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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方华

仅从名字上看，这部影片已经带有

明显的林育贤电影标签——其几部重

要作品《翻滚吧！男孩》、《翻滚吧！阿

信》、《翻滚吧！男人》无一例外是“动

词+！+名词”，这部《跳舞吧！大象》一

如既往地顺延这种语法逻辑，并将其中

的名词沿用了他曾经的影片《大象男孩

与机器女孩》中的“大象”一词。

翻过这些充满名词与感叹符号的

影片名称，我们似乎很容易感受到影片

所要传递出的信息——励志！作为同

一语式片名的《跳舞吧！大象》，看上去

是寻着老路在走，但看过影片后会发

现，林育贤的这部大陆电影尽管不乏励

志、成长的意味，但主题、风格与调性却

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以往相比，《跳舞

吧！大象》一方面着力于以人文关怀去

接近对人性的探微与抚慰，另一方面，

置入更多喜剧的元素，以狂欢般的喧闹

加以呈现。如此高起点的立意，辅之以

浓烈的煽情、喜剧感的包装，令这部充

满理想主义执念的影片，在理想与浮夸

形式之间各自漂移，很难聚合。

对于影片的这一特点，笔者从几个

关键词入手做一解析：“大象”、“跳舞”、

“赢一次”、“感叹号”，希望从中更好地

理解影片。

“大象”：笨拙而沉重活着的人们

影片之所以取名“跳舞吧！大象”，

并在片尾将影片“献给所有笨拙而沉重

地活着的人们”，缘于导演对“大象”的

理解自有其深意：林育贤曾在《大象男

孩与机器女孩》中把唇裂男孩祥祥称为

“大象男孩”，祥祥的辛酸身世对应的不

是大象高大、威武、有力的一面，更多的

是其笨拙、沉重与无法言说的辛酸一

面，导演赋予了“大象”自己的寓意。《跳

舞吧！大象》中昏迷15年、胖成大象一

样的春夏，夜总会跳钢管舞谋生、经常

被骚扰的芊芊，考托福屡战屡败的小

果，被头浇洗脚水的洗脚妹白糖，以及

自暴自弃、在老年人堆里搓麻的舞蹈老

师皮春鹏，这群生活中不得志的Loser，

正是片中皮老师屡屡提及的“被生活揍

趴下的人”，也是导演眼中“大象”一样

的人群。

影片之所以定位于“大象”人群，想

必与其普遍性存在不无关联。自古便

有“人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之说，对

于每一个人而言，生活的磨难或轻或

重，欢乐总显得短暂而易忘，而痛苦却

像黏腻的水苔挥之难去。正因为笨拙、

沉重的状态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存在于

大多数人生活中，即便在外人眼中光鲜

亮丽的成功人士，其内里或前史也未必

不是一本辛酸账，所以，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每个人都是影片隐喻中的“大象”。

影片对“大象”这样一种普遍化存

在的人群、状态的关注，彰显出其人文

关怀的普世价值观。理论上讲，这种以

人为本的创作理念已经占得先机，更容

易通过他们的故事和经历引发广泛的

共鸣，吸引更多的关注。

“跳舞”：寻回初心，找回自我

对于“大象”这一人群，影片设定的

叙事路径是寻回初心，找回自我，从中

可以看出其意欲传递出的对个体生命

的关注和尊重。

在旁观者看来，如果跳舞能够解决

问题，那么这个世界就容易多了；但对心

怀执念的人来说，跳舞或许是他们认知

自我、解决困境的唯一路径，正如影片中

皮老师对姑娘们说的：《天鹅湖》中的天

鹅之所以一直跳舞是要记住自己是谁。

影片中，昏迷 15 年的春夏也像被

魔鬼诅咒了的天鹅公主一样，跳舞不仅

是她的初心、梦想，更是她寻找自我的

路径。十五年前参加少年宫芭蕾舞比

赛前的那场车祸，不仅夺走了春夏的人

生与梦想，更在醒来时见到自己笨重、

肥胖的外貌时完全迷失，痛苦、陌生、困

