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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军

《疯狂斗牛场》版的
“我命由我”

90 后成为电影市场主力军的

结果之一便是一股新潮电影骤然

崛起。这股电影市场浪潮的标志

是更主张自我，更正能量，更不畏

天命。《哪吒》成为了它的标志，而

接踵而至的超现实主义动漫电影

《疯狂斗牛场》就是这股浪潮的又

一个代表作。

就像市场会刮起病毒传染一

样，《疯狂斗牛场》在“我命由我不

由天”上走得更猛。而故事主角竟

然是一只公牛，整个剧情则是公牛

王国带引着动物世界的起义。

动漫电影在超现实主义上往往

更形激烈，原因是画面设计与故事

想象更能够天马行空。从经典的

《大闹天宫》到当下的《哪吒》，没有

天马行空的想象基本就做不成动

漫电影故事。这部《疯狂斗牛场》

的设定场景是人类骄横无耻，企图

把整个动物界变成任其宰割的屠

场，不单是宰割，而且还要取乐，动

物界开始了既无安全感又无尊严

的悲催生活。

就这样，地球变成了魔界，首先

觉醒的是公牛王国。他们要反抗

人类的暴政，夺回自由的生活。这

是 一 个 几 乎 演 绎 得 活 生 生 的 故

事。公牛的主角就是“锐利”，他的

战场就在斗牛场上，他必须挑下野

蛮的人类选手，然后带引全体公牛

发起攻击，控制这个由人类实施霸

凌统治的城市。

故事奇之又奇，动物界团结起

来了，上百种动物跃然于大银幕

上，而斗牛场的战争仅仅是整个起

义的开始。

我们来看看这部“武装斗争”波

澜壮阔背后更多的文戏，因为在武

戏作主题的电影中，灵魂在文戏

上。这是一切武戏为主的电影成

功的秘密所在。

《疯狂斗牛场》的精彩文戏是编

剧黄军先生的大胆安排，首先影片

全方位塑造动物界的悲催生活，它

们生活的农场，它们被戏弄的斗牛

场，它们还要做人类的“奶妈”！之

后，影片的文戏进入核心，一个动

物联合国有了自己的领袖，公牛王

国开始了秘密的策划，整个反抗起

义充满了公牛王国的智慧和理想。

公牛领袖的精神境界之深邃反

衬出了人类的愚蠢与贪婪，令人击

节称奇。这是一部把智谋和智慧

放在前面的动漫大电影，它让我们

看到了一场成功的战斗源自于公

牛们的整体战略战术。

首先是师出有名，正气凛然，其

次是精心准备，反复演练，第三是

选择时机，毫不盲动，第四是边打

边谈、有理有节。和《哪吒》不一样

的是，《疯狂斗牛场》写的竟然是一

场整体战争，一次准军事行动，全

部环节在超现实主义外表下，活生

生地就是一部政治与军事行动的

教科书。

《哪吒》几乎是纯感性的，《疯

狂斗牛场》则是感性与理性交融，

有激情还要有智慧的人会从中学

会理性行事的方法。

影片的文戏最感人的是公牛锐

利和母牛温莎的爱情，这个爱情不

是悲剧的，而是张扬而热烈的。小

母牛温莎的心理渲染得非常细腻，

而他们之间的爱情表白又十分动

人，最后锐利和温莎的婚礼在决战

前夕铺排得完美而盛大，标志着动

物们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生

灵的自觉！

《疯狂斗牛场》调动起了全部电

影元素，包括镜头、色彩、景别、纵

深、声效和生灵交响乐，画面的视

听效果直达宇宙每一个角落。影

片把这场婚礼的张力展伸至每一

个观众的心底，它是《欢乐颂》，它

是《我 的 祖 国》，它 是《春 之 圆 舞

曲》！

《疯狂斗牛场》的有一个文戏在

城市的总统大楼里。战争在相持

中，但是一个动物联合国的会场居

然安排在了总统的大厅里。这是

很超前的，带点匪夷所思的设计，

