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 时报娱乐 新世界时新世界时报报2025年2月28日

NEW WORLD TIMES

同是经典改编同是经典改编，，为什么为什么《《哪吒哪吒22》》137137亿亿，，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遭全球群嘲遭全球群嘲？？

打从宣布开拍就陷入争议的
迪士尼最新版《白雪公主》，终于
宣布将在 3月 21日跟全球观众见
面了，国内将会与北美同步在同
一天上映。

翻拍毁经典，这回就不只是
毁经典那么简单了。

白雪公主，人如其名，标志性
就是如白雪一般的皮肤，设定不
管不顾找了一个犹太黑人去演，
看似好像很创新很大胆，但实则
是为了西方的政治正确，扁平化
刻板化角色形象。

这部电影可偏偏撞上了最近
在全球都掀起惊涛巨浪的《哪吒
之魔童闹海》，同样也是对于经典
的神话故事角色进行了二度解
构。把在传统故事里面当中印象
里降妖除魔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小
英雄的形象，改成了黑眼圈却颗
牙满脸黑点的小魔童。也算是和
染色版白雪公主有着“异曲同工”
的结构之妙，都是对外形进行了
大刀阔斧地创新。不过，这一次
适应新时代新审美的变革，国产
赢了迪士尼。

公主刻板改编，暴露真实审
美

不知道迪士尼是成心还是故
意的，这个白雪公主的长相，就是
白雪公主什么样，这个演员就全
部反着来。

白如雪的肌肤改掉，皮肤黑
如炭，红玫瑰般的嘴唇换裸色。

换句话说，就是将白雪公主身上
最鲜明的特征全部换掉，走向另
一个极端，号称这就是传说中的
多元审美。也许，这大概就是极
具后现代审美精神的高级黑吧。

他们摆明了就是知道，真正
的漂亮美人是什么样子，才全部
反着来。白雪公主真人影视化不是
第一回，漂亮的黑人女性什么样子
大家也不是没见过。新版的选择，
就是两条路都不走。就是他们可太
知道什么是好看了，所以照着他们
认为的好看反着来，就得出了最后
所谓的多元化审美。

那票房杀疯了的《哪吒之魔
童闹海》一样，也是对原有的人物
外貌做了一次调整。虽然千百年
来对哪吒的外形没有具体的描
述，但他绝对不可能是黑眼圈缺
一颗牙。那就是说，中美两方对
于经典故事的重新解读，都得是
对主人公进行一次外貌上的彻底
颠覆吗？答案可以说是或者也不
是。

经典故事解构，出于被迫修
正

从导演饺子一开始塑造魔童
哪吒这个全新形象的时候，他就
在思考，哪吒作为一个中国传统
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个有名的“坏
小孩”，在新时代人们不再需要反
压迫反封建统治的情况下，这个
坏小孩该如何解读，这是导演饺
子的思考，更是他作为创作者主

体发挥的主观能动性。
魔童是导演饺子结合自身精

力和时代背景产生的思考，是主
动站出来结合当下人们的去站出
来改编这个故事。那么，我们再
把视线放回新版白雪公主身上，
对经典故事进行解构的迪士尼，
完全是出于被迫修正。

看一部电影不能只看这部电
影本身，更要结合它的时代背
景。这部电影拍摄和立项于拜登
时代，那正是那些所谓支持拜登
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分子，在倡导
社会多元化的时候，人人都在追
求小众，照顾“弱势群体”。

从来都是白人作为好莱坞的
电影，主角全部换黑人。美国队
长换黑人，白雪公主自然也得
是。以前都是王子救公主，那现
在就改成公主救王子，恶毒后妈
一反常态，有了人性找到恶毒源
头，主打自我觉醒、女性平权。

套用标签模版，明显敷衍观
众

这几个字眼反复出现在观众
面前，导致很多人都有了 PTSD。
过来过去就这几个标签，喊着口
号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帜，好像就
能在市场上无往而不利。一部好
莱坞作品，宣扬是平权主义，宣扬
关注女性，就赢在了起跑线之上，
观众就一定会为此买单。

就像这一次的《白雪公主》，
可以说得上是安吉丽娜·朱莉《沉

睡魔咒》的阉割版，都去探寻了一
下后妈是怎样炼成的，公主反而
成为后妈身边的片绿叶，还不能
再像是以前娇滴滴的，必须要勇
敢，要能够自我拯救，顺带还救一
把王子，观众就一定买单。迪士
尼都不是代公式解题，是直接照
抄上一个同学的作文，敷衍观众

就写在了脑门上。
尽管《哪吒之魔童闹海》不是

人人都满意，但绝不能否认电影
透露出来了创作者对其的用心。
观众不傻，真假好坏一看便知。
可以预见，届时《白雪公主》的上
映，就又如同现在的《美国队长 4》
一样做了炮灰。

