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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最佳导演新片北美内地皆遇冷奥斯卡最佳导演新片北美内地皆遇冷
《《编号编号1717》》是观影门槛高还是真难看是观影门槛高还是真难看？？

五年前，《寄生虫》成为史上
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
语电影，韩国导演奉俊昊的全球
声望由此到达顶峰。

如今沉寂五年后，奉俊昊终
于交出了自己的第八部长片、第
三部英语片，即由华纳出品的科
幻电影《编号 17》。由罗伯特·帕
丁森、娜奥米·阿基、史蒂文·元、
托妮·科莱特、马克·鲁法洛主演
的本片，已于 3月 7日在中国内地
和北美同步上映。

不过不同于《寄生虫》的风光
无限，这部奉俊昊导演生涯中制
作规格最高、且掌握了最终剪辑
权的“闯好莱坞”大片，目前来看
绝对算不上成功——烂番茄新鲜
度 77%，Letterboxd 评分 3.7/5，豆
瓣评分 7.2，媒体和影迷的评价充
其量只能算“良”等；而仅为 B的
Cinemascore 评级、73%的烂番茄

“爆米花指数”和 6.1的MTC观众
均分，则证明《编号 17》在普通观
众中的反响相当不妙。

票房更直观地说明了《编号
17》的观众缘：影片北美首周末票
房仅为 1910万美元，勉强在影市
淡季夺得周末票房冠军，但预计
最终票房冲击6000万美元都有难
度；在中国市场，本片首周末三天
票房仅为958万人民币，仅列周榜
第十，至今六天总票房累计 1100
多万，最终票房难破2000万；在全
球主要市场中，或许只有奉俊昊
导演的母国韩国比较买账，不到
两周观影人次突破200万。

但综合全球市场，《编号 17》
的预测总票房将仅能达到 1.3亿
至 1.7亿美元量级。对于一部制
片总成本高达 1.28亿美元（包含
1000万美元补拍成本），宣发支出
高达 8000万美元的大片而言，影
片现在的票房成绩，可以称得上
是华纳的开年惨案。

对于本片的票房失败到底在
多大程度上可以归于自身质量，
各类评论的看法不一，至少在明
面上，有两口更明显的“大锅”可
以甩。

第一点，改编自 2022年新出
版科幻小说《米奇 7号》的《编号
17》，在好莱坞的语境中基本算是

“原创电影”，在 IP为王的市场环
境中，本来就很难吸引普通观众；
其次，本片被奉俊昊注入了不同
于惯常商业电影的风格基因，议
题一箩筐，政治讽刺的浓度尤其
高，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观
影门槛。有这两大因素客观存
在，《编号17》虽然投资巨大，但本
就不是一部可以雅俗共赏的全民
向商业娱乐片。

结合本片并不算差的媒体和
核心影迷评价，不难得出这样的
结论：《编号 17》还是大师的一部
水准之作，票房失败的主因是自
身风格气质和“商业大片”的市场
定位不适配，而非影片本身有多
么糟糕。

然而就实际观感而言，把《编

号 17》当作“商业大片”固然并不
够雅俗共赏，但即使以作者电影
的标准衡量，影片还是存在不少
硬伤，算不上奉俊昊作品中质量
过硬的上乘之作：议题贪多不烂，
无一深入，完全失焦；后两幕的节
奏异常冗长乏味，角色塑造和情
节逻辑都不算多么牢靠；着意瞄
准特朗普的政治批判，也流于肤
浅和过度卡通化……

先来看看《编号 17》的故事：
主角米奇·巴恩斯（罗伯特·帕丁
森 饰）在地球一事无成，为逃债加
入星际殖民计划，自愿签署协议
成为“消耗体”，循环执行危险任
务。米奇每次去世，都会被 3D打
印重生。某次，当米奇 17号从危
险任务死里逃生，回家后却发现
自己已被米奇 18号取代了位置。
按照规定同一人不能同时出现多
个复制体，米奇 17和米奇 18需要
隐藏真相，以免遭到物理消灭
……

其实从情节简介和物料放出
起，《编号 17》的故事就被发现和
低成本经典科幻片《月球》（2009）
相似度很高：同样是同一模板的
两个外星复制人彼此相遇。但和
悬念当先的《月球》不同，《编号
17》中的米奇们一开始就知道自
己的复制体身份，但还是不得不
在苦逼的牛马循环中反复死去、
反复重生。

这个设定的“地狱笑话”意味
很浓，也决定了《编号 17》迥异于
《月球》的黑色喜剧基调——而以
寓言形式拍阶级批判的黑色喜
剧，正是奉俊昊几部标志性作品
（《汉江怪物》《雪国列车》《玉子》
《寄生虫》）的鲜明特征。

