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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映的国产商业类型片很

大一部分都是从国外移植到本土的

翻拍电影，《消失的她》改编自前苏

联 电 影《为 单 身 汉 设 下 的 陷 阱》，

《超能一家人》改编自俄罗斯电影

《超能力家庭》，《好像也没那么热

血沸腾》改编自西班牙电影《蓝球冠

军》，《二手杰作》改编自美国电影

《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当下正在

热映的悬疑犯罪律政片《拯救嫌疑

人》也不例外，改编自 2007 年的韩

国电影《七天》，这个犯罪故事 2018

年也曾被日本翻拍，片名为《诱拐法

庭》。

翻拍片之所以流行，一是因为

原版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走向

都具有高度浓缩的戏剧性，且内核

价值观具有普遍性，经过市场的检

验和观众的认可，保险系数更大；二

是原版电影落地本土还有很大的改

编 空 间 ，IP 具 有 延 展 性 和 可 开 拓

性。当然，翻拍片如此之多，也反映

了当下国产类型片原创力的匮乏，

由此也更加凸显了原创故事的可

贵，原创编剧的稀缺。

《拯救嫌疑人》上映第 5 天破两

亿，取得近期影坛比较亮眼的票房

成绩，说明其改编策略相对成功，和

当下本土观众的心理需求形成了有

效的对接，以下从创作角度分析其

改编的得与失。

类型元素：三个悬疑点、

两个嫌疑人、一把雕刻刀

《拯救嫌疑人》是典型的以事件

追踪为主线的谜题电影，片名从时

间名词改为具有危机感的动词，虽

然通俗直白，但是对大众友好，类型

定位更为清晰明确，也带来一定的

悬疑感，勾起观众的好奇心。

故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华人

金牌女律师陈智琪因为女儿被绑

架 ，不 得 不 为 一 位 死 刑 犯 辩 护 翻

案。影片在开场一刻钟出现第一个

情节点——“女儿神秘消失”，引发

了女主的第一个危机，而解救女儿

的时间只有五天，带来命悬一线的

紧张刺激感。一方面女主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独自与绑架者周旋；另一

方面，女主卷入梁昕苑被害一案，开

始着手调查真凶，目标只有一个：拯

救嫌疑人。因为只有拯救嫌疑人才

能拯救女儿，这种案中案、局中局的

双线叙事交织成为彼此叠加的叙事

动力，观众也代入陈律师的高压处

境，与她一起冒险探秘，解决三大棘

手难题，也就是影片设置的三大悬

疑点：绑架女儿的人是谁？和丹温

是什么关系？女儿是生是死？杀害

梁昕苑的凶手到底是谁？杀人凶器

究竟藏在哪里？

究竟是谁杀害了梁昕苑？除了

最大的嫌疑人丹温，陈律师在办案

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另外一个嫌疑

人：受害人的男友纳吉。纳吉因为

长期吸食毒品患有精神分裂症，很

可能在神志不清的状况中杀死女

友，由此又牵连出纳吉的父亲。这

与原版相差不大，只不过从鼻环男

变成了丝巾男。自此，又生发出第

三条线索，检察长与女律师开始斗

智斗勇，纳吉父子成为女主办案过

程中的最大障碍和反转契机，也释

放出犯罪现场中存在“第三个人”的

迷雾。

影片从开头就埋藏了一个秘密

道具，凶器无处查证。韩版和日版

的二审都是因为凶器无法找到，证

据不足，嫌疑人被当庭释放，并且把

“ 凶 器 ”留 在 了 最 后 。 中 版 对“ 凶

器”的发现者做了移植，这把雕刻刀

由女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找到，凸显

的是女律师优异的职业能力，增强

第一女主的光环，也为后续情节埋

下伏笔；而韩日版中都是由受害人

的母亲在犯罪现场中找到，爆发的

是母亲对女儿残忍被害之后的无尽

伤痛，留下复仇的种子。

改编之辨：人物身份、

女性议题和暴力奇观

中 版 做 的 最 大 的 改 编 还 是 对

杀人犯职业身份的改变，从一个有

前科的惯犯变成一个温柔有爱心

的宠物店美容师，表面善良无辜、

楚楚可怜的丹温迷惑了陈律师，也

迷惑了银幕前的观众，直至丹温被

无罪释放，对宠物那凶狠的一勒，

观众才恍然大悟。对嫌疑人的“确

认-否定-再确认”即由黑转白又

转黑的过程中带来极大的反差，最

后的反转才让观众有意想不到的

惊讶错愕之感。这种误导和反转

在原版中是不存在的，嫌疑人本来

就是坐过 5 次牢的社会渣滓，和受

害人还有长期毒品交易的关系，甚

至当庭释放时，嚣张到和女律师耳

语，亲口告知自己就是杀人凶手，

扬长而去。中版是通过闪回中雕

刻刀有凶手指纹的事实呼应了“丹

温是真凶”的判定。无疑，这个改

编是成功的，把真凶谜底保留到最

后，大大增强了案中“案”本身的悬

疑感和烧脑快感。

影 片 另 外 一 条 叙 事 线 即 女 儿

被绑架的复仇阴谋基本改编不大，

绑架的幕后黑手是一位绝望的母

亲，并且增强了女性之间的情感互

动，比如闪回中林淑娥对陈律师女

儿的温柔以待。最不同的是影片

的结局，韩日版中受害人的“母亲”

