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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军

管理运营创新
要有“上帝视野”

■文/边 静

任何创新都要有高维度的思维

以及工具，否则一定不能叫做创

新。高维度高到什么程度？我们

说，必须在产业发展的每一个台阶

上站得高、看得远，能够获得未来已

来的时代青睐，其眼光和胸襟足以

成为一个时代格局的基础。有的人

是做“生意”的人，满足于每一个具

体的项目赢利，有的人是做格局的

人，立志要颠覆眼下的：1，商业模

式；2，行业份额；3，产业手段。做格

局的人才可能在这里和我们谈高维

度思维和创新工具，才配得上讨论

什么叫“上帝视野”。

在互联网的创新历程上最骄傲

的词汇的确便是这个“上帝视野”。

当人们都在同一个维度上头疼的时

候，人们不可能找到“一招鲜吃遍

天”的时候，人们事实上是完全没有

高维度思维和意识的。近二十年纷

纷被互联网击倒的线下商业实体，

就是这样毫无远见并且无从创新的

传统公司。传统是什么？在新经济

面前，传统就是“等死”的代名词。

至于已经精疲力尽的传统的人们还

能说什么，恐怕只有一句话：“保守

是等死，创新是找死。”一句话都

是死。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

木春。不是所有人都在等死或者找

死，事实上我们身边很多年轻的创

业成功人士，就说直播，以前没有的

直播经济，现在火了，行业的产值蹭

蹭直上云霄。他们凭的是什么，就

是互联网经济也就是新经济的全新

特色，上网，上网，还是上网；流量，

流量，还是流量。传统的行业死了

吗？金融、贸易、购物、旅游、娱乐，

死了吗？重工业、制造业、轻工业、

交通业、航天业、农牧业、科技业、通

讯业、城市公共事业等等，死了吗？

永远不会死。

这就是时代的变革潮流所至，

整个社会在日新月异，从产业到媒

体的变革浩浩荡荡，而最重要的是

人心。今天的电影产业已经行走在

人心思变的大道上，如果还不看到

新经济全媒体的商业模式绝对颠覆

传统，画地为牢，守株待兔，那就非

等死而是寻死了。现如今这些话已

经不值得和等死也罢，寻死也罢的

人去讲了，一个时代只能对为一个

时代而生的人说话。什么是“上帝

的视野”，就是能够以俯瞰的角度确

定自己奋斗方向的观念和立场，加

上能够使用新手段。

时代正在分出两个层面的格

局，一个是颓败的局面，另一个新生

的局面。上帝的视野正是这样看待

这两个层面的格局或者叫局面的。

两个层面的格局是相互相成的，颓

败造就了新生，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这样的趋势不可逆转。因为一轮朝

日已经诞生，昨天怎么还能够回来

呢？上帝的视野说三种情况不可挽

救：还在死守线下商业模式的，不懂

得如何开展社交式经营的，和看不

见大数据跨界整合新世界的方向

的。第一种再精细也是旧管理人

员，第二种等于还是第一种，第三种

明显是缺乏学习和悟性。

创新者为什么能够有上帝的视

野，首先是因为他们不满足于就这

样敷衍自己身处的世界。他们一定

是满腔热情的人，是那种“我一生最

大的遗憾是不能够为人类牺牲两

次”的人。正是这样的追求迫使着

他们一定往前走，一定朝新的世界

攀登，这个新的世界既是新的商业

与科技维度，也是为着给与市场创

造新的顾客和为顾客创造新的价

值。就像一家影城的有追求的店

长，她一定会说我们提供的不是一

场电影的体验，我们对每一位观众

提供的都是一次有温度的情怀。我

认为只有这样的境界，才有永恒的

动力去开创所谓“上帝的视野”。

如果说灭绝是一个自然的过

程，今天的传统的（等死的）商业模

式和运营管理方法因为过时而寿终

正寝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只是它们

