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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真相，观照现实
——评电影《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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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 舟

《涉过愤怒的海》：

怎样用一部电影讲两版故事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高质量

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机结合起来。新时代纪录电影的

发展同样要贯彻新时代新发展理

念的要求，紧扣时代主题，深化纪

录电影市场环境和创作规律的研

究，让精品化的纪录电影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发挥出更

大的作用。

纪录电影发展环境

面临的“变”与“不变”

从“变”来看，改革开放和新

技术的涌现，使新时代纪录电影

发展所处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剧烈

的变化，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媒

体传播形态的变化，极大地改变

了观众的收视与观赏习惯，电影

院早已同商业大片划上了等号。

纪录电影虽然屡有口碑不错的佳

作，但在市场中份额占比减少，

“叫好不叫座”成为纪录电影发展

的痛点。

随着传播渠道的多元和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分众化、

个性化、平台化正成为内容传播

的新型态，纪录电影必须分析这

种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厘清

自己在新传播格局中的位置，采

取相应对策，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不变”来看，纪录电影发

展的本质优势没有变。其一，纪

录电影有很强的记录时代属性，

其国家影像历史的纪录者和典藏

者的职责使命已被过去发展的历

史所证明，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和 促 进 中 华 文 明 新 发 展 的 历 程

中，纪录电影依然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其二，纪录电影有深厚

的群众基础，在观众心目中有很

好的口碑和美誉度，观众对好的

纪录电影有着天然的认可度和强

烈的需求。其三，纪录电影有极

其丰富的题材，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悠久的历史、独特的人物、奇

妙的自然、新时代的政治、军事、

外交、经济、科技等等都可以成为

好 的 纪 录 电 影 的 创 作 题 材 。 其

四，纪录电影保持了一支有情怀

肯吃苦、善创新的人才队伍，这是

纪录电影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强

支撑。

纪录电影的高质量发展

需要“提质增效”

要深入分析传播需求与受众

需求，在纪录电影的前期策划上

下工夫。题材选择要立足于“重

大”“揭秘”“厚重”“热点”，满足

社会需要和观众预期，在庞大的

纪实影视群中，“少而精”应该是

纪录电影的战略选择，“少而精”

