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宣传“三件套”何时休！

周五在上海外滩源壹号向公众开放的一场“梦想的

着装”展，让我们一脚踏进了意大利歌剧、电影、建筑和

服饰的艺术世界。

2016年，在罗马歌剧院，被不断重新诠释的经典之

作歌剧《茶花女》连演15场。这一次的导演，是才华横

溢的导二代索菲亚 · 科波拉。中国观众对其执导的最有

印象的作品应该是《迷失东京》。索菲亚的父亲是弗朗

西斯 · 福特 · 科波拉，扛鼎之作是《教父》三部曲，至今是

业界的传奇。

《茶花女》是索菲亚第一次执导歌剧作品。她的老

父亲也飞来现场为女儿助阵。制作方找到了当年不过

45岁的索菲亚 · 科波拉，是希望索菲亚能够让这个以19

世纪巴黎上流社会为背景的故事接一接地气，并将之带

入21世纪的语境中。

而索菲亚，则找到了华伦天奴老先生，意大利时尚

界的明灯。华伦天奴今年已经91岁，2008年的意大利

时装周春夏系列是他的谢幕之作。之后他亲手挑选了

两位接班人，共同扛起品牌的未来。当索菲亚邀请他为

《茶花女》设计戏服时，华伦天奴已退休多年。老先生没

有丝毫犹豫地接下了这一单，时尚圈里沉浮了一生，看

过了所有，但这一次，他仍旧是兴奋的。他追忆自己对

歌剧与芭蕾的热爱，他说自己在洗澡时都忍不住高唱

《茶花女》里的咏叹调。

女主人公“维奥莱塔”在《茶花女》第一幕的首次亮

相，自巨大的白色阶梯缓缓走来。那件裙装，黑色大身，

大圆弧低领，后背处配以如流水般层叠的孔雀蓝薄纱褶

皱拖尾，“一泻千里”的，是狂风骤雨般的爱情，而色彩的

搭配，则喻示着维奥莱塔的悲剧结局。这件戏服，便是

由华伦天奴老先生亲自设计，在其自家的手工作坊耗时

800小时制作完成的。真的是，把艺术穿在身上，每一

次随身而动，便是一出戏剧的声张。

着如此笔墨，当然不是让读者只作遥望之想。华伦

天奴的这件“维奥莱塔亮相装”如今就在上海展出。与

它一起亮相的还有不同时期的《茶花女》戏服，有初见时

的粉色蕾丝礼服，有悲恸时的黑金礼服……服装，是能

够传达情绪，表达情感的。当然，展览的线性陈列中，还

照射着与人们日常生活连接更紧密的时尚历史变迁。

在首度举办展览并对外开放的外滩源壹号里，超越百年

的空间，加上超越百年，镂刻下艺术印记的霓裳，成为最

浑然的天作之合。

时尚与文化艺术的连接一直都那么紧密。我们记

得优雅年代里的粗花呢套装和长长短短、层层叠叠的珍

珠项链；我们记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多了波普、流苏

元素的嬉皮年代，迷你裙和裤装是一种态度；我们记得

女性追求独立身份而推崇的“权力套装”……而那些电

影明星与时装设计师贯穿一生的友谊也成为众人皆知

的佳话。法国女影星凯瑟琳 · 德纳芙在《白日美人》中创

造了“童贞与兽性的冷冽结合”，这来自于圣罗兰先生的

戏装成全。至于奥黛丽 · 赫本与纪梵希合作之后，几乎

所有女孩都梦想能够穿着一条小黑裙去纽约第五大道

的蒂凡尼旗舰店，带回那一个“蓝盒子”。

时装是一个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变革、人类的思潮。

而戏剧和电影又成全了更立体、更鲜活的表达，赋予时装

人的诠释，个性的演绎，这是相互作用又相互成就的。

往大了看，艺术带给时尚隽永的生命力，一代又一

代，传世。往小了看，时尚则让艺术有了平和的贴近