今天一定是在“上帝”的视野里死去

的。对于影城前台售票来说，第三

方售票就是上帝的视野。对于还企

图用难得张罗到的小优惠修复会员

制度的运营来说，开展跨界的社交

活动，运用大数据手段刺激粉丝（圈

粉）就是“上帝视野”。对于循规蹈

矩地管理影城、放好一天天上面指

定安排的影片的工作，把影城改造

成多次元的时尚生活馆不失电影欣

赏初心，就是“上帝视野”。

在当下开展网红直播，在有限

的放映节目档期最大限度地招来观

众，同时和时尚百货时髦艺术时兴

的 潮 流 联 动 起 来 ，都 是“ 上 帝 视

野”。而能够运用线上的媒介或者

借助性价比高的社交活动广泛地开

展生活馆活动的影城，加上院线尽

快建设社交与大数据部，就是“上帝

视野”。对于一家影城就放映那样

几部电影而言，观众可以随时在网

上翻阅几千部影片，这网上的世界

对于网下的影院就必然有强烈的睥

睨，这就是“上帝视野”。要用多少

的“告诉”，我们才能给人们说得清

楚什么是“上帝视野”！

任何前进的时代都会是平衡或

者对称性被暂时打破的历史时刻。

对称性也许真不容易打破，但是平

衡总是被非平衡超越，然后重建新

的平衡的。非平衡经济学纵贯整个

翻天覆地的时代。“上帝视野”负责

照看着人类的整个思维改变和心灵

状态。它核心的一点便是掌握住这

个时代的技术标志，掌握着仅仅属

于这个时代的工具。工具就是维

度，维度就是立场，立场就是时代。

人跟人的差距不是智商和情商，更

非钱商和权商，而是你们掌握的工

具不同。上帝的视野掌握住大数据

和社交的工具。这就是答案。

有两类也号称是“互联网电影

公司”的机构也倒在发展的路上。

有人会说，他们没有互联网理念

吗？他们没有线上的工具吗？乐视

影业的确就是最早立志做互联网发

行公司的，但是乐视影业始终没有

发展出自己的线上平台（媒介）。连

一个 APP 都做不好的公司，称不得

是互联网电影发行公司的。爱排片

和灯塔则是有自己的线上平台也的

确在线上运作的，但是，上帝的视野

指的是有灵魂的工具，不是做一个

APP 就等着线上的收割的。灵魂便

是社交和大数据，没有社交的办法

去运作流量和带去温度，就不是互

联网。爱排片和灯塔的弱点就是都

不善于开发社交。

人们常说学会做软件编程，就

等于有了“上帝视野”（的角度），这

是很形象很恰当的比喻。程序员知

道为什么能够出来这样的软件而一

般使用者就不会了解。上面所讲的

上帝的视野也是一样，今天的生活

已经被“互联网”这个最伟大的“程

序员”规定好了，它的算法已经规定

了今天产业和行业的规律了，你掌

握或者不愿意掌握它都已经在那里

了。学会上帝的视野无非是知道这

个时代和这个产业是被怎样的算法

所规定的，然后提升自己的算力。

互联网时代的 2.0 已经到来了，

或者说是互联网的下半场。这个下

半场就是人工智能AI。人工智能强

调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它们并非

Stady Hard，而是要开发计算机的神

经网络，即仿照最强大脑的神经网

络功能，这样我们才知道人的大脑

才是最厉害的计算机，厉害在哪

里？在于人的大脑皮层神经网络是

所有认知和判断、所有思维和决策

的算法产生地，是最强算法与最强

算力的源泉。

有一句古话说，你看见过去多

远，就能看见未来多远。如果脑神

经网络的算法会被最终发现，那么

这个“看见”应该离我们最近，虽然

它至今还是离我们最远的存在，这

就是辩证法。千万别以为自己永远

都是“吃瓜群众”，抓紧赶上时代，高

度发挥自己的激情和热度，世界如

此美好，没有上帝的视野就对不起

自己的青春了。所有今天的互联网

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将在人工智能的

覆盖下重新出发。这边是“上帝视

野”。

《银河补习班》：

一场矫枉过正的“赌注”

