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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白蛇传·情》：

戏曲电影的极致探索
■文/周文萍

千呼万唤始出来，2021 年的 5 月

20 日，由珠影集团、广东粤剧院联合

打造的首部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

传·情》借“520”的契机进入院线公映，

受到观众欢迎。该片此前已获第三届

平遥国际电影展·类型之窗·最受欢迎

影片奖、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最

佳技术奖，并入围第32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戏曲片。预告片在年轻人聚

集的 B 站获得 200 多万播放，弹幕满

是赞扬与期待，可谓尚未上映，便已

出圈。

作为一部戏曲电影，《白蛇传·情》

能获得观众的认可，离不开创作者在

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为打造

一部能为当今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

接受的完美的粤剧电影，影片在创作

理念、影像表现、主题表达、唱腔风格

上的探索几近极致。

一、创作理念电影化：极致的

视觉奇观

中国戏曲电影传统深厚，首部中

国电影《定军山》便是戏曲电影。但作

为戏曲与电影两种艺术融合的产物，

戏曲电影从诞生之始便面临着偏重戏

曲还是偏重电影的拷问。戏曲界和电

影届争论至今仍未有定论，只能践行

“一片一格”（每部影片根据剧种、内

容、演员表演等特质来确定自身风格）

的创作方式。《白蛇传·情》的主创从一

开始便明确了要“做足电影感”的创作

理念。这就决定了片方并不满足于简

单使用一些蒙太奇剪辑、多角度拍摄

等电影手法（虽然这些都必不可少），

而是要充分挖掘出故事的视觉元素，

以瑰丽的视觉奇观展现故事的神奇想

象，打造出堪与好莱坞大片媲美的粤

剧视觉大片。

视觉奇观的打造对于戏剧舞台不

无困难，却是当今电影艺术的强项。

《白蛇传·情》充分发挥了电影科技的

长处，邀请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深

圳三地的顶尖特效团队共同制作，以

占全片高达90%以上的特效镜头为观

众呈现出一幕幕视觉奇观：白蛇青蛇

的御风而行、昆仑山顶白雪皑皑，雷峰

塔的瞬间矗立……最精彩的是长达6

分钟的水漫金山。这是影片的高潮，

戏剧冲突的顶点。粤剧舞台上是以演

员水袖表演来表达一波高过一波的水

浪，具有写意性。电影不仅将真实的

水浪呈现在了银幕之上，更将白素贞

与法海的斗法表现得层次分明。一面

是水浪在白素贞和小青的驱使下越来

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猛，一面是法

海以袈裟、禅杖、火法、飞剑等守卫和

反击。层层推进、你来我往的斗法展

现了水漫金山的奇观景象，也将戏曲

电影的电影化理念践行到了极致。

二、国风影像写意化:极致的美

《白蛇传·情》虽在创作理念上偏

重电影化，但并未放弃戏曲的写意性

特点，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其中国水墨

画式的影像风格。

中国水墨画是写意画，讲究气韵、

简约、含蓄、留白，与戏曲艺术的写意

具有共通性，影片主创找到了这种共

通性，也就找到了合适的影像风格。

导演将其定位为宋代绘画风格。为将

宋代绘画的质感融入影片，美术组数

易其稿，画了600多幅分镜图，置景部

门又根据设计图打造了十个高度还原

的场景空间，再加上后期数字制作，片

中场景宛如一幅幅水墨丹青。剧组还

精心设计了三十余款服装造型，每款

合计上百件，以植物晕染出清新淡雅

的色调。人景相融、虚实相生，制造出

景美如画、人在画中的艺术效果。如

断桥相会，前景是人物翩翩起舞、顾盼

生辉，背景是断桥淡墨晕染，前后相

应，浓淡相宜。昆仑山盗仙草，前景是

白素贞与仙童的激烈打斗，背景是雪

山仙境。动静结合，将中国艺术的写

意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水墨画式的写意风格，影片将

国风之美做到了极致，令“唯美”、“绝

美”、“每一帧都可做壁纸”的赞美不绝

于耳。

三、情节精炼化：极致的情

作为传统神话，人们对《白蛇传》

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戏曲、影视、动

画作品中也不乏经典版本。珠玉在

前，如何得到观众的认同？《白蛇传·
情》将主题集中在了“情”上。为突出

“情”，影片对一些情节和人物进行了

简化。如断桥初会后，影片没有如人

们熟悉的那样以借伞还伞展示两人的

恋爱过程，而是以蒙太奇直接切到了

洞房花烛和两人琴瑟和谐的婚后生

活。又如盗仙草时，影片删去了南极

仙翁这一人物，让白素贞直接从仙童

手里拿到了灵芝。结尾处，影片也没

