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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

中国式叙事的一次大胆探索

在世界动画电影的苍莽群山

中，中国动画学派是一座壁立千

仞的奇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

着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动画

电影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局

面。近日，动画电影迎来了一部

制作精良的作品《长安三万里》。

该片气象宏阔、气质刚健、气韵悠

然，将先进数字电影技术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妙结合，让观众

感受中国文化之美。

该片取材自中国唐代历史，

通过家喻户晓的大唐诗人们的传

奇故事，展现中国历史的雄浑气

魄。在此之前，从未有如此多的

历史文化人物在同一部电影中登

场：李白肆意洒脱，高适跃马纵

横，还有杜甫、王维、“唐代乐圣”

李龟年、“草圣”张旭，大唐名将郭

子仪、哥舒翰，李白的至交好友丹

丘生等围绕在侧，勾勒出一幅群

星璀璨的大唐众生图。

作品以高适的视角展开故事

讲述。木讷、刚直，人生经历坎坷

却从未动摇入世志向的儒生高

适，与机敏不羁、天真烂漫，在儒

道之间徘徊的“谪仙人”李白天赋

与性格互补，人生经历互相嵌入，

且惺惺相惜，互相扶持。在他们

的成败、进退、取舍、得失中，观众

看到了现实生活的影子，从而对

人生、命运等话题产生思考。

创作者没有局限于诗人的一

己悲欢，而是通过讲述诗人的人

生经历，铺陈出整个历史的发展

历程。高适和李白这两个人物如

同两段不同声部的旋律，奏响了

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交织互动、

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同频共振的

复调旋律。影片开篇，年轻的李

白向着天地高呼“你我身当如此

盛世，当为大鹏”。结尾，亲身见

证了长安城的繁华、劫难与重生

的暮年高适充满信心地说出：“只

要诗在，长安就会在。”两句话道

尽影片贯穿始终的精神实质：对

于家国情怀的赞颂、爱国主义的

高扬、中华文化的坚守。

在塑造立体丰满的诗人形象

基础上，电影主创还在剧情中有

机融合了 48 首唐诗。作品以“唐

风、壮美、诗意、考究”为关键词，

通过细致入微的考据工作和天马

行空的大胆想象，将最先进的数

字电影技术融汇于国画造景写意

的水墨与色彩中，把这些唐诗名

篇转化为前所未见的颜色盛宴、

视觉特效和镜头语言，取得了令

人惊叹的艺术效果。比如，李白

与众好友痛饮于黄河岸边、吟诵

《将进酒》，是全片的华彩段落。

这 3 分多钟的蒙太奇制作用了一

年多的时间。其中祥云的线条和

色彩来自古代壁画。创作者运用

特效软件进行精细的三维建模使

其立体化，再深入修饰形成细腻

层次，并通过计算、模拟产生真实

的气体旋转、流动效果，从而将奇

妙 的 幻 想 构 建 为 真 实 可 感 的

景观。

一直以来，动画电影领域存

在一种固有观念，即这种类型具

备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创作自由，

长于呈现虚幻、奇特、夸张的幻想

世界，而在描写现实、呈现历史方

面却不如真人电影。而《长安三

万里》的题材选取和故事写作突

破了这种局限，让大家看到，动画

电影不仅可以指向未来、神话、玄

幻、科幻或现实，更可以指向真

实、硬核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文

化。这种创新意味着要花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来考据历史、构思

情节、创造人物、打磨剧本，以保

证大到重大历史事件，小到歌姬

头上一个发簪的呈现都要符合历

史真实。可喜的是，《长安三万

里》历经4年磨砺，为观众营造了

一个真实立体的历史想象空间，

讲述了一段真挚感人的历史人物

故事。从这个角度看，《长安三万

里》拓宽了动画电影的边界。其

成功有力地证明：动画电影不仅

是轻巧的、灵动的、幻想的，也能

是厚重的、博大的、历史的；它不

仅可以是魔法师指尖跳跃飞舞的

魔法棒，更可以是猛将掌中笑傲

千军的斩马刀、史官手里写就汗

青的如椽笔。动画电影潜力无

限，中国电影使命光荣。

（作者单位：国家电影局,转载

自《光明日报》）

这些年中国故事、东方美学，以中

国的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一直是业内

