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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马年春节内地电影市场什么
电影最火，那肯定非《西游记之大闹
天宫》 莫属了。据媒体报道，《大闹
天宫》上周收入4.5亿元，上映10天
累计票房7.67亿元。其票房号召力让
人对其超越 《西游·降魔篇》 和 《泰
囧》创下的票房神话充满期待。和内
地电影市场的日趋火爆相伴，对《大
闹天宫》质量的争议也在发酵，推崇
者高唱“华语电影的工业典范”赞
歌，毁之者则吐槽其“特效坑，剧情
渣”。

对一部电影何以会出现截然相反
的两种声音？一方面，说明业内对电
影质量的评价日趋理性和成熟；另一
方面，也说明大家对国产大片如何讲

好像《西游记》这样的经典神话故事，推动中国神
话的国际化表达方面还存在争议。

有争议是好事，说明《大闹天宫》呈现
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电影发展方

向的思考；然而这种争议并不应该
止于“我跟你讲故事，你跟我

谈视听感受”这样的“关
公战秦琼”。电影经

典是建立在社
会 文 化

价值、创新艺术价值和市场商业价值三者统一基础上的。
《大闹天宫》 无论是在借鉴西方电影特技、特效，还是在
借助《魔戒》式神魔结构改造中国经典神话故事方面，都
可以作为近期国产影片的一个榜样。但较之于其主创所定
的“合家欢”基调，《大闹天宫》 遗憾地并未对“大闹天
宫”这个悲剧意味浓郁的故事里的传统文化价值表达和艺
术感染力有足够着墨，这也决定了《大闹天宫》至多是一
种“现象”而不能成为经典。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对观众的悲剧承受力过于悲观，
《勇敢的心》、《霸王别姬》 等电影的成功说明，国内观众
照样可以通过悲剧英雄的哀歌获得“恐惧与怜悯”，达到

“内心的疏泄”。像“大闹天宫”这样的经典神话故事也应
该是可以讲好的，关键是怎么讲以及愿不愿意讲。

说到底，电影艺术就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视听感受与
对故事的精巧叙事相统一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大闹天
宫》 使用了大量特效镜头，营造了颇为震撼的 3D 效果。
影片里中国传统美术风格的花果山、精致华美的
天宫等场景设计，和西方魔幻大片油画系的厚重
感有明显区别，虽然在如火焰山等细节雕琢上仍
有挥之不去的“山寨味”、“网游味”，但总体来
讲，其美术风格的设定，确实创造了一个属于东
方神话大片自己的想象空间和审美体验。孙悟空

“ 七 十 二 变 ”、“ 炼 就 火 眼 金 睛 ”、“ 吹 毛 成
兵”……影片充满了重现国人童话记忆深处每一
幅关于《西游记》的原初想象的野心，在这一点
上，《大闹天宫》无疑是成功了。

而在故事情节方面，《大闹天宫》 显然也有
自己的考量，那就是试图用“神魔对峙”

的国际化思路对传统东方神
话 故

事进行改造或者包装。从其海外票房反映来看，这种“洋
瓶装国酒”的做法确实让海外观众看得省心。只是，对于
想要在全球电影市场站稳脚跟的国产电影来说，老是借

“洋瓶”却绝非长久之计。
神话是一种文化与民族意识的积淀，东西方艺术 （包

括电影） 对此在艺术表达截然不同。好莱坞大片里以希腊
神话中“泰坦神族对决奥林匹斯诸神”颇为常见；而中国
神话传说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谱系，人魔神之间也没有这样
泾渭分明的对立。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是一种对古老
东方传说如玉帝天宫、神魔先道等神话的文学想象和文学
创造，世代积累形成了东方人特有的世界观。因此，其叙
事方式简约凝练，故事情节充满深沉的悲剧意识和反抗精
神。中国神话电影所传递的是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宇宙观
和民族精神，这是好莱坞式叙事所无法代替的，也是中国
电影走向国际市场、讲述中国神话故事时必须要迈过的
坎。

《大闹天宫》热映——

国产大片如何
讲好神话故事？

彭训文

就像 《泰囧》 毫无预兆地狂揽近 13
亿元票房，《白日焰火》在柏林电影节的
折桂令中国人自己都惊了一把。

用 《白日焰火》 作影片的名字到底
要传递什么信息？恐怕导演刁亦男自己
都说不明白：“听人随口说过这么几个字
……觉得很有意思，就用了。”

一切都貌似那么偶然，但其中却蕴
含某种必然。

“焰火”耀眼光华的背后，凝结着导
演的厚积薄发与坚持不懈。他曾是 《爱
情麻辣烫》《洗澡》《将爱情进行到底》
的编剧，其作为独立电影人拍摄的 《制
服》《夜车》等影片也曾入围鹿特丹、釜
山等电影节。而 《白日焰火》 从剧本到
银幕呈现，前后共花费了8年时间。

