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伞少女》：

音画还是故事，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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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边有个小卖部》：

关于返乡的“童话”

电影作为现代大众媒介，是社

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载体，在一个

时期流行的故事里，或明或暗折射

着彼时的社会症候和大众集体性的

情绪。比如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

《我的阿泰勒》和不久前上映的《走

走停停》，讲述的都是“返乡”的故

事，“返乡”让那些现代都市（以“北

上广”为代表）中失意的中/青年，被

乡村/故乡的生活所疗愈，重新获得

了自我认同和价值肯定。

张嘉佳执导的《云边有个小卖

部》（以下简称《小卖部》）也类似，在

这部改编自他2018年同名小说的电

影中，打拼在大城市的主人公刘十

三（彭昱畅饰），遭受了事业和爱情

的双重打击，只有在故乡云边镇，外

婆王莺莺（艾丽娅饰）和童年玩伴程

霜（周也饰）的爱和激励，让他又有

了追求人生成功的勇气。

同为返乡，观感却迥异。张嘉

佳强烈的个人风格塑形了《小卖部》

的叙事，现实题材属性和“不惹尘

埃”的叙事笔触之间的抵牾，让刘十

三的云边之旅，成为了一场返乡的

“童话”。

故乡的模样

近年的影视剧中，以往那种“草

根逆袭”的成功“神话”少见了，与

“逃离北上广”这类社会话题相呼

应，取而代之是返乡题材的火爆。

这和整体环境的变化相关，当社会

发展换挡，经济增速放缓，传导到个

体身上的焦虑和压力，让当下的年

轻人开始质疑曾经的“奋斗梦”——

那些消费主义、阶层跃升和“996”所

许诺的美好未来，他们渴望找到新

的生存姿态。所以在银幕/屏幕的

故事中，当年闯进都市的激情豪迈

悄然让位于返乡的亲情抚慰。《小卖

部》中刘十三在“大城市”的奋斗终

结于一场酩酊大醉，当他在云边镇

醒来，彼时打了鸡血般的亢奋和努

力不过是一场“醉人痴梦”。

在中国电影的历史长卷中，《小

城之春》里残垣断壁的故园风光，

《人生》中高加林得而复失的个人命

运，《你好，李焕英》借助从天而降的

穿越……，“返乡”是一个不断闪现

的戏剧动作。与之相伴对城/乡、

新/旧二元关系的书写，也成为一个

绵长的文化议题，正如曾经相较于

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故乡/乡村

往往意味着愚昧、封闭和落后，在当

下的返乡叙事中，更侧重让故乡/乡

村有着都市所缺少的淳朴、温情与

浪漫。

这是“乡”在文化意义上的“一

体两面”，把控其中的比例和尺度，

是写好还乡故事的基本功。或者说

要表现故乡的好，首先要写出它的

“瑕疵”，比如《走走停停》，在回家的

温暖包容之中，也夹杂着烟火人生

的琐碎平庸；比如《我的阿泰勒》，在

惊喜于草原的辽阔自由之时，也要

承受放牧的劳累；在晕眩于爱情的

冲击之后，也得接受祛魅之后的怅

然失落。“瑕疵”让故乡贴近我们自

身的现实感受，现实是并不完美的，

只有让观众相信了“故乡”的存在，

相信那里会有一种与都市空间里不

同的生活，“返乡”的故事才会实现

抚慰人心的功能。

《小卖部》最根本的失策就在于

此，它没有构建出一个真实可信的

“故乡”。影片中的云边镇，大家不

用为衣食发愁，彼此相亲相爱，当刘

十三困厄无助时，有外婆的手臂扛

起他；他在城市四处碰壁时，有美丽

的程霜等候他。云边镇所有的不完

美，要么是外在于这块土地，比如让

刘十三尴尬的前女友是外来的，王

勇发疯是被外面的人骗了钱；要么