但是这一场“谈判”有声有色——

《哪吒》是宿命的，悲情的，甚至是

罪恶的。但是，《疯狂斗牛场》却是

隆隆向前的，碾压对手的，高屋建

瓴的。

人类之魔——总统与国王是专

制的，又是狡猾的，但此刻则是胆

小如鼠的。这样一场公正而盛大

的审判设计在外面是紧张的战机

包围和坦克的瞄准当中，里面则是

狮子、大象、狼与狐狸，公牛、蛇、猴

子、老虎等等翻天覆地，尤作困兽

之斗的总统和国王彻底掉下任何

尊严，被往日所欺负的动物们折磨

的不成人样！

但这里是文戏，因为它并不表

现嗜血，而是动物界可怕的威胁。

这部影片在今天众多温文尔雅的

动漫电影中是非常另类的，因为它

不压抑兽性，而是让你去看看，谁

更加兽性，是动物还是人类的魔

头。《疯狂斗牛场》的伟大的文戏恰

在于此：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出来

混的时间太久了，动物们说，要还

了！

于是人类的魔头就要对自然界

和动物界的报复低头了。这是一

个了不起的寓言，也许是现实的寓

言而只是包装上超现实主义的外

衣而已。

这些年中国优秀的动漫电影有

着三个共同的成就，第一是充满寓

言的象征意义，第二是想象力前所

未有，第三便是思想锐利。

关于寓言的象征意义各有不

同，从《大圣归来》、《大鱼海棠》、

《哪吒》到《疯狂斗牛场》，寓言的象

征意义是在整个故事之中放在首

位的，而《疯狂斗牛场》的寓言意义

就在于“低人一等”的动物界可以

战胜在掠夺自然界之中走火入魔

的所谓“人类”。

这个世界最终往往是那些貌似

“低人一等”的类族创新创造的。

当然，寓言的深刻和表现形式

的缤纷多彩是统一的，这就是《疯

狂斗牛场》的绝妙之处，这部由陕

西铭达鑫雨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影

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影动画产业有

限公司联合制作的大型动漫电影，

在精心制作的层面上也超越了很

多国产动漫电影。

只是我一贯认为，观众喜欢动

漫电影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内容要有想象力，内容还要思想尖

锐。上述四部优秀动漫电影都是

如此。

《疯狂斗牛场》的想象力应如前

所述，而思想锐利在《哪吒》中一句

“我命由我不由天”更是喊出了时

代的最强音。《疯狂斗牛场》也是一

部“我命由我”的大动漫电影，更甚

之的是，《疯狂斗牛场》不仅仅是一

人之命，更是一个被压迫的世界之

命。这就是《疯狂斗牛场》思想更

加深邃的地方。

影片当中有很多的反转，它们

围绕着设局、欺骗、镇压、计划、爱

情、起义等等曲折过程，渲染出了

伟大的思想：我们之命由我们！这

就是《疯狂斗牛场》的强大思想所

在，也将会是影片赢得观众的核心

价值。

动漫电影的可贵在于享有自己

的创作空间，而常常得与故事片在

创作手法上拉开了相对的自由距

离，这是非常难得的。当着故事片

不得不接受很多现实主义和伪现

实主义选项的时候，动漫电影天然

具有自己独立的创作立场，这是我

们通常选择走故事片之路还是动

漫电影之路时始料未及的。

像《疯狂斗牛场》能够如此颠倒

生灵世界却正确地塑造了是非曲

直与正能量，证明动漫电影的创作

一般较少故事片的禁忌，这是动漫

大电影创作者的幸运。这是一条

经验。正是因为没有受到创作上

的干扰，因此才如此挥洒自如，创

作放开手脚，从而打造出如此气势

磅礴的杰作。动漫电影将会成为

未来很重要的中国电影思想自由

空间的一大舞台。

■文/高 越

国产动画电影与哪吒一起“摆脱成见”