本着建设性态度，说说“银河补习

班”的事儿。

马皓文，过于刚硬的父亲

邓超饰演的马皓文是职场中的失

败者、家长中的另类、生命的倔强分子。

他的人设和经历很特殊。遭到徒

弟背叛，设计的大桥塌陷，蹲了七年监

牢，夫妻离婚老婆改嫁。回归社会，难

找工作、申诉无门，被单位同事孤立、

被包工头歧视、被小流氓欺负、被孩子

的教导主任质疑。除了儿子马飞和小

高老师，他几乎是一个被社会很难认

同的人。这样一个人该如何重塑自己

的生命，又教育好儿子呢？马皓文对

儿子说，每个心中都有一座桥，都应该

把桥修好。父子二人都有“修好桥”的

人生命题。父亲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工

作，并证明清白无辜；儿子要从顽劣少

年学会爱学习爱生活。这些都指向影

片的两个主要内容，即父子关系与教

育问题。逻辑上，父亲的言行与遭遇，

可以把二者有机联系起来，正所谓言

传身教。但影片更多突出了父亲的

爱，以及他如何教育儿子，弱化了父亲

自身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形象。就是说

马皓文被父亲的形象“角色化”，他在

演一个父亲，而削弱了自身的“个体

性”。而这个“个体性”就掩于他“修好

自己的桥”中，他的喜怒哀乐、酸甜苦

辣，以及他努力生活的样子。试想，一

个蒙冤牢狱七年的盛年男人，该有怎

样的精神和心理变化与重建啊。影片

基本回避了这些，片面地呈现了一个

永不服输的父亲。

影片中，父亲外表看起来不吵不

闹，但他的行为和内心其实很刚硬：

就马飞能否继续留校学习，父亲与

教导主任打赌，影片高调处理了这个情

节。父亲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打赌，还主

动把赌注提高到马飞的成绩进入全年

级TOP10。这是在挑战教导主任的权

威，而且父子的努力就成了一场不能输

的战斗。父亲的自信何来？片中云：请

原谅第一次做父亲，也没经验。所以，

只能说这更多来自他对陈腐教育观念

的反对，来自他不服输的劲头儿。创作

上，这种高调处理会有效调动观赏性，

也在形成人物个性。一个刚出狱不久、

希望重新融入社会的人，常理之下，父

亲这时更倾向于沉稳，学着妥协；但他

就敢当众打赌，只能说父爱如山，个性

如岩。

耍计谋、带儿子逃学看航展。换成

走读的马飞，在大考来临之际，被教导

主任强行押在学校读书，还动用了保

安。面对教导主任不容违抗的气势，马

皓文转身走了。而第二天父子的逃学

之旅再次证明这个父亲的倔强。

在领导、教育专家和师生面前，父

亲揭开了教导主任隐秘的伤疤（一个

被他逼疯了的孩子）。这个细节的处

理也非常高调。前有毕业生撕课本的

“漫天雪花”，接着就让不可一世的教

导主任失声痛哭。在视效和情感冲击

上，有效果；但是，这个伤疤揭得毫不

留情。剧作这么处理，把教导主任置

于何种境地？父亲和教导主任的对立

又是什么性质呢？这场戏里，父亲的

刚硬尤为鲜明。

马飞，能到“上天”的儿子

马皓文和马飞是一对非凡的父

子。马飞的非凡，首先是成绩的逆袭。

不仅从倒数第一，高歌猛进，进入全年

级TOP10（即便有点曲折），最终成了最

有希望拿下高考状元的种子选手。其

次是洪水中自救。更厉害的是，马飞在

太空中又一次实现自救。这些非凡之

处，验证了父亲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也

接续前面那个不能输的赌注，痛击陈腐

的教育观念。

但是这些处理，实在很理想化，让

马飞成为一个特殊的教育案例，而缺乏

复制的可行性。还好，影片没有让他成

为高考状元，而是提前考取了飞行员，

主要是顺应父亲的教育理念。洪水自

救情节其实很好，但把它放到 98 洪水

这么大的背景中，孩子实现的就是惊天

大逆转，用力太猛了。其实一个普通的

水中自救足以表达创作意图。从教育

与成才的客观观察中，孩子做个飞行员

已然很好，但剧作坚持让马飞“上天”

