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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年的《孤男寡女》开始，杜琪峰、刘德华
与郑秀文所组成的“铁三角”组合在香港低迷的票房
市场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这部关于办公室恋情的爱
情小品在当时香港影市最为艰难的时期取得了 #"''万
的票房成绩，成为当年香港电影的票房冠军，成为救
市之作；次年，“铁三角”再度出击，讲述两个胖子
为爱减肥的 《瘦身男女》 再次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
收；到了 +''(年，讲述贼公贼婆两个鸳鸯大盗的《龙
凤斗》 拍完之后，杜琪峰却在此时激流勇退，宣告
“铁三角”组合解散，从此不再合作。世事无常，当年
“铁三角”的解散并非因为关系不睦，而是题材风格的
捉襟见肘。终于，时隔 $年之后，杜琪峰或许从 《毒
战》中找到了另类风格的灵感，重组“铁三角”，孕育
出《盲探》这部独特的作品。

从最早的宣传片来看，《盲探》给人的感觉是一
部严肃的警匪片，然而从观影体验来看，影片不是纯
粹的侦探片，也不是纯粹的喜剧片，而是用种种精彩
好看的商业卖点包裹着侦探片噱头的喜剧片。影片融
合了惊悚、悬疑、喜剧、推理、动作、爱情等各类商
业元素，但是最后呈现出的银幕效果却还是以喜剧为
主。所以无论是对于专业电影人还是大部分观众，
《盲探》都是一部多元杂糅，又化腐朽为神奇的港味电
影。

首先，电影尽管是一部警匪片，且又有“神探”
的标签，以杜琪峰对“黑色”和“血色”的偏执追求，
观众走进影院之前都是抱着一种“惊悚”的心态。出
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整部电影基调是很轻松欢快的，
由于每个人的笑点可能都不同，影厅里始终有连续不

断的笑声。镜头语言一直在轻松搞笑、恐怖凶杀、惊
悚推理这三个语境中切换，切换得很自然很和谐，让
观众似乎重温上个世纪香港电影黄金年代的“杂糅与
癫狂”。

众所周知，警匪片是香港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种类。
相比较纯正的警匪片，这部影片的“无厘头”情节使
得影片无法定性，特别是多次出演情侣的刘德华和郑
秀文甫一露面，便给观众一种特别的喜感。影片中郑
秀文各种经典表情和动作再现，娇憨可爱让人有点百
感交集，而刘德华卖萌又卖腐，神技有妙算，或许正
契合了影片海报上的宣传语———不怕你盲，就怕你萌。
不过，作为影片的卖点，这部影片可以算作一部典型
的商业影片。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杜琪峰的这部 《盲
探》去除了精英化的个人表达，而显得更加通俗易懂、
老少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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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 《盲探》

是近期不错的一部电影。

尽管刘德华在《富春山居

图》中的表现令观众褒贬

不一，但《盲探》的公映

想必不会再让他有精神压

力。毕竟，导演杜琪峰及

其强大的幕后制作阵容是

本片的最大保障，何况与

郑秀文作为“黄金情侣

档”出演，更为这一“铁

三角”组合又添了一层保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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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犬女王》、《命中注定我爱你》、《王子变青蛙》……这
些台湾偶像剧的背后，都有同一个名字：知名制作人陈玉珊。当
《命中注定我爱你》 成为台湾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偶像剧时，
“台湾偶像剧教母”的名号，似乎也从柴智屏转到了陈玉珊的头
上。刚刚热播完的古装偶像玄爱剧《兰陵王》，便是陈玉珊进军
大陆市场的敲门砖。“我的作品一直是为华人市场定做，最重要
的是题材的共通性。韩剧的感情跟我们没有隔阂，其实里面强烈
地销售着韩国的流行文化和偶像。”陈玉珊道出了自己担任制作
人对作品的定位。

随着《兰陵王》的热播，该剧的话题持续发酵，甚至被媒体
封为“古装偶像剧教科书”，原因在于内容除了有男生爱看的战
争题材，也包括女生爱看的宫廷斗争，加上虐心桥段，以及感情
戏等多种元素，融合却不突兀。陈玉珊操刀的原创剧本，颠覆传
统古装剧，加入天马行空的想象，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观剧体验。