是找不到表达方式的爱和良善，毛

志杰（王大陆饰）强迫王珞丹扮演的

姐姐瓜分房产，是怕自己的赌博把

她拖入泥潭。

观看《小卖部》的过程，会让人

经常想起伊芙特皮洛的名句：电影

虽具神话性，却是世俗的。世俗性

是电影承载的内容，也是这种艺术

形式的基本特质。云边镇恰恰是反

世俗的，它完美无瑕得如同童话里

的伊甸园，当故乡丧失了真实感，也

就 意 味 着 返 乡 的 故 事 失 去 了 可

信度。

爱情的模样

另一层意义上的“童话感”，源

自《小卖部》对片中人物的形象塑

造，对情感状态的刻画表达，有着

童话般的想象和夸张。

比如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因

为童年时刘十三带程霜去爬山看

了萤火虫，还捉虫关在玻璃瓶里为

她做了特别的灯笼，成年后的程霜

不远万里回到云边镇，要以有限的

生命给刘十三一些“光亮”。皮洛

所说的“世俗性”可以理解为人的

“常情常理”，对于超出常规强度和

维度的情感，比如文艺作品中并不

鲜见的，为了所爱之人甘愿付出任

何代价的爱情，是需要从常规的情

感开始，一步步沉淀累积起来的，

观众看到爱的过程，才会相信情的

强度。但程霜有着什么样的过往、

经历和性格，导致童年的一个礼物

对她如此重要，《小卖部》中完全省

略不提，它只是让我们看到情感和

情绪的高点，却没有铺设到达高点

的路径。这会导致两种后果，首先

是对这份爱情心生怀疑，尤其刘十

三有没有爱上程霜，什么时候爱上

她，完全不得而知；其次是程霜出

场即是高点，她的感情在全片中缺

失了发展变化的空间，成为了一个

单调的符号。

另一条外婆和刘十三之间的

亲情线也是同样，王莺莺在病危之

时，托付外孙今后若能见到母亲，

挖出埋在桂花树下的女儿红替自

己喝一杯。这个情节放大了外婆

离世的悲痛感-坚强开朗的老人还

有难以愈合的伤心，但也开启了一

条隐藏的线索，王莺莺的女儿，也

就是刘十三的妈妈为什么会出走，

以及王莺莺有没有为寻回女儿努

力过。《小卖部》没有完成故事的缝

合，我们无法判断外婆对外孙是单

纯 的 舔 犊 之 爱 ，还 是 另 有 忏 悔

之情。

张嘉佳在《小卖部》中表现出

对强烈情感的偏好，影片中毛氏姐

弟的手足之情，球球和王勇的父女

之情，造假酒的大头和银行职员间

无敌真爱，围绕在刘十三身边的爱

情和亲情皆是如此。他基本无暇

顾及这些情感积累铺垫的过程，以

及每条线索之间的架构关系，而是

用有烈度的情感去“打动”观众，去

推动人物作出一些天马行空也匪

夷所思的行为，比如大头放火烧了

仓库，才会有夜空里盛放的烟花。

这种创作方式导致的情感虚浮和

结构混乱，让云边镇成了一锅难辨

滋味的“乱炖”。

无法确认创作者是力所不逮

或者有意为之，《小卖部》的口碑之

争和良好的票房成绩，说明“粉丝

电影”在今天的市场上依旧有着生

存的空间。就个人而言，因为坚信

虚假是电影的“癌症”，更因为《小

卖部》有着现实题材电影中少见的

奇幻想象和夸张修辞，所以把此稿

命名为：关于返乡的“童话”。

近些年来，随着国产动画电影

的火爆，越来越多一线电影人加入

到了动画电影的创作大军中。这不

仅提升了动画电影的创作水准，也

让“国漫”在复兴的道路上步履更为

矫健。

画面与音乐

相比其他类型电影，很多动画

电影在宣传时都比较在意对影片

音画表现力的“夸赞”，例如《深海》

海报中表现的“绮丽缤纷的亿万粒

子漫天倾泻，渲染出一幅梦幻唯美

的海天画卷”，《大雨》强调的“氤氲

之气和水色画风所晕染出江南的

烟雨诗意”和《伞少女》在预告片中

着重提及的“顶级二维国风、极致

东方美学”。事实上，动画导演也

确实越来越用心地雕琢着画面。

而且在愈发美轮美奂的画面后，导

演们也共同强调着“东方”或“中国

传统文化、审美”在电影中的运用。

不同于改编自中国传统文学

的动画电影，《伞少女》难以借助故

事内容凸显“东方”或“中国”元

素。但导演沈杰仍试图通过各种