有再让法海出现用雷峰塔镇压白素

贞，而是在许白夫妻和好后以旁白方

式直接展示了白素贞被困雷峰塔的

场景。

情节的精炼带来了主题的集中，

从下山之初白素贞对小青说出希望

“遇见他”开始，影片重心便落在了许

白爱情上。白素贞对爱情的坚决与勇

敢打动了片中每一个人，令他们产生

改变。一向软弱的许仙，历经磨难后

终于认识到“人若无情不如妖，只要有

情妖亦人”，坚定了与白素贞相守的决

心。小青从不理解到为姐姐鸣不平，

质问法海“人家你情我愿，碍了谁的

眼？关了哪佛的事？逆了哪里的天？”

就连法海也不再一味冷酷，而是在小

沙弥放走许仙后说出了“仁者有心，也

难怪于你”。片尾处许仙在雷峰塔外

的陪伴守候再度强化“情”的主题，更

令观众动容。

四、音乐唱腔现代化：极致的新

《白蛇传·情》在音乐唱腔上也注

意到了当代普通观众的欣赏趣味，在

保留传统粤剧唱腔的基础上使用了许

多粤歌小调、流行粤语歌改编的新

曲。影片主题曲《圆我的愿》便是一首

粤歌新曲：“圆我的愿，心事千年，只等

你遇见。……为了他，求仙草，为了

他，漫金山，为了他，舍生死，为了他，

我愿塔里再困千年。”词曲优美通俗、

概括出整个故事，表达了以“情”为重

的心声。

影片在音乐配器上也没有固守粤

剧传统的二弦、月琴等“五架头”，而是

融入了许多西洋乐器和中国古代乐

器，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层次，加强

了情绪和氛围的表现力度。

中国戏曲电影近年发展迅速，仅

粤剧电影就有《传奇状元伦文叙》《柳

毅奇缘》《刑场上的婚礼》等许多佳

作。这些作品对戏曲电影艺术各有探

索，而《白蛇传·情》以明确的电影理念

打造极致化视觉奇观、以极致的国风

美感表达极致的情感，并引入现代化

音乐加强表现，将戏曲电影提升为戏

曲大片，为观众带来极致的艺术享受，

是戏曲电影的一个飞跃。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 广东省电

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会主任）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时间的岛屿 乡土的记忆

■文/赵 军

广州图书馆每个月都要安排老

电影人和专家们轮流演讲中国经典

电影套路，这一次我选择了讲老电

影《大浪淘沙》。这部影片的确很

老了，老到它是一部黑白影片，而

它之前，中国电影就已经开始进入

彩色年代。因为《大浪淘沙》刚好

完成在 1965 年，而“文革”是在 1966

年，文革开始后的中国电影就已经

全部采用彩色摄制了，开始摄制于

1963 年的《大浪淘沙》恰在黑白电

影与彩色电影的过渡时期。

而不幸的是，《大浪淘沙》1965

年出品之后，几乎还未上映，就被

打入了冷宫，“文革”当中，“十七

年”拍摄的影片几乎全部被封禁起

来 。 之 后 是 八 个“ 样 板 戏 ”阶 段 。

但 是 ，“ 不 幸 的 家 庭 各 有 各 的 不

幸”，每一部打入冷宫的影片的罪

名是不一样的。譬如《大浪淘沙》

的 罪 名 最 重 要 的 是 两 个 ，一 个 是

“ 写 知 识 分 子 ”，一 个 是“ 歌 颂 陶

铸”。而今天我要说的当然是《大

浪淘沙》的优秀，第一点就是它“写

知识分子”。

影片故事讲的是四个山东农村

青年不能忍受社会的现实黑暗，因

为各自的具体因由不约而同地逃出

了老家。这是上个世纪的 1921 年

代，大的背景是中国已经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列强通过两

次鸦片战争取得了对于中国政治经

济的全面控制。

在政治领域，他们已经操纵起

了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在蚕食瓜

分中国之际拼命划分势力氛围；在

经济领域，他们控制了主要的重要

的国家资源：矿山、银行、交通、海

关、外贸、军火等等。依附于帝国

主义列强的国内官僚资本势力和封

建势力充当了国际资本集团的买

办，而将层层剥削的压榨转移到了

社会的底层，使得中国社会严重分

化，底层暗无天日。

人民的苦难重重，青年人离乡

背井四处寻找出路。正是在这种无

望而绝望的社会情势中，发生了譬

如影片《大浪淘沙》中四位男主人

公逃出牢笼投奔光明的故事。这部

影片的原著作者叫朱道南，他本人

就是一位山东青年。

山东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

焦点省份之一，因为它先是成为的

德国的势力范围，一次世界大战德

国战败之前，北洋政府已经秘密地

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将

山东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五四

运动就是因为一战后日本提出割让

山东主权给与日本而引发的。

这四位在原著朱道南的小说体

回忆录中的青年分别叫公今寿、顾

达 明 、杨 如 宽 和 余 宏 奎 。 在 电 影

中，因公今寿被女生们喊作“老公”