了。也许想呼应时下流行的科幻和太

空元素，确实博得一定视效，但并不是

一个投入产出更合适的处理。

情绪，外化到创作时需要控制

片中，一个刚硬、不服输的父亲，一

个观念陈腐、决不妥协的教导主任，

形成了角色的对等。从中，我们不仅

看到了观念的差异，还有由此而来的

制度安排与命运变化。那些尖锐的

对立场面、疯掉的个体生命、父亲永

远挺直的身躯，其实都让人感觉到编

导的内在情绪。编导对于陈腐教育

观念和制度抱有强烈的批判情绪。

父亲体内的“永动机”就来自编导的

不断“充电”。让马飞能到“上天”，也

是对陈腐教育观念进行了矫枉过正

般的激进处理。同理，在强调父亲的

教育方式时，偏废了对马飞刻苦努力

的表现。片中，马飞读作文时的虚构

场景也值得商榷。由母亲和教导主

任分别扮演清廷太后和太监，反讽和

检讨近现代以来教育与社会进步的

问题，貌似好笑，可是对影片叙事风

格的整体性形成冲击；特别是在意义

和情绪的表达上，有些生硬和浅薄。

最后，片长 147 分钟，也是不能有效控

制创作的一个表现。

网友把这部电影与很多类似题

材 的 片 子 对 照 ，比 如《放 牛 班 的 春

天》。片中的教育观念与行为冲突其

实大于《银河补习班》，但它的处理

冷静从容，在日常的教学和生活中，

让一个如师如父的形象（马修老师）

确立起来。对生活和世界有态度，有

情绪，才有创作的冲动；当落笔创作

时，这些态度和情绪经过沉淀，表达

起来会更有节奏和自在，创作本身可

能更从容淡定，而不是心急火燎地扛

着观念就跑。

借用《哪吒闹海》（1979年）IP并重

新打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将于 7 月

26 日正式登陆院线。如果说《哪吒闹

海》的故事骨干是嫉恶如仇、魂魄再生、

惩恶扬善、拯救黎民百姓，哪吒的核心

还是“侠”，而《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

吒，却因为注入了朋克文化的色彩，而

成就了中国动画历史上一个颠覆性的

动画角色形象。

朋克文化的当下阐释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个

矮、重度黑眼圈、倒八字眉、烟熏妆、豁

牙、暴眼，走路时还总是手插裤腰带，

一脸的邪气与坏笑。其实，这种外形符

合其前世今生的设定。因为哪吒是魔丸

的转世，而且面临三年后，将被天雷摧毁

的、早夭的厄运，开始，父母也是溺爱有

加。不成想，哪吒的魔性大发，调皮捣

蛋、顽劣不堪，招致民怨沸腾。这种“魔

性”是内在的破坏性能量，以此为内核而

设计的哪吒的外形，则是“面由心生”。

这种个性具有朋克文化的色彩。

美国学者麦克尼尔·麦凯恩在2005

年出版的《请宰了我：一部叛逆文化的

口述秘史》一书中曾指出：朋克的特点

就是酒醉的、可憎的、聪明但不假模假

式的、荒谬的、可笑的、讽刺的，以及所

有偏向黑暗面的那些东西。朋克文化

虽然曾受到主流社会文化的否定、排斥

乃至批判，却不断获得一代又一代年轻

人的爱好和支持，朋克文化在在音乐、

电影中广泛存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

哪吒的前半部的生命历程，折射了朋克

文化发展的历程；该片的结尾，哪吒则

在反抗过程中，明心见性，获得了主流

文化的感召与呼应。

哪吒的朋克文化色彩，是其破坏力

的源泉，更是动画片矛盾设计、情节编

织的、无可置疑的合理性，以此为依托，

刻画了一个中国动画历史上的叛逆性

的角色。当然，如果仅此而已，那么这

个哪吒的角色，还是缺乏当下观众情感

共鸣的。之所以这样一个癫狂、邪魅的