方法加强对此类元素的表达，比如

融合了福建土楼和中国传统木质

建筑元素的念物阁和其他各类建

筑，着意复古的台词和对我国各类

文物、传统工艺等内容的集中展示

等等。这些表达在《伞少女》中是

成功的，既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

影片带有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意味。

近些年来的动画电影，除了对

画面的重视，影片的音乐也逐渐成

为电影制作和宣传的重点。《伞少

女》特意将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音

乐相交织。音乐表现与画面、故事

产生了比较好的匹配，为影片增色

不少。

故事

相比于优秀的音画表现，本片

故事的内容和形式却缺乏亮点。古

今中外，任何优秀的故事都是对一

个或几个主题的集中、完整的讲

述。但《伞少女》的故事主题是什

么，却让人难以琢磨。是友情？片

中大部分内容及主要线索都与友情

无关。青黛执着的寻回忘川只是为

了完成公主分别前的嘱托。是勇

气？片中几位主人公虽经历了几次

危机，但这些危机无论从内容或情

节设计上看，都不是为了凸显主人

公的勇敢。是善良？片中最大的一

组矛盾的化解，并不是因为青黛的

善良感动了冷酷的忘川，而是忘川

的自我觉醒。是家国情怀？影片多

次出现对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的希望。但《伞少女》开场便说明，

浮云国的统治已经被推翻。作为前

朝遗存的两件宝物，面对国破家亡

的现实，何谈家国情怀？

《伞少女》故事混乱不仅表现在

故事内容上，还表现在叙事结构和

情节功能的形式层面。影片前四分

之三的故事情节通俗易懂：由一块

黑玉一分为二所铸造出青罗伞与黑

玉剑，有着不同的使命。伞中物灵

青黛需要陪伴黑玉剑，以保天下再

无战乱；剑中物灵忘川却一心为主

人行川将军复仇。影片最后一幕却

突然你追我赶的故事突然变为合力

迎战大反派的故事。青黛进入古镜

中寻找被镜子吞噬的众物灵和忘

川。在两人为各自目标是否合理激

烈争辩时，本片的真正反派——古

镜出现了。古镜说明自己作恶的原

因，并意图吞噬青黛。这时主角才

发现原来忘川一直受古镜控制，并

成功唤醒了后者，击败古镜，帮助自

己逃出生天。

在故事情节发展的高潮或结尾

处揭示反派人物，是非常常见的叙

事策略，其具体表现大致有以下几

类。其一，故事主人公作为调查者，

在探寻事件的真相的过程中最终发

现了反派人物（如《疯狂动物城》）；

其二，故事主人公作为帮助者无意

间发现了反派人物的存在（如《寻梦

环游记》）；其三，故事主人公是反派

人物，但他的身份在故事结尾处才

被揭晓（如《非常嫌疑犯》）。

反观《伞少女》，其叙事模式不

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当然，模式不

必拘泥于某种范式，但这种反常规

的表达却打破了故事情节的连贯

性。传统叙事模式中，在出人意料

的结尾前，编剧会安排数个起伏笔、

铺垫作用的情节，使观众或读者在

体验剧情反转的同时，又能对故事

有完整的理解。《伞少女》却缺少此

类铺垫。在结尾之前，影片无任何

一处暗示了忘川被人控制的事实。

虽然青黛此前多次劝说忘川停止复

仇，但忘川行为的合理性是在影片

开场就奠定好的——“黑玉剑凡有

出窍，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无法理

解的故事不是一个好故事。显然，

影片结尾的反转及其对故事情节连

贯性的破坏，影响了《伞少女》的观

看体验。

故事情节要保持连贯，故事的

各部分需为叙事的总体目标服务。

此种要求无论单线或多线叙事概莫

能外。《伞少女》在此方面的完成度

也有所欠缺。影片中有几个相对独

立的情节单元，例如墨池与青黛遵