惑让心智停留在13岁少女时代的春夏

无法接受，甚至要自我了断。这时，曾

经热爱的跳舞成了拯救她的最后一根

稻草，成了她获得重生的途径。

片中，春夏不止一次与伙伴们说，

如果那次的《四小天鹅》参赛了，他们的

人生会怎样呢？每一次的提问后，都是

四人无言以对的迷惘。人生没有虚拟

句，但有初心与自我。如果能够不忘初

心，找回那个曾经热爱舞蹈、热爱生活

的自己，她们就有可能呈现出“大象”的

另一面——威武、有力。跳舞就是牵着

她们去寻找的红线。

对于片中潦倒的男主角皮老师来

说，舞蹈同样是照亮他人生的光束。父

亲的不理解、舞台上的被砸场、情感的

波折、同事的举报等人生的不济，几乎

浇灭了皮老师心中的那束光亮，他自暴

自弃，苟且偷生。影片通过春夏跳舞的

热血激情，唤醒了他，让他意识到“被生

活揍趴下的人，也应该有赢一次的权

利，现在就认输，为时太早了”。

影片对春夏和皮老师如何找寻初

心、寻回自我着墨颇多，没有太多宏大叙

事，只是试图通过一些人物的内在变化、

细节，呈现出比一般励志片更深层的合理

性与人文性。比如皮老师在春夏跳舞热

情的一次次感召下，心底那束几乎燃灭的

光，重新点亮，发出了“赢一次”的誓言。

“赢一次”：与生活和解

影片将“大象”们的行为目标设定

在“赢一次”上，试图通过“赢一次”达到

寻回初心、找到自我这一终极目的。所

谓“赢一次”，意味着习惯了被生活揍趴

下的人，通过个人努力得到认可、受到

尊重，虽说很理想主义，但无疑是艰难

的。正因为其不易，所以，“赢一次”就

显得尤为珍贵。

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对“赢一次”的

定义打破了常规。片中，春夏说过她知

道比赛不会成功的；皮老师也说过，参赛

的十个小组出现失误的情况下也比春夏

们强多了。但他们努力练习，破除节目

制片人的种种人为障碍，终于站到了舞

台上。在《四小天鹅》和《莫妮卡》的旋律

中，春夏们展现了最好的自己，但最后，

她们没有得奖。影片打破了“屌丝”逆袭

成功套路，而是让她们通过努力，得到尊

重和认可，找到内心的快乐，重新点燃人

生新的希望。这就是她们的成功，是“大

象”们的“赢一次”，并以此与生活和解

——卸掉沉重的包袱，珍惜生活。

影片将春夏们设定如此，皮老师又

何尝不是？影片用“赢一次”过程的艰

难与残酷促使皮老师去正视自己的内

心，父子关系、师兄弟关系，似乎都在

“赢一次”的勇气和践行中得到了和解，

并在这一过程中找回了跳舞的初心。

应该说，影片将“赢一次”进行了提

升，告别了庸俗成功学的功名利禄概念，

而将“尊重、认可、快乐”等内在感受作为

成功标准，体现出关注人性、关注正能量

的价值取向。对于庸俗成功学、厚黑成

功学，给予了反击。片中节目制片人许

老师不仅是当年污蔑皮老师的举报者，

更是“舞蹈改变不了命运，不择手段才可

以”的践行者，作为影片价值观的反面形

象，影片结尾安排“大象”们打败了节目

制片人，成功登上舞台，完成正确价值观

战胜错误价值观的漂亮一击。

“感叹号”：无力的狂欢

观看这部影片时，很难联想到这部

影片是《翻滚吧！阿信》的导演和《绣春

刀》的编剧创作的，虽然立意的高度还

在，但呈现效果难以服人。也许可以理

解为导演来内地创作后的水土不服。

正如《跳舞吧！大象》片名中的感叹

号一样，影片用喜剧式的狂欢刻画人物、

设置情节、驾驭节奏，将“大象”、“跳舞”、

“赢一次”在喧哗的喜剧桥段中得以呈现，

试图用喜剧手法去呈现一段昏暗的人生时

光。但也许是“大象”过于沉重和庞大，影

片试图营造的这场狂欢似乎并未如人意。

首先来看女主角春夏这一人物的

设置。春夏的经历固然让人心酸，但影

片硬让一个连走路都不怎么利索的二

三百斤胖子跳天鹅舞、跳现代舞，从视

觉上和心理上看无疑都是违和的。虽

然影片试图打破这种偏见，但这恐怕不

是偏见的问题，而是生理和心理的问

题。如果无法从春夏的舞蹈中看出美

感或美好，那么影片贩卖的就是“胖子”