讨论并探索的重要议题。中国故事、东

方美学各为表里，近年来有不少拓新之

笔，在我看来，最难的是以中国的方式

讲故事。电影作为舶来品，从诞生之日

起，从根本上就承袭了基于西方戏剧的

叙事方式。已经成为电影剧作通识的

一些概念如：动机、节拍、三幕式、三一

律都是直接取自西方戏剧理论。

在叙事的中国化方面，中国影人其

实也都展开了自己的思考与摸索，犹记

“电影新力量”论坛上，宁浩导演嘴里絮

絮叨叨“结绳记事”与“文字记事”的区

别，我不知道他思考的终点是什么，但

我知道其缘起便是如何推倒我们过于

熟悉甚至陷入其窠臼都觉察不出的叙

事方式。在同一个会上，我还听到了

《平原上的夏洛克》的导演徐磊从费孝

通先生的《乡村中国》切入谈乡野社会、

田园梦想之于国民生活及叙事的深远

影响，对于农耕文化深入基因的国人来

说，乡野视角之于中国故事的意义还亟

待发掘。

几年后，我终于在电影院在大银幕

上看到对于中国式叙事的一次大胆探

索的实践，心头的雀跃难以言表。这是

一次恢宏的探险，是一次完全意义上中

国电影美学的践行，从故事题材到视听

呈现，重要的是连叙事的方式，都是中

国的。当然更令人欣喜的是，它得到了

中国观众热烈的反应，如一句评论所

说：中国文化基因被集体唤醒。

然而作为一个电影研究者，我必须

按捺住个人对这部影片的钟爱，重点关

注一些观众的负面评价，尤其是较为集

中的负评。观众的不喜欢可以很感性，

而电影研究者则需要从感性的片言只

语中追索深层的成因，理性地扬弃后再

沉淀为后续创作建设性的意见。

不是每一分钟都重要

观众的集中意见首先是“长”，“流

水账”。

国产动画电影最长片长，168 分

钟。长，是肯定的。但观众所说的“长”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之所以

觉得长，是因为觉得有些段落戏剧浓度

不够，在别的电影里可以删去的过场

戏，《长安三万里》却并不做取舍娓娓道

来，是为“流水账”。

《长安三万里》有这样的“废戏”或

者“过场戏”吗？有。

公公雪夜来营，气势汹汹问责高适

和李白的恩怨，然后高适开始回答公公

的问题，从头讲述故事。真的是从头，

从他小时候开始讲起。

一般在剪辑室里，都会把童年这段

剪掉，直接进他与李白的初遇。

所以我说《长安三万里》勇敢，它大

胆地挑战了现在观众熟悉的也是编剧

们都习惯的一条剧作原则：故事从矛盾

直接进。它延续着一个古早的东方故

事的讲法：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小孩，

他就是我，我出生在……

观众着急了。

它却说：莫急，人生且等闲。

《长安三万里》最有趣的是，里面的

每个人都心怀大志，怕等闲了少年头，

但其实，全片它重点呈现的却都是这些

等闲的时光。李白把酒、高适磨枪、裴

十二拈花照水、张旭狂醉酩酊，文人骚

客各样等闲的姿态尽收眼底，鲜花着锦

的盛唐、风声鹤唳的安史之乱这些史书

上大书特书的紧要事，反而都隐没到背

景里，成了等闲的衬底。像一袭穿反了

的华美锦袍。

从叙事的呈现选择原则来看，它既

不是好莱坞式的只捡精彩跌宕的来说，

也不是欧洲艺术电影式的怎么反高潮

怎么来，它像一卷《清明上河图》，徐徐

展开它的舒朗画卷，大人物、小人物，精

彩的、平淡的，不裁不剪，宽摘漫选地尽

收卷中。有细致工笔，也有大片留白，

精彩不会自己跳到你的眼里来，你需要

眯着眼耐着心等待、寻找、发现。

慢吗？可能。但这慢渐渐漫生出

逸趣、诗意。

我常常觉得现在的好莱坞电影和

其他所有按照好莱坞模式拍摄的世界

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欠缺诗意，太可

丁可卯，太效益至上，而电影里的诗意

就来自于那散逸的、模糊的、没有确定

意义的、不直接服务于戏剧主题的、似

乎抛费了的时光。

人生也一样。

不是所有的人生都主动

观众的意见之二集中在对高适这

个人物的不满足，毕竟比起李白，他能

说的故事太少。

高适的精彩从五十岁开始。如果

好莱坞来拍高适，故事最早应该从高适

四十九岁开始讲起。《长安三万里》从他

四岁开始。

五十岁之前，高适真的乏善可陈。

资质平平、性格也不突出，连缠绵悱恻

的爱情也没有，看起来真是一个无趣的

人。选高适做主角，这无疑是对我们熟

悉的好莱坞又一条剧作原则：“选择主

动性高的人物作为故事主角”的挑衅。

影片的前半部分都是从高适的角

度看李白、王维、杜甫、李龟年、裴大将

军等声名赫赫的名流高士。这是好莱

坞式电影中鲜少能见到的一个完全被

动的局限在一个弱势人物视角的讲述

方式。

地球人都知道，好莱坞的剧作崇尚

英雄，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学著作《英

雄之旅》几乎已经成为好莱坞剧作的标

准模板，在好莱坞剧作书里，他们直接

管主人公叫“英雄”。

诚然，在这种英雄史观指导下创造

过许多荡气回肠的经典故事，但到了今