“兰陵王”是现代的“花美男”
加“贵公子”。陈玉珊坦言 " 年前
就想做穿越题材，可惜时不我与，
轮到她做的时候又不能做穿越的题
材了。选这部古装戏作为自己往大
陆市场的敲门砖，她直言因为时装
剧会面临主角长相的审美难题。她
说，在前往大陆发展时，有电视台
强调拍剧一定要设计“雷点”，才
能制造话题产生关注度。“这我没
法接受，因为特别去设计雷点有点
不厚道。 《兰陵王》 里有个雷点，
林依晨喊冯绍峰‘美女姐姐’，这
点我承认是没拍好，但不是故意设
计的。”陈玉珊对于剧中存在的瑕
疵予以坦诚说明。
“都起来吧，起来吧，哎唷，

谢谢啊。” 《兰陵王》 中的台词拿
来与同时代背景的大陆戏剧相比，
显得现代化。陈玉珊说：“台词比
较现代，可以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
离。”此外，冯绍峰饰演的兰陵王
不仅有编发，还带着时尚有型的戒
指，甚至搭配鬼脸面具，而林依晨
的服装也别具巧思，这些在服装道
具上的创新，也为这部古装偶像剧
增色不少。

抛开 《兰陵王》 华丽的外衣，
在陈玉珊看来，剧本是关键，“只
要故事是动人的，只要剧本是好

的，市场就会接受。”她一直在做别人没做的事，不去改编日本
漫画，也不去重拍韩剧等等，她始终认为原创才是永久的事情。
“你买版权 #年后，作品又是人家的了，不是你的。我做自己的
东西就永远是自己的，这是我的不同之处。”陈玉珊说。

此外，她强调培训和帮助新人演员的重要性。“资深演员可以
拍一条就很厉害，根本不用换镜头就很有张力。新人没有那么厉
害。我们有些拍法是适合新人的，有时候你需要用镜头帮新演员说
故事，这是经验”。比如，她就用这样的方法捧红了明道、阮经天等。

谈到从台湾转战大陆，如何与大陆年轻人的思想接触，陈玉
珊笑称自己在办公室看大陆的卫视，流行文化已经同步，比如
《中国好声音》。“你们看庾澄庆就像我们看他一样。年轻人是看
台湾偶像剧长大的，跟我的思想没有什么落差。现在的小朋友，
看美剧英剧韩剧，我们也没道理做得比人家差。我没有为此焦
虑，因为你未来的对手就是这些人”。

中国小说有何本钱？

这次远销好莱坞的小说《鬼吹灯》和
《藏地密码》 从属性上说属于长篇悬疑和
探险故事。胡适先生认为中国小说大致可
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历史小说。这种小说
是经过长期演变出来的，如 《水浒传》。
第二种便是一些个体作家创作的小说，如
《儒林外传》。若按这个标准，这两部小说
则属于第二种，而且《鬼吹灯》是一部网
络小说，《藏地密码》是一部西藏千年隐
秘历史的探险巨著。

这些新特点既说明了我国小说创新的
健康发展，也说明了我国丰富的传统小说
资源亟待开发。今年恰好是纪念赛珍珠去
世 (' 周年。世界上对于我国传统小说的
关注，最震惊世界的莫过于 &$#% 年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在当年 &+月 &+日
授奖仪式的演说，其题目就是 《中国小
说》。这是个长达一万余字的长篇演讲
（莫言的演讲八千字），对于中国小说进行
了深入评介：

一是认为中国小说发展的独特环境是
“文人不认为小说是文学，这是中国小说
的幸运。”并分析了小说普及性，“中国
小说用白话写作的真正理由，是因为普通
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小说只有用白话写
成”，这说明中国小说的通俗性，这也许
是外卖的重要本钱。

二是认为“中国小说并不完美”，值
得我们深思。她说“它们一般都没自始至
终的计划”“它们常常太长，枝节过多，
人物也过于拥挤”，“在素材方面事实和
虚构杂乱不分”，“在方法上夸张的描述
和现实主义交混在一起”。