都是异常冷静，作案之后，等待警

察的到来。惩罚真凶的高潮戏中，

日版留了个母亲的背影，而韩版中

的母亲甚至未到现场，只是雇佣杀

人，对凶手采取的都是最痛的火烧

惩戒。中版中受害人的“母亲”最

为惨烈，在私刑现场采取了更为血

腥的绞肉机来惩戒真凶，虽然丹温

在最后一刻被营救，但确实被绞掉

了一条腿，这无疑是一种港式的暴

力奇观渲染。而林淑娥也惨死在

私 刑 现 场 ，最 后 和 女 儿 埋 葬 在 一

起，这种玉石俱焚的烈度超过了原

版，但也缺失了痛惩凶手的快感。

另 外 ，社 会 语 境 不 同 ，影 片 对

人 物 还 是 做 了 一 定 的 提 纯 处 理 。

原版中的受害人是交友甚广的不

良少女，中版中的梁昕苑却是一位

善良纯情的乖乖女，检查出的毒品

是被男友投放，陈律师在办案的同

时还给林淑娥女儿清白，这也呼应

了当下流行的女性议题和网络暴

力话题，联想到大鹏导演的《保你

平 安》中 逝 去 女 主 引 发 的 名 誉 风

暴。其次，纳吉父亲藏尸的动机由

害怕影响个人前途的私欲改为只

是单纯想保护儿子的父爱，处理得

比较简单化了，况且为了掩盖儿子

罪行不惜杀害一位警察和一位律

师，未免太过夸张和不顾后果。至

于最后闪回中，陈律师明明被告知

雕刻刀有丹温的指纹，还要出庭为

凶手做辩护，这纠结其中的道德困

境也没有充分表达出来。

影 片 最 终 所 要 维 护 的 是 母 亲

保护女儿的合法性，这也是打动观

众的普世价值观。所以前有林淑

娥所说的金句：“母亲是我们的软

肋，也是我们的盔甲。”后有陈智琪

所说的金句：“母亲和孩子是世界

上唯一分享过心跳的人。”片尾还

要打出字幕“我不是无所不能，但

为 了 你 ，我 无 所 畏 惧 ”予 以 强 调 。

潜伏于悬疑犯罪显性叙事之下的

是情感的冰山，一旦爆发，超出想

象，影片的主诉核心还是两位母亲

的较量和共情。但也因为此意图

太过明显，表达的急切和直白也显

得比较做作了。

综而述之，原版中有非常结实

的人物关系和戏剧化的情节张力，

中版把类型元素和叙事框架最大

程度的保留下来，把人物放置极端

的情境中表达极致的情感，并且强

化了这种情感力量。事实证明，强

情节的戏剧叙事、高浓度的情感关

系依然是吸引普通观众的不二法

宝，《拯救嫌疑人》可以说是一部合

格的商业类型片。但确实经不住

细细推敲，无论是原版，还是中版，

人物动机和情节设置都有明显的

破绽和漏洞，其间的法庭戏还是缺

乏律政电影的激辩场面，法律诉讼

程序也处理得有点模糊，欠缺严密

的逻辑推理。

最近很偶然地参与了两场动画

论坛，虽然更多是网上视频方式参

与，但这督促笔者看了一些最近几年

的动画，也感受到业界目前的关心所

在。以前的动画理论的很多问题目

前也还存在，有的还是没有解决，不

过，动画人进行的理论建构，虽然不

甚充实和丰富，但是其中的一些问题

意识推动着动画人的实践，到今天，

多元维度在缓缓展开，给予笔者别开

生面的感觉。

一次论坛是《艺术学院》《刺痛我》

《大世界》的导演刘健邀请的，论坛在

中国美术学院的动画学院举办，论坛

的主题叫做“新现实动画”。后一场论

坛是在江苏的东布洲动画周，策展人

之一陈廖宇先生邀请笔者参与一场名

为“被忽视的动画理论”的论坛。东布

洲动画周的策展人其他两位是皮三和

於水，他们都是创作者，皮三是中国网

络成人向动画的先驱。

笔者重温了很多的动画作品。

刘健的《艺术学院》还没有上线，不过

我已经看过两遍。第二遍观看，我的

感受颇为深刻，对于导演不营造强烈

戏剧效果、不哗众取宠的生活流叙事

增加了一些印象。今敏对于刘健导

演的影响，不仅仅在画面风格上可以

体现，在其情感方式和叙事风格上也

有很多可以比照的。身边的人都搭

着时代列车离开了，独有男主角一个

人被抛弃在原地，看了后，那种孤独

感很让人感同身受。

“新现实”这个概念，我问询了论

坛主持曹恺老师，他也不知道是谁提

出来的，其实上一届的论坛就有这个

概念。从动画创作中提出新现实这

个概念，是很有意义的，一般认为动

画和现实的关系是疏离的，动画与客

观现实距离不要那么近才更有意思，

比如动画是日本的二次元、御宅文化

的重要内容，这种文化就是要逃避现

实，曾经为了逃避日本的战败，后来

逃避经济的衰退。在中国呢？也有

自己独特的脉络。虽然说，现实一定

是动画的内在动因，深挖动画创作者

的潜意识深层，一定有着深刻的现实

性，但在动画作品中，现实和作品之

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

也许，新现实动画体现了一种 2.5 次

元的意志和心理倾向？

新现实这个概念，自然让学者们

想起了电影界一直就有的新现实主

