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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星计划》：

用悬疑类型实现突围的热血赞歌
■文/沙 丹

■
文/

陈
旭
光

12月7日公映的《孤星计划》首映活动所

到之处尽是人气“爆棚”，令电影院再次热闹

非凡。这种朝气蓬勃的景象一方面当然得益

于影片有着人气偶像演员担纲主演，另一方

面更源自影片全面面向年轻代际观众的创作

意图。《孤星计划》青涩却有力量。它将谍战

悬疑和青春元素桥接的手法，或许能够成为

历史题材影片值得探索的道路。

黑色电影的壳，热血救亡的核

《孤星计划》的导演徐展雄在执导筒前是

颇有名气的影评人、译者。他翻译的《黑色电

影》和《重访希区柯克》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专

业电影书籍，同时也反映了他作为迷影人对

黑色电影、悬疑类型的痴迷。

《孤星计划》的故事以上世纪20年代白色

恐怖背景下的上海为背景，围绕出身底层的

李一民、上海大学学生丁梦华以及曾为同窗，

后加入国民党暴力机关的许天平三位青年的

命运抉择展开。而故事的主线则聚焦在一次

地下党员的营救撤离行动上。

徐展雄深厚的黑色电影审美积累在影片

的视听设计方面得到了用武之地。彼时华洋

混杂、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的上海滩，在片中浓

缩为提篮桥监狱、《申报》报社、邮轮渡口以及

犬牙交错的棚户区等几个主要场景。幽暗的

光线，利用窗户和门框等做出的遮挡效果，以

及打破视觉习惯的拍摄角度这些黑色电影的

经典视觉设计都极大地烘托了影片的悬疑气

氛，凸显各路人马之间的心理角斗张力。

微观角度上，绿色钢笔、作为密码本的

《悲惨世界》和藏匿伤员的老爷车几个关键道

具的设计也很别致，有效地拉升了影片的叙

事效率，一直抓着观众的注意力。

值得一提的是，主角们碰头的地点选择

了让影迷为之精神一振的空间——电影院。

这个屡次在《无间道》《悬崖之上》等影片中使

用的场景，将主角们置于明暗之间，让影片的

黑色腔调恰到好处。主角们在电影里看的竟

然是如今的“国宝级”影片《劳工之爱情》。这

个底层劳工纯纯的爱情喜剧故事也和主角李

一民的情感线索不谋而合，足见创作者的良

苦用心。

新生代扛大旗，中生代飙演技

代号为“孤星”的营救行动将三个昔日同

窗，如今的地下党、记者和国民党军人组成的

主角三人的命运牵缠在一起。

这是“人气小生”王源首次担纲剧情长片

的主演，饰演有勇有谋的女记者的是张雪迎，

而表面不露声色，内心暗潮涌动的国民党军

人由青年演员梁靖康来演绎。其他可圈可点

的青年角色还有因《封神第一部》走红的此

沙。几位演员将主角的青春热血和救亡理想

之下的义无反顾都做了颇具感染力的演绎。

与青年组形成呼应的是这次令人刮目相

看的中生代演员组：李晨、印小天、韩童生、余

皑磊、董勇、袁文康都有不同以往的银幕表

现。尤其是印小天，他将一个身份暧昧复杂，

乱世之中展露极强求生欲的灰色人物刻画得

淋漓尽致，是影片一大看点。

而姚安濂、张建亚、林栋甫等“老戏骨”的

加盟不仅为影片增添浓浓的上海味道，也分

别借用各自照片冲印师、钢笔维修师傅和报

社编辑的职业身份，为主线故事补充出一派

丰富的值得玩味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影片贡

献多个既令人心酸也令人鼻酸的感动场面。

极致反转走向高潮，番外令人浮想联翩

《孤星计划》全片叙事推进很快，在整个

主线营救任务成型之后，各路人马迅速展开

行动，潜伏、解密、追击、暗杀和正面对抗不断

上演。这样的高密度高节奏，是专为熟悉密

室逃脱和“狼人杀”等心智游戏的青年一代观

众设计的。

影片在几个叙事关键节点，更将线索铺

陈与剪辑技巧升级结合，以“时间游戏”的技

