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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误杀》看犯罪类型片的破与立

《被光抓走的人》：

轻科幻外壳下的情感拷问

继国庆档《攀登者》、《我和我的祖

国》、《中国机长》等献礼佳片掀起观影

热潮后，《少年的你》、《南方车站的聚

会》、《误杀》等国产影片相继给观众带

来惊喜，持续推动2019年岁末的国内电

影市场热度再次高涨。与近期上映的

带有黑色犯罪悬疑元素的影片相比，

《误杀》的亮点在于，其不仅凭借匠心创

作与精良制作，出色完成了其作为类型

电影的“规定动作”，又通过情节设计与

电影美学的精巧运用，用“自选动作”打

开了更为宽广的视角，提升了影片的立

意与格局。

《误杀》脱胎于2015年印度电影《误

杀瞒天记》，以一桩少年失踪案的侦破

为始末，展现了警匪两个家庭之间的生

死较量。不少观众在看罢《误杀》之后

纷纷赞叹影片精彩好看，首当其冲的原

因在于该片满足了观众对于犯罪类型

片的心理预期。当进一步思索之后发

现，《误杀》的诚意和珍贵之处，或许正

是在于其没有对照原版电影循规蹈矩

地翻拍，在于其对类型电影创作的有破

有立。当然，在这种突破与创新中，观

众既收获了新鲜感，也难免有点困惑。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创作者的这种独立

构思是难能可贵的，也给类型片创作提

供了一些借鉴。

情节设计的起承转合

《误杀》叙事明快紧凑，细节丝丝入

扣，情节高潮迭起。叙事主线可谓“一

波三折”。事件起因在于警察局长拉韫

的儿子素察在夏令营下药迷奸李维杰

的大女儿平平并拍下视频，并以视频为

要挟意欲再次威逼平平就范时被平平

打昏，母亲阿玉将“尸体”埋入家旁的坟

墓中。之后，父亲李维杰赶回家中，帮

忙处理现场痕迹，带全家去罗统玩，制

造全家不在场证据并提前演练审讯问

题，回家后在与警察的第一轮侦查中惊

险过关，这是影片的第一个主要情节。

李维杰全家和目击证人们的证词

毫无破绽，经验丰富的拉韫利用李维杰

的观影记录推断出根本原因，而素察同

学提供的视频成为案件侦破的重要依

据。拉韫在审问维杰一家时攻破了小

女儿安安的心理防线，这是影片的第二

个主要情节。在坟地认尸成为影片中

剧情的高潮。在众人的注目下，从坟墓

里抬出的不是素察的尸体，剧情的走向

迎来了第一个重大反转。

随后，李维杰一家被无罪释放，拉

韫被停职、都彭竞选市长失败，李维杰

主动去警察局自首，这是影片的第三个

主要情节，也是剧情第二个反转。对比

原作《误杀瞒天记》，这是《误杀》在剧情

走向上最大的差异，打破了原作叫人拍

手称快的结局。纵观全片，正是这个结

尾引起了观众对剧情分析的热烈讨论，

这不仅是对于犯罪类型片公式化情节

的一个挑战，也对观众快意恩仇的观影

期待心理有所折损。但笔者在第二遍

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发现影片之前情

节的各处铺垫及其与结局的勾联，还有

细节的选取都丰富精巧，展现手法不露

痕迹，体会到创作者的用心用情。尽管

这肯定不是一个让所有观众都认可的

结局，但至少令不少观众观影后在思索

中前行，在剧情内外对于人性、社会，以

及价值观等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思考。

从这个角度来看，影片结局与常见的犯

罪类型片相比，多了一层思辨色彩，绰

有余味。

人物表演的新鲜感

犯罪类型片的人物设计通常纯粹

而直接，以罪犯和警察为主要人物。《误

杀》的表演能够征服观众的原因，一方

面在于演员的精湛演技，另一方面在于

人物表演的新鲜感，即几位主要演员塑