好莱坞抢购彰显外卖环境改善

好莱坞大片运用或购买外国题材小说，这是其一贯策略。其运用我国题材
也很多，如荣获 &$%(年奥斯卡九项大奖的电影《末代皇帝》等。即使是近期
上映的好莱坞电影《赤焰战场》和《功夫熊猫 +》以及即将上映的《变形金刚
#》也都能找到各种中国元素。这些中国元素在好莱坞的被青睐为中国小说外
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环境。

这些中国元素包括使用中国演员，如好莱坞喜剧明星塞斯·罗根担纲的
《青蜂侠》 请周杰伦出演男二号；中国画面如 《碟中谍 #》 中出现江南古镇；

中国服装如《花木兰》中服饰保留了南北朝样式和斜襟、腰封等唐朝配饰；中
国饮食如《功夫熊猫》中的担担面、豆腐、包子、面条和火锅，连湖南特产臭
豆腐也出现在电影中。

使用中国小说作为剧本素材是中国元素提高文化附加值的典型表现，是中
国故事、中国气派和中国元素的重要载体。应当承认，好莱坞抢购本质上是一
种市场行为。像《鬼吹灯》 《藏地密码》等畅销小说，每本光正版销量就过千
万册，这个庞大的图书读者群，就是潜在的电影观众群。

当然，这种市场行为客观上有利于中
国小说走出去，也有利于中外小说创作中
的理念交融。比如莫言在诺贝尔授奖仪式
上演说时就承认，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
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天辟地的
豪迈精神曾给了他重要启发，使他明白了
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正是这种小说创作理念的交流为中国小说
外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小说走向世界任重道远

好莱坞“哄抢”中国畅销小说并不值
得我们大惊小怪。如今，小说出现畅销正
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是我们此时
更应该静下心来，客观地看待这一特殊现
象。

中国小说走向世界需要一个过程。鲁
迅在 &$+/年 $月 +"日，就拟提名他为诺
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事给台静农回了一封
信：“诺贝尔奖金，梁启超不配，我也不
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若格外关照
中国作家，则“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
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
果将很坏”。可见，中国小说走向世界不
能急于求成。

中国小说要凭借自身独特的人物描绘
手法。人物描绘的生动逼真，是中国人对小
说质量的第一要求，但这种描绘是由人物
自身的行为和语言来实现的，而不是靠作
者进行解释。如《水浒传》中的 &'%个人物，
不论是谁说话，不用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只
凭他说话的方式我们就知道他是谁。

中国小说悠久的流传模式助推其更好
地走向世界。中国古代小说家们所写的作
品在他们死后却保存下来，依赖两种模
式：一是很多无文化的人仍常常靠口头流
传而不是靠书本把小说传续下来。二是小
说以浓厚的中国味道用中国价值观带动故

事流传百世。其实在好莱坞电影中，越来越多地表现了中国的价值观。如
《+'&+》中提到地球要毁灭时，就要去中国西边，那里能帮助大家逃难。这从
侧面反映了中国和平、互助的精神。再如《功夫熊猫 +》中，阿宝对迫害自己
家人的孔雀践行了中国的武侠精神：“宽恕比报复更伟大”。

总之，正像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扩大文
化领域对外开放”。从这两个方面讲，中国小说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继
远销好莱坞之后再进一步走向世界都意义重大。

在好莱坞电影里植入

“中国元素”近来成为时尚，

一直看好中国票房潜力的好

莱坞电影“大鳄”们日前

“哄抢”中国小说， 《藏地

密码》、 《鬼吹灯》 等畅销

小说的影视版权均已被好莱

坞买下。

这个消息好像一石激起

千层浪，引起了各方社会的

热议。大致归纳起来有三种

观点：一是赞成派。有人认

为，好莱坞“哄抢”中国小说，

让作者和出版方坐地生财的

同时，也弘扬、推广了中国文

化。二是反对派。好莱坞“哄

抢”中国小说不足为喜，“哄

抢”并改拍中国小说，无非是

看中了中国的电影市场和观

众。三是演绎派。将中国小

说远销好莱坞的事情演绎抬

升到“中国人的创造力得到

应有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