义这个概念。来源于巴赞和意大利

电影的“新现实主义”，在中国学界九

十年代的争论中，被等同于写实主

义。动画如何能和写实主义联系在

一起呢？这些年动画的发展证明了，

新现实主义和新现实动画的内在诉

求并非完全无法沟通，至少新现实主

义的理论资源可以拿来作为思辨的

参考资料。

何况这几年还出现了动画纪录片

的概念。而刘健导演的作品中，直接

呈现自己的现实经验的做法，开辟了

中国长片成人动画的先河。随着视觉

文化的发展与发达，现代人更能够欣

赏画面。观众的美学倾向从未成年延

续到成年时期，带动了动画接受的成

人化，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

笔者在国美论坛的发言题目是

《当下动画的两种现实倾向》，其中说

到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在当代的几

次发生，都源于一种与文艺有关的现

实焦虑。比如八九十年代的写实主

义之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比如数字

时代之后虚拟技术带来纪录片领域

的关于真实的讨论，而早期克拉考尔

和巴赞的现实主义理论建构则是来

自于寻找电影自性的焦虑。我觉得

在今天，对于现实和真实的焦虑，都

可以在生产关系中寻找答案。今天

的人们，如果能够自主创作，其实无

须焦虑，那种作品和现实的关系自然

存在于心灵的律动里。而我们在今

天提出这个新现实动画的概念，一个

原因可能是一种新形式的出现，带给

我们一种理论谈讨的欲望，另外也许

我们处于新的焦虑里，而这个新的焦

虑究竟是什么呢？

发言中笔者也说到动画纪录片，

作为研究者我持开放心态，但也提出

了动画纪录片有一个似乎无法解决

的逻辑悖论，那就是它的纪录性不再

是由影像画面所规定的，而影像画面

是电影本质规定性的体现。而电影

本体规定的位移倒是时常发生的。

那么，不妨且行且看吧。

而为了东布洲的论坛，我看了

《中国奇谭》，陈廖宇是本片总导演。

这部片子是上海美影厂和 B 站联合

制作的，其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也颇

为新颖。它由 8 部短片组成，显然带

有“讲述中国故事”的任务。印象最

为深刻的是第二部短片《鹅鹅鹅》，将

志怪传统的精神进行了十分现代的

发扬。至少两位朋友跟我说，这部短

片是他的最爱。他们也都提到了这

部短片将中国水墨动画的气韵发挥

的淋漓尽致，但其实，这部电影并非

水墨材质，而是铅笔单色线条绘画

——偶尔多色。如果一定分为中西，

这种技法更属于西方，而且本集的导

演是在德国包豪斯大学接受电影教

育，并且工作和生活于德国。所以我

们如何来界定中国风格，中国美学精

神呢？

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和陈廖宇

导演有一次对话，谈到了中国动画理

论、动画哲学体系的建构。这次论坛

的题目，应该也是他规定的，似乎也

与那次对话有隐约的联系。我们的

讨论很热烈，主持者孙平老师说，我

以为我们可能都不会谈很多，没想到

大家的发言都很长。

笔者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动画理

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比起一般电影

理论来说，都是比较被忽视的，因为

我发现可能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

事实，就是动画片其实经常是被作为

电影的一个类型来看待的。爱情片、

科幻片、动画片，在很多研究者那里

是这样并置排列的，并没有从媒介角

度来区分动画和一般真人影片的根

本性差异。

另外，本体论建构往往发生在天

真时代，电影的发生虽然很晚而电影

理论很发达，是因为那时候电影是被

作为现代性的化身来看待和研究

的。而早期动画的特性决定了它可

能被更为强调其绘画特性，而绘画是

古老事物，而对于动画的时间线和运

动性、流动性这个层面，则可以在一

般电影中得到理论解释，所以无需发

展更为专门的理论，由此动画理论被

忽视也许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今天，我们应该更重视动

画，因为若在次元文化的研究方向

下，则动画代表了一种一般电影不具

有的极致性，虽然很显然，在CG技术

的大背景下，现在很多真人电影也几

乎都是半部动画了。

《拯救嫌疑人》：

翻拍的“变”与“不变”

