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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二律背反与人物的内心博弈
——评电影《吹哨人》

《南方车站的聚会》：

网络时代的作者影像生产

从雷佳音饰演的马珂被汤唯饰演的周

雯突然拉进卧室起，马珂就陷入了万劫不

复的境地，各种致人于死命的劈头追杀突

然从天而降：马珂接到呼救前去小旅馆寻

找前女友周雯，没想到那里是个下等妓院，

一副站街女打扮的周雯正在抱头鼠窜，凶

神恶煞的暴徒呼啸追来，俩人夺路而逃奔

到车站，刚要俯身穿过列车底部，又被密集

枪弹交叉射击。在逃命的过程中，马珂发

觉追杀目标越发准确，堵截的组织日益严

密，才知周雯已将飞机失事假死告知丈夫，

周雯老公与澳洲公司私密联系中隐藏着行

贿和受贿以及其它更大的阴谋，澳洲公司

向中国公司提供的技术有虚假嫌疑和重大

危险。他们去非洲深入虎穴，在使用同样

技术的公司里巡查探秘，发现这项虚假技

术可能在地下造成连环爆炸的危险恶果

后，他们想立马冲出管道纵横、支架交叉

钢铁空间“吹哨”报案。无奈被突然出现

的非洲武装人员再度追杀，于是爬上跳下

地夺命奔跑，好容易逃出这钢铁魔窟，所

乘之车又被突然横冲过来的巨型卡车猛

撞扣翻……所有这些情节设置，哪一环不

是追杀片的的基本设计，哪一项不是逃命

片的类型套路？

然而《吹哨人》又对类型进行了自我逆

反，这一点从三个主要人物的设置就可看

出：首先，它逆反了类型片的英雄设置：一

般动作类型片从一开始就要塑造一个动作

英雄，《战狼2》的主演吴京一出场就给观众

造成了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英雄预期，

《吹哨人》则不是，导演薛晓路明确说自己

不是写英雄，只是写普通人，所以她不选择

吴京型的动作硬汉，选择了“窝囊型”的雷

佳音。

尽管雷佳音主演过《长安十二时辰》，

但他给人印象主要不是霹雳型的动作猛

士，而是以《我爱男保姆》为代表的大批现

代生活剧中饰演的普通男性，他在屏幕上

的常见形象是被女性怒斥责骂后不敢发作

且口中嗫嚅，但老实巴交的体贴关爱却依

然持续，所以他在片中一出场就让观众感

觉很怂。因为性格很怂，所以对老婆和前

任都很怂。影片开始，他与前女友凭栏远

眺于阴云密布的大海之岸，面对曾经背叛

自己的前任，雷佳音面露难色的面部表演

似乎是自己对不起前任，前任猝不及防地

将他拉入卧室后，马珂自然又顺从于床帷；

尽管被前任纵情求欢，但他依然很爱老婆，

刚下飞机就告诉老婆半个小时到家，但面

对前任的再次疾呼，他又神差鬼使地前去

救援，与前任双双身陷囹圄又侥幸逃脱，回

到家中因衣装狼狈被老婆盘问，他依然嗫

嚅……把自己陷入两难境地均为性格懦弱

所致。

导演细致表现人物的软弱似乎显露出

这样一种倾向：她对人物内心的探究兴趣

大于她对类型片叙事流畅的兴趣，大于满

足观众的英雄崇拜需求。她要剥丝抽茧地

一步步探讨人物的心理渐变：追杀的密不

透气使马柯意识到前任对真相的部分隐

瞒，从逐渐怀疑，到局部不满，最后到咆哮

发怒，雷佳音层次分明地表演出了这个小

人物从懦弱顺从逐渐转为怀疑震怒的心理

过程。当马柯最后真正意识到自己涉及到

人命关天的险恶阴谋时，他内心的人性正

义被彻底激活，法制原则的理性思考开始

反击自身性格的迟钝软弱，这种博弈推动

他暂时不再顾及老婆的咆哮和舆论的中

伤，而是把调查真相放在第一位，他敢于带

着前任深入虎穴，敢于在拿到证据后决定