造的人物形象与他（她）们之前塑造的

人物之间的反差。

具体来说，肖央一反往常在《老男

孩》、《唐人街探案》等系列电影中的喜

剧人物设定，在《误杀》中演绎了一位深

爱家人、勇于担当的丈夫和父亲形象。

他在突遇祸事的一家人里，是沉着冷

静、带领家人与警察周旋的主心骨，在

影片整个叙事过程中，他更像是一枚定

海神针，稳稳地静观着事态的变化发

展，等待着焦灼对决的尖峰时刻的到

来。克制隐忍是李维杰这个人物最深

层的特质，面对客户、下属和邻居时，他

是没有不良嗜好的好人，面对遭受暴力

侵害的妻女时，他是避风港和定心丸；

在面对桑坤和与拉韫等时，他则是又臭

又硬的石头。肖央在不着痕迹的表演

之下形成了较好的表现力和张力，印象

深刻的有几处情节。一是在朋友遭到

警察的报复殴打时，在一旁的李维杰实

在看不下去上前帮忙踹了一脚，随后又

快速恢复到往常老实人的样子示弱求

饶；二是在邻居餐馆里，李维杰一边吃

饭，一边侧耳听警察与邻居讨论案情进

展，殊不知女警长拉韫正坐在他对面的

餐桌不错眼珠地观察他，李维杰在毫无

设防的瞬间与拉韫的目光相遇，后又强

作镇定继续吃饭；三是片尾李维杰自首

后被押上警车，妻子和大女儿在警车外

哭喊追赶，李维杰在车里痛哭地像一个

孩子。

陈冲在《误杀》中的人物形象让人

更觉惊艳。与她在《末代皇帝》、《太阳

照常升起》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相比，

陈冲在《误杀》中塑造的拉韫的职业特

征和母性特点更加夺目光彩。影片伊

始，警服警帽加上冷峻的脸部线条、凌

厉的眼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把一个

精明强干的女警长形象立了起来。镜

头一转，在面对打架受伤的儿子时，一

个柔情心疼的眼神就把家庭中的慈母

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陈冲并没

有将拉韫做类型电影中常见的定型化

脸谱化的简单处理，也没有用力或夸张

就达到了不怒自威，而是在微表情、肢

体语言、甚至是语言腔调等方面细心打

磨，富有独特质感和细节的层次感。在拉

韫发现儿子同学手机里的视频，意识到儿

子凶多吉少的命运后，从审讯室走到自己

办公室的那个长镜头，精准地捕捉并展现

了人物急转直下的心理状态。

阿玉在谭卓以往扮演的角色中，个

性并不鲜明，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她在本

片中的出色发挥。一个善解人意的妻

子，一个温柔却坚韧的母亲，在影片中

仅靠在不同情境下的眼神就被她出神

入化地演绎出来。面对施暴的素察和

拷问时，阿玉挡在大女儿前面两次挺身

而出。历尽劫难后，阿玉在阳台上听到

丈夫回答后流泪满面。很多场景中她

的表演都非常有感染力，打动人心。

此外，《误杀》中次要角色的塑造是

非常用心且成功的。比如秦沛饰演的

李维杰老邻居一角，最后那个意味深长

的眼神表达了人物复杂的心路历程。

再比如扮演小女儿安安的张熙然年仅6

岁，凭借动人的表演使得“《误杀》小女

孩演技”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还有小

吃摊老板、大巴司机、餐馆老板、拳赛小

贩等小角色，在影片不多的戏份中都展

现出不俗的演技。

影片视野与格局的突破

原作《误杀瞒天记》时长长达163分

钟，其叙事重点在于主人公如何利用电

影蒙太奇的手法制造证据“瞒天过海”，

免于责罚。而《误杀》则比起原作更加

精炼地表现了这个重要情节，并有意在

情节的编排上将“误杀”作为引导观众

进一步思考的的主题。

除了上述第一点提到的结局的反转

给影片的主题带来的影响之外，《误杀》

