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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银幕中寻找上海

在最近十年的银幕里看上海，多数是在感

受一个以陆家嘴为主的光鲜背景，比如《神奇》。

少量影片以实在的上海老弄堂作为叙事根基，

发展出类型升级的传奇，比如《超时空同居》。

无论哪种方式，这些影片重现出来的上海，或

陷入天堂想象，或置于特定空间，似乎都不是

由上海人日常生存所亲历的柴米油盐构成，而

是民国热、金融刻板印象以及高楼下的石库门

等猎奇视角组合拼贴而成。因此，在看到《人

潮汹涌》如此直接地将群演陈小萌（肖央饰）

与杀手周全（刘德华饰）分别置身的矮旧房与

滨江豪宅比对在观众面前，还是有点佩服创作

者直面这座都市双重现实的勇气，尽管这与影

片质量本身并不成正比。

因为澡堂里的一次意外，生活窘迫、自杀

未遂的群众演员陈小萌与失忆的杀手周全调换

了身份，甚至也调换了住所，如同被命运捉弄

一般地置身在对方的立场，处理对方留下的烂

摊子。影片翻拍自内田贤治导演的《盗钥匙的

方法》，将这个双雄调换身份的叙事模型摆放

在现代的上海，令人物行动在具体的申城街道

景观中，欲盖弥彰地继续着各自的生活。执导

过《你好，疯子！》《无名之辈》的饶晓志继

续在此片中发挥其兼具实验性的空间挪移以及

关注现实的视角：影片拍摄到包括东余杭路、

提篮桥地区等非常具体的上海城市空间，但透

过似是而非的公交站台，观众可以轻易感受到

导演并不想观众真的对号入座；创作者希冀以

笑中带泪的现实主义视角结构起一个丰满的故

事，而片中包括万茜、郭京飞在内的上戏演员

飙上海话或上海普通话的桥段，即是编导在视

觉空间以外试图与观众达成共情的部分。

本质上来说，《人潮汹涌》既将上海的气

味诉诸具体的生态描摹，又对物理空间做了一

定程度的虚化，比较符合相对传奇的叙事。片

中陈、周二人与幕后女大佬晖姐斗智斗勇，往

往在幻彩迷迭的空间中完成。两人因为身份调

换而被迫共享同一种戏剧训练经验，也为角色

自身的塑形打下基调。刘德华与肖央在戏中有

戏的假定性中，完成对他们各自表演背景的反

刍，亦借此回应目下的中国影视业状况。同时，

这桩身份调换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解铃还须系

铃人”的情境中，在实在的上海空间制造出不

知今夕何夕的智斗背景，是创作者比较聪明的

一笔，但同时也是对期待在这部某种程度上“上

海制造”的影片中看到烟火气的城市观众的“退

烧”。

正如片中万茜饰演的上海女子李想以颇有

北方视角的上海口音完成角色塑形，影片许多

时候并不是在“复现”上海，而恰是借用不同

背景的观众对上海的现代性想象，来完成似是

而非的空间表意。故事的核心仍然是角色身份

倒错后对生命的重新认识。整体来看，《人潮

汹涌》以“人潮汹涌”的台词点题的时刻，恰

是编剧要借角色之口说出其实并未完整表达的

意思。流落在记忆与身份夹缝中的周全努力学

习表演技巧、在片场认真担当群演，甚至在一

众现实中的导演客串情境中谈笑风生，种种游

离于主题叙事之外但却对推进叙事及人物塑造

有正向意义的场景，与角色本身的迷惘倒是殊

途同归。《人潮汹涌》最终没能完成对“上海情”

的全面表达，因为城市只是改头换面的故事背

景板，影片也并没有将角色的多重面向真正落

实，因为解决困局的，并不是角色本身。说到底，

离奇与猎奇，归于迷惘，是创作者流露出的无

所适从。

影 视 MOVIE

　　离奇与猎奇，归于迷

惘，是创作者流露出的无

所适从。

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撰稿｜独孤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