动画理论被忽视了吗？

由广州电视台出品，获第 36 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

的《无音之乐》以特殊的方式讲述

了一位特殊的艺术家：6 岁时就被

诊断为轻度智力障碍与神经发育

不完全，却深爱音乐与绘画，并以

绘画表达心中的音乐感受，在短暂

的一生中创作出 5000 幅美术作品

的天才画家陈元璞。他的笔下有

贝多芬、马勒、肖斯塔克维奇等大

师，还有《星球大战》等电影配乐，

无形的旋律化为他笔下有形的线

条与色彩，创造出一个充满“无音

之乐”的艺术世界。

由于突发疾病，阿璞在 2020 年

6 月去世（年仅 43 岁），影片采用的

表现手法有别于一般的人物纪录

片：没有直接对成年阿璞进采访和

拍摄，而是将镜头对准了阿璞身边

的人：父母，老师，朋友，策展人，画

家……这样的表现方式虽不免于

给观众留下未能直接看到阿璞本

人表达的遗憾，却更有助于观众从

多角度的讲述中了解支持阿璞成

长与成材的那些力量。

影片开头是寻常的广州街头

生活场景，一对老夫妻在茶餐厅从

容地吃饭，餐厅上方的电视里播放

着电视节目。不寻常的是这对老

夫妻正是阿璞的父母，而电视里播

放的是阿璞成长的时代背景及其

生前片段；之后阿璞父母离开茶餐

厅，镜头转向电视里的画面：广州

市少年宫两位特殊的助教——视

障的王子安和患自闭症的韦一哲

在阿璞的画像前演奏向他献礼，再

加上随后出现的少年宫老师关小

蕾。短短几分钟的画面已然表达

出成就阿璞的四种重要力量。

首先是时代的机遇。阿璞出

生于 1977 年，成长于中国开始改革

开放，中西方交流逐渐增多的时

代。如片头电视里播放的意大利

歌唱家帕瓦罗蒂于 1986 年首次来

到中国，在天安门广场骑自行车的

场景，帕氏与众多骑着自行车的中

国人擦肩而过，双方相互好奇，互

相张望。阿璞也在这样的环境中

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这些音乐

给予他强烈的艺术感受，他不仅在

内心体验音乐，还用画笔来表达对

音乐的感受。音乐成为他绘画的

主题，他一生创作的 5000 幅美术作

品 中 有 3500 幅 是 音 乐 题 材 的 作

品。正是时代的变化为阿璞带来

了艺术的体验，使其积累了艺术的

经验，找到了创作的源泉。

其次是社会的支持，最直接表

现为广州市少年宫对阿璞的教育

与支持。阿璞于 1985 年在广州市

少年宫开始学习绘画，2000 年任助

教。看似简单的简历里却藏着少

年宫的创举：在阿璞之前，广州少

年 宫 并 未 有 接 收 特 殊 儿 童 的 先

例。阿璞进入少年宫本身就是少

年宫打破先例的一个创举。事实

上，童年时的阿璞也曾经三次报考

而被拒绝，是关小蕾老师被他的天

分所打动，最终接受了他。这个接

收成为广州市少年宫特殊儿童教

育的开始，在阿璞之后，广州市少

年宫开始有意识展开特殊儿童的

教育，成为全国首家关注特殊儿童

艺术教育的校外教育阵地和活动

组织机构。广州少年宫还在 2006

年设立了特殊教育部，到现在每年