还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进行了突破。

《误杀》利用影片开头结尾交相呼

应的情节设计和勾联，对类型电影叙事

的封闭结构进行消解，巧用蒙太奇手法

进行开放式结局的设计，给故事讲述创

造了暧昧空间，也向电影艺术致敬。影

片开头，是李维杰及其店员在监狱里越

狱的情节，镜头一转，李维杰正在老邻

居的店里绘声绘色地讲电影，这两个镜

头相连，可以解释越狱情节是李维杰嘴

里的故事。然而，在影片结尾的彩蛋

中，同样的监狱场景、人物、动作，甚至

是相同的景别与运镜——李维杰扫着

落叶抬起头直视镜头。优秀的导演不

仅展示了画面，而且解释了画面。银幕

之外，观众的解读可以见仁见智。这一

首一尾的呼应，可以被解读为倒叙蒙太

奇，让观众做更深一层的剧情解读。

影片高潮戏坟场认尸戏中在原作

中只是借助情节达到引发众怒的效果，

给剧情高潮推波助澜。而在《误杀》中，

创作者有意做了进一步延伸，在坟场现

场就枪声响起，阿炳受伤，随后李维杰

案件还进一步引发了社会更为严重的

暴乱，不少无辜的民众深受其害。这既

与李维杰父母死于暴乱的身世背景暗

合，也给最终他主动投案自首加强了心

理动因。在片尾的记者街头采访中，身

处案件内外的社会民众对于案件的看

法也为影片拓展了视角，探讨了事件与

社会以及其他个体的之间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误杀》中纯熟的蒙

太奇技法将犯罪类型片的表现力推到

极致，同时结合情节的编织将电影的蒙

太奇思维贯穿始终。比如罗统拳场的

精彩决斗和案件现场的暴力侵害、吞舌

细节的铺垫等，完美运用了交叉蒙太奇

和节奏蒙太奇；又如羊多次结合剧情出

现所代表的隐喻蒙太奇和象征蒙太奇

等。这些手法都在不知不觉中引导观

众的注意力，激发观众的联想。其实人

生处处都是蒙太奇，由这一点引发的思

索与电影《罗生门》有相似之处。

尽管在类型片创作的大框架下，

《误杀》的这些创新与尝试有限，甚至在

片尾处的节奏略显疲乏，但反转的结局

和“额外”的情节设计却蕴含着更为深

切的现实观照和人生思索。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

副研究员）

今年年初，《流浪地球》以令

人震撼的外太空景观和硬核科幻

想象，点燃了中国观众对国产科

幻电影的热情，2019 也被誉为“中

国科幻电影元年”。但纵观全年

国产电影，科幻片并未像观众所

期 待 的 那 样 精 彩 纷 呈 。 时 至 岁

末，《被光抓走的人》的面世给颇

显萧瑟的科幻元年增添了几分生

气。它与年初科幻电影的高光时

刻遥遥相望，为科幻电影元年划

上了句号。遗憾的是，这个句号

划得不是那么圆满。虽然影片不

乏亮点，写实的画面、深入的情感

挖掘、多线条叙事结构、沉静克制

的配乐，尽显新晋导演出色的掌

控力，但它在类型、风格设计上又

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一个颇有

创意的故事未能在市场上走得更

远，它的优劣成败无疑为我们反

思中国科幻片创作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契机。

作为一部以科幻元素号召观

众的影片，《被光抓走的人》在类

型定位上进退失据，陷入一种尴

尬的境地。我们知道，2014 年，美

国影片《星际穿越》的热映引发了

硬科幻的概念。与之前的科幻电

影不同，《星际穿越》的故事建立

在现代物理学理论之上，得到著

名天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的直

接指导和支持，它在讲述动人的

父女情感故事时，用恢宏奇诡的

影像展示了引力波、黑洞、虫洞、