败走春节档败走春节档，，主旋律电影能找到新生命力吗主旋律电影能找到新生命力吗？？
在无人在意的角落，2月14日，

《蛟龙行动》官博发文称，“将在充
分听取广大观众建议的基础上，制
作一部特别版，择日再与观众见
面”。

新颖的提法难掩撤档的内核，
不过本片的票房失利指向了某种
早有迹象的拐点，即过去几年曾经
在市场上纵横驰骋的主旋律模式
遭遇了暂时性的挫折。当然，主旋
律题材自有其生命力，只不过在当
下重新进入了一个震荡和调整的
周期。

自 1987年“主旋律”的概念被
首次提出后，这类影片在过去几十
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几轮更迭，在题
材上，从传统的“红色故事”为主转
变为了“民族主义”挂帅；从投资主
体上来说，从国营制片厂独挑大
梁，到民营资本纷纷进入；从制作
目的上，从固定的宣教思路变为了
出品方对观众情绪的有意引导和
配合，成为更纯粹的市场行为。

期间，它有过阵痛和低谷，也
有着不少的高光时刻。而随着中
国电影产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曾
经泾渭分明的主旋律题材和商业
片之间的藩篱开始被打破，二者逐
渐呈现彼此融合的态势，也有学者
将其称为“新主流电影”，这既是对
固有主旋律概念边界的拓展，也是
一次自我更新。

到今天，“主旋律”已经不能仅
仅被视为某种类型包装，而是可以
融入到任何类型当中去的情感内
核或价值内核。就在《蛟龙行动》
失利的这个春节档，《唐探 1900》
《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成功，同样伴
随着不少与“主旋律”相关的内核
解读。主旋律电影的新形态，更加
耐人寻味了。

归根到底，无论冠以什么名
头，无论描绘哪段过往，主旋律电
影实际上都是在与当下的观众对
话。作为社会情绪的一面镜子，电
影应当始终要紧跟观众取向的变
化。

开端与起步
1987年，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

视部电影局局长滕进贤提出“主旋
律”一词，这主要是为了因应当时
市面上商业片浪潮以及好莱坞电
影的冲击，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
多样化”的口号，鼓励电影人进行
主旋律电影的创作。

此前的中国电影主要以红色
题材为主，主要承担严肃的政治职
能，可以称为主旋律电影的前身，
偏好在历史、战争等题材中塑造英
雄形象，树立时代典范，传递主流
价值。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模版化、空心化等弊端，传播效果
也逐渐衰减。

其后，大量取材于真实人物及
历史事件的英雄模范片如《焦裕
禄》《孔繁森》，革命历史题材影片
如《开国大典》《大决战》等相继出
现。

虽然主管部门一再提倡现实
主义，要求尊重生活和艺术规律，
但是多数主旋律电影仍习惯性地
颟顸因循，大多带有明显的主题先
行、概念先行的特点，艺术想象、艺
术创新的空间都会有意无意地缩
小。

除少数精品外，其余往往成为
“假大空”的代名词，难以吸引观
众，在票房上也难有作为。从1990
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
整体票房已经下滑到不足 10亿人
民币，其中一半以上还是来自分账
发行的好莱坞电影。主旋律电影
的传播遭遇了来自市场层面上的
严峻挑战，大量的主旋律电影只能
通过电影频道与观众见面。

当时，也有一些导演尝试进行
“主旋律题材商业化”，比如《龙年
警官》的探案色彩、《烈火金刚》的
传奇英雄化、《红河谷》的西部片风
格以及《红色恋人》的言情结构等，
这其中很多电影还加入了他者视
角来讲诉革命故事，大部分在今天
看来都有不同程度的亮点，但仍然
在市场上鲜有成功者。

为了顺应改革潮流，2002年出
台的《电影管理条例》，完成了中国
电影业最重要的制度改革，对市场
全面放开影院经营、电影发行权。

以《英雄》为开端，各类国产古装大
片开始从好莱坞大片手中“收复失
地”，初步培养起内地观众的观影
习惯。只不过这些电影往往口碑
两极分化，直到 2007年岁末《集结
号》出现，才第一次实现了票房和
口碑双赢，这也是彼时将商业电影
和主旋律元素结合的最好的一部
电影。

随后在2009年先后上映的《建
国大业》和《十月围城》，更是直接
使主旋律电影焕发出新的生命
力。前者学习好莱坞电影《最长的
一天》的全明星模式，并把领袖的
决策与生活进行了某种诗意化的
提炼，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后者则
是将目光对准了本与革命不相干
的芸芸众生身上，他们出于不同理
由，为保卫中山先生这一共同目标
而前后赴死，这种死亡并不是工具
性的，而是铭刻进时间和影像中，
从而成为不朽。

