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www.xinminweekly.com.cn

统治力。

其实从以往陈思诚接受过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他非

常清楚 IP 电影成功的关键——

首先，他觉得核心的东西不能变。“唐探”系列的

核心词是喜剧、动作、悬疑，这些是不能变的，“就如

同观众走进一家馆子想吃川菜，你上来的却是其他菜系，

那就会让观众失望”。

其次，在核心基础上，他说要有所创新。创作者要

抢先观众一步做出变化，让他们觉得作品既保留了原来

的“风味”，又有一些惊喜。当前，时代变化很快，观

众审美趋势、消费场景等也飞速变化，所以创作还是要

走在观众之前，给予他们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感受。

“观众对 IP 电影有成长性的要求，创作者只有不停

地学习、进步、迭代，才能和观众一起成长。只有创作

者的认知成长了，才能够反哺到作品里，让作品的格局

越来越大，真正得到观众的认可。而在成长中，创作者

也会从观众那里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陈思诚

坦言，比如《唐人街探案 3》被观众诟病有些笑点不适

合小朋友、广告植入让人跳戏等，“这次在创作的一开

始就会更加注意这些部分，《唐探 3》之后，我们解散

了品牌植入的部门，工作人员转岗做版权授权的工作”。

在他看来，中国电影工业化、市场化的时间并不久，

真正的市场化才 20 年左右，“所以我们的 IP 并不多，

反而是太少了”。他进一步指出，与美国好莱坞的IP不同，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可供挖掘，这是中国人打造电影 IP

的宝贵财富。

“我们的 IP 在历史的挖掘上还是皮毛，努力还远远

不够。我一直尝试在‘唐探’中融入《易经》等中国文

化元素，这次也在秦福身上讲到了中医，但其实还是浅

尝辄止的，如果真的深挖，每一样东西都有无穷的魅力。”

陈思诚强调，国内的创作者应该胆子更大些，拓展出更

新的表达。

陈思诚更是提出自己的期望：“我希望未来能看到

更多 IP 电影，也希望中国电影能以更多的形态呈现在不

同的商业环境里。国内的电影产业关注度高，但产值其

实并不大，因为我们的主要盈利还是靠电影票这一单一

的消费模式。期待未来 IP 文化的力量能拓展到其他更多

元的消费场景中。”

《唐探 1900》片尾的“惊唐一瞥”版彩蛋中，唐

仁和秦风身穿经典风衣的熟悉身影映入眼帘，熟悉的造

型和互动无不令人倍感亲切，他们正紧锣密鼓地根据

KIKO 提供的信息穿梭在大英博物馆里寻找线索。镜头

扫过众多来自中国的精美文物，一张 1900 年阿鬼和秦

福的照片出现在唐仁秦风的视线中，照片上的脸与两人

如出一辙，让人对“唐探”系列的故事发展更添遐想。

有观众觉得，陈思诚下了盘大棋。这样的伏笔是否

意味着“唐探”下一部会在英国拍摄？对此，陈思诚表示，

如果下一部是“唐探”系列正传故事线的话，会在英国

拍摄，“但如果有下一部，我更想拍《唐探 1901》”。

原来“1900”系列一开始就是“三部曲”的规划，

“唐探”系列的故事之间不仅有空间关系，还有时间关

系。陈思诚说，在“1900”系列的第二部中会告诉观众，

片中的“Q 组织”到底是谁，他们的前史究竟是什么。

无论是“鸡贼”还是聪明，都不可否认：《唐探

1900》比《唐探 3》进步了；而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

也需要陈思诚这类“能卖座”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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