平心而论，在《编号 17》的前
三分之一，也就是构建世界观和
基础角色设定的部分，影片的观
感是比较不错的：地球陷入生态
和治理灾难，黑心政治家马歇尔
（马克·鲁法洛 饰）带领商业飞船
太空拓荒，对复制人技术的使用

限制在外星被打破……奉俊昊展
示了一个生物伦理和基本人权遭
受挑战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员工是公司
的资产，连摄取热量都要被定额
计算；而身为耗材的米奇更是花
式死去，在强辐射中脱发吐血，在
执行空间任务时被太空垃圾打断
手臂——片中的政客、阶级格局
和米奇，无疑是对当下极端政治、
寡头资本主义和普通牛马打工人
的映射，影片的世界观构建算是
辛辣有趣，又能引发观众的情感
共鸣，而且也比较完整、自洽。

但当故事进展到米奇17遇见
米奇 18的场景时，影片的格局和
节奏感就突然坍缩了下来。按理
来说，米奇 17和米奇 18的相遇，
本应是开启科幻作品中对“复制
体”问题的深度思考，或是展现伦
理困境的节点。

但由于故事中 17号和 18号
性格过于迥异（一懦弱一暴躁）的
复制偏差，以及“复制体不能重复
出现”的规定，影片很快演变成

“分身喜剧”式的插科打诨，也就
是两人互相扭打、残杀、争宠、团
结和好的撕逼大戏：一会儿是 18
号要推 17号进火坑，一会儿是 18
号抢了 17号的女友，最后是 17号
和18号合力反抗罪魁祸首马歇尔
……

其实，从增强影片滑稽效果、
残酷展现阶级社会底层互害的角
度而言，这样闹剧气息很重的故
事推进不是没有意义，但这么一
来，本应更复杂微妙的复制体伦
理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更像
是被导演“忘却”了，这种情况在
一部复制人题材科幻片中出现，
当然很难说服观众。

并且不仅是议题“漂移”了，
影片第二幕还需要分配篇幅继续
进行阶级批判和反派塑造，且又
塞进了不少虽然有一定恶趣味，
但对角色塑造和主线叙事不起必
要作用的性笑料，需要涵盖的内

容太多，形散神也散。尤其是密
闭场景的室内对话戏时长太久，
完全失去了奉俊昊电影中标志性
的、远超普通类型电影的叙事和
运动张力，整体观感是冗长而且

“凝滞”的，这也是一般商业片观
众对《编号 17》观感最不好的地
方。

而到了第三幕中马歇尔夫妇
燃起和星虫的冲突、船员揭竿而
起的高潮段落，影片整体的节奏
骤然开始突进。

但无论是对马歇尔的小丑式
塑造，星虫的“工具虫”属性，以及
对米奇 18号、女主角娜莎（娜奥
米·阿基 饰）的英雄式塑造，都明
显透着一股火速直奔“包饺子”结
局的急躁痕迹，不免令观众觉得

“凌乱在风中”。
回过头来看全片，《编号 17》

本应兼具趣味、丰富性和深度。
但事实是：有趣的点虽然存在，但
却零敲碎打且分布不均，导致出
现了大段奉俊昊电影不该出现的
冗长无聊段落；探讨的议题虽然
丰富，但影片对自我同一性、多重
身体悖论、资本主义和极端政治
的讨论都不够深入，而且“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连续性不佳。

就更别提某些令人困惑的情
节逻辑了：17号和 18号的性格差
异虽有细节铺垫但设计感过强，
星虫的动机令人费解，娜莎由“色
女”变英雄的塑造过于政治刻意，
而被设定为屌丝牛马的米奇17能
让女同卡伊（安娜玛丽亚·沃特鲁
梅 饰）沦陷，更是既不合理，也看
不出有人物塑造和情节进展上的
任何作用……

贪多不烂，最后只能到处支
离散漫，到处浅尝辄止。至于美
国媒体普遍赞赏、也有不少自由
派影迷观众称赞的“政治明喻”部
分，活跃民主党人马克·鲁法洛对
特朗普不加掩饰的模仿，以及最
终黑人女主角当选领袖的理想结
尾，确实能替当下的好莱坞出一

口气。
但这种过于卡通化的反派塑

造，似乎更应该出现在《周六夜现
场》这样的讽刺脱口秀里；结尾娜
莎掌权的“梦想替代现实”，现在
看来也显得颇为“一厢情愿”。对
于一部旨在发人深省的科幻电影
而言，这些内容，还是显得太口号
化、也太肤浅了。