照嘱托为老人送信，墨池被黑心老

板坑害，柳老板唱戏，墨池与青黛为

节度使修复骨笛并送给门口小童。

第一个情节单元完全游走于主线剧

情之外，除了表达青黛拥有各类优

秀品质外，对推动情节发展毫无作

用，叙事功能和效果几近于零。从

影片实际内容看，第二个情节单元

的重点应为引出名伶柳老板。但此

处，导演却将更多笔墨花费在表现

黑心老板如何坑害墨池、危机化解

后墨池所带的物灵如何教育黑心老

板所带的物灵之上。这种做法无疑

是喧宾夺主。第三、第四个情节单

元也都犯了类似的错误，或对主线

剧情的发展毫无作用，或鸠占鹊巢

地抢夺了影片的有限表达时间。这

使《伞少女》的剧情过于松散，影响

了对影片主题的表达。

音画还是故事，何为主导？

制作一部优秀的电影，需要强

大的故事讲述技巧，这对近几年的

国产动画电影来说已不再是难以攀

登的高峰，但从《哪吒之魔童降世》

豪取50亿票房至今，再无一部动画

电影能取得如此傲人的票房成绩。

而且从近几年的动画电影实际表现

看，票房反响热烈的《熊出没·逆转

时空》和《长安三万里》等电影或依

托系列电影的良好口碑，或依托优

秀的故事内容方才取得成功。相

反，那些故事主题庞杂、内容混乱、

结构不清，但拥有优秀音画表现力

的动画电影，却难在市场劈波斩

浪。时至今日，讲好故事仍然是观

众对电影作品的基本要求。虽然国

产动画电影已经完成了音画设计与

表现力的蜕变，但如同弹琴一般，有

好琴却不会弹，最终也只会落得一

个“乱弹琴”的评价。

《海关战线》由知名导演邱

礼涛执导，于 2024 年暑期档重

磅上映。电影延续了香港警匪

片的传统，以香港海关截获一

搜不明货船为引拉开了调查走

私真相的序幕，随着电影情节

的层层递进，海关警察中的内

鬼也悄然浮出水面，而真相也

在这其中昭然若揭。该影片不

同于传统简单粗暴非黑即白的

警匪片，不仅展现了海关人员

在打击犯罪中的英勇无畏，还

深入刻画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

成长，是一部兼具娱乐性与思

想性的佳作。

本片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

阔别影坛八年的张学友强势回

归，谢霆锋首次以动作指导加

主演的身份参与影片，还有金

像 奖“ 影 后 ”刘 雅 瑟 和 金 马 奖

“影后”林嘉欣倾力加盟。作为

一 部 文 戏 武 戏 并 驾 齐 驱 的 电

影，影片首要的卖点是动作戏

和枪战爆炸的演绎，主打“真爆

破、真打戏、真飙车”。动作戏

惊险丰富，各种枪战和爆炸配

合着拳拳到肉的生死搏击，在

电影院观影时给观众带来极大

的视听满足。电影的开场就是

一 场 让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近 身 肉

搏，谢霆锋亲自参与了动作设

计，他饰演的周正礼在橡皮艇

上试图擒拿反派，该场景导演

借鉴了帆船时代的跳帮——两

船靠近时跳上敌船近身作战的

一种战斗方式，利用一镜到底

的长镜头，把空间场景限制在

狭小的橡皮艇内，更加考验双

方的动作水平。这场戏整体动

作密度强度大，搭配上大银幕

的展示，观感上更加刺激，这场

打 戏 也 不 同 于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近身肉搏”，双方是在亦水亦

船的空间内进行打斗，对身体

的稳定性和平衡感要求更高，

一旦出现不平衡的失重感，在

银幕上就会显得观感失真，缺

少了动作镜头该有的刺激和惊

险。类似的情节还有在高空中

踩着集装箱快速飞跃、在路上

的飞车追逐，还有以一敌五的

双棍打戏，而在影片的高潮段

落，失控的邮轮撞向维多利亚

湾的码头，之后谢霆锋与反派

在一艘微型潜艇内激战，他利

用 潜 艇 特 殊 的 内 部 和 外 部 环

境，设计了一系列动作，给观众

新鲜独特的感受。

在动作戏吸人眼球的同时

导演也没有放弃对人性的试探