不好，影片把他的名字改成了“靳

恭绶”。他就是一位因为反抗而被

迫杀死地主老财逃出家乡的青年，

四兄弟中排行老二。

老大是年龄最长的顾达明，实

际上原型就是原著作者朱道南。老

三杨如宽建议大家到济南报考了济

南第一师范，在第一师范他们认识

了共产党员赵锦章老师。不同的

是，老四余宏奎因为逃婚而被他们

半路救起，但在第一师范却跟上了

国民党右派老师薛建白，这成为四

兄弟最终思想上分道扬镳的起因。

《大浪淘沙》写的正是一代青年

学生寻求出路的故事。有的从寻求

个人的出路，最终投身到寻求国家

民族的出路的征程里，有的如余宏

奎寻找的始终是个人的荣华富贵，

最终选择了已经成为中国权贵统治

集团的国民党反动阶级。“青年知识

分子”、“道路选择”、“思想探索”，这

些正是《大浪淘沙》的关键词。

在改革开放以前，文艺界如果

不直接歌颂工农兵和一些天生的

革 命 者 ，不 歌 颂 宏 大 的 斗 争 且 胜

利 场 面 ，而 选 择 几 位 转 变 中 的 知

识 分 子 ，尤 其 还 是 小 知 识 分 子 作

为 塑 造 的 艺 术 形 象 ，这 是 非 常 难

能 可 贵 的 ，也 是 当 时 的 文 艺 作品

所罕见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转变中的

大时代，社会和人民的道路选择、

方向选择，都必须首先依靠知识分

子作为时代先锋，因为时代在迷惘

的过程中最敏锐的探路者不可能是

缺乏深刻认知的人群。只有深刻地

辨识时代，深刻地探索前行，社会

进步才会澄清乱象、披荆斩棘。

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就是

这样的群体，他们和大众结合而创

造出革命的理论，而不是离开知识

分子，革命自身涌现出理论，然后

大众就起来成功推翻反动统治。

抹杀知识分子的先锋价值在于

唤起民众，是有意抹杀革命时代无

数知识分子及其成为党的领袖人物

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

实际上是重新禁锢起社会的思想，

使中国重新成为封建专制的社会。

《大浪淘沙》的初衷自然不在这

里，这部影片创作起于 1963 年，当

时中国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缓过

劲来，社会生气亟待恢复。珠影导

演伊琳本身也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

的老干部，他最早是解放后的东北

电 影 制 片 厂 的 导 演 ，南 下 到 了

广东。

1963 年，伊琳想拍一部弘扬革

命 理 想 的 影 片 ，帮 助 国 家 提 振 民

气，于是就选择了《在大革命的洪

流中》小说体回忆录。在当时表现

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有《青

春 之 歌》和 稍 微 隐 晦 的《早 春 二

月》。这些电影在文革中无一不受

到“批判”。

文革之前的中国思想界和理论

界已经为严重的极左思潮笼罩着，

被领袖错误发动的文革更是极左思

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动乱时期。文

革后，《大浪淘沙》等表现知识分子

精神世界的电影才终于重见天日，

这段历史教训决不能弃如敝履，而

更不应该忘记成为深刻教训之“极

左思潮”其给与国家民族造成的巨

大伤害。

这也许说明时代的探索正未有

穷期。《大浪淘沙》以大革命时代为

故事线索，四个年轻人的分道扬镳

最终还导致走上了敌对的立场，说

明中国社会的精神探索一定是非常

严 峻 的 、痛 苦 的 ，甚 至 是 生 死 相

搏的。

余宏奎卖身投靠“四·一二”之

后露出狰狞面目的反动势力，出卖

了老师赵锦章，最后被靳恭绶、顾

达明处决，一切在大是大非面前都

变得烟消云散，包括兄弟情、男女

情 、师 生 情 。 诚 如 文 革 中 自 杀 的

《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先生所说“莫

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我很小的时候在家父的书柜里

有 幸 已 经 读 过《在 大 革 命 的 洪 流

中》，对老三杨如宽说的“一窝生的

鸟儿难得一路飞”印象特别深刻。

长 大 后 经 历 了 很 多 事 情 ，我 才 明

白，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就是国家

民族的生死存亡之路。杨如宽的感

叹和顾达明、靳恭绶决绝的觉悟无

法同年而语，这也是道不同。

今天我们重新看《大浪淘沙》这