角色获得了观众的共鸣，还在于哪吒的

经历折射了当下独生子一代的“孤独”。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妈妈

每天忙于布道除害，父亲李靖是忙于拱

卫一方的军务，于是，哪吒只能是独居

深宅大院中；面对乡民的请愿状告，李

靖只能把哪吒禁闭屋内。甚至与妈妈

踢一次鸡毛毽子，都是哪吒异常开心的

乐事。与父母聚少离多，不仅仅是当今

国内农村中留守儿童的辛酸，也是很多

城市中父母离异儿童不得不面对的窘

境。另外，有些城市的儿童，为了父母

心中的“不输在起跑线”的梦想，不断地

上各种辅导班，经常面对父母的苛责，

以至于少了很多的童真与欢乐。这是

当今很多在校大学生心理疾病丛生的

原因之一；对于儿童，他们也在反问

“为了谁活”。相形之下，面对乡邻的厌

恶与歧视、小伙伴的疏离与排挤、父母

的冷落与认命，《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

哪吒，则有了“为了自己活”的洒脱，哪

吒的名言就是“若命运不公，就和他斗

到底”。退一步想，如果哪吒不是如此

“我就是我自己”地降格以求，也许也会

走向了自己毁灭的道路。

当然，观众不会苛求哪吒的破罐子

破摔的恶作剧。因为他毕竟才有三岁，

所以年龄的低幼，降低了这些恶作剧在

观众心中的破坏性，相反渲染了“熊孩

子”的智慧和活力。可见，依托于反主

流文化的朋克文化，塑造了心相相生的

哪吒形象；与独生子女一代的孤独感，

引发了共鸣；“熊孩子”的破坏力，则让

观众体验了童趣。

蕴含中国传统哲学的奇观

电影是奇观的孳生地，而 21 世纪

的电影更需要奇观。正如美国学者W·
J·T·米歇尔在其《图像理论》中指出：

“21世纪的问题是形象的问题。我们生

活在由图像、视觉类像、脸谱、幻觉、拷

贝、复制、模仿和幻想所控制的文化当

中。”动画电影为了吸引已经徜徉于各

种影、像洪流中的观众，必须制造奇

观。但是，在数字影像技术日益普及的

今天，简单的天崩地裂、呼风唤雨等奇

观，已经无法引发观众的震撼，相反，正

如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在《影像奇观美

学及其当前症候——以近期部分影片

为例》一文中指出：“这种奇异影像本身

不再只充当影片中的次要表意元素,而

是成为其中具备独立表意能力乃至表

意控制力的首要元素之一。”即动画中

的奇观，除了奇崛与罕见之外，更应该

让观众理解奇观所内在依托的神韵。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奇观，应该

是敖丙听信了申公豹的谗言，为了杀人

灭口，而建立起来的、用于埋葬陈塘关

的冰封的坟墓。敖丙用一对晶莹的冰

晶大锤，不断掀起了盘旋而起的、墨绿

色的滔天水柱，每个水柱相互倚靠之

后，建立了一个类似帐篷的巨大冰盖。

这个冰盖，类似“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的意象。依托灵珠而生的、龙王的儿子

敖丙，是一身冰蓝；三岁生日这天的哪

吒，获得了混天绫和风火轮之后，更是

一身火红闪耀。二人一上一下，上者下

压冰盖，后者力顶冰盖，火红与冰蓝，辉

映着墨绿色的冰盖，在冰块如山石一般

纷纷滚落的险境中，观众与陈塘关的乡

民一样，也是惊愕不已。

但是，当炸裂的冰盖将地面陷下了

一个巨型天坑之后，天雷来收哪吒的性

命时，本是对手的敖丙，腾空而起，抓住

了不断升空的哪吒。此时二人眉心的

“图纹”，忽然变成了相互偎依运行的太

极图或者阴阳鱼。最后敖丙竟然利用

了龙族最坚硬的龙甲，支撑起巨大的伞

盖，抵抗住了夺命的万钧雷霆。最终哪