天，也确乎僵化到了一定程度，比起投

射英雄，观众可能心理投射一个普通人

更容易。这是一个讲述普通人故事的

时代，所以，《长安三万里》的主人公选

择其实很现代也很聪明。

选择高适为主人公，以他的视点看

盛唐众人，不是以一个内聚的主角视角

来讲述故事，而是主角将视线投向何

人，就讲述何人的故事，当高适与李白

会面便讲述李白的故事，而当高适投军

到哥舒翰门下，便讲述哥舒翰的故事，

这种松散的片段的与好莱坞凝聚成塔

式完全不同的讲述方式，让《长安三万

里》这幅长卷更具中国国画的散点透视

特色。

高适仰望的视角里，其实暗含着一

个庸常的价值观。庸常，现代人避之不

及的一个词，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

个好词。如果说，《长安三万里》取材上

的不剪枝蔓是抚慰了现代人对于无聊

的恐惧，那么庸常微茫的态度则是宽解

了现代人对于成功学的病态执迷。无

聊与平庸并不是人生的敌人，跟成功与

华彩一样，只是高低起落的人生的一段

组成，何须惧之逃之，莫如安然处之。

不是所有规则都需要遵守

《长安三万里》对好莱坞剧作理论

的挑衅之三是：它有大量的平铺重叙的

段落。

好莱坞的剧作沿袭西方戏剧的传

统，追求的是一个塔式结构，有些书里

说是漏斗结构，从建置到发展再到高

潮、解决，每个环节堆垒在前一个环节

上，最终形成高潮的顶峰。塔里的重复

都是一个螺旋渐起的设计。

而《长安三万里》更像中国的院落，

平铺而展，其中的重复是阳关三叠、梅

花三弄的意趣，追求的不是以黑格尔正

反合哲学为基础的螺旋上升，而是一种

反复吟唱中的变调。比如高适多次返

回梁园，比如高适多次接到李白召唤，

其结构意义不是重复以渐起，而更接近

于平铺中的回旋往复。

当然，在当下的创作中，没有人能

完全摆脱好莱坞剧作理论的影响。《长

安三万里》中你也能看到许多流行的好

莱坞剧作手法，与结构性最突出的悬疑

类型混搭，危机前置然后引入一个整体

性的倒叙，埋设伏笔误导观众最后揭底

反转，都是当下最时兴的剧作方法，《长

安三万里》也都照单全收。

我们说探索、开拓中国叙事方式，

也不是要跟好莱坞剧作方法背道而驰，

而是有所取舍，有所扬弃，尤其是现在

好莱坞电影创作理论与实践都出现了

相当程度的僵化，我们更应该以更开放

的心态对待剧作界曾经的“金科玉律”。

好莱坞剧作模式固然强大，但它终

归只是讲述故事的一种方式，不是唯一

的一种，也不是绝对正确的一种。文无

定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条剧作规

则其实都是某位前人的大胆创举，在得

到当时观众的认可之后，被记录并沉淀

为后人的参照，是财富，而不是包袱。

检查剧作的唯一试金石不是任何一本

剧作理论或老师，而是观众。

悲剧的力量令人震撼

韩志君（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

会长、著名导演、编剧）：

这部电影拍的就是一个字“情”。

编剧和导演深谙此道，紧紧抓住了这个

核心。多尔衮和庄妃之间的深情令我

感动。悲剧是什么？就是要把人世间

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这种悲

剧性也是这部电影有价值的地方。多

尔衮作为叱咤沙场的英雄，面对爱情

时，也不得不屈服于世俗的力量、传统

的力量、习惯的力量。影片结尾那个苍

凉的背影和落泪，令我非常震撼。

本片的镜头语言也更加成熟、自

如，从影像造型、场面调度、镜头使用来

看，都超过了前三部。希望戏曲电影有

更丰富的发行渠道，想办法把观众吸引

进电影院。

突出戏曲电影文化推广的属性

侯光明（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

书记、博士生导师、教授）：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叫做《梁

山伯与祝英台》，是一部戏曲电影。周

恩来总理带着这部电影参加日内瓦会

议，介绍其是一部东方的罗密欧与朱

丽叶的故事。从此以后，周总理有了

一句名言，“电影是胶片盒里的大

使”。 近几年，随着我们建立起文化

自信，推进文化工程，戏曲逐渐进入电

影事业，并且做得越来越好。将戏曲

电影送进校园，通过戏曲电影让年轻

人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之美，也是在体

现其文化推广的意义。

戏曲电影是以戏曲艺术为核心，用

电影的镜头语言和电影的艺术烘托，而

不是另外拍一个电影。戏曲电影一定

要聚焦舞台艺术，舞台艺术本身是经过

千锤百炼的。这部电影里面的镜头用

得特别好，比如多尔衮感叹妻子不是意

中人的时候，镜头一扫就跃上鹊桥，自

然流畅地呈现出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

