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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春节档有两部影片为香港电

影人作品，一是周星驰的《新喜剧之

王》，二是麦兆辉庄文强再度联手的

《廉政风云》（下称《廉》）。从剧情、背

景环境、主演人员、主创团队、制作出

品等各个方面来看，前者显现出与内

地电影产业高度融合的趋势，后者则

保持了传统香港电影的纯度。两部影

片的市场表现差别明显，前者一度是

春节档大热门，后者成绩平平，传播度

也较低。

不过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

香港电影必须与内地电影产业完全融

合才会有出路，更不能认为香港电影

创作者需要刻意主动迎合某种不确定

的内地观众趣味。时光网1月28日发

文，报道了麦、庄在知乎网就香港电影

的“港味”发表的观点。他们指出，

2018年国庆档庄文强导演的《无双》非

常受欢迎。这意味着，如果香港电影

人能找到某种路径，那么港片仍然可

以获得观众的认可。然而，港味面貌

究竟如何、又是否能被大众明确意识

到，在港片影迷那里一直是近乎玄学

的问题。对港片黄金时代的痴迷，同

对港片低谷期的失望，纠结成一种情

结。问题的答案也不尽在电影语言层

面，而是要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去

慢慢解决了。

《廉》的故事，按照顺时序来看，其

实颇为传统和简单：1，陈敬慈和许植

尧是自小一起成长的好友；2，成年后

陈考入廉政公署，许进了会计事务所；

3，许在工作中发现权势集团勾结政府

人员建立了规模惊人的香烟走私网

络，向陈透露，陈私自将许发展为线

人；4，许一方面收集到相当资料后向

廉政公署举报企业行贿官员；5，另一

方面则将巨额不法经费转藏到金融网

络里；6，在出庭作证的当天逃亡澳大

利亚；7，陈的妻子、廉署谈判专家江雪

儿受命前去保护并劝其返港；8，犯罪

集团开始销赃灭迹、杀人灭口；9，陈不

按规矩地不断反击；10，廉政公署仍处

于被动；11，在开庭最后期限到来时，

许突然向廉署申明自己的线人身份，

从而失去了依法作证人的资格；12，陈

不得不引咎辞职；13，他发现自己其实

被许欺瞒利用，帮助许在廉政公署的

内部网络中暂时隐藏起了那笔巨款；

14，许把一部分钱款转给小时候住过

的儿童医院；15，同时安排另一身患绝

症的老友做替死鬼，帮自己逃过犯罪

集团的追杀；16，然后隐姓埋名；17，影

片结尾，许在和家人尽享天伦之乐时

跌入泳池，自小缠身的心脏病发作。

到了影片叙述里，这些情节出现

的 顺 序 变 为 ：6、7、8、9（第 一 大 段

落）-1、2、3、4（第二大段落）-10（非重

要辅线）-5（重要伏笔而未正面表

现）-11、12、13、14、15、16、17（第三大

段落）。这还只是笔者归纳的大体情

况，如果将剧情中的细微伏笔一一列

出，会发现更多错综复杂的叙事设计，

如情节 15，其实有两位老友被许召集

来帮忙，他们的形象或信息还隐约出

现在 1、7、8、9、10、13 多处。插叙、补

叙，这些手法原本常见，特别是在犯

罪、悬疑等类型中。对有经验的观众

来说，他们观影的乐趣正在于身处知

道和不知道之间的猜疑与推测、证实

或落空，如同与创作者玩一场比拼智

力的游戏。在电影文化高度成熟的今

天，这会导致一种不很有趣的困局，创

作者叙事的目的并非以“情理之中”为

基点，反倒以“意料之外”为目的，仿佛

不被观众猜到谜底才最重要，以至于，

很多谜面式的信息，都被故意延宕到

最后才交代，这就克扣了观众反应和

猜谜的时间。

在时间分配方面，影片开头用了

10 分钟左右，将基本案情和两位主角

交代完毕；接下来又用5分钟左右，转

而交代陈江夫妻的工作关系与感情危

机。这两段落对主线、辅线的处理完

全遵循剧情片的惯常模式，虽不出彩，

但中规中矩。接下来常见的——或者

说更符合认知规律的——做法，是将

主、辅线进行缝合，比如，在陈江关系

里，“性别歧视”一开始就成为矛盾冲

突，这一般会在后边特别是高潮部分

进入陈许线索，实现某种重要的剧情

功能。然而，影片接下来的发展再次

抛弃了常规，进入非常错综复杂的案

情交代，不断加入的人物和细节让观

众不得不集中注意力去整理信息，无

暇顾及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样一直

到影片的1小时15分左右，剧情走向转

折点，各线索开始汇聚时，突然转头交