如果说《雪国列车》的政治讽
刺同样直白，《玉子》的议题同样
混乱，但至少在商业类型片的层
面，前者收敛了奉俊昊的讽刺喜
剧调性，是一部紧凑恢弘的异托
邦大片，后者几场追逐、动作戏的
节拍非常精彩，主角女孩的形象
也让人过目不忘。

而这部《编号17》“普适性”更
低，除了罗伯特·帕丁森的卖力演
出和肉体男色之外，可能只有某
些镜头或桥段里的末世悲观情
绪，才能让人看出几分星星点点
的浪漫诗意及存在主义思考，散
落在全片松紧失据的节奏里——
或许对少部分吃这些点的观众而
言，这已经足以构成他们喜欢这
部片的理由。

回头来看，其实《编号 17》的
上映屡经波折，影片最早定于
2024年 3月上映，但先延期 2025
年 4月再提档 3月，这之中的拉扯
据传包括补拍，以及华纳和奉俊
昊对影片的意见分歧。华纳最终
决定尊重这位全球知名的皇冠导
演，放弃了高层在试映中更加认
可的版本，奉上象征好莱坞地位
的最终剪辑权。

制片厂放权导演，这本是电
影界的好现象，但现在，则不免让
人心里犯嘀咕：会不会华纳剪出
来的版本，才更适合更广大商业
片观众的口味呢？

经过这一次《编号 17》的失
败，西方影迷们又打捞起了老早
之前的共识：奉俊昊的英语片明
显不如韩语片。这没什么可奇怪
的，即使是反响相对不错的《雪国
列车》，由于漫画原作的框架强
势，也其实是最“不奉俊昊”的那
一部。

从《玉子》到《编号17》可以看
出，奉俊昊对美国文化的体会，终
究还是停留在媒介形象上的二手
认知。其英语电影的议题，也总
离不开抨击资本和权力、生态主
义、平权主义的“白左”多件套。
想法是好的，但由于文化和生活
经验壁垒，这些作品总摆脱不了
风格浮夸、讽刺过火、设定概念化
的问题。

当然，奉俊昊的下一部电影
又将会回归祖国，韩语电影才更
能代表这位大导演的真实创作水
平，影迷当然可以继续摆高期待。

至于开年就遭遇开门黑的华
纳，甚至整个好莱坞，都需要思考
一下：就算《编号 17》的自身品质
能更上一层楼，在当今的市场环
境中，砸巨本拍摄非 IP的原创大
片，真的值当吗？

金秀贤下周出面回应金秀贤下周出面回应，，会承认金赛纶或者退圈吗会承认金赛纶或者退圈吗？？他还有两大杀手锏他还有两大杀手锏
3 月 13 日，韩国从多方确认，

金秀贤将亲自对与已故金赛纶相
关争议表明立场。同日，其公司
发布声明，称下周会发表明确立
场，以纠正事实、应对谣言。这一
消息让持续发酵的风波再次升
级。

事业“地震”，危机四伏
从 3 月 10 日金赛纶家人爆料

后，舆论便如汹涌浪潮，金秀贤公
司虽第一时间否认，但争议反而愈
演愈烈。如今确定下周回应，不禁
让人猜测，这几天他和团队在谋划
什么？是在收集证据，还是在斟酌
如何公关？毕竟这次事件来势汹

汹，稍有不慎，便可能让他的事业
陷入万劫不复。

金秀贤这次风波对事业冲击
巨大。先看品牌代言，高端美容品
牌“Dinto”已全面暂停其品牌活动
日程。济州航空也隐藏了相关广
告。金秀贤手握众多高奢、金融等
品牌代言，每年代言收入在 100
亿 - 200亿韩元之间。若其他品牌
纷纷效仿解约，他不仅要面临百亿
韩元解约费，商业价值也将一落千
丈。

再看影视方面，虽然新作品
《Knock Off》目前拍摄日程正常，但
网友抵制声强烈。一旦观众不买

账，剧集收视率和口碑都难有保
障，影视资源后续也可能大幅缩
水。酒驾事件后，网飞剧《猎犬》制
作公司原本要求金赛纶赔 70 亿韩
币，最后协商到 7 亿。这次风波
中，这一旧事被重提，更让金秀贤
处于舆论漩涡中心，事业可谓四面
楚歌。

金秀贤还有两大杀手锏？
首先，在粉丝层面，金秀贤过

往靠作品积累了大量粉丝，形象阳
光、演技出色。此次事件也不会严
重冲击粉丝对他的信任。有部分
粉丝选择等待他的回应，心存一丝
侥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