部电影，万万不能将之当作一段小

知识分子的前尘往事而观赏，它应

该启悟我们，文艺作品应当是一部

精神史，而精神史所记载的是人的

精神世界，它的人生价值和世界意

义的认知。在靳恭绶、顾达明那样

的年代，这个认知不一定能够就很

深入，伊琳、朱道南后来的表现也

未必就一定十分准确。但是，通过

对准知识分子包括小知识分子，通

过在他们身上挖掘时代的探索而不

一味表现精神残缺、追求物欲的人

物形象，今天倒是很有意义的。

塑造知识分子的形象不是为着

就是塑造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而

是在精神史中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和

人生意义，反思曲折艰难的人类认

知探索过程，警醒国家不要走回头

路，无数革命先烈付诸生命热血换

回来的中华民族振兴大业不要付诸

东流。中国要走光明之路。

为什么网课要讲
《大浪淘沙》 中国艰难的现代化过程中，普通

个体的文化记忆一直是贾樟柯电影里

反复咀嚼的主题。也因此贾樟柯电影

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现实社会的一个窗

口。影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再次触

碰这个主题，这也许是此片去年在柏

林电影节第一天放映就抢走了开幕片

风头的原因吧。遗憾的是这部新片国

内公映时间至今未定，影迷们只等来

了5月28日它在北美的上映。

时代变迁的创作主题反映到影像

实践里必然涉及到最根本的“空间”与

“时间”问题。贾樟柯电影早期以家乡

汾阳为出发点，一次次扩大他的影像

空 间 边 界 。 而 从《二 十 四 城 记》

（2008）、《海上传奇》（2010）两部跨纪

录片性质的影片开始，他的创作更倾

向于时间叙事，回望个体的来处，以关

照人们当下生存的危机与焦虑。时隔

十年，贾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再次回到纪录片创作。它的拍摄缘起

是2019年的吕梁文学季，所述内容跨

度新中国70年，涉及4位当代作家马

烽、贾平凹、余华和梁鸿。他们和贾樟

柯一样，都曾从家乡出走到外面的他

乡，到大城市，真正展开文艺创作后却

反过来“以故乡为根据地，看中国，看

世界”（贾平凹）。所以本片不仅仅是

几个名作家的口述历史，更代表着一

代代从未真正离乡的中国人，他们裹

挟在现代性社会大变革之中，却不忘

反复确认、拾得与传承各自的“乡土记

忆”。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看上去有着

“贾式”纪录片的随意、粗粝与杂糅，然

而与所谓的“艺术家三部曲”的前两部

《东》（2006）与《无用》（2007）相比，此

片要注重结构得多。贾樟柯称这部纪

录片为“交响乐”，所指应非为影片提

供的社会内容与画面信息的丰富性，

而是它在媒介形式借用上的用心。内

容结构上，影片试图将四个不同年龄

段作家的早期农村生活叙述，连缀为

一部共和国私人乡土体验史；形式结

构上，则将有关作家的口述、群像面

孔、诗文朗诵、地方戏曲与西方古典乐

等媒介元素各执其事地参与到日常生

活主题的表达里，也即影片中吃饭、恋

爱、生病、远行、父亲、母亲、姐姐、儿子

等 18 个字幕章节。这些特意标注出

来的章节，长短从1分钟到20分钟相

差甚多，与其说关乎影片的叙事结构

和节奏，不如说它们不过是导演从日

常生活中提取的关键词，好让不同的

媒介元素并置其中，参与表达。也因

此《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与去年在央视

播出的7集电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

在主题和形式上走了全然相反的

路子。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文学

的故乡》中选用了80年代起步的来自

中国东部、南部、西部、东北、西南和中

部的6个“新乡土”作家，由资金充足、

队伍庞大的摄制组陪同展开一段段作

家的还乡之旅，在当下时空中展开历

史口述，同时调用一切视听手段：精美

的航拍、抽象的舞台表演、改编的影视

片段、历史性照片和录影、中外著名学

者的点评等等将作家作品中的乡土世

界与现实中的地域风情建立起充满张

力的“可视性”联系。片中大量的画面

精美震撼、气势磅礴，又周到地交代了

其中的文学索隐和生态语境，极其讲

究镜头、光影、色彩和声音等视听体

验，其隆重打造吸引力的方式犹如“文

学版”的《舌尖上的中国》。

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