“吹哨”报案，敢于在遇刺后再想办法勇闯

把守严密的外交禁地向中方领导通报真情

……

小人物一步步被逼成了英雄，这一英

雄的形成，有着逐步演化的内心逻辑，导演

步步精心地展开着人物的理性原则与软弱

性格的博弈过程。这一过程是在类型与反

类型的叙事博弈中完成的。在对待两位女

性的情感上，男主也在进行着选择的博弈：

拒绝不了旧情的诱惑，旧爱使得他能为前

任的生命安危出生入死，但他又深爱着妻

子和家庭，意识到妻子深度怀疑后，他不再

隐瞒内幕，即便妻子歇斯底里地情绪爆发，

他也要和盘脱出，老实交代，从未生发一丝

一毫抛妻别子的意图，他在努力弥补，尽可

能减少对妻子的伤害。

汤唯主演的周雯同样如此。按照类型

片要求，主人公的人设需要观众认同，只有

如此，观众才能将自己投射在主人公身上

与她（或他）合二为一，观众才能关心主人

公的生死，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当主人

公被追杀时，观众才能心急如焚。

认同首先是对人物道德伦理的认同，

编导却反其道而行之，她对周雯伦理设计

是先背叛前任后背叛现任，在两者之间来

回出轨，同时破坏了马柯的家庭和睦，给其

妻子造成了最大内心伤害。这是主导买票

的女性观众在潜意识中最不能容忍的。这

个人物不仅在家庭伦理上不合规矩，在法

制伦理上也僭越规范，她对丈夫的违法行

为也有部分参与，由于周雯的双重犯规，观

众不会对她认同，因此也不会对她被追杀

提心吊胆，仇恨“小三”的女性观众甚至会

在潜意识中幸灾乐祸。

编导在这个角色的人设上又一次逆反

类型，这样做的原因似乎还是为了探讨人

物内心。因为类型片的人物是扁平的、单

一的，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而这

个角色是复杂的、矛盾的，她虽犯法，但良

心没有泯灭，法制意识没有丧失，所以她担

惊受怕，企图通过飞机失事藏身隐匿，由于

对金钱的眷恋，她对马珂透露了丈夫的犯

罪但不告知全部实情，致使马柯在逃脱追

杀的过程中步步被动。在马柯被激怒后她

十分自责，看到马柯现任妻子痛苦绝望后

她非常内疚，见马柯为救苍生不顾生死后，

她被感动，最后毅然决然地决定放弃自己

的自由身份，以束手就擒为代价“吹哨”报

案，从而阻止了阴谋的实现和灾难的发

生。导演在这里探究了人性中善恶的转

换、相互的矛盾以及动态的复杂。

齐溪饰演的朱迪，是观众最为满意

的。作为新生代演员中的演技派代表，她

的表演同样显示出细致和层次。朱迪一出

场，她的眼神、表情、声音和所有动作细节

甚至每个毛孔都表达出对丈夫的深爱，当

她发现老公行为反常时萌生怀疑，初知老

公出轨时表现震惊，坐实老公出轨全情后，

她眼神表演出的痛苦让观众心碎；见到老

公的解释和狡辩，她先是咆哮后是痛哭，宣

泄着愤怒和绝望，进而收拾衣物断然离家；

当黑幕厂商组织媒体对她家进行全天候舆

论窥视后，她没有让角色情绪失控，而是表

现出职业女性应有的理性和冷静，采取了

保护孩子的快速行动；她反思老公卷入漩

涡的来龙去脉，对老公被逼入绝境的东躲

西藏，不由自主地心疼和无意识原谅；当她

意识到老公当下的行动事关重大后，毅然

决然地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技术助力老公

扭转被动，表现出知识女性应有的智慧和

果决；在知道了事件的全貌后，她凭着女性

的直觉信任老公在这一事件中坚持正直和

善良。尽管媒体不断渲染老公与前任的床

第照片，她依然理解为老公是被算计和陷

害、虽有面对旧情诱惑的意志薄弱，但他深