巧来实现多次反转，营造了一种“没有人是安

全的”危机氛围，令自以为掌握全知视角的观

众多次落入对局面的“失控”中，利用这种心

理落差，进一步增强影片的刺激感和视听冲

击力。

前面提到影片除了围绕三位主演展开的

“ 孤 星 ”行 动 ，影 片 为 行 动 设 置 了“ 对 抗

组”——中生代演员担纲的“反派”，以及“老

戏骨”做“绿叶”的一组角色来丰富叙事。在

影片最后，观众还能够管中窥豹觉察到影片

为故事设计的真实历史维度。

我们能够在接近片尾的段落看到李大

钊、瞿秋白等真实历史人物一一出场，虽然都

是惊鸿一瞥，但他们或振臂高呼，或慷慨陈

词，分明在提醒着观众，“孤星”行动虽然只是

星星之火，但却终成燎原之势。

新近上映的动画电影《小倩》以蒲松龄

《聊斋志异》的《聂小倩》为蓝本，用现代视角

重新演绎经典，为观众带来了一段全新的宁

生与小倩的爱情故事。

用现代视角讲传统故事

导演毛启超在接受采访中提到：“我们的

价值观是现代的。我们是带着现代视角重新

讲述这个经典故事。”正因如此，动画电影《小

倩》在人物设定与剧情走向方面，展现出与原

著和其他改编不尽相同的特色。

主角小倩与《聊斋志异》中为报恩留在宁

采臣家中的“鬼妻”聂小倩不同。导演延续了

过去改编中的经典设定，将小倩描绘为一个

活泼、聪明、敢爱敢恨的少女形象，并将小倩

设定为整部电影的叙述主体。导演形容他镜

头下的小倩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高能量女

孩”。从电影开场就试图寻找办法离开兰若

寺，到最后解开误会、对抗青衣时的呐喊，观

众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小倩并非一个等待他人

救赎的柔弱女子。小倩的形象是丰富立体

的，她虽为鬼身，却具备诸多美好的人性。她

心地善良，即使自己被各方势力追逐抢夺，仍

在危急时刻宁愿自己承受痛苦也要救下被误

伤的孩童；她敢爱敢恨，察觉到自己对宁生心

生爱意便毅然还阳奔赴爱情，发现自己被利

用时则勇敢反抗；她开朗活泼，与宁生的互动

也尽显大胆和主动。

相较而言，宁生的形象基本遵循了大众

对书生形象的固有认知。他腼腆羞涩，面对

小倩恪守礼仪，然而在危险面前，也会毫不犹

豫地守护小倩。他的身上有作为读书人对天

下百姓的怜悯关怀，也有为爱人决然赴死的

坚定信念。为了强化这种性格上的反差与张

力，导演也在故事的最后为宁生安排了关键

的剧情反转和为救爱人的打斗戏码，为观众

呈现了一位为爱情甘愿奉献一切的深情男子

形象。

配角们同样经历了现代化的改编，被赋

予了全新的形象与独特的故事线。例如，天

师燕赤霞被改编为一个年轻聒噪、好赌却逢

赌必输的青年形象。他身上的武器匣摒弃了

传统概念中“上古神器”的神秘端庄，采用了

类似“开盲盒”式的设定，成为一个收钱办事、

但技能随机的“许愿机器”，这一设定也为整

部电影增加了许多趣味性。“千年树妖”姥姥

则脱离了反面角色的人物设定，被刻画成一

位曾被情所伤，却仍在关键时刻助力小倩爱

情的女性长辈。尽管她也对小倩特殊的体质

有所企图，但其初衷还是出于对小倩的保

护。一句“外面的世界，不过是更大的兰若

寺”以及看似随手留在宁生身边的树种，无不

彰显了姥姥作为长辈对小倩的关照。就连电

影中最大反派青衣“黑化”的缘由，也并非情

爱纠纷，而是源于对“不作为的领导”——“阎

王”的不满与反抗。这样的变化也为了契合

当代年轻人的真实体验，使故事更具时代

气息。

在对剧情的改编方面，《小倩》与87版电

影《倩女幽魂》有着导演精心埋下的丝丝关

联，但也增加了部分全新的设定。为了增加

故事的丰富性和情节矛盾，导演为小倩新添

了“玄阴之体”的特殊设定。因为这一特殊体

质，兰若寺的姥姥、地府的青衣、天师燕赤霞

以及香宝斋中的捉鬼师等各方势力都对小倩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寻求破解驱鬼咒以获