性。你看，1969年达尼洛 · 多纳蒂为费德里科 · 费里尼

执导的电影《爱情神话》制作的戏服，那黄铜铸的尖锐胸

衣，后来是否在让 · 保罗 · 高缇耶为麦当娜设计的尖锥形

紧身衣中窥到一二。麦当娜的这件“战服”，是否帮助她

登上了超级时尚偶像的宝座？你看，1984年弗朗卡 · 斯

夸恰皮诺为罗伯特 · 威尔逊执导的歌剧《美狄亚》所制作

的戏服，那些波希米亚的图案、拼接与结构，是否在意大

利时尚品牌ETRO中找到了对应？

我们可以把艺术穿在身上，把故事留在心里，还有

什么比这更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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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光

看到上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吴 翔

在这些“上海出品”里——

今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500亿，国产片占

比超80%，题材可谓百花齐放。不过，在电影

宣传方面，有些套路却显得单调乏味，不久前，

网友总结了近几年电影宣传的固定三件套：

“吴京探班，霍思燕泪洒，张艺谋震惊”，话题直

接登上了热搜。对一部电影来说，宣传是其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当探不完的班、不完的

泪、八百次的震惊，这种模式化的套路宣传愈

加频繁，不仅会让观众审美疲劳，也能够从中

一窥制片团队的工作态度。

先来回顾一下几位“宣传大使”的精彩表

演。吴京堪称当今国内最红的动作明星之一，

因此，吴京探班其他电影的现场，就成了一种

给电影加分的方式，于是在很多电影宣传过程

中，吴京都会以探班的形象出现在镜头前，与

主创人员互动，为电影增加真实感和热度，同

时还能给观众传递一种信号：这部电影值得

看，有吴京的认可。今年的《莫斯科行动》《封

神》等片场都留下过吴京的足迹，最近，网上又

晒出了“吴京探班成龙新电影”的画面。然而，

随着吴京探班模式的频繁出现，观众也看穿了

剧组的套路，“吴京探班已经成为电影宣传的

‘万金油’了。”

比起吴京，霍思燕在大银幕上除了《我不

是药神》之外，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并

不多。也正是在《我不是药神》的首映礼上，霍

思燕看到自己在片中的表演时，忍不住泪洒现

场，那一刻的眼泪让观众看到了她对角色和电

影的投入，也打动了观众的心。不过，在随后

其他电影的宣传中，霍思燕也经常因为角色泪

洒现场，引发观众的同情心和关注度。仔细观

察不难发现，现在模仿霍思燕泪洒现场的宣传

套路的电影比比皆是。显然，这种“泪洒现场”

的背后往往伴随着电影宣传的炒作和营销。

作为著名导演，张艺谋是见过大场面的

人。可是，在很多电影宣传过程中，张艺谋时

常以“震惊”的表情出现在镜头前。张艺谋自

己执导的电影，当然要震惊几下，这种震惊也

几乎成了他电影宣发的标配。比如电影《坚如

磐石》，张艺谋一会儿为了老戏骨的临场发挥

震惊，一会儿为了演员大幅度的肢体动作震

惊，在这样的短视频的评论区中，已经有不买

账的观众表示“导演一天被演员震惊八百次”