华语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捧金夺银
已非罕见，今年又有 3 部中国影片获奖。
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毫不掩饰自己
对中国电影人的欣赏。他说，当今中国
导演更为现实、开放，他们借“西方传
统电影流派，讲自己的故事”，“不再像

从前那样以隐喻来表现真实”。
此外，柏林电影节挥之不去的文艺

范儿，对文化多元化的追求，特别是
“不争议，无电影”的理念，为“焰火”
的绽放又添上了几把柴火。绽放于白日
的烟花不仅是 《白日焰火》 结尾处的点
睛之笔，更有引人一探究竟的隐喻之
意，而因爱而杀的温暖与残酷，悬疑、
犯罪等多种元素的纵横交织，考究和充
满浓郁艺术气息的画面，乃至具有强烈
落差的片名，都使得这部电影足够吸睛。

与金光闪闪的奥斯卡相比，欧洲三
大电影节似乎更不吝惜将沉甸甸的奖项
颁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也不会在
乎一部作品会招致怎样壮观的口水。在
这里，小众、文艺、政治，永远拥有肥
沃的土壤；在这里，即使初出茅庐的电
影人，也有着一飞冲天的可能；在这
里，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个
性，没有激情。

这一切给了中国电影人成功的机
会！独具魅力的东方风情、独特张扬的
导演风格和不断创新的制作方式，让中
国电影在柏林乃至欧洲三大电影节屡有
斩获，既有昔日 《红高粱》 的丰收，也
有今天《白日焰火》的燃放……

《白日焰火》 的获奖并非没有争议。
有德国记者就说，《白日焰火》这样一部
犯罪推理片能够捧得“金熊”让他不
解。但谁说一部获奖电影就非要得到众
口一词的称赞？或许可以将“焰火”在
柏林的绽放看作是一次一见钟情的邂
逅，没有太多的理由，只是在对的地方
遇上了对的人，然后产生了奇妙的化学
反应。

喜欢戴墨镜的王家卫曾酷酷地说：
“电影应是一面镜子，引人发掘而非给予
答案。”而透过《白日焰火》观众将看到
什么？答案见仁见智，但至少到目前为
止，它再次带给中国电影一种肯定，一
些信心以及一个“喜大普奔”的机会。

《乡村爱情 7》 正在多个电视台热映，赵
本山携“赵家班”在新年伊始为大家演绎象
牙山村庄里的大事小情。与之前 6 部相比，

《乡村爱情圆舞曲》增添了许多恩怨是非，主人
公们也是分分合合，情感纠纷不断。这样一曲
爱恨情仇的故事恰似一锅东北乱炖。“剧中闹
了很多不愉快，最后的结局也并不完美。但这
些都是为续集做铺垫，不完美的过程是为了引
出最完美的结局。”电视剧制片人表示。

无矛盾不故事

《乡村爱情圆舞曲》 在给观众带来欢声笑
语的同时，闹心的事情也是不断。据悉，为
了让电视剧更具矛盾冲突点，乡7增添了许多
恩怨是非。在感情上，谢广坤和王小蒙的

“公媳纠纷”从第六部延续到了第七部，并随
着小腾飞的到来而达到了顶点；香秀和大国

则突然闹起了离婚，后又因为香秀的
怀孕纠纠缠缠。在生意上，象牙山村
民因为“钱的那点事儿”则真真正正
闹了个不可开交。这边是王天来扮演
了回“坑岳父”的角色，硬生生把岳
父王大拿坑破产了；另一边是刘能要
把自己的超市开到谢大脚的对面，抢
生意之心人尽皆知……本来相安无事
的村民们，因为钱的事情弄得邻里之
间纠葛不断。

本打算看着“超长小品”搏一个
乐呵的观众朋友们，也只能跟着主角们
一块儿闹心。“本以为之前几部剧中烦人的事
情已经够多了，没想到这一部一开头就这么闹
心！真是无矛盾不故事啊！”观众们纷纷表示。

“乡村爱情系列”之所以能够得到观众的
热捧，一方面是因为本山大叔强大的市场号
召力，另一方面，剧集中的各种接地气的草

根的爱也是“功不可没”。邻里情、亲情、爱
情都在这部农村喜剧中被演绎的淋漓尽致。

不完美引出完美结局

以喜剧定位的“乡村爱情”系列，在第

七部中闹出了如此多的不快。这不禁让
观众们有些担心：感情都被吵没了，这

《乡村爱情》还能演下去吗？
对此，电视剧制片人回应说，“随着

社会的发展，农村老百姓之间发生这些
矛盾很正常。故事发展到这里，就好像
一锅东北乱炖，有爱有恨的故事才更加
精彩。”在剧中成功扮演了“坑岳父”一
角的小沈阳则爆料说：“我把岳父坑破产
之后，我俩的身份就‘互换’了。我成
了经理，王大拿成了烧锅炉的。究竟为啥
你看到后面就明白了！”而王小利则表示，