自由的过程中，不慎暴露身份的小倩成为各

方势力争夺的对象。这一系列捉鬼打斗场面

构成影片动作戏的关键部分。

在主题的核心叙述上，导演没有放弃对

真爱的描写，并对“真爱至上”展开现代性的

反思。电影对“真爱至上”的呈现极为大胆。

在“恋爱脑”饱受诟病的当下，导演却坚持让

宁生（宁采臣）和聂小倩踏上“真爱可跨越生

死”的征程。无论是小倩愿意为了与宁生相

守还阳还是宁生愿意为了小倩的快意人生牺

牲一切，都展现了导演对真爱作为跨越生死

力量的看重。在最终与青衣争夺能量的片段

中，小倩所喊出的“管天管地，不如管好你自

己”这句台词不仅作为整部电影里小倩的口

头禅，也是导演对冲破枷锁、寻找真爱的深刻

诠释。

影片结尾，导演在音乐的选择上也放置

了自己的“私心”。他选择了张国荣演唱的粤

语版《倩女幽魂》主题曲作为结尾处新故事开

启时的背景音乐。当成为宁采臣的宁生再次

出现在兰若寺时，此时的小倩已经没有了电

影开头为了完成姥姥的任务时的故作娇媚，

眼神中充满着对故人重逢的喜悦。电影也随

之进入尾声。因此，在路演的过程中也有观

众提出，“这部《小倩》像是电影《倩女幽魂》的

前传”，可见导演借此传递自身情怀的同时，

也引发了观众共鸣。

多维画面共建爱情神话

除了在剧情和人物的创新探索，在电影

画面的创作中，导演秉持着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的基本理念，通过水墨写意和写实画面相

结合的方式，将中国古典之美与玄幻色彩相

结合，为观众打造出一个丰富多彩、奇幻绚丽

的“阴阳两界”。《小倩》中兰若寺的场景着墨

不多，因此可描绘的场景有限。导演增加了

许多小倩和宁生在寻找破咒之法和还阳之路

的途中的自然景色和城镇风光，还重点刻画

了地府世界的场景，黄泉浴、幽冥殿等独特场

景的设计展现了导演不俗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导演还巧妙地在影片中融入了许多中国

传统非遗艺术，如小倩和宁生欣赏的皮影戏

以及小怪那源自浙江宁海“耍牙”艺术的尖牙

等细节设计，都体现了导演对传扬中国传统

艺术的信念。

《小倩》在画面的处理上还有一段自己独

特的巧思。在黑白无常使用“封魂球”试图抓

捕小倩的桥段中，导演巧妙地使用了三维画

面与二维画面转换的方式，提示观众两位主

角正在以“魂魄”的形式从“现实世界”进入地

府世界。相较于三维画面，二维画面的色彩

更加浓烈，画面刻画也更为细腻入微。导演

用画面的快速滑动展现两位主角跌落十八层

地狱的惊险场景。二维画面同时也作为连接

前世今生的碎片支点。当小倩在最后关头终

于得知她与宁生的前世故事后，环绕在宁生

和小倩身边的许多记忆“碎片”不仅生动地提

醒着观众两位爱人深厚的情感羁绊，更回顾

了他们一路走来所经历的故事。这种二维与

三维画面的转换并不突兀，不仅增强了影片

的视觉丰富性，也进一步深化了故事的叙事

节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叙事相结合

的观影体验。

当然，影片中的二维与三维画面的转换

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从三维画面进入二维

画面的路径设计得相对顺利合理，但是自此

而出的后续剧情却略显生硬。黑白无常所言

的被“封魂球”禁锢的魂魄不能随意脱离的设

定似乎并没有得到印证。在小倩和宁生在黄

泉中拥吻后，二维画面戛然而止，镜头随即转

向正在熟睡的小倩，不免让观众产生疑惑：这

段冒险是否为小倩所做的噩梦？若为噩梦，

那么黑白无常的一路追逐就无法解释；但若

非噩梦，小倩和宁生又是如何脱离“封魂球”

的束缚的？这一系列疑问的产生无疑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观众的观影体验与对剧情的