能为特殊儿童提供 2000 多个免费

学位。不少孩子在这里发展了天

赋，阿璞，王子安和韦一哲正是其

中的佼佼者。广州市少年宫当初

为阿璞打开的一条缝隙，已拓展为

特殊孩子们一片成长的天空，给予

了他们最有力的社会支持。

第三是父母的关爱。作为体

弱多病的特殊人士，阿璞从小到大

在生活上始终离不开父母的照顾，

而其从音乐到绘画的艺术学习也

离不开父母的支持。影片没有忽

略阿璞父母，片中有大量对阿璞父

母的采访，而阿璞父母也成为片中

最令人感动的形象。他们像传统

的中国父母一样甘于默默奉献，这

从他们在片中自称璞爸璞妈而不

是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虽然他

们对阿璞的作品不是非常理解，但

他 们 却 从 未 动 摇 过 对 阿 璞 的 支

持。最令人感动的，他们对阿璞的

身体状况不是没有遗憾，但他们没

有怨天尤人，而是怀着要“努力把

人生这出悲剧变为悲喜剧”的坚

强，“含着眼泪陪儿子一起追梦，儿

子一直以龟的速度慢慢爬行”。他

们不仅在阿璞生前支持其绘画，又

在其生后按其心愿将其身体捐献

给医疗机构，将其作品毫无保留地

捐献给广州市少年宫。他们身上，

浓缩着善良又坚强的传统中国父

母的形象。

最后是阿璞个人的追求。虽

然身体状况欠佳，阿璞并未自怨自

艾。他不仅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

求，更有着充分的信心。他曾经一

度在生病时意识颠倒，不肯吃药，

父母劝说无效时，关小蕾老师只说

了一句“想做艺术家，那就要乖乖

吃药”，他便接受了吃药。23 岁生

日时，他面对镜头开心比出 V 的手

势，表示自己将来的艺术创作也要

取得永恒。他的艺术表达获得了

同行和大众的认可，著名漫画家廖

冰兄为他的画册题名《无音之乐》，

他的作品多次获奖，还在 2016 年举

办了主题为“我和这个世界”的个

人画展。他的一生与艺术紧紧相

连，在画展时正式宣告与艺术结

婚，还在身后留下了一份长长的音

乐遗嘱。音乐与绘画构成他的精

神空间，他沉浸其中，执着追求。

《流浪地球 2》中有一个例子：

一万五千年前一根断裂后又愈合

的人类股骨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诞

生，因为在这个愈合的过程中受伤

的 人 得 到 了 其 他 人 的 帮 助 与 支

持。现代社会中，一个具有天分的

特殊人士要真正成材发挥出自己

的天分，同样离不开各方面的支

持。阿璞是不幸的，疾病令他无法

像常人一般生活；阿璞又是幸运

的，时代的机遇，社会的支持，父母

的关爱和个人的追求共同形成其

成长的合力，令他在艺术里获得了

永恒的生命。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

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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