“导演的演技比演员都要好”等等。除了对自

己作品的震惊之外，张艺谋在看过《哪吒之魔

童降世》后，也震惊道：“我被震撼到了！我从

来没有想到中国能做出这样的动画片！”当然，

这些片子是不错，但老谋子震惊得多了，大家

就该为他的震惊而震惊了。

尽管宣传“三件套”已经够做作了，可居然

还有剧组东施效颦的。电影《忠犬帕尔马》曾

发过这样一个宣传视频，在看到影片中比较感

人的场景时，镜头捕捉到台下的一只小狗，配

文是“台下的狗狗看到这里眼眶湿润了”。诸

如此类的虚假宣传方式，只会让宣传效果适得

其反，让观众感到厌烦。

纵观这些年的电影宣传，从很多年前流行

的“年度最??的电影”，到电影的“含腾量为百

分之??”——好像沈腾就是票房的保证，再到

如今的“三件套”，江湖代有套路出，各领风骚

好几年。事实上，对于观众而言，无论是“年度

最??的电影”还是“含腾量”超高的而去影院，

都有踩坑的经历。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中国电影票房都突破

500亿了，如今的中国观众都不是小白，已经学

会冷静地面对这些浮夸的营销手段，早就对这

些“套路”嗤之以鼻。扯着嗓子浮夸吆喝的往

往都是两元店的质量，闷头踏实做事的才是正

道。拍电影，还是需要真诚一点，电影宣传也

是一样，有什么亮点就说什么，烂片不会因为

浮夸的宣传而上档次，好片也一定会让观众的

口碑成为最好的宣传。

风自海上来。这是艺术的蓬勃热风，也是

艺术的葱郁“新”风。上海市文联推出“文艺两

新”美术书法作品展，共展出60幅绘画作品和60

幅书法作品，分为“脉动”“传承”“创新”三个板

块，从多个维度展示了上海部分“文艺两新”美

术书法工作者对民族复兴、时代变迁、城市印

记、未来征程、艺术创新、文化传承的新感悟、新

认识、新思考，反映了他们以不同的艺术方式、

风格对自身生命的新体验和自我身份的认同

感，为海上美术书法创作增添了多姿多彩的新

篇章。

关注现实，探寻社会人文与城市自然、当下

生活与历史进程的连接和联系，展示普通人的

精神世界，是本次不少参展的艺术家创作的着

力点。诗当对生活吟，画应为时代作。参展艺

术家满怀真情，真诚地记录了他们对时代脉动

的真切感受。无论是社会巨变、城市建设、科

技发展、山川胜景，还是人物风貌、历史场景、

日常所见、人间烟火；也不管是正面呈现还是

迂回寄寓，重彩具象还是写意抽象，他们的作

品始终洋溢着昂扬、向上、奋发的基调，并力求

以他们独特的艺术思维回应时代提出的各种新

命题，表现人类虽千转百回但不向生活屈服而

不断前行的巨大生命力，给我们以希望、信心、

温暖和勇气。

传承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也是参展艺术家所孜孜以求的艺术理想。

如参加本次展览的书法作品，一方面，深深根植

于民族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其书写内容也大

多来自于中国古人的诗文名言经典；另一方面，

又不拘成法，博采众长，锐意进取，力求表现当

代上海书法对海派书法艺术传统文脉的接续、

发扬与光大。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

而发展。对于上海“文艺两新”美术书法工作者

来说，身处上海，令他们得以借助开阔的中西文

化视野，吐纳世界艺术风云，从而能够展现出更

为丰富多样、与时俱进的创作面貌。比如在视

觉图像如此丰富发达的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仍

然有不少参展青年艺术家坚守着造型艺术的独

特表现方式，在借鉴吸收当代艺术观念与语言

的同时，积极探索推进架上艺术的当代性表达，

尝试把中外造型艺术传统创造性地转换为当代

中国现实社会的审美呈现，力求在“呈新”上有

更多的突破，焕发新时代架上绘画迷人的魅力。

已故的绘画大师程十发20世纪90年代初

在回应“如何才算称职的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的

提问时曾笑答：首先，应十分熟悉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娴熟掌握传统中国书画的技巧；其次，