看了《哪吒之魔童降世》，不由得联

想到近日在电视荧幕中跟《哪吒》影事

火爆程度不相上下的电视剧《小欢喜》。

《小欢喜》和《哪吒之魔童降世》虽

然题材和形式差别很大，但是他们的成

功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抓住了当

下观众共同关注的教育和成长话题。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必然会经历各种

质疑，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外界人的眼光

和评价。对于孩子，如何才算成功，是

达成父母的期盼，完成社会赋予的使

命，还是反抗世俗，找到真正的自己？

从这一点讲，电影中的哪吒和《小欢喜》

中的方一凡、季杨杨一样，都要面对社

会和世俗对自己的不解甚至否定，他们

都渴望父母和社会对自己的理解，都希

望活出自己不一样的人生，就如方一凡

对妈妈的倾诉：我不是个坏孩子，我只

是一个学习不好的孩子，而哪吒也面临

同样的困惑和挫折：我不是妖怪，我不

想搞破坏，我只是想跟好朋友一起踢毽

子。所幸的是，最终哪吒和方一凡们都

与父母和社会达成了和解。社会和父

母都允许有学习不好、表达方式不温柔

的孩子存在，因为他们虽然特点各异，

但是都有善良的内心，和追逐灵魂自由

的渴望。而对于父母而言，怎么育儿才

算正确？是像龙王和宋倩一样给孩子

的压力不断加码，赋予其神圣的使命，

还是像方圆和李靖夫人一样给孩子的

开心快乐创造足够的空间？这一点，社

会仿佛还没有达成共识。不过，这并不

影响《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飘红和《小

欢喜》的持续升温。他们的成功，正是

因为抓住“摆脱成见”、“我命由我不由

天”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却对当下年

轻观众甚至全年龄段人群内心焦虑和

渴望一击即中。

沃尔特·迪士尼曾说过：“要吸引世

界各地年龄不一的观众，对童话、传说

及神话故事的处理本质上要简单。无

论善和恶，都必须具有可信的人性。必

须保持所有人类常有的道德理想。”

《哪吒之魔童降世》正是讲了一个大家

都懂的、“不需要解释”的道理，因为够

简单，够普世，也足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8月31日，《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

正式超越《流浪地球》，跃居今年年度票

房冠军，成为产业化以来国产电影票房

亚军。这一成绩足以让中国动画人扬

眉吐气。从2015年以来的《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到《大鱼海棠》、《白蛇：缘起》，

再到今天观影人次超过1.3亿的《哪吒

之魔童降世》，中国动画人正是靠着一

种“不认命”的心气儿和为国产动漫崛

起争一口气的决心，不断努力和探索，

直至今日，国产动画电影初步摆脱了中

国观众对国产动画“低龄化”的成见，开

启了工业化、类型化的制作方式与传统

文化内核相互融合的新征程。

动画产业水平的不断提升，与光线

影业为代表的电影企业对美国和日本

动画电影的借鉴与创新密不可分。

2015年开始，十月文化与彩条屋深度合

作，推出了《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

海棠》、《大护法》“三大系列”，以及《哪

吒之魔童降世》，在动画电影的工业化

之路上不断探索。从《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和《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故事和形象

方面能够明显感受到其中的传承性与

类型化的自觉。从内容来看，两部影片

都取材于广大观众耳熟能详的神话故

事和形象，但同时都有创新性改编，两

者的主人公状态都经历了失意、自我否

定到逐渐发现自我，最终实现自我的心

路历程。两部影片的主人公虽然都源

于传统的神话形象，但都有各自的创新

和突破，其共同之处是并未延续过往作

品中对其法力无边和“神性”的表现，而

是更多地表现了神话人物的“人性”。

《西游记》中能够轻松降妖、会七十二变

的孙悟空变成了失去法力的大圣，《哪

吒闹海》中拯救苍生的小英雄变成了人

人谈之色变的“破坏王”，他们虽然是

神，但更有人性的一面，有对友情和亲

情的渴望，有期待别人认可的忐忑，这

样的人物形象更立体、更真实，更容易

让观众产生共情和共鸣。两部影片在

故事情节的推进中也基本符合类型化

的规律，小冲突不断升温，大冲突制造

高潮，最终的大团圆结局是合家欢电影

的必胜法宝。

从造型上来讲，也不难看出当下动

画电影对美国和日本两大动画巨头的

学习与借鉴。《大鱼海棠》作为近几年成

绩比较突出的二维动画，借鉴了宫崎骏

动画作品的一些经验，例如男女主人公

俊朗和清纯的外形，灵婆和撑船人造型

的创意等等，但这并不妨碍影片的中国

特色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表达。

《大鱼海棠》根据原有神话故事人物和

现实生活的中国元素进行创作，设计出

嫘祖、灵婆、喇嘛鸟等精致又具有中国

传统文化特色的形象，开启了“中国风”

动画的先河，虽然影片故事逻辑和情节

的冗长遭到诟病，但不能否认的是，这

是一次中国动画电影的成功探索。同

样，在观看《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

之魔童降世》时，也不难发现美国动画

电影的踪影。不论是《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中江流儿以及他救下的童女，还是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幼年哪吒和小女孩