爱自己。所以齐溪表演出这个角色的宽谅

和最后对丈夫的拥吻。编导同样探究这个

人物内心中怀疑和信任之间的博弈过程，

齐溪用自己深度的内心体验和外部表演体

现着编导的意图，丝丝入扣地编织这个人

物从里到外的全貌，像一位油画家，从构图

到颜色，到笔触，细致生动地勾画出整个人

物。

这个角色塑造得越好，观众对她越同

情，就对周雯越气恨，就在潜意识中越不关

心出轨丈夫和“小三”周雯是否能虎口脱

险，叙事的紧张度因此被有意削弱，研究小

人物的心理转变过程和内心底线成为影片

的探索和试验。一些“零零后”观众希望看

到主人公被欺骗被伤害后的报复和回击，

以此像看《延禧攻略》那样获得观赏宣泄和

快爽，甚至不理解朱迪对丈夫的原谅，认为

那是一种委屈的隐忍。而编导塑造的是从

大局出发的现代女性，这个大局既是“吹哨

人”揭露黑幕挽救危局的大局，又是孩子不

能失去父亲失去家庭的大局，朱迪似乎一

直在分析比较丈夫的失误和责任心孰大孰

小，是爱自己还是在爱旧情？作为一个智

慧女性，她有着对丈夫的整体观照和全部

直觉，理性是家庭深爱的坚实基础。

从对以上主人公的分析可以看出，三

位主角对“吹哨人”揭露黑幕、挽救生命的

价值选择，是小人物深藏于内心的人性光

辉，这个光辉消解着主人公因伦理失范造

成着的情感危机。但价值选择并没有代替

伦理选择，伦理选择在本片中有自己的心

理轨迹和情感逻辑。

正因为如此，《吹哨人》不是按照逃生

片的类型逻辑，以表达生之本能为主，不以

表达主人公急切逃生后的喜悦为主，不以

报复陷害人宣泄仇恨为主，小人物内心博

弈的激烈过程，人性的底线揭示才是编导

关注的重心，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文学性。

所以影片不会讨好观众，不该向它索取高

额票房。

但这种侧重引发的问题是：类型的外

表引发了观众的类型期待，然后又不满足

观众的心理需求，是不是为了打破观众的

欣赏定势，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促其进行深

度思考？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从《白日焰火》到《南方车站的

聚会》，刁亦男导演再次为观众奉

上一部饶有意味的黑色风格探案

片。同是探案，但各具特色，《白日

焰火》是对连环杀人案的抽丝剥

茧，《南方车站的聚会》则是对单件

追凶“直播”式地冷冽呈现。警察

探案、主角设定、叙事视角及倾向，

两部影片各异其趣，但都保持沉郁

舒缓的叙事节奏，反角设定复杂，

哀其不幸但也报以某种同情，影像

呈现用心设置，尤其《南方车站的

聚会》的影像更具匠心。

网络直播时代

烈性的影像生产

《白日焰火》是对经年旧案的

细致解剖，连环凶杀、嫌犯假死、案

中叠案，人物虽少，但跨时较长，以

致剧（案）情复杂，尤其最后叙事反

转，体现编剧的巧思，使整体叙事

极富质感。《南方车站的聚会》案情

则跨时较短，仅三夜三天，剧（案）

情相对简单，但人物众多，构置了

比较繁复的人物关系谱，进而呈现

较为繁复的影像叙事。

《南方车站的聚会》几乎是在

对一个刑警追凶案的全景直播，非

常呼应互联网直播时代的影像生

产逻辑。互联网直播时代的到来，

让新闻事件全景即时地呈现在世

人面前，虽然是碎片式的，但多向

度全方位地呈现，最后定能拼成一

个完整的事件逻辑。《南方车站的

聚会》虽然以周泽农的视角为主，

但辅以刘爱爱的视角，以及公安的

视角，几条线索全景构置了中国

“城乡接合部”一起“袭警案”的叙