《十月围城》的监制陈可辛多
次谈到冯小刚的《集结号》给他带
来的“市场信息”，他从《集结号》中
得出一种“爱国加人性”的主旋律
模式。只不过该片为了商业性考
虑，从而在严肃的故事底色上添加
了很多“非现实”的部分，比如武侠
风的动作场面等等，削弱了影片本
应具有的力度，殊为可惜，却也是
商业电影与主旋律融合初期交的

“学费”。
依照《建国大业》模式的后续

作品，如《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
的商业产出却逐渐衰减了，这一方
面是前作172位大牌艺人助阵带来
的阈值太高，后续作品很难超越，
另一方面观众中追星群体比重并
不高，而且模板化的叙事套路也很
容易让观众陷入审美疲劳。

与此同时，另一种主旋律题材
路径也在勃兴。很多民营电影公
司开始加入到这一类型的生产中
来，他们成功地在主旋律这个类型
里找到新的发挥空间，并和各种成
熟类型进行进一步嫁接与融合。
比如，《十月围城》的出品方博纳影
业之后陆续推出了《智取威虎山》、

《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主旋
律色彩浓厚的电影。其利用自身
优势，搭建起的“主旋律题材+香港
导演”的模式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
里都取得了不俗战果。

相对来说，比起早期主旋律题
材的“苦难”和“屈辱”叙事，随着国
势复振，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
的成功举办，以民族自豪感为纽带
的民族主义叙事开始抬头，部分取
代了过往占主流的“红色”叙事，主
旋律题材也不再是单方面的灌输，
而是片方反过来迎合市场的结果。

2017年上映的《战狼2》正是基
于此种情绪下公映的，它基于好莱
坞“孤胆英雄”的经典叙事，并夹杂
了超级英雄题材、传统武侠套路和
战争片元素，汇集成一款指向明确
的民族主义产品，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成功。

此后，伴随着《流浪地球》、《我
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主旋律
色彩浓厚的电影接连刷新记录，主
旋律电影也开始进入了“全盛时
期”，只不过隐忧始终存在，并将在
之后的日子里逐步显露。

从主旋律到新主流
对于市场的新变化，各界也开

始进行阶段性总结。比如在一次
金爵奖活动上，《金刚川》、《革命
者》总制片人梁静表示，“主旋律电
影就是新主流电影。”换句话说，主
旋律电影已经不再是单一题材，而
是正在逐步完成从“类型化”到“主
流化”的进阶，也就是“新主流”电
影。

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就进一步
阐明“新主流”题材的特征为“主流
价值+主流市场”，既符合主流价值
观、又符合市场诉求，其主要特征
为：区分敌我，设置一个“假想敌”，
并战而胜之，这既符合观众正义必
胜的朴素道德要求，也与“大国崛
起”的宏观叙事相契合；更下沉的
视角，塑造角色不贪图高大全，而
是有些缺点的普通人，这样他们的
蜕变才更有戏剧性和张力；更精良
的制作，也就是让主旋律题材与类
型片的融合更加深入；形成个体价

值与集体价值的统一，最后共同成
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所谓的新主流电影在今年的
春节档产生了一对非常有趣的对
照 组 ，即《蛟 龙 行 动》和《唐 探
1900》。

前者秉持着上一个时代的余
绪，上面的模版完全可以精准嵌
套，但却表现乏力，实际上从 2022
年开始，新主流电影就已经开始疲
软，2022年国庆档《万里归途》票房
只有15亿，代表着国庆档主旋律大
片票房跌落的开始。 2023 年和
2024年两次国庆档，2部《志愿军》
题材电影，票房更进一步下滑。

背后的原因林林总总，不一而
同，除了时代气氛与经济气氛的变
化，单从操作层面上来看，首先是
题材上的局限，很少关注现实生
活，要么是我军官兵在域外大显神
威，要么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全新演
绎，与当下的距离都有些遥远。少
数类似于《中国机长》和《中国医
生》这样的电影又因为是“命题作
文”，腾挪空间很小。

其二是主题的单一，见山川秀
丽而有自矜之情，爱国主义本自天
性，也是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一环，
但如果所有的题材最后都指向这
一个终点未免又有些单调。

第三是类型上的重复，相当多
的新主流电影都是把主旋律同战
争、犯罪、动作等寥寥数个类型进
行嫁接，而更为广阔的题材则少人
问津。

《唐探 1900》则给出了另一种
形式的新主流表达，它既推翻了自
己，也推翻了固有的范式。它把自
己从系列前三部半架空的设置中
挣脱了出来，形成了基本符合严肃
史实的重构，让故事有了落地感；
它保留了喜剧的基底，同时大幅弱
化探案的戏份，在段子和苦难之间
基本上达成了平衡。同时它追根
溯源，通过“华工血泪史”的叙述，
产生了古今对话的隐喻，同样是描
述屈辱史，这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作品来说，从技术层面来说
是一种进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