代各种前情和背景，许的人物设定迅速

黑化，陈也进入灰色地带。至此，观众

前面建立起来的心理期待基本破产了，

在接受欣赏叙事艺术的立场上，这种冒

险手段很难成功，也对观众不友好。整

个过程中，性别歧视的问题不但没有得

到解决，反倒随着江的行动得到实质上

的印证，因为她在这场智力游戏中始终

处于被动、被利用的境地，直到最后用

对男性撒娇的方式收场。

影片讲授知识太多，是影响观众

感受的又一弱点。廉政公署、香港司

法、高层犯罪、网络金融等都得到了相

当充分的解说，例如近几年引起世界

货币市场震荡的比特币交易模式。除

非观众事先对这些领域有一些了解，

否则理解起来会吃力，同时也未必感

到兴趣。在主流类型片里，编剧堆砌

太多专业知识是大忌。

视听语言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帮助

上面几个问题。对话过多，中近景为

主，注重人物着装发型的时尚感，这些

做法都令人联想到港剧。片中人物面

部特写很多，其中，方中信饰演的廉署

高级官员因为特写镜头时值较长而格

外突出。他大多时候坐在与大家隔离

的玻璃办公室里，又用办公桌和电脑

屏做了空间二次分割，这些手法叠加

起来，不免给观众造成过多联想，以为

后边会有人设的转向，而最后似乎只

是一个单纯无所指的特写。音乐用得

太多太响，举凡情节要点和情绪要点

都一定有背景音乐，强力把观众拉近

某种情绪情调，这从反向说明，影像叙

事和表情其实不到位。

似乎是为了增添调剂，影片的配

角大都造型抢眼、表演抢戏。陈有一

男一女年轻下属，妆容精致，但在剧情

里的基本功能就是在犯错、跑腿、发现

疑点。陈的同事文仔，捏合了职场丑

角和天才侦探的功能，不但如此，剧情

还在很晚的时候才忽然交代出他是陈

许的旧日同窗！这种虽然出乎意料、

实则并无必要的巧合还出现在许召集

的二老友帮手身上，观众和陈一起错

愕地发现，原来他们四个人在小时候

就曾一同玩耍！至于当下观众对这些

巧合是否信服，有必要做下调研。

以麦、庄二位的实力，很难想象他

们会不知道类型片的规律或者套路，

也不应质疑他们的视听语言能力。因

此，笔者更愿意相信，这部影片是出于

有意为之的目的。更具体地说，结合

麦、庄以及多位香港电影人近年的创

作动向，这部影片的改变或者可以看

作是对新故事和新叙述的一次试验。

首先，是试图超越类型的努力。

类型之所以成立，其背后是由叙事模

式、审美趣味、价值判断标准和世界观

等共同组成的一种文化结构。港片近

年来的困境，恰恰在于其原有的结构

不再适应世界变迁的新格局。对此有

所憬悟的电影人自然会寻找新的出

路，这个进程中的成败得失都不足为

奇。《红海行动》的成功得力于将香港

动作片的英雄情结和视听奇观升级到

国家民族层面，《无双》的成功来自用

国际高科技犯罪的奇观折射人性的聪

明和善恶，两片都有很好的平衡感。

《廉》的失利恐怕是因为它在深度内容

发掘和外在表现形式之间尚未达到良

好平衡。

其次，也是走向现实关注、显露现

实焦虑的结果。在笔者第二次观看以

求解决剧情理解疑问时，强烈地感到

主创的认真和勇气。在近年香港警匪

片里，打击毒品是常用的题材，《廉》则

发现了与日常生活相关、因而更庞大

更强悍的黑暗势力。香港地区自2009

年开始征收高额烟税，此事件在隔年

香港影片《志明与春娇》中是一段恋情

故事的背景，十年后则是事关地方廉

政、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大事件了。

《廉》沿用香港警匪片常见的双雄形

象，但他们面对的，却已经是黑白交织

的犯罪行为与机制死角，当程序的正

义性遥遥无期，手段的极端化只能走

上绝路。感觉到这种现实里无所适从

的焦虑，才能更好地理解《廉》叙事上

的失措。那些艺术上不协和音，在现

实中竟有回响。单凭《廉》在现实关注

上选点之准，已足以为其商业上的失

利做一有瑕辩护了。

只是不知，这样的辩护是否是一

次误读？答案可能要看现在我们看到

的这个版本是否为叙事的原初设定、

以及是否会有续作了。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文化研究室副主任）

2019的春节档电影，面向未来的

科幻类型电影营造出了滔天巨浪，在

这股巨浪的呼啸中，其他一些影片显

得较为弱势，周星驰电影《新喜剧之

王》便是其中之一。的确，在内地的现

实语境中，周星驰电影的创作，特别是

其偏写实风格的作品越来越面临困

境，但从《新喜剧之王》中，观众亦能感

受到周星驰在困境中为保持这种风格

做出的艰辛努力。

周星驰电影大致可分为两个阶

段：新世纪之前的经典时期和“北上”