以 及 香 港 整 个 社 会 的 人 文 凝

视。很多动作类型的警匪片更

加强调个人英雄主义或者团队

荣誉，《海关战线》完全反其道

而行之，将视角放在了边缘化

的小人物张允南身上。影片中

的张允南由张学友饰演，和周

正礼是上下级的关系，整部电

影三个主题——爱情、兄弟情、

职场霸凌与心理疾病皆围绕他

而展开。和很多职场打工人一

样，张允南内心非常敏感内耗，

面对领导的洗脑和来自伴侣的

压力，他陷入了自我的心理困

境，换上了躁郁症。这种疾病

由于职业的需要或者成长经历

的原因，善于把愤怒、焦虑、忧

郁等真实的情感隐藏起来，表

现 为“ 表 面 正 常 、内 心 痛 苦 ”。

张允南就像当下社会里一个兢

兢业业的螺丝钉，每天面对着

来自各方的压力还要竭力扮演

一个人正常人，即便是在自己

的女友面前他也不能卸下伪装

做回最真实的自己。张学友对

角色的把控能力将张允南这个

复杂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

利用一些面部的微表情和眼神

的控制将人物内心多重情感演

绎了出来，给人物本身赋予了

浓重的艺术张力。同时导演借

由张允南映射着香港社会中无

数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在工作

中面对各种“霸凌”——同事抢

功、领导推卸责任、甚至卷入派

系斗争当中，展现了都市年轻

人职场生活带来的无尽精神内

耗，这不是群像人物的性格问

题，而是香港整体社会飞速发

展，时代洪流裹挟下的心理症

候群。

抛开整体的优点，影片在情

节故事和视听语言层面上存在

一些漏洞和瑕疵。首先是故事

目标的缺失，影片开场后用大

量文戏去描绘主角们的工作处

境和心理困境，没有将叙事重

点放在追缉走私犯的主线目标

上，节奏缓慢，以至于观影注意

力 的 缺 失 ，跟 不 上 主 线 情 节 。

其次，影片在整体的情节设定

上铺垫不足，人物的许多动机

都 不 够 充 分 ，情 节 交 代 不 合

理。主人公张允南恪守本分，

虽 然 面 临 着 职 场 和 爱 情 的 困

境，但是由于缺乏情节铺垫，导

致后续他发展成为内鬼显得有

些牵强，即便是用上想和女友

共度余生养老的借口，也显得

人物转变过于突兀有失分寸。

其次，虽然动作和爆破的场面

让人看得过瘾，但是充斥着大

量重复和无意义的枪战和动作

戏，并没有很好地与故事情节

结合，而是为了表现动作和场

面而刻意为之。再者，在整体

的主题安排上导演想要呈现的

东西太多，既想要拍出这个类

型片应有的场景场面，同时又

想描绘一个独特的人物画像，

还 得 完 成 香 港 海 关 群 像 的 表

达，导致故事里有多条线索并

行交织，主线不清晰，副线较杂

乱，整体的逻辑不通顺，往往在

情节的推进中很多内容还没有

交代清楚，就推进到下一个情

节。最后，除了主角之外，一些

配角的性格和动机显得比较模

糊，脸谱化标签化严重，而对香

港海关这一形象的体现也仅仅

停留在喊口号的层面上，这些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影片

的 整 体 质 量 和 观 众 的 情 感 投

入。

总体而言，对于喜欢动作片

和香港电影的观众来说，《海关

战线》无疑是一部不容错过的

电影。它有精彩的剧情、出色

的动作场面、深刻的主题和豪

华的演员阵容，为观众呈现了

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尽

管影片在情节设置、动作场景

层面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但

是瑕不掩瑜，并不妨碍本片成

为具有一定艺术质量和较高娱

乐价值的电影作品。

（作者单位：中影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