高维空间、时间旅行等景象，完成

了深奥的物理学理论的视觉化呈

现，动人心魄的外太空景象与情

感故事紧密交织。《星际穿越》之

后，《火星救援》加入了大量天文

学和植物学知识，讲述一个被滞

留在火星的航天员顽强生存的故

事，在丰富的知识性衬托下，影片

俨 然 是 一 部 火 星 生 存 指 南 。 同

样，《流浪地球》也因氦闪、行星

发动机、流浪星球等概念具有了

硬科幻的面貌，并因此戴上中国

首部真正科幻电影的桂冠。与硬

科 幻 相 对 的 是 传 统 的 软 科 幻 电

影。2019 年，中国公映的《上海堡

垒》、《欲念游戏》以及动画片《钢

铁飞龙之再见奥特曼》、《动物出

击》等都可列入这一类型之下。

但这些影片在创意、叙事和场景

表现上都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有

《流浪地球》珠玉在前，这些影片

更难满足观众的期待。

除 了 软 硬 科 幻 两 大 形 态 之

外，中国科幻片其实还有第三条

道路，这就是“软科幻+模式”，即

科幻元素与内地现有影片类型的

融 合 ，我 们 姑 且 称 之 为“ 轻 科

幻”。年初面世的《疯狂的外星

人》即是“轻科幻”的代表作，一

个从天而降的外星人，打乱了两

个事业落魄的年轻人的生活。影

片沿袭了宁浩喜剧的风格，通过

挪用、拼贴，将美国式的科幻片段

落 和 场 景 与 本 土 喜 剧 融 合 在 一

起，表达了一种强烈反讽意味。

作为《疯狂的外星人》的编剧之

一，董润年在《被光抓走的人》中

继续走轻科幻路线。不同的是，

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喜剧风格，

在一个科幻设定下讲述关于真爱

的故事，灰暗的影调散发出浓郁

的 文 艺 气 质 ，成 为“ 科 幻 + 文 艺

片”的一次尝试。

影片的科幻设定是，光照让

很多的夫妻、情侣瞬间蒸发。这

些 被 抓 走 的 人 据 说 都 是 有 真 爱

的，那么，留下来夫妻、情侣该如

何看待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许是

因为影片重在探讨光照引发的情

感危机，因此对光照这个科幻设

定 就 处 理 得 简 单 草 率 。 影 片 以

“身处在光照中的人看不见光”为

借口，直接放弃了对光柱的景观

呈现。除开场段落一艘遽然消失

的渡轮之外，其他表现光照瞬间

的就是人们片刻的眩晕，还有电

视 里 世 界 各 地 的 新 闻 报 道 。 其

实，并不是所有的科幻片都需要

通常意义上的景观画面，比如像

日本科幻电影《散步的侵略者》，

就是完全停留在现实世界层面、

用附身人体的方法表现外来物种

对人类生活特别是家庭的侵扰，

走出了一条日常化科幻的创作道

路。反观本片，它一方面放弃或

压缩科幻景观画面，简化光照情

节的影像表现，但另一方面又因

循一般科幻片的手法，设计了一

个疯狂杀妻者，让他用量子力学

中的量子纠缠概念解释为什么光

一抓就是一对。如果影片参照日

常化科幻的手法，一轻到底，彻底

放弃对科幻的直接言说，通过现

实环境和人物状态的微妙变化，

暗 示 出 一 个 被 光 照 影 响 过 的 世

界，讲述人物情感的变化，也许会

不乏新意。但遗憾的是，影片在

科幻形态的选择上左支右绌，既

轻得不够彻底，又硬得不够坚实，

最终是草草收场，劲道全失。

这种类型设计上的问题也影

响到影片的风格。本片的主体部

分是写实的文艺片风格，但同时

它插入了具有纪录片风格的采访

镜头段落。影片的开头段落就是

两种影像风格的并置，渡轮靠岸，

乘客鱼贯而入，灰蒙蒙的江面和

城市景观，一道似显非显的白光

过后，行进在江面上的渡轮消失

不见。随后，影片剪切到采访段

落，不同的人物坐在白色背景前，