的喜剧性了，如《瘦身男女》、《胖子的天

空》等，无不如此。对“胖子”的喜剧消

费本也无可厚非，但舞蹈与胖子的天然

相克，使得连走路都会震天响的春夏这

一角色的喜剧感总是透着那么一股尴

尬，这份尴尬来自影片试图赋予她的跳

舞初心。人物形象的违和，令“初心”从

一开始就像是硬贴到她身上的标签，无

法融入其中，更难以引发观众共情。

影片风格上主打喜剧牌，但令人遗

憾的是片中几个主要桥段颇有点“狗

血”：皮老师奇葩的舞蹈培训模式——观

摩舞厅老头老太太交谊舞来找气质、与

小学生一起跳皮筋找节奏、跳舞机上找

感觉；春夏等四人参加“自由舞蹈比赛”，

搞笑的摩的装和夜总会式的舞蹈风格以

及中途的破绽百出，将披风扔到评委老

师头上、白糖和小果的撕扯等闹剧；皮老

师带着春夏们穿上了痔疮膏广告的人偶

服，走上大街摇头摆尾喊着痔疮膏的广

告词等等。且不说这些桥段恶俗与否，

关键是对于刻画人物以及前文所述试图

建构的高立意又有几分关联？脱离开人

物与主题追求的喜剧快感，犹如隔靴搔

痒或生贴上去的狗皮膏药，给人无力又

生冷之感，不能不说是失败之笔。

通过对上述几个关键词的分析，我

们可以感受到《跳舞吧！大象》创作者

在主题、立意上的良苦用心，以及其令

人遗憾之处。单就影片的立意、践行路

径、价值目标来说，每一项都体现出影

片的高远不俗；但就观影效果而言，并

未达到前述水准，甚至可以说很多地方

差强人意。衡量一部优秀影片，好的立

意、好的初衷固然重要，但用什么方式

能够将其表达出来、传达出去，更为考

验创作者的才华和驾驭能力。虽说近

年来以《战狼2》为代表的用类型片形式

包装主流价值观的影片有了成功的先

例，但在实际创作中，能否得到观众和

市场的认可还很难说。《跳舞吧！大象》

有其高远的立意、充满正能量的价值

观，但在与喜剧类型结合时遭遇的尴

尬，恰恰说明这一范式在实践过程中的

有限性。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这是

创作者的修为与艺术功力决定的。

（作者为《当代电影》副主编、编审）

仲夏夜，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电

影频道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荣誉的电

影《鼠胆英雄》在大众期待中公映，这是

喜剧片的一小步，却是中国新主流电影

的一大步。中国喜剧片继周星驰的《西

游》系列、徐峥的《人在囧途》系列以及

沈腾的“开心麻花”系列之后，又有了岳

云鹏的“萌贱小人物”系列。从《从你的

全世界路过》到《断片之险途夺宝》，作

为配角的岳云鹏，戏份不多却令观者记

忆深刻，足见其演技已趋成熟。为其量

身定制的《疯岳撬佳人》、《祖宗十九代》

更是将人物从“呆萌”到“鬼灵”的大反

转展示的饶有趣味。虽然残留着小品

表演的痕迹，但是演员对角色的性格呈

现还是很有想法的。

新世纪新主流电影急流勇进，牢

牢占据了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出现

了《战狼 2》、《红海行动》这样的战争

大片，《流浪地球》这样票房超过40亿

的科幻片，《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

降世》这样口碑爆棚的动漫电影。当

然还有动作片《叶问》、《动物世界》；爱

情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前任》系

列、《后来的我们》；文艺片《黄金时

代》、《芳华》、《推拿》、《无问东西》、《江

湖儿女》、《天长地久》，恐怖片《京城

81 号》、《杀生》；甚至纪录片《喜马拉

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唯有喜