剧中这些过程的不完美都是为了引出完美的
结局，“我把超市开到大脚对面了，因此闹出了
许多不愉快。悄悄告诉大伙儿，《乡村爱情圆舞
曲》的结局也并不完美。但是，这都是为之后的
续集做铺垫，为了给大家伙儿一个最完美的大
结局。”

“焰火”绽放
偶然中的必然

李学梅

北京市旅游委日前发布统计数字，京城
各大庙会春节接待人数创历史新高。地坛庙
会以民俗、传统的民间表演而闻名，接待游
客 1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4%。龙潭庙会位
居第二，老北京叫卖、吹糖人、捏面人等绝
活儿同样吸引了大批游人，共接待 75.7 万人
次，同比增长 3.2%。圆明园皇家庙会吸引游
客41.6万人次，同比增长13.2%。

本届北京庙会都响应了五部委的“节俭
令”精神，不在园容布置等方面花大价钱，
而在各项文化活动的策划上下大功夫。许多
活动都充满了浓郁的年味和年意。

年俗和怀旧成了庙会主题

“庙会一半是年味”。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席冯骥才在其 《年文化》 中写道：应当
承认，年文化受到空前猛烈地冲击。“没有年
意了！没有年味了！”有一种说法，过年只剩
下吃合家欢、看春晚和电子拜年三项内容。
今年庙会却出现了很多喜闻乐见的年俗文化。

镜头一：地坛庙会的 《北京·记忆》 影像
展是由北京晚报等共同推出，以半个世纪为
跨度，通过百姓曾经认识的、经历过的人、
事、情，展现北京的城市变迁。年节人们本
着怀旧的心理去重温儿时的记忆，在展览中
得到幸福享受。

镜头二：厂甸庙会的火神庙首次对外开

放，门前保留了“踩岁”祈福活动。将火神
庙门前摆放好的芝麻秸踩碎，寓意“岁岁平
安”和“芝麻开花节节高”。“踩岁”是老北
京春节习俗中极富特色的祈福形式，表达了
美好祝愿和期盼。

镜头三：圆明园庙会继续征集四世同堂
家庭，免费逛庙会拍摄全家福，这是整个庙
会中公益色彩最强烈、最温馨的活动。让镜
头记下四世同堂合家欢的精彩瞬间，让孝心
在代际之间融融传递。

冯骥才在不久前又表示：要使庙会既有年
味又不失文化特色，政府必须予以更多支持，
为庙会传统文化展示提供良好空间，如对戏

剧、舞蹈和音乐等各种各样的演示活动。只
有这样才能使庙会的年味逐步恢复增强。

文化是庙会的核心

庙会是传统和厚重的文化象征，马年京
城庙会竞相打好文化牌。厂甸庙会是全国首
个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庙会，它依托琉璃
厂文市，因不收门票而人流蜂拥。大观园的

“红楼”主题和石景山游乐场的“洋庙会”显
得与众不同，让人觉得新奇：原来庙会那么

“有文化”。
北京龙潭庙会一位身着青袍头戴黑色小

礼帽的艺人站在一方高约 3 米，长约 1.6 米的
“大木箱”旁唱得正起劲。这便是老天桥的传
统民俗技艺“拉洋片”。拉洋片的艺人梁友明
是京城名角“大金牙”焦金池的第四代传
人，他说“庙会是个特殊的场合，老北京拉
洋片的没几位了，希望这门手艺能通过庙会
传下去。”

圆明园庙会上，根据相关史料定制而成
的“圆明通宝”铜币可当成真钱在园内消
费，入园后在指定的换币处兑换的等值5元铜
币。这古香古色的铜钱可为消费平添几分乐
趣，让游客在古老的皇家园林里体会穿越历
史的感觉。

在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举行的首届中国
庙会文化论坛上，专家们认为，北京的庙会
要结合地域性文化，这样既能避免同质化，
又能弘扬老北京年味传统。如龙潭庙会可主
打宣南文化和天桥文化；地坛庙会可主推皇
城、坛庙祭祀文化；圆明园庙会可再现皇家
节庆习俗。

北京庙会走进当代，走向未来。它在北
京建设“世界型城市”历程中对于继承传统
文化和唤起年味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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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月1日，演员在北京地坛庙会上
进行仿清祭地表演

下图：吸引众多游客观看
赵 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