统文

化中挖掘出属于自己的审美视效风格，打造

自身的美学空间，让作品更具有辨识度。但

这些视觉上的升级依旧不能代替叙事的重

要性，如果没有扎实的剧情，往往结果是美

得空洞无物，场面气派豪华，剧情薄弱浮

夸。而且风格的极致追求，往往也会产生两

极分化的观剧效果，获得褒贬不一的评价。

据齐鲁晚报

有生活才能没套路
□张薇

《奥本海默》：一部跨越宏观微观的电影
□冯新平

《云之羽》：
审美大于故事的空洞

□师文静

近年来，“套路”成为观众评论影视作品时经常使用的热门词语。有网友总结影视剧常
见的套路剧情：爱情剧表现失恋时，不是在大雨里奔跑，就是在酒吧里买醉，还有可能出车
祸失忆，忘记与爱人的过往；战争题材里，主角不管受多重的伤，关键时刻都能满血复活，而
离别时如果说“你一定要活着回来”，一般都回不来；古装剧中，女主角女扮男装、冒名顶替，
男主角看不出来，配角却总能一眼识破……这些桥段缺乏新意，总在某种模式中打转，让观
众产生了审美疲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