剧片在“贺岁片”《疯狂的石头》系列和

《人在囧途》系列之后一度陷入低谷，

少有佳作出现。《鼠胆英雄》的上映标

志着喜剧电影的复兴，也使得新主流

电影的阵容更为齐整，为电影产业的

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情节剧的典范

国产喜剧片往往是演员先声夺

人，重表演而相对忽视叙事，很少有经

得起推敲的情节。《疯狂的石头》系列

和《夏洛特烦恼》、《缝纫机乐队》、《羞

羞的铁拳》、《西虹市首富》等片也都有

这样的缺陷。故事荒诞，人物关系凌

乱，再加上一夜暴富、男扮女装、身份

互换等略显生硬的设计，饱受诟病。

《鼠胆英雄》的导演束焕擅长编剧，非

常注重电影的情节线，真正做到了叙

事主线突出，枝蔓条分缕析，在剧情发

展中埋下草蛇灰线，前后有呼应。剧

中的主人公上海滩青帮小喽喽闫大海

只是青龙帮里一个很怂的小混混，不

思进取，得过且过。在意外得知自己

患上癌症只能活三个月之后，闫大海

想到了用“找死”来赚取一笔抚恤金帮

女神杜卿赎身的计划。然后是奇遇连

连，情节惊险刺激。先是闫大海阴差

阳错做了警察立了功，开始以警察的

身份打击斧头帮，抓毒贩。然后是意

外干掉了日本大毒贩哲寿，实现了从

小喽喽到大英雄的华丽变身。接着又

是一个剧情大反转，警察局长、市长等

幕后大毒枭出手，闫大海陷入背水一

战的绝境。最终抱着与局长同归于尽

想法的闫大海却赢得了胜利，也收获

了爱情。吹尽狂沙始到金，身逢乱世，

因为良知未泯，一个小人物实现了自

己的英雄梦。个体英雄的叙事主线加

上闫大海追爱一曲三折的叙事副线使

得整部影片情节紧凑，充满悬念，很有

娱乐性。

电影终归是表演的艺术。相声演

员出身的主演岳云鹏在塑造“一根

筋”性格的傻小子闫大海这个形象上

颇为用心，做到了内心戏激烈，微表情

丰富。在收租回来向雷佳音饰演的二

当家复命的那场戏中，一边是没完成

任务没法交差的紧张害怕，一边是得

到了女神照片犯花痴的兴奋，忧喜交

加的心态完全靠表情和肢体语言来呈

现，将胆小又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主角

形象很快“立”了起来，很有感染力。

在乱枪之中闫大海英雄救美的这场戏

又充满喜剧性。对着枪口直冲而上的

闫大海被溅的一脸鲜血，惊惧中的他

本能地转身逃跑，这个动作清晰地诠

释了人物身上鼠胆的一面。在向杜卿

坦白自己身患绝症的一场戏中，眼角

挂着泪滴的闫大海圆睁双眼大声嘶吼

道，“我马上就死了！”人物绝望的情绪

一下爆发出来。就像影片《从你的全

世界路过》中同样由岳云鹏饰演的猪

头满街泪奔狂追柳岩饰演的娇妻燕子

的那场哭戏一样煽情。更比《断片之

险途夺宝》岳云鹏饰演的海豚饲养员

对海豚宝宝的表白看似真挚的多。喜

剧片中女星往往起着花瓶作用，很少

有影片《功夫》那样精巧的设计，就是

一个小角色也能对观众形成强烈的冲

击，如哑女芳儿、包租公包租婆和火云

邪神。《鼠胆英雄》中的女明星也极为

出彩。佟丽娅饰演的舞女杜卿性格鲜

明，精明干练。在欢场上曲意逢迎，游

刃有余。在生活中她却是一个借高利

贷给父亲治病的坚强女孩。而且敢爱

敢恨，不畏权势。在跟着闫大海抓毒

贩的过程中，女主角爽朗又勇敢的一

面充分展示出来。《鼠胆英雄》中的杜

卿这个人物可以与《新龙门客栈》中张

曼玉饰演的老板娘金镶玉、《青蛇》中

同样由张曼玉饰演的小青、王祖贤饰

演的白蛇白素贞等经典形象相媲美。

此外饰演花姐的蔡明，饰演警察局长

的韩童生，扮演二当家的雷佳音这些

“老戏骨”更是炉火纯青，往往一个眼

神、一个小动作就诠释出人物的内心

和性格，屡屡造成“抢戏”的观感，意外

增强了影片的喜剧效果。

《鼠胆英雄》中的场景设计很有大

片范。霓虹闪烁的夜上海，林立的店

铺招牌，杜卿出台表演时如潮的粉丝

更是直逼鸟巢举办大型演唱会的现场

盛况。就是一个小小的“大海生煎铺”