作品须有现代性；第三，要有点都市趣味；第四，

最好有国际视野。这固然是程十发30多年前对

上海国画家提出的要求，但对于今天的上海“文

艺两新”的美术书法工作者来说，又何尝不是他

们应该不断努力达至的创作目标？

话剧《大江北望》以历史和艺

术的交汇呈现，犹如当年吴淞江

与黄浦江的交汇入海一样，将相

关的人与事在舞台上演绎出来。

剧名中的“北望”，既含有古人创

造性地将浩淼大江引流向北的史

实，也含有今人审美性地对前贤

伟业崇仰致敬的觉悟。

话剧《大江北望》以史实为基

础，在主演沈磊由浅到深、从表及

里，时而迂回辗转、时而挥洒爆发

的表演中，一个古代优秀士大夫

的形象鲜活地展现于观众面前，

其理想的美好和现实的残酷，其

有为的决心和无奈的犹豫，其最

早的初心和最终的抉择令人时而

唏嘘、时而感奋。我认为全剧最

精彩的创作，就在于对夏原吉按

古法而行，在即将完工前得到升

任户部尚书之职的情节设置。史

载夏元吉治水前便已担任此职，

三年后的再任只是顶替去世的前

任而已。主创将夏的“再任”改为

“升任”，强化了人物不求个人政

绩、惟求国泰民安的家国情怀和

志向抱负，从而为“廷辩”这场重

头戏打下了理性和情感的动机基

础。从夏的整个政治生涯看，我

认为上述设置具有历史的支撑，

产生了很强的戏剧合理性和艺术

逼真感。

我想起一位爱把生活中的争

议性事件搬上舞台并以“纪实戏

剧”著称的瑞士导演米罗 · 劳说的

一番话：“目的不是描述真实，而

是使表达本身成为真实。”（米罗 · 劳《根特

宣言》）纪实文献剧尚且如此，历史故事剧

就更应如此了。具体而言，历史的真实性

指向过去，艺术的逼真性指向当

下。至于如何做到相对平衡，戏

剧家则可以各抒己见、各显其能。

与夏原吉相比，主创对叶宗

行、郑和这两位配角的塑造较为

纯粹，前者坦诚执着，后者理解宽

容，与总体勇毅进取却时常踟蹰

顾盼的主角分别展开了从误会到

理解、从争论到合力的情节历程，

并融入了整个治水的戏剧矛盾之

中。令观众在亦清晰亦复杂的叙

事中产生从“逼真性”的动情向

“真实性”的寻根的愿望，只可惜

叶的史载内容实在太少。主创对

朱棣的笔墨不多，却很可信——

须知封建社会，优秀人才的成功不

仅要仰仗于明君，而且要归功于明

君本人。作为一部历史剧，《大江

北望》的题旨表面上可概括为“上

圣、中贤、下能”的良好格局，一个

儒家理想的政治社会关系。这种

关系罕见而极珍贵，是中华文明连

续、创造、统一、包容、和平等突出

特性的前提及表现，拥有历久弥新

的传承和发展价值。

该剧尾声将“古人”与今人同

台，旨在打通古今特性、延续精神

脉络，令人追风慕德、见贤思

齐。此时的观众应可发现其更深

远的题旨——“仁者爱人”等儒家

优秀文化精神，须与比其更先进

的政治思想、更文明的社会制度、

更和谐的人文环境相结合，方可

使其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因此，

该剧的意义不仅在于讲了上海故

事，更是讲了中国故事；不仅讲了古代人已

经做的事，更是呼之欲出地讲了当代人应

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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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筑可阅读已经深入人心，当