这就是电影艺术和戏曲艺术完美融合

的呈现。

在传承与总结中展现了多种

层次的美

秦振贵（中宣部电影剧本中心

副主任）：

这部电影比以往电影艺术和技

巧都要运用得更加成熟，总结下来就

是一个“美”。首先是融合之美。舞

台艺术和电影艺术实现了一加一完

全大于二的效果。其次是唱腔之

美。戏曲很重要的一个叙事手段就

是唱腔，就算不太听得懂，看的过程

中也是享受。其三是爱情之美。艺

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影片中睿

王与庄妃的爱情虽然是虚构的，但生

动地表现了人物特点，表现了大爱战

胜了小爱，这是值得讴歌的。其四是

传承之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发

展传承座谈会上讲到中华民族的文

化传统来自于自信。以电影手法展

现粤剧艺术，就是在传承和总结。

创造性弘扬中华戏曲文化

孙崇磊（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分

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这部电影的戏曲元素和电影元素

有机结合，电影美学和戏曲美学的深度

有机融合做得不错，在这样的前提下被

赋予了审美的时代精神。

其次，叙事比较巧妙，人物刻画很

生动，表演很到位，台词也很精彩，展示

中国古代高超的政治智慧以及民族化

解矛盾冲突的格局。通过这部电影也

拓宽了粤剧电影的发展空间，扩大粤剧

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这就是在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弘扬了中华戏

曲文化。

一部年轻人也会喜欢的戏曲电影

宋智勤（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

心常务副主任）：

原本以为粤剧会看着费劲，但这部

电影剧情推动得特别好，既有悬念，感

情也很浓烈，主线也很聚焦，把情感的

矛盾、冲突，爱情和亲情表达得特别

好。男主角虽然位高权重，但特别重

情，而女主角的阴柔展现得也特别感

人，能够引起观众的共情。我感觉不仅

拍得好，矛盾和冲突设计的也好。而

且，两位主演虽然已不年轻，但唱腔、身

板都特别好，给人深刻印象。年轻人或

许也会好奇，学习传统戏曲文化是不是

会提升整个人的精神面貌？

用电影表现戏曲，确实有利于把戏

曲更好地发扬光大，能够更好地传承、

保护、创新，进一步弘扬戏剧戏曲艺术，

展现传统文化之美。两种艺术的结合

正是习总书记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只有把戏曲电影拍好，才对得

起可爱的戏曲演员们

龚应恬（著名剧作家、电影导

演、教授）：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写得

有情有义有爱，而且不只是在讲爱

情，归根结底是在讲大局观。大局观

让整部影片有了历史的分量、有了社

会的价值。电影故事的讲述不是历

史，当然还超越了历史。它讲了情

感，讲了大局，讲了取舍，讲了政治和

人性的关系，从整体呈现而言都让人

觉得比较踏实。

戏曲电影是通过电影的手段把戏

曲演员最好的表演精华充分呈现出

来。在这里，电影是为戏曲服务的。不

要以为戏曲片只是把舞台表演记录下

来，其中的每个动作、每段唱腔、每个器

乐应用，以及戏曲味道的把握，都是非

常专业的事情。

《睿王与庄妃》是名副其实的戏曲

电影。无论是影片整体的色彩基调，还

是场景的转换，亦或是音乐，都只有既

懂电影又懂戏曲的人才能做出来。而

且电影中的戏曲演员们太好了。他们

真的不求太多的回报，就是希望自己的

艺术造诣、心血和童子功能被更好地记

录下来，或者再提升。只有把戏曲电影

拍好，才对得起这么可爱的演员。希望

这样的戏曲电影能够越来越多地被拍

出来。

这是一部引发我思考的电影

张弛（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

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这部电影引发了我去更深入地思

考戏曲电影到底是戏曲还是电影。这

里有太多的学问，很多东西都是我原来

没有想到的，包括一个戏曲演员几十年

的功底，童子功，到底是要表现这个演

员还是表现我们的故事？这里真的是

学问很大。

看这部电影，我有一个真实的感

受，原本以为戏曲片节奏很慢，但这次

在观影的两个小时里，我完全被吸引

住了。这部电影是舞台魅力和电影魅

力的完美结合，让我对戏曲片有了新

的认识。

（上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