事网，所以即便是地图空白地带

“三不管”的野鹅塘周边，仅三夜两

天，嫌犯周泽农就被刑警“围剿”。

虽然案情简单，主线索是周泽

农想让杨淑俊揭发自己为家庭赢

得赏金，从而必须与撒下天网缉拿

他的警察抢时间，但猫眼因为担心

被揭发而开始追杀他，并且让本是

帮他的华华和刘爱爱转而出卖他，

加上想平事儿和垂涎赏金的马哥，

于是因势力范围引发的帮派小冲

突事件越滚越大，导致黄毛死亡和

一位警察牺牲，进而导致后面一系

列命案的发生，一系列意外接连出

现，但又有合理的逻辑支撑……所

以，虽然周泽农只是个偷车贼且误

杀警察，但瞬间成为被追缉的对象

而转为弱势，且因为已打算伏法，

只是想把揭发自己的赏金留给妻

儿，具备好汉做事的品格担当，是

强盗片中侠盗的设置，从而很快获

得观众的认可，这些元素让影片有

了一个构置精巧但烈度很强的剧

作基础。在互联网时代的影像生

态中，早已不是简单的黑与白，人

性的复杂性越强，其触发的叙事张

力便越强，周泽农和刘爱爱便是这

样的角色。

风格的保持与质感的追求

当第六代导演作为群体出现

的后半程时，刁亦男在为张杨写剧

本，他初执导筒已是新世纪（《制

服》，2003）。但毫无疑问，他可以

归为第六代导演，于是承袭这代导

演的惯有风格，《南方车站的聚会》

以极为写实的镜语营造着银幕时

空。案情简单，但人物众多、线索

杂多，于是有了叙事繁复的许多兴

奋点，加上导演有意识地采取闪

回、交叉、省略等手法，让影片的叙

事具备让迷影者产生阅读的愉悦，

成为被欣赏的有意味的形式。当

然，影片最成功之处，是其风格的

生成与保持，虽为“探案缉匪”，但

主创显然没有只聚焦于警与匪的

猫鼠游戏，而是在“缉凶”的过程

中，社会底层的一些信息在银幕中

弥漫充盈，渗透着当下社会症候的

一些镜像呈现，且摒弃了商业类型

片本应有的快节奏风格，采用舒缓

的叙事推进，色调黑暗压抑，血腥

与暴力不时出现，且因为其事件的

戏剧性及人物特质构成的张力贯

穿始终，紧张氛围弥漫全程。主创

以记录般写实镜语的叙事控制呈

现，达到不俗质感，从而使影片脱

离了一般的探案类型片，生成了一

部具备文艺气质的作者电影。

在《白日焰火》中，主创曾为观

众提供了极富创意的影像叙事，比

如片名处那段长镜头，既构造了主

角此时窘境的压抑，又呈现了逝者

如斯的怅惘，更完成了在一个镜头

内交换时空的创造性表达。这是

近些年中国电影极富想象力的一

个华彩镜头。《南方车站的聚会》

虽然没有呈现这般极致的镜头，

但有意味的设计比比皆是，在影

像有意味呈现的频率方面比《白

日焰火》更上一层，这些镜头甚至

已经不止于完成叙事，而是形成

了影像体系的自足风格。影片开

头便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景设

置，仿佛在一个风格化极强的戏剧

舞台，主要人物依次登场，夏日的

雨声嘈杂扰人……一根水泥柱子，

让周泽农和刘爱爱的对话场景调

度丰富，两人的关系也从戒备走向

信任。尤其是后面关于此处不宜

报警的对话，银幕中的主体完全是

两个人的阴影，且阴影短暂构成的

和谐状态很快被投来的灯光消隐，

隐喻着他们失衡不堪的状态。周

泽农在宾馆训斥开枪小弟的灯光、

周泽农开着摩托在雨中疾行的光

影、野鹅塘夜空中飞行的白鹭、廉

价马戏棚中凹凸镜群里的周泽农

和刘爱爱的镜像关系、警察摩托车

群的分流追查……这些镜语不仅

在传递叙事，更在形式方面构成意

蕴而成为风格。包括动物馆里的

搜寻，既是引出常朝，也是为了丰

富有意味的影像系统。

三夜两天的追缉过程，主创有