也搭的文艺范十足。一个木制的露天

吧台，拱形山寨门似的门脸上横挂着

酒旗般杏黄色的布幡，圈着蓝底暗红

的招牌。老板娘杜卿围着一条白底粉

红碎花的围裙，清丽动人。还有影片

中丝丝入扣的配乐，偶尔插入的弹幕

似的动漫，富有韵味。

类型电影的突破

类型电影是市场的主力，好莱坞、

华莱坞、宝莱坞、尼莱坞大片竞争之势

愈演愈烈。《摔跤吧！爸爸》、《起跑

线》、《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在中国市场

反响不错。《战狼2》、《红海行动》、《流

浪地球》等国产大片也进入了北美市

场，票房近千万。类型电影突出的是

生产性，如《无间道》、《反贪风暴》、《疯

狂的石头》系列，因为创造了观众印象

深刻的人物形象，所以能围绕着这些

形象创作新的故事，延续下去。《鼠胆

英雄》是一部具有生产性的喜剧片。

影片不仅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而

且有着可以不断扩展的剧情。《鼠胆英

雄》摒弃了夸张的表演和恶俗的笑料，

将喜剧和警匪片两种电影类型相结

合，以情节推动人物性格发展。像闫

大海勇闯飞乐门舞厅，杜卿的智斗轩

爷这些带有小品色彩的场面都是点到

为止，非常注重情节的流畅性。《鼠胆

英雄》努力还原出十里洋场的繁华盛

景，营造出大场面的效果。气势恢宏

的飞乐门全景、灯火通明的上海滩码

头、空旷森严的警察局大厅、风格独树

一帜的“青龙帮”老巢，挂满各种招牌

如百荣央行、安华百货、大舞台、汉代

水煮、仁丹、止痛片、乐口福麦乳精广

告招贴的老上海夜景。影片中的每一

处场景设计都很考究，契合了时代特

征。《鼠胆英雄》是一部格外注重电影

语言表现力的电影。闫大海和警察局

长、闫大海和杜卿等几处双人相处的

场景几乎没有对话，人物只用眼神交

流，举手投足，很有默契，有些默片的

蕴藉，明显地看出《三岔口》、《山中传

奇》、《枪火》等电影中经典场景的承继

性。《鼠胆英雄》中浓墨重彩渲染的老

上海繁华市景，比起以海派风韵知名

的电影《花样年华》、《海上花》、《罗曼

蒂克消亡史》来说也不遑多让。还有

电影中那一幕幕如《出水芙蓉》中的花

样游泳一般靓丽的歌舞场面，别具匠

心的配乐，电影插曲……《鼠胆英雄》

的确是近年来国产片中为数不多的一

部高完成度电影。

最有意义的是主演岳云鹏的小人

物系列电影的突破。《鼠胆英雄》中相

声演员岳云鹏成功塑造了一个令人印

象深刻的平民英雄形象闫大海。演员

不仅仅是插科打诨、逗趣搞怪，更多的

是在对人物理解基础上的完美呈现，

注重人物的内心动作。中国的城市喜

剧有着深厚的传统，从陈佩斯的“二

子”系列，冯小刚的喜剧系列到徐峥的

《人在囧途》系列。或许从《鼠胆英雄》

开始，岳云鹏也能创造出具有个人风

格的喜剧系列。

大时代的阴晴小人物的悲欢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电影从来

就不是简单的娱乐，对人生有着启迪

的意义。中国观众对影视作品中的艺

术形象有着强烈的情感倾向，并且投

射到生活中。新世纪新主流电影也产

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品，《我的

1919》、《生死抉择》、《湄公河行动》、《解

救吾先生》、《战狼》系列、《红海行动》、

《亲爱的》、《找到你》、《流浪地球》等影

片都有着感人的形象。作为一部喜剧

片，《鼠胆英雄》没有架空历史，而是有

意将故事背景设在了民国时期的租界

——歌舞升平的大上海。黑帮、舞女

和买办，还有洋人，各种势力横行，一

幅殖民地社会上层末世狂欢的图景。

伴随着的是小人物的生活艰辛和绝

望。电影《鼠胆英雄》采取了典型的情

节剧模式，讲述了一个癞蛤蟆和白天

鹅终于相爱的故事，带有白日梦的色

彩。但是又能让观众清晰地感受到底

层民众相互之间的同情，还有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守护良知的勇敢和坚强。表

现普通人，表现他们的坚持，在这一点

上，《鼠胆英雄》和《喜剧之王》、《长江7

号》、《港囧》等喜剧经典是一脉相承的。

喜剧片作为一个重要的电影类

型，是电影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却

又和演员表演息息相关，很难说清楚

是演员成就了电影还是电影成就了演

员。就像《鼠胆英雄》和主演岳云鹏、

佟丽娅。但是，电影最重要的是要有

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也只有这样的影片才能成为经典，如

《喜剧之王》和《我不是药神》。从这个

角度看，《鼠胆英雄》仅仅是中国喜剧

复兴的一个开端，在挖掘生活回应现

实问题以及电影的个人风格的追求等

方面，这部电影的主创以及中国的“欢

乐喜剧人”还有更长的创作之路要走。

（作者为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

教授）

《跳舞吧！大象》：

难以聚合的理想与现实

《鼠胆英雄》：喜剧片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