CityWalk成为周末文娱休闲日常，

上海的文艺工作者正更进一步——

把对建筑、街区、城市的热爱，贯注于

舞台剧、影视剧之中，让更多市民、游

客，在剧场里、屏幕端，深入了解可被

抒写的城市。

一江春水向东流，当黄河、长江

都是自西向东流淌之际，上海的母亲

河黄浦江为何是南北向？看闵行区

文旅局出品的大型历史话剧《大江

北望》，知晓原来黄浦江，是吴淞江

（今苏州河）的支流。明末元初之

际，松江府的“母亲河”还是吴淞江

——松江府得名于吴淞江，为除水

患，去掉了“淞”的三点水，为“松

江”。可见作为冲积型平原，泥沙

俱下的“兜底处”，不可避免地常年

饱受淤塞之苦。户部尚书夏原吉，

保举没有功名的书生叶宗行，以另

辟蹊径的方式，打通“黄歇浦”与“上

海浦”等，把吴淞江与之“江浦合

流”，拓宽水道，这才有今天黄浦江

的走势，这才有今天浦东、浦西的发

展势头，这才有全球吞吐量名列前茅

的港口城市……当前，我们正在力推

“一江一河”——江，就是黄浦江；河，

就是苏州河。水系，是一座城市文明

的源泉。当我们在滨江步道漫步之

际，是否真的了解上海水系之构成？

江、河、浦、塘、泾、浜、湾、汇、港——

上海不少地名里还留存着水系构成

的痕迹。

由王家卫导演、胡歌等主演的影

视剧《繁花》，是在张园取景、拍摄。

张园，这个最新的网红打卡点之一，

也是“海上第一名园”。1882年起，

无锡商人张叔和开辟了“张氏味莼

园”亦即“张园”，成为当时上海私家

园林之最。但是其创举在于向公众

开放，使张园成为专供华人游憩的

“第一名园”，放映了第一场电影，盖

起了第一个室外照相馆，举行了第

一次自行车比赛，甚而还建造了“激

流勇进”和“过山车”等现代游乐设

施……20世纪40年代，这里被改建

成 28条石库门弄堂成为住宅区。

2018年静安区启动“征而不拆、人走

房留”的保护性政策，在全国属首创，

以“保护为先、文化为魂、以人为本”

的宗旨，还高品质公共文化空间于

民。未来，这里还要建一座美术馆、

一个演艺中心，并邀请城市更新大会

落户于此。在影视剧《繁花》上映之

际，我们可以在屏幕内外，看到张园

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都市喜剧《宝兴里》去年在兰心

大戏院上演之后，如今又在制作电视

剧版。同样是旧改搬迁的故事，《宝

兴里》聚焦的居民委员会这一城市基

层组织模式，是如何一路走来，如何

从大扫除开始荡涤居民心灵的故

事。舞台剧复原了“弄堂专属”的声

音、触感和味道，让如今几乎已经消

失的“弄堂生活”重新浮现。如今颇

受年轻人欢迎的瓜哥脱口秀《310》复

原了虹镇老街等底层市井生活的“气

概”，让从小居住在高楼大厦里的90

后趋之若鹜。但是，要真正了解弄堂

市井生活的人情味道和城市温度，还

是要看《宝兴里》——现在，值得期待

的是贾宏源编剧的电视剧版。

为上海设计了200多座建筑的

建筑师邬达克，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上

海这座海派城市的部分轮廓。武康

大楼、大光明电影院、上生新所里的

孙科别墅、沐恩堂、绿房子，乃至如今

成为徐汇区最为著名的社区活动中

心“66梧桐院 · 邻里汇”的主体建筑，

也是邬达克当年为隔壁教堂设计的

神职人员宿舍……这位曾经“沪漂”