些段落极力铺陈，有些地方却有意

味地简略。追缉段落有些详实得

仿若同步直播，比如夜市中杨志烈

和宾馆老板被击毙的段落，前半程

仿佛谍战片，后半程则像法制栏目

呈现警察缉凶似的跟拍、抢拍。在

廉租楼的追缉与反追缉呈现得更

是极富层次，几层楼的立体空间，

加上楼梯及周边的通道，让场面调

度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周泽农、

马哥、猫眼/猫耳、警察、各色居民，

几方势力在一个逼仄的空间中遭

遇，仿若京剧《三岔口》的意蕴呈

现，既真实呈现了案件的追缉过

程，更真实还原了一个中国小镇的

生态样貌。至于那些有意省略的

叙事处理也有不少神来之笔，比如

拆迁负责人被敲脑袋、通过楼下警

察视点的画外音交代周泽农进

302，尤其猫眼中枪身亡是用滴在

警察脸上的鲜血来交代，既交代了

剧情又拓展了空间。这些省略性

的处理有时能助力叙事的反转，更

让纪实化的镜语产生更大的戏剧

性张力。

小镇生态的逼真描摹

与压抑中的暖色

这是一个黑色风格的影片，围

绕袭警案而展开叙事，但正如前文

所示，围绕案件铺陈的社会肌理，

让这部影片脱离了一般类型片的

趣味，影片逼真地还原了南方某镇

的民众生态。银幕上呈现的几乎

都是极为普通的民众，好些都是边

缘人物，比如“陪泳女”刘爱爱，偷

车贼周泽农等人……中国正向全

面脱贫迈进，故不容否认还存在一

些暂时掉队的角落。《南方车站的

聚会》在进行案件铺陈的同时，正

是这些呈现了社会的角落让影片

的影像叙事系统极富质感。杨淑

俊修补旧家具的场所、群众穿着荧

光鞋跳舞的广场、动员民众抽签搬

迁的作坊、居民楼里肆意乱扔的垃

圾堆、周泽农擦去脸上污血时布帘

后的老者、阴暗的面馆……这些看

似闲笔且近乎白描的底层质感，尤

其是大量群众演员的加入，构织着

当下小镇生态的真实面貌，这些场

景与细节丰富了银幕叙事的镜语

体系，也传递着创作者对弱势群体

人文关怀的叙事语态。

自然，刘爱爱、周泽农在银幕

中的作为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故最

后用字幕交代了她要接受警方调

查。但整部影片叙事张力的基础

却正是基于这群人在和警察抢时

间，为的是让赏金能够落在杨淑俊

母子身上。因为杨淑俊也是被损

害的一方，丈夫多年不回家，眼下

又犯下死罪，更重要的是儿子还年

幼懵懂无知。故而虽是匪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的底层有着侠义的暖

色。前景，偷车倾轧对方，血腥与

暴力，后景，是这暖色的支撑。有

学者以严格的黑色电影概念来衡

量，认为《南方车站的聚会》不是标

准意义上的黑色电影，因为它的叙

事最终是警察掌控全局，并没有深

入人性黑暗底层去探寻。影片最

后，警察虽然跟踪了刘爱爱和杨淑

俊一段路，但最后若有所思，撤了；

刘爱爱和杨淑俊则是半是苦涩、半

是微笑，半是欣慰、半是悲凉，此时

影片戛然而止……

当然，影片是不是属于黑色

电影已非关键所在，虽然影片的

造型体系和影像系统有着强烈的

黑色电影风格，但底色的侠义呈

现可能更是打动观众的根本所

在；所以，此时虽然有字幕提示，

但这样开放的结局还是让观众内

心暖暖。

（作者为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

心研究员、《电影艺术》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