之后的调整时期。其经典时期主要是

指《喜剧之王》（1999）之前的影片，他

这一时期的作品始终致力于这样的主

题展示：一是表现草根阶层小人物的

忍辱与奋斗，并由此表现暗黑世界中

人性的复杂性，佐之对人性阴暗面的

批判与悲悯，进而颂扬幽暗中的人性

之美。二是尽力展示草根世界中悲悯

的爱情，演绎黑暗庞杂世界中的童话

故事，总想在暗黑的世界中给观众一

束亮光。三是竭力呈现香港现实社会

中的市井民生，以本土性来接地气，赢

得香港观众的欢迎。在具体的美学手

段上，经典时期的周星驰电影保持了

解构、颠覆经典和传统的惯性，具有某

些后现代主义的表层特质，也因此凸

显了无厘头喜剧的类型特征。然而，

周星驰对经典和传统的解构、颠覆，最

终仍然回到颂扬真善美的经典主题，

落到讽刺人性之恶、讴歌人性之美的

传统价值观。也就是说，周星驰电影

中，颠覆传统是回归传统的途径，解构

经典是重建经典的手段。

新世纪之后，随着香港电影生态

的恶化，香港影人开始大规模的“北

上”，周星驰也开启了和内地影坛的合

作之路。周星驰电影从《少林足球》

（2001）开始，在延续其经典时期美学

之魂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调整。在内

容层面，《少林足球》之后的文本延续

了表现小人物、展现悲悯爱情两个层

面，而表现香港市民生活的本土性渐

渐消失。在表现形式上，其无厘头喜

剧的类型特征一直延续，但从《少林足

球》开 始 的 一 系 列 作 品 如《功 夫》

（2004）、《长江七号》（2007）、《西游·降

魔篇》（2013）、《美人鱼》（2016）、《西游

伏妖篇》（2017）等走奇幻路线，利用高

科技手段来营造视听冲击，创造出既

非香港空间也非内地空间的奇幻世

界。这种转变，应该是周星驰在“北

上”语境下为迎合更为广泛的华语电

影市场做出的扬长避短的艺术调整：

“北上”之后，过重的香港本土性已经

不再适宜表现，而内地的草根阶层生

活他又不熟悉；所以避开本土性而选

择华语地区观众都能接受的以高科技

手段营造出的奇幻世界，是较为明智

的选择。从周星驰艺术调整之后的文

本来看，他这种改变是成功的，甚至比

以往作品有了美学超越。

至《新喜剧之王》，周星驰的这种

美学努力依然，但该片却不同于他“北

上”之后的其他文本。首先，《新喜剧

之王》不同于《少林足球》之后的其他

奇幻题材影片，而是一部不折不扣的

表现小人物艰辛的现实题材影片，在

片中不可能进行高科技手段的奇幻空

间营造。其次，这部影片的视点对准

的是内地，不能像前IP《喜剧之王》和

其他经典时期的作品那样，将香港本

土化表现搬演过来，而必须表现出周

星驰所不熟悉的内地草根阶层，需要

在内地空间中展现草根情怀，这对周

星驰来说是一次较大的挑战。第三，

在离开香港本土氛围、离开奇幻世界

的状况下，仍要在作品中营造出无厘

头风格来，这也需要非凡的艺术智

慧。鉴于这些困境，周星驰需要做出

更艰辛的美学努力。

这种努力的首要方面，表现为影

片依然以对小人物的观照获得了周星

驰电影所一直保有的草根情怀。影片

中对底层小人物忍辱与奋斗的表现显

而易见，也有对草根阶层悲悯爱情表

现，这些都是对周星驰电影的延续。

不同的是，影片将焦点对准了内地“群

演”这一特殊群体，如此选择既避开了

周星驰不熟悉的内地市民的常规生活

表现，又以周星驰所熟悉的演艺圈生

活为切入点，带出了相关的丰富多样

的内地市井民生。如内地到处可见的

广场舞，被疑似“碰瓷”的车祸，充满怨

气的父亲，理解女儿但又忧心忡忡的

妈妈等等；还有那些骂骂咧咧的剧组

场务，以及千千万万个和如梦一样的

“群演”，他们各有所长，能表演出复杂

而真实的人生百态，又必须面对残酷

无比的竞争，但更多的时候无人问

津。这些丰富多样的内地草根生态，

通过“群演”这条叙事主轴被周星驰搬

上了银幕，表现出了和经典周星驰电

影中同样的本土化生活气质，较好地

凸显出草根情怀。

其次，影片中同样具备了经典周

星驰电影中的无厘头风格。按照有关

喜剧理论，无厘头通常利用剧情反转

达到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这其中，

需要进行精心的桥段设计和渲染，先

让观众陷入他习惯性认知的剧情逻

辑中，然后再通过反转，使剧情结果

与观众的习惯性认知产生较大的反

差甚至完全相反，因此产生喜剧效