对着镜头向采访者讲述光照发生

时自己正在做什么。很明显，前

一个写实段落唤起的是观众的浸

入式体验，而后一种则具有强烈

的间离效果。在此我们不妨对比

一下《星际穿越》中的类似手法。

《星际穿越》在开头镜头段落中也

使用了采访镜头开始，在书架前

灰尘坠落的画面之后，紧跟着就

是 老 年 墨 菲 接 受 采 访 的 近 景 画

面，她回忆说父亲当年是个农民，

由此带入人类灾害肆虐的年代。

但是，这个采访镜头没有采用纪

录片风格的拍摄方式，它在影调

上与后面部分保持一致，更重要

的是，它对片中山中一日世上千

年的相对论时间概念有着重要的

意义，停留在外太空的父亲容貌

依旧，地球上的女儿墨菲已然垂

暮，他们最后的相逢段落与影片

开头的采访镜头相呼应，诠释了

多维空间里时间的不同形态。但

《被光抓走的人》中的采访段落不

属于叙事内部分，它们反复出现，

但始终没有被缝合到叙事之中，

因此，这些段落的插入显得生硬，

与 影 片 整 体 的 写 实 影 调 格 格 不

入。

尽 管 科 幻 的 部 分 不 尽 如 人

意，但影片对情感的追问与探讨

还是直抵人心。对真爱的探讨是

本片的核心内容。编导通过一对

中年夫妻、一个正在离婚的妻子、

一对年轻情侣和一个有隐秘同性

恋情的小混混展示不同人群的情

感世界，表现茫茫人世中人们对

真爱的渴望与追求。导演通过场

景设计把四组互不关联的人们聚

扰在一个城市空间中，勾勒出一

个共享的生活世界，同时又突显

示他们各自的情感问题——夫妻

有没有真爱？背叛自己的丈夫到

底是不是与真爱一起消失？被父

母 拒 绝 的 男 朋 友 是 不 是 真 爱 自

己？被暗恋男友是否已经消失？

围绕心中的疑团，片中的人们探

寻、试探、争吵，带动着观众一起

追问爱的真相，与角色一起体验

情感的波澜。在四组关系中，中

学教师武文学和妻子张燕的关系

是全片的中心。黄渤和谭卓以准

确细腻的表情，表现出中年夫妻

爱情渐远、亲情难舍的纠结与困

窘。在影片接近尾声的部分，导

演用室内门窗的自然区隔表现夫

妻两个之间的疏远，最后又通过

同一空间中的双人镜头表现夫妻

的和解，镜头叙事自然、流畅、准

确。白领李楠寻夫的故事线索也

非常集中完整，为了弄清丈夫是

不是与真爱一起消失，她与丈夫

的小三携手探访丈夫的各种红粉

知已，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乎她的

意料。追寻过程与最后的转折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通过不同

的女性，揭示出两性关系中男女

双方各自的复杂心理。在四组关

系中，青年情侣的复合和小混混

痛 失 男 友 的 悲 伤 处 理 得 相 对 简

单，几乎是一笔带过，多少有点失

衡。

影片最后通过电视新闻广播

的形式，否定了被抓走的人都是

有真爱的人这一科幻设定。这无

疑为武文学和张燕重拾爱情提供

了逻辑的可能性。但由于影片的

故 事 正 是 始 于 这 样 一 种 科 幻 设

定，对前提的否定难免让光照引

发的质疑与探寻失去了意义。这

提示我们，科幻片的逻辑自洽十

分重要，因为它起到支撑叙事结

构、事件的合理性和人物情感的

作用，是影片的根基，必须稳定而

坚实。

在中国电影工业美学发展中，

科幻片无疑是关键的类型之一，我

们期待有更多的《流浪地球》，也期

待“软科幻”迎头赶上，创作出佳

作，更期待借助于“轻科幻”的融合

之功，创造出更具有本土特色的国

产科幻片类型，让中国独特的文化

想像在银幕上大放异彩。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

视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