理解。

虽说可以看见导演在大部分场景画面上

的用心，但在人物的刻画上还是略显单一。

除此之外，或许是因为电影制作的整体预算

的限制，部分人物的建模不够精美，人物动作

也相对生硬，相较于二维画面的细节刻画，三

维画面缺少细节，整体协调性也略有不足，尚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016年一次突如其来的逆天火灾把巴黎

圣母院这座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宗教圣地、

完全哥特式教堂置于行将覆灭之境，近期经

过修复重建焕然一新。电影《燃烧的巴黎圣

母院》就是一部以这场火灾为表现对象的剧

情片，但却是一部独特的电影。该片导演让·
雅克·阿诺是法国功勋级别的导演，一向与中

国友善且文化交流很多。《狼图腾》（2015）作

为一部中法合作拍片的佳作，呈现了超越时

代的环保、生态、自然文明等世界性主题，是

中外合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燃烧的巴

黎圣母院》也超越了单纯记录一次巴黎圣母

院火灾的纪实电影，而趋向灾难电影类型，趋

向一种具有史诗气质的“事件电影”，从而籍

由对火灾和火灾中人的表现，表达出“人类文

明的重要角色在灾难面前的脆弱与坚强”的

主题意蕴。

纪实与虚构的变奏与交响

该片从一个第一次上班，专管火情警报

的工作人员开始，像生活流新现实主义纪录

片一样严格按照时间轴来叙事，以大量的影

像运动铺垫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巴黎每日

生活，营造着大火发生前的富足、安详气氛和

日常气息。影片的纪实风格追求颇为明显，

几可乱真。整部影片围绕火灾如何发生，如

何被人发现，如何慌乱应对，如何虔诚祈祷，

又如何众志成城，一直到火被扑灭，完全是顺

时针线性时间叙事，就像纪录片一样还原了

这场令人痛心的火灾。

为了增强这种纪实感，影片大量模拟，试

图真实再现火灾现场。据悉，筹备期间，阿诺

和团队在网络上征集人们在火情发生时拍下

的影像资料，最终收集到3万多条视频素材，

并对这些影像素材进行分析。同时采访了参

与此次救援的一百多名消防员，力求在坚持

新闻事件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电影

叙事。

在此基础上导演让-雅克·阿诺在这部

电影中采用的大量巴黎圣母院外部燃烧视角

的竖屏影像。于是看这部电影时，常常觉得

电影是用了当时的新闻镜头或照片。但实际

上据说并没有用太多这些真正的新闻材料，

除了这一部分外部燃烧视角的竖屏影像，超

过95%的镜头都是在摄影棚或其他教堂内用

真火实景拍摄的。

《巴黎圣母院》是一部以真实发生过的事

件为对象，以纪实的表象进行虚构和叙事的

剧情片，一部灾难类型电影。该片采用

IMAX特制拍摄和超大银幕放映，高清画质，

真实的音响效果等手段，极力营造沉浸式氛

围，使得巴黎圣母院火灾事故虚构性剧情化

而再现于大银幕。这种依靠成熟的技术营造

出的现场沉浸式画面带来的宏大沉浸感，加

之上帝般的全景视角，极易引领观众沉浸式

地感受体验到那场火灾的全过程。

荷兰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曾经说过，“当

代纪录片的趋势是故事片向纪录片靠拢，纪

录片向故事片靠拢”。因此，故事片与纪录片

界限日益模糊。《燃烧的巴黎圣母院》也有这

种特质，即致力于新闻事件真实性与电影创

作艺术性的平衡，通过纪实/虚构的变奏，对

两者界限的有意模糊，使影片称得上是欧洲

电影传统、法式浪漫与美式剧情、灾难类型和

奇观追求的融合。

英雄群像：温情的圣殇与人性的救赎

灾难电影的主角总是英雄，《巴黎圣母

院》所讴歌的，恰恰也正是一些忠于职守，热

爱法兰西文化，有着宗教虔诚和文化自尊自

信的普通人英雄，是群像式的“英雄”。导演

采用了多重视角，集中且全面地呈现这场火

灾事故24小时内发生的状况，圣母院员工、

消防队员、政府官员、游客、民众等，都是电影

的角色，是故事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第一批进入火场的消防员都非常年轻，