的形象，与皮克斯、梦工厂等影片可爱的

形象有些类似，青铜吉祥物、海夜叉的形

象设计与塑造也明显借鉴了美国动画造

型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借鉴并非抄袭或

者拷贝，而是对成功经验的吸收和创新，

是在了解观众喜好和心理之后的再创

造，“萌萌的”江流儿有着唐僧念咒的法

力，青铜器守卫从造型上就有着鲜明的

中国特色。正如尹鸿教授所说：“吸收、

融合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我们不

能也不必忽略其他国家动画的影响，我

们不必一定不同，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

特点，进而融入世界舞台”。

从影片的制作上来讲，很多观众都

对影片的造型技艺和特效制作表示肯

定，认为在技术实现上已经接近了国际

水平，特别是烟熏妆哪吒造型让人印象

深刻，唯美如画的江山社稷图让人心旷

神怡，得到了观众视觉和心理的双重认

可。但是对于制作者来说却有着各种

无奈和妥协。导演饺子在回顾创作历

程时多次提到，因为工期和预算的限

制，影片留下了很多遗憾，有些设计因

为特效难度和预算有限忍痛放弃。饺

子导演提到国内外电影制作水平的差

距时指出，国外的导演向特效公司提出

需求后会很快得到几个版本的方案供

挑选，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却因为预算

的限制等原因，只能找一些小公司做特

效，而且需要在无数的沟通中提升。在

《哪吒之魔童降世》做宣传时一个动画

师跳槽都躲不过做申公豹角色的花絮

总被提起。这也的确反映了当前国产

动画制作领域的尴尬现状，中国动画电

影离成熟的工业化发展还有很大距离，

还存在着人才缺乏、工业流程不完善、

制作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

2015 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火爆

大银幕之后，动画电影成为业内外资本

更为关注的电影类型之一，为了促进动

画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家不断采取

财政补贴、培养动画人才等一系列措

施。中国电影企业和创作者也在为动

画产业发展不断进行有益的尝试。然

而，当前的动画产业仍然处于工业化发

展的初级阶段，大量动画电影为了保证

盈利，将制作成本压缩在政府补贴之

下，这已经成为动画电影领域的“潜规

则”。因为工业化和标准化上面的缺

位，导致动画电影质量和水准参差不

齐。虽然我国的动画产业较国际还有

较大差距，但是已经有一些动画企业和

动画人在扎实地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有业内人士说《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最

终完成，几乎汇集了整个动画领域的资

源和人才。可以说，中国动画电影的工

业化启蒙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

吒之魔童降世》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提

高了这个行业水平线的同时，带来了对

工业化水平的拷问”。中国动画电影的

真正崛起，不仅需要传统文化精神的提

炼和滋养，更基础的是，需要更加标准

化的、可持续化的工业流程产品，这是

基础和前提，笔者最近参观了成为网红

打卡地的毕加索绘画艺术展，也有一些

体会，毕加索因为其独特的立体主义和

抽象画风而成名，但他跟达芬奇等所有

的著名画家一样，都是从最基础的具象

造型能力和绘画技巧开始学起，在具备

了成熟的绘画技能之后才开始有抽象

的、个性化的绘画风格，这种规律似乎

也适用于电影创作，正如饺子导演所

言：“工业化的大众作品多了以后，自然

会撑起优秀的艺术原创作品的发展。”

虽然，中国动画电影产业在很多地

方还有不足之处，但是《哪吒之魔童降

世》的影片质量和市场反响，让我们对

动画电影产业的长远发展充满信心。

更让我们欣喜的是，一大批有使命感的

动画人，与政府和企业一起，在为中国

动画产业的真正崛起而努力，他们就像

那个画着烟熏妆、愤世嫉俗的哪吒一

样，通过自己的方式摆脱世界对中国动

画电影的成见，活出自我，走向世界。

9 月初连着参加了两场电影的首

映礼，一部是在重庆黔江首映的土家

族电影《西兰姑娘》，一部是在浙江德

清新市首映的海派电影《拿摩一等》，

两部电影都不约而同地逃离大城市，

选择在电影的拍摄地举办首映礼，极

具民间地方特色，就连片名也可见一

斑。“西兰”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民族化

标识，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

“西兰卡普”就是一种土家织锦，即土

家族人的花铺盖；在民间传说中，西兰

还是土家山寨最漂亮最聪明的姑娘，

卡普就是她织的花布。而“拿摩一等”