的匈牙利后裔的身世和命运，也颇为

坎坷，详情可去观看话剧《邬达克》，

已经多次在上海上演。在这部话剧

里，可以发现这位参加了一战，成为

战败国的部队绘图员，是如何拖着一

条伤腿，从俄罗斯边境徒步100多公

里，走入中国境内的。当时，他的念

头就是：“去一个不要护照的地方”，

得知当时只有两个地方符合条件：

“卡萨布兰卡或者上海”。于是，他来

到了上海，学会了七国语言，与各国

人谈生意、造大楼……也是一部绝不

“躺平”、颇为励志的奋斗“卷”史。

没有奋斗、没有互“卷”，就没有

如今海纳百川、美美与共的上海；如

果没有文艺作品留存，后来人就无

从知晓一条母亲河如何奔腾到未

来，一座城市是如何由五湖四海的

人们共同胼手胝足地建立起来，并

且历经风雨依然精神昂扬地进入新

时代。

从《消失的她》《超能一家人》《好

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二手杰作》，到

正在热映的《拯救嫌疑人》《无价之

宝》，改编翻拍倒不稀奇，只是今年特

别多，最近接连上映的这一大摞，无论

票房高低，口碑都不尽如人意。为何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却没有看得更远？

为何从判分起码“良好”的隔壁桌誊抄来的试卷，

却只能勉强够得上“及格”？

以张末的《拯救嫌疑人》为例，它的改编算不

上最不好的，但是它的不好却很有代表性。《拯救

嫌疑人》改编自韩国电影《七天》，主要情节就是

金牌律师陈智琪（张小斐 饰）意外卷入一场阴

谋，她女儿被人绑架，她被要求为一名死囚做无

罪辩护。陈智琪无奈只能联手发小、警察金志雄

（李鸿其 饰）展开调查。在搜寻线索的过程中，

在庭审辩护中，故事不断反转，直到最后残忍的

真相被完全揭开。与刚刚上映的《无价之宝》相

比，票房更好的《拯救嫌疑人》保留了原作的大体

故事框架，片长也很接近（相差6分钟），《七天》

中推拉晃动的镜头、突然的剪辑手法和地点设

定，甚至连女主人公与女儿在浴缸里秀腿以及绑

匪用狗取药等细节，《拯救嫌疑人》也都进行了

“情景再现”。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为何

抄作业还抄不好？

首先，《拯救嫌疑人》的故事背景，没有很好

地“本土化”。好的改编，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情和

人情，才能让观众更容易共情和共鸣，而《拯救嫌

疑人》则是字面意思的没有本土化。这个悬疑故

事没有发生在中国，而被架空发生在一

个都讲普通话，却和原作《七天》里的韩

国一样采用混合法律体系的城市。简单

来说，就是为了方便照搬答案，这一部分

主创团队偷懒了。从成片效果来看，庭

辩戏码几乎形同儿戏，证据链、辩词和煽

情上价值均显得孱弱，没有说服力。

其次，相较于原作，年轻的张末导

演改造的人物，性格都显得相对单薄。

女主角是只为正义辩护的良心律师，混

不吝的警察仿佛只是一个协助女主调

查的工具人，受害人也几乎是没有污点

的清纯文艺少年，检察长更被生生塑造

成了从头坏到底却也从头傻到底的反派

……片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被简单

地标签了“善”或者“恶”，尤其女性角色

几乎清一色善良美好，很难让人不怀疑

它是定向为收割女性观众创作的。

再者，《拯救嫌疑人》对于“嫌疑人”

的重塑，几乎可以用非常失败来形容。

原片中最初被捕的郑铁镇本是个毒贩，

还长期家暴，是一个复杂的有前科的社

会人，剧情和表演都保持高度悬疑，并给

足了演员弹性发挥的空间。而改编之

后，丹温这个宠物店店员先被塑造成一个温和内

向的好人，当剧情需要反转时，一个镜头、一个细

节就让他露出狰狞眼神，秒变恶人。这种刻意并

且令人无法相信的转变也发生在惠英红饰演的

死者母亲身上，善与恶的切换同样非常生硬，只

是老演员用纯熟的演技尽可能细腻地呈现出角

色本该复杂、摇摆的内心状态。

该改的，没有好好改本土化；不该改的，却胡

乱一通操作。于《拯救嫌疑人》，有7个编剧，却

没能缝补起原作的问题，虽然影片打斗追逐场面

华丽了不少，但悬疑惊悚气息全无，人物单薄苍

白之外，还逻辑漏洞不少，案件的几次成功推进

居然依靠的是一块儿童手表，年轻的导演远没有

学会在不依靠视觉效果和短暂刺激的情况下如

何用情节和人物，牢牢抓住观众。于其他许多改

编电影，买下在商业上曾获得成功的外国剧本和

过时经验，没有想着用更“此时此地”的故事和情

感真正吸引、满足甚至留住观众，而是用一些营

销的噱头、一些时髦的概念、一些带有强烈情绪

和反转的“抓人”的、俗套的情节来收割市场的红

利。这股歪风邪气，从《误杀》《消失的她》吹来，

不知道要吹到哪里才会停。

艺术穿在身上 故事留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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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海上来
◆ 张立行

探不完的班 洒不完的泪 八百次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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