有的仅19岁，还有两位是女消防队员，都是

第一次参加实际救火。进入火场前通过嚼口

香糖抑制紧张心情。但她们一到火场就与火

情斗智斗勇，勇毅前行，展现出英勇无畏、恪

尽职守的职业精神。正是救火的普通年轻消

防员的努力，得以让巴黎圣母院的建筑主体

和两座塔楼留存下来，教堂文物也得到妥善

转移，没有重大损失，救援中更无一人伤亡。

法国消防队是部队编制，所以两个现场指挥

的将军的形象也颇为生动。一方面，他们以

沉着冷静的经验和魄力指挥救火，一方面又

恪守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人道主义原则，爱

护下属，不让队员以生命冒险。他们强调消

防员的职业信条——可以为援救生命而牺

牲，但不能为援救石头而牺牲，无论它是怎样

的石头。因为建筑倒了还可以重建，生命逝

去无可挽回。

该片还探讨了火灾背后的人为因素和社

会责任，委婉地批评了安全管理的疏忽。影

片在失火原因上做出自己的暗示，但这些暗

示又是多元的，并无特指，只是可能，例如电

器设备的年久失修和电路短路，施工现场疏

于管理，可燃物随意丢弃，施工工人烟头乱

丢，有烟头被风卷入教堂，教堂管理者不专

业，大意麻痹，临阵慌乱，看到手边灭火器都

不用起来只管跑，失去了灭火的最佳时机。

这些细节，与其说是确实存在的火灾隐患，不

如说是导演的思考和分析，也毋宁说是影片

对以后此类文化遗产防火的“寓言”和预警。

影片的反思还不止于失火，也反思了救

火的延迟，巴黎交通的瘫痪，对消防车的堵

塞，第一批到达的消防队只有 9 名成员——

显然，在导演看来，仅仅重现灾难本身和揭示

原因是不够的，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向观众

传递怎样的正能量主题，化灾难为警策，为启

示，为文化文明的弘扬，才是最重要的。不同

于一般灾难片往往表达对人类与命运艰难抗

争的歌颂，该片展现了人类面对不可抗力时

的弱小与悲哀，面临百年文明即将化为乌有

的无可奈何，正是这样的真实迸发出了震撼

人心的力量。通过工作人员与救火队员的限

制视角与全片的全知视角的交替进行，将人

物的各种行为一一再现，有对社会现实的反

思和自嘲但没有高调的道德审判，但有无言

的惋惜、捶心的痛苦，影片实际上是沉着而冷

静地揭示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样一个真理。

巴黎圣母院作为著名的宗教场所，宗教

文化角度的关怀必不可少。导演以一种宗教

的悲悯达观的情怀表现了灾难来临时亲历者

的无助与惶恐、悲怆与感动。导演善于用小

人物塑造和细节表现，消防队员之外的诸多

小人物，那些路人甲乙丙丁也非常精彩，于无

声处蕴含满满的情怀情感。除了发现火灾和

救火，影片最重要的剧情是基督教圣物荆棘

王冠的抢救。从某种角度看，这顶荆棘王冠

是电影剧情的类似于“麦格芬”的东西，成为

一种至关重要的情节装置，它推动情节的发

展，为推动情节提供动力，但它并不影响救火

故事本身，却是一种情节的“润滑剂”。抢救

荆棘王冠成为救火之外最富有戏剧性和喜剧

性的平行情节。匆匆往回赶，一路磕磕绊绊，

遭遇各种窘境的教堂管理经理，成为电影的

喜剧调味担当。王冠的真假风波陡起，第一

次抢救下来的王冠却是为了防盗而做的仿制

品，几乎让人哭笑不得，保险柜密码的忘记和

惊险复得，都浸染了特有的法式幽默，在严峻

无情的大火和悲情中作了心灵的舒缓和情绪

的缓冲。

总之，导演在烈火熊熊，危机四伏的剧情

中将法式浪漫幽默和温情乐观表现得淋漓尽

致，传达了法国人虔诚的宗教信仰和豁达的

文化精神、文化魅力。或许可以说，一次不幸

的火灾，却因为一部电影而因祸得福，让巴黎

圣母院更加有名，更成为法国文物展示、旅游

宣传的活广告、法国文化弘扬的鲜活教材。

这就是艺术的力量、电影的力量。

（作者为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

《小倩》：为经典爱恋注入现代灵魂
■文/章 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