则来自于英译音“Number.1”，在上海

和江南方言中有“潮、时尚、最好、最

棒”的意思。这些地方性的词汇用于

片名对于大众反而有一种陌生化的效

果，进而也勾起了求知欲的好奇心。

不同的是，《西兰姑娘》是从黔江

走出来到大城市打拼，《拿摩一等》里

的年轻人逆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从大

都市返乡，一来一回的对比，很有意

味。不由得想起张弛导演在《西兰姑

娘》研讨会上说的那句话：“大城市容

不下肉身，小乡镇放不下灵魂。”这种

难以兼得的矛盾性选择映照了当下

年轻人的迷茫和困惑。土家族姑娘

西兰通过婚姻在大城市安身立命，而

在上海打工多年的白领肖声却在一

瞬之间失业了，面对着结婚买房的巨

大压力，肖声逃到故乡，操办了各式

各样的婚礼，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和价值。这种在故乡寻求精神归宿

的倾向，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老电

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重返故

乡》中都市的物质诱惑与乡村的古朴

纯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玩意》中

的乡村俨然被描绘成了一个互助友

爱的理想桃花源。《拿摩一等》对城、

乡的态度也如出一辙，一边是大上海

快节奏的灯红酒绿，一边是莫干山的

绿色竹海、新市镇的悠哉生活，对城

市这个现代化载体多少都有一种批

判色彩在里面。

阿年导演的电影似乎一贯如此，

从 90 年代的现实题材电影《感光时

代》，一直到 2011 年的寓言性电影《堵

车》，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表达出

对城市“物欲”的一种不适和排斥，对

精神性的一种终极追求。《感光时代》

中的摄影师马一鸣最终选择了离开

试图供养他的女企业家，返回大自然

寻找灵感；《堵车》则用夸张怪诞离奇

的舞台化风格呈现了城市堵车意喻

堵心的社会病灶。很有意思的是，

《拿摩一等》中有一幕的背景就张贴

着《堵车》的电影海报，还有贾樟柯

《山河故人》的海报……这似乎是“第

六代”电影人的自我致敬，影片由“第

六代”导演贾樟柯、高群书、管虎、张

杨、李杨集体监制，也昭示着这一代

导演抱团式的集体亮相。

此心安处是吾乡，故乡的意义是

让精神漂泊者有了一个安放灵魂的

归处。地标与一个创作者的关系是

记忆的联结，也是情感的联结，就像

山西之于贾樟柯，贵州之于王小帅。

德清新市古镇不仅是男主人公肖声

的故乡，也是阿年导演的故乡，这次

在故乡取景的《拿摩一等》更是寄寓

了他的款款深情，在首映礼上，他直

言这是一封献给家乡的情书，片中很

多 场 景 都 是 来 自 于 他 小 时 候 的 记

忆。我们围着圆桌交谈，露天式观

影，之后导演、演员敬酒，结识新朋

友，还有许多阿年的父老乡亲围着他

拍照，月光之下，更像是参加了一场

喜宴，亲切而温暖。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阿年返璞归

真，褪去了《感光时代》中的纠结，《堵

车》中的愤怒，把《拿摩一等》拍成了

一首慢调的散文诗，妈妈唱起越剧

《梁祝》，外婆串起柚子皮，外公读着

普希金的诗。相比在大都市为生计

奔忙为结婚烦恼的年轻人，外公外婆

的传统爱情典范却让人心向往之，一

茶一饭，一颦一笑，简单明澈，宁静淡

泊，就像这个千年古镇一样，丝毫都

未被外界打扰。柚子、猫、水中鱼、蝴

蝶、茶糕……这些灵动的日常细节又

增添了几分诗意。听，柚子掉下来的

声音，时间刹那好像停止了，隔着银

幕似乎都闻到了柚子皮的清香。最

喜欢那个夜晚外婆睡梦中跟外公讲

猫和鱼的故事：“我就是那条鱼，你就

是那只猫”。第二天，外婆去世了。

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回忆总是美好

的，你可以说，这部电影给故乡的景、

人、事都加了主观美化的滤镜，但繁

忙的都市人需要这份精神按摩，让自

己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下来，享受此

刻的空灵之境，非常的治愈和温馨。

影片选择在中秋节团圆之日上映，可

以说是非常应景和适宜的。

当然，也有不满足，三年前看到的

剧本投放在大银幕上已经有很多的变

化，真真在老家的拿摩一等婚庆店变

成了男主人公的家，所以当肖声失业、

选择归乡，我很自然地理解，但真真怎

么就认同了肖声的选择，放弃自己打

拼多年的大城市，还有马上要升职加

薪的工作，安于和肖声一起过上小镇

的平淡生活？！这个转变的过程铺陈

还缺乏心理表现，并没有说服我，我只

能把她的选择认为是主创者一厢情愿

的理想化安排，给了一个比较圆满的

结局。另外，归亚蕾饰演的外婆朴素

自然、温婉娴雅，是本片最大的亮点，

加分不少，但“老戏骨”的映衬下，年轻

演员的演绎就比较青涩生硬了，主持

的几场婚礼也只是蜻蜓点水而过，没

有看出主人公太多的成长和变化。

可以想象，这部影片为什么在日

本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获得

最受观众欢迎奖，而在中国电影市场

上却如此的惨淡，除了宣传的小众，

排片的稀缺，更多的是都市人已经慢

不下来，静静地品一碗茗茶了。

■文/周 夏

《拿摩一等》：

“第六代”导演的精神还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