吒、敖丙的肉体没有保住，万幸的是，保

住了二人的魂魄。

敖丙对哪吒的救助的瞬间，着实让

观众惊叹并追问敖丙的行为动机。难

道，哪吒是同样孤独的敖丙唯一的朋

友？其实，哪吒与敖丙的关系是古代中

国“阴阳学说”的形象再现。阴阳学说

认为,世界是由相互对立、甚至有时关

系紧张的阴阳二气构成，阴阳对立但绝

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而是阴阳中互

为存在，本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的阴

阳，也可以互济互补，通过动态运动以

至达“和合”状态。

哪吒、敖丙二人分别是魔丸和灵珠

的转世，但是二者本是元始天尊利用天

地灵气孕育出一颗能量巨大的混元珠

后、分化而成。可见，敖丙与哪吒是“异

构同体”的阴阳的关系。这一层层的哲

学、矛盾、性格逻辑等，共同钩织了本片

奇观的透视层次，便于不同观众进行不

同的空间读解。

去魔存善——人性的魅力

哪吒对父母是心生怨恨的。因为

日常忙碌、束手无策的父母，面对众人

的“妖魔化”，为了消灾避祸，对哪吒则

是简单地“禁闭”而已。如果哪吒仅仅

是一个“恶童”，那么整个片子就成了一

个杂耍或者戏说。面对承办三岁盛宴

的父母，内心矛盾的哪吒终于魔性大

发，甚至发出了对父母的杀机。这种动

机，不管有多少可理解之处，但因为忤

逆人伦，而不为观众所接受。

气急败坏的哪吒，逃到了一处树林

中，身心交瘁。此时，太乙真人坐骑

——白猪——的一个喷嚏所虚幻而成

的雾相中，显示了哪吒父亲李靖为了哪

吒的生存，将承受天谴厄运的道符给了

自己；将生命延续的平安符，系在了哪

吒的腰间，并且并未与家人道说。蒙在

鼓里的哪吒，此时也才如梦方醒。他第

一次体会到了，自己是孤独，但是并非

一无所有的“弃儿”。父母疼爱的热流

在哪吒体内形成了火山喷发一般的热

能，激励他舍命拯救了陈塘关的百姓和

父母。这说明哪吒已经“去魔见善”

了。陈塘关的百姓纷纷在巨大的深坑

边缘，给受难的哪吒下跪、谢恩。

《哪吒之魔童降世》没有就此止

步。当滚滚的天雷前来索命的时候，哪

吒让混天绫将父母捆住，从父亲身上强

行取走迎接天雷的道符；然后，伏在地

上，给父母磕头，深深拜别。三岁的哪

吒感知了乡邻一洗前嫌地宽容与感恩，

也强化了对父母依依惜别的眷恋。此

时的浩劫，成了哪吒长大成人的加冠

礼，也是其生离死别前的孝顺。更令人

拍案叫绝的是，哪吒坦荡地升空、接受

天谴，此时此刻，哪吒的形象是一个力

拔山兮气盖世、生死一如的男子汉。

相较于《白蛇·缘起》、《大圣归来》

等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

中外文化的剪取、熔炼与刻画上，达到

了娴熟的程度。尤其是哪吒，以三岁的

柔弱身躯，承载了顽童、魔性、人性、英

雄等形象的圆满转化，这种立体的编织

与叙事方式，在中国动画史上，是一次

成功的创作。而且，第一次成功塑造了

国产动画中具有丑恶外形的动画主角。

除此之外，申公豹的形象，通过金

钱豹形体的渐变而来，凸显了其凶恶的

本性；申公豹的结巴，造成了角色对话

过程中，上下文语义的错位，造成了幽

默的喜剧效果。相较于李靖的深沉与

刚毅，李靖的夫人的刻画略显苍白。一

位总兵的夫人，没有了尔雅端淑的文化

亲和力。忙于布道除害，也许为了树立

幽禁哪吒的理由，但其心理与文化元素

的细腻化，依旧有改进的空间。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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