主题却没有定位在“文学还乡”上，且

与上相比，体量不同，朴素太多。而

它们更大的不同是贾樟柯对于文学

性的“拆解”和对作家的“使用”。如

果说《文学的故乡》用的是媒介手段

的聚合，那么《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则

是剥离。

1、媒介形式

贾樟柯将作家们视为历史的证

人，同时因为他们内心体验的敏感和

更容易做到自我表述，他们又被看做

时代的信使。《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只

摘撷了作家们私人化的乡村记忆片

段，他们有着普通人一样要面对的吃

饭、恋爱、生病等的日常现实以及恩怨

难泯的人伦亲情。所以影片中会出现

大量的在食堂餐厅、湖边、火车站以及

街道上的普通人群像。贾樟柯将这些

在公共场所里抓拍的、快切的面孔，进

行着肖像化处理，与作为个体的被镜

头凝视的作家并置，只为表明所有人

都是时代变迁的目击者。某种程度

上，这些形象各异的现实面孔，作为罗

兰巴特《神话学》中强调的带有生命印

迹的自然脸，是对汉斯贝尔廷所提出

的“媒介脸”的反抗，也即对当下媒介

社会因屈从于政治与广告逻辑而不断

传播、消费的趋同于名人脸与图片脸

的反抗。后者对自然脸的敌意和在文

化上的取代，应该正是贾樟柯所警惕

的。贾樟柯从来没有放弃电影创作的

初衷，关注那些因社会急匆匆往前赶

路而忽视的被撞倒的普通人。

作家们被还原为普罗大众，从他

们身上剥离下来的文学部分，却交给

了普通人。影片中作家们的乡土作品

的文学性表达，贾樟柯让由地头田间、

骑车买菜等的普通民众来抒怀。他们

突然从现实生活的日常动作中停下

来，出离到文学的世界中，诵读那些关

于他们生活的诗句。文学在这一瞬

间，获得了一种被固定下来的时间性，

一种简奥斯曼所言的“记忆形象”

（figures of memory）。贾樟柯说，当普

通人朗读这些文学诗句的时候，文学

赋予了人们一种尊严。其实，这是他

更愿意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文

化记忆的权力。

2、空间形式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营造的叙

事空间也一改从前。《东》和《无用》都

存在着不同社会空间的并置。《东》中

的泰国街头与江边奉节同样置于画家

的笔下，而《无用》中的是世界服装加

工厂的广州、服装设计师马可的巴黎

与小裁缝的山西汾阳，只不过后者不

具备一个连续的主体视点。《海上传

奇》中则是一个个口述者带来的从上

个世纪 30 年代延续到新千年之间的

历史传奇坐标与当下正在大修土木日

新月异的都市时空的对应，以便感受

时代的刻刀曾经对这个都市在哪些地

方下过手，并且还在继续改写着这个

城市的传奇。新片《一直游到海水变

蓝》却几乎取消的空间并置使用方式，

虽然片中四个作家在地理空间上分属

中国的南北中西，但是影片丝毫没有

像《文学的故乡》中那样强调差异巨大

的地域文化空间。马烽的村民、女儿

与贾平凹的口述现场是他们的家中和

工作室，余华和梁鸿的口述处则更加

没有地方性，中国随便那个乡镇的街

区、裁缝店或中学教室都是这个样

子的。

一方面《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将口

述空间平民化、模糊化，一方面又因戏

曲元素的穿插，将文化空间做了抽象

化处理。晋剧、秦腔、越剧与豫剧分别

穿插在马烽段落、贾平凹段落、余华段

落和梁鸿段落的前后左右。对应每个

“说故事”的作家。作家们忽而在台下

做观众，忽而在台上讲故事的空间隐

喻，让他们的说书人身份等同于戏曲

家们。说到底，贾樟柯强调的依然是

各种艺术媒介在生存经验与民族记忆

方面的传承功能。

片尾梁鸿一句句缓缓地教 14 岁

的北京儿子用河南话做自我介绍，这

个场景特意放在梁鸿家乡的河水边。

接着影片最后的画面里余华也立在小

时候游泳的岸边，说家乡的海水是黄

色的，与书中描写的不一样，小时候曾

试图一直游出去，一直游到海水变

蓝。关于离乡与恋乡的复杂情感都在

这两个场景里了。影片中的路人朗诵

过贾平凹《带灯》中的一句话：你生在

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

故乡也叫血地。“血地故乡”之言也在

《文学的故乡》中出现。放在《一直游

到海水变蓝》中则指向了中国每一代

普通人，回望乡土的痛与坚忍是近百

年这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文/王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