果。而解构传统、解构经典通常是周

星驰电影中产生反转、获得无厘头品

格的主要途径。由此，影片设置了两

种解构路径：第一条路径为常规的经

典周星驰电影中的直接解构。比如

在影片开场的“车祸”中，如梦为受伤

老人“指导碰瓷技巧”，如梦头上顶着

把道具刀特别血腥地给父亲祝寿，以

及随后如梦以踩脚的方式示范“痛

苦”的多场戏，都是直接解构如梦所

理解的经典意义上的真实表演。而

这几场戏的最终戏剧结果与观众预

期的结果反差较大，甚至是完全相

反，产生较强的喜剧效果，同时也反

讽了主人公如梦所追求的所谓真实

表演。片中还有多个桥段以反差来

营造喜剧效果，如不想当明星的小米

却被星探看中；想跑龙套的“富二代”

李洋，却要回去继承家业等等。此外，

片中过气明星马可多次对“白雪公主”

IP进行解构，还以香肠和一副球鞋染

成的“腰子”来解构“盘肠大战”等经典

的香港电影中的暴力美学元素。这些

都是周星驰电影中常规使用的解构手

段，让观众看到在《新喜剧之王》中依

然有经典的无厘头存在。

该片的第二种解构路径则完全不

同于第一种的经典手法。尽管周星驰

电影中的解构，是建构传统价值观的

手段，但有时的某种直接解构如果放

在香港本土的市井民俗中，亦或是植

入以高科技手段营造出的奇幻世界中

并不存在问题；但如果将这些直接解

构面对当下内地真实的生活现状、置

身不同于香港的内地电影文化之中，

可能就会与内地现实社会中的主流价

值观相悖，与内地电影文化不兼容。

因此，放置于现实的内地，某些直接性

的解构需要变通，这也是周星驰电影

之于当下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为此，《新喜剧之王》尝试走出了

第二种解构路径，这种路径不直接解

构，而是在遵从内地主流价值观基础

上的深层次解构，是一种骨子里营造

无厘头的解构。其中合约男友查理这

条叙事线就显示了如此的解构。查理

本是“渣男”，对如梦全都是逢场作戏

的欺骗，但影片在前面的情节却没有

点出，甚至又一次当如梦失望而归时，

合约男友竟然弹着吉他深情地给她唱

《分分钟需要你》，这个桥段看似全片

最暖的一幕，没有任何不良的暗示。

但不久之后便是雨夜中查理合约男友

身份的暴露，最暖的一幕变得如此悲

凉，甚至冷入骨髓。这样的桥段设计

既反讽了道德欺骗，与主流价值观并

不违和，但骨子里却是一种对所谓真

情的解构，最温暖的竟是最残忍的。

此外，片中对如梦的最终成功的

桥段也似乎是变相的结构，她在历经

屈辱与坎坷后无意再从事表演，回到

父母身边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但却突

然海选晋级且“银海封后”，意外成

功。这其中的确饱含对小人物艰辛奋

斗的褒扬，展示一种和主流价值观相

通的励志，但其骨子里又何尝不是对

命运的解构和对影视圈的某种反讽。

可见，其第二条解构路径是和主流价

值观相通的解构，是一种符合内地电

影文化的高超解构；同时，其也吻合周

星驰“解构是为了建构传统价值观”的

创作主旨。

尽管进行了诸多的美学努力，但

由于离开了香港市井民俗和生活气质

的依托，又没有奇幻空间的支撑，特别

是看不见了周星驰本人的表演，《新喜

剧之王》最终的呈现效果似乎未达到

观众的预期。另一方面，努力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对困境有所突破，但距离

真正的创新还相距甚远。周星驰电影

在上世纪末逐渐成熟铸成了经典，新

世纪之后又将奇幻类型融入其中，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如今，其放下

奇幻试图再次回归经典，但这次的回

归仅仅是一次在困境中艰难挣扎的创

作，没有给观众带来什么新奇，原来的

经典也被丢弃了很多。尽管如此，观

众依然期待他的新作，希望还能看到

那个令人欣喜的周星驰。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

副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研

究员）

《新喜剧之王》：

困境与突破
赵卫防

《廉政风云》：

“港味”电影的突破试验
左 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