才能真正实现纪录电影的高质量

发展。

要做好看的纪录电影，增加

纪录电影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共

鸣感。要和观众画好同心圆，在

影片内容选择、影像呈现、技术制

作各环节贯彻精品意识，让“精

深、精思、精巧、惊奇”成为纪录电

影的品质标签。

要锻造“明珠效应”，拓展纪

录电影的生存空间。把纪录电影

做成纪实影视领域王冠上的“明

珠”。以“明珠效应”带来美誉度

和市场契合度。

在互联网时代

谋求纪录电影发展新空间

立足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谋划

纪录电影立体的发展空间。要深

入研判互联网时代传播趋势的变

化，筹划好纪录电影的生存生态，

这个生态包含了纪录电影在线下

与线上、在不同传播载体上的深

耕与融合，有好的生态，才能增强

纪录电影的发展后劲与活力。

在 院 线 主 阵 地 实 行 精 准 投

放、分众发行放映，让纪录电影打

通和观众的“最后一公里”，以互

联网技术的标签化、便宜化，减少

梗阻，充分发挥纪录电影的文化

特性和社交化特性，让纪录电影

话题和主题活动和观众的社会文

化生活有机融合，形成陪伴式文

化消费业态。

聚合资源，顶层设计，建立贯

穿平台的纪录电影专属影院，探

索版权利益共享体机制，改变目

前分散、弱小、各自经营的现状，

让纪录影院立体、方便、快捷、丰

富、互动，永不落幕。

新的时代，呼唤纪录电影全

新的使命，唯有创新变革，才能

增强纪录电影的生命力，唯有提

质增效，才能为纪录电影找到新

时代的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为中央新影集团原副总

裁、总编辑，根据在珠海第二届纪

录电影大会“圆桌对话”上的发言

整理）

近些年在商业上或者传播上获

得成功的电影，大致分为两类：一类

是工业化大制作，如《流浪地球》系

列；另一类是话题性极强的现实题

材影片，如《我不是药神》。而电影

《热搜》则和后者同属一类，具有非

常强的现实性，容易引发观众的讨

论热情。

作为导演忻钰坤的转型之作，

《热搜》在创作和拍摄手法方面显得

非常干净利落，既不拖泥带水，也没

有陷入过多的炫技中，而是专注于

故事的讲述、情感的宣泄和主题的

表达。当下很多电影往往过于刻意

强调技巧性，局限于“要有多少个反

转、多少个悬疑点”，反而容易导致

电影的本体及其艺术价值、社会意

义的被掩盖，甚至失去。重技巧这

类影片当然可以有，但不应该都去

随波逐流，市场仍然需要和呼唤更

多具有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影

片。影片中布满银幕的网友留言，

就像洪水袭来，导演的这一镜头语

言表达了互联网强烈的冲击力，观

众真是感受到了《热搜》的“热”。

作为一名女性观众，我在观看

影片时心情很沉重，甚至不忍心。

电影中，我们显性地看到网络暴力

和资本魔鬼的一面，但影片的深层

次更多谈到了女性的命运。女主角

陈妙是一个女性，受害者也是女性，

她们都在努力地争取女性的尊严。

现代社会里，女性的独立和崛起其

实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不是简单

有了经济收入的来源就独立了。一

个技校的女孩子会遭遇到如此的厄

运，看出了女性的卑微和弱势的地

位，希望能够引起女性自身或者相

关部门的重视与反思。

但不能不承认，虽然这一沉重话

题确实有千疮百孔的存在，但依然

有人在缝缝补补，依然有人在为我

们负重前行，像影片中的陈妙和她

背后的“妙不可言”。基于这种强烈

的情感意识，我在观影的过程中，已

经完全抛开了对悬疑片固有套路的

期待，所有这些技巧都已经不重要

了，唯一在意的就是最终的真相。

我相信观众对这部影片的期待和满

足，也不仅仅局限于电影本身，而是

更多关注其对网络暴力的反思，对

资本魔鬼一面的恐惧，对女性命运

的关注，对社会高速发展中遇到的

这些问题的正视，期待着真相的揭

开和正义的到达。

“网络暴力+校园霸凌”的话题

性特别强，能让观众基于同理心的

角度产生共情，从而引发深层次的

社会批判和强烈关注。而现实中，

“百色助学”事件对于国人投下的

心灵炸弹，更让影片具有强烈的现

实关照。现实主义和现实题材是

两码事，现实主义本质就是审视甚

至批判，也许没那么多温暖，但正

因为对社会有着极强的责任意识，

才更弥足珍贵。基于此，《热搜》可

以和《我不是药神》并驾齐驱，因为

它确实达到了现实批判的艺术追

求和艺术精神。

影片中，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

尊师重教的道德标准在资本的裹挟

下彻底显示出人性丑恶，对女学生

触目惊心的霸凌，甚至性侵，促使我

们去反思社会道德的基准线，去关

注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尊严。当整个

社会对于价值的判定趋向于金钱与

权力，女性被物化为资本的标的物，

师德的沦丧、资本的獠牙、人性的丑

陋便逐一展现，而此时陈妙的出现

就自然与观众在情感层面上达成正

义联盟的共识，从而引发观众强烈

的共情体验。

高话题性与强社会参与性自然

引发观影的延展和发酵，将电影从

艺术本体的演绎指向了社会的改

良。从这点来看，该片在艺术性与

思想性结合上取得了成功，正如《我

不是药神》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进

步，即医药改革，希望《热搜》这部电

影，能够推动全社会重视网络暴力

这一痼疾，从而加大规范和整治力

度，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与构建。

（作者系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

《涉过愤怒的海》这片名真好，用

典（日本影片《追捕》原名《涉过愤怒

的河》/《君よ憤怒の河を渉れ》），且

贴切，曹保平不仅用影像兑现了片

名，也在主题上兑现了片名。就我而

言，这部片子最有意思的是它的“误

导”，在影片前120分钟放映时间里，

它都对观众形成了误导，让观众误以

为它是在讲另一个主题的故事：一个

穷人对无良富人的复仇，而后 20 分

钟，它坐地成茧，又化蛹成蝶，从旧壳

里蜕出一部新的电影。

索命刀——占比85%的“伪片”

《涉过愤怒的海》全片85%的时间

都引导着观众追随黄渤扮演的丧女

之父，沉浸在一片无边的愤怒之海

中，全片如一把索命利刃没有须臾停

歇地杀向疑凶。

对应曹保平的首作《光荣的愤

怒》是“怂人的愤怒”，《涉过愤怒的

海》就是“狠人的愤怒”，开场人物的

设定用一场海上遭遇战揭示了黄渤

扮演的主人公金陨石的性格，绝不服

输，就连海上悍匪也别想占了他的便

宜。这样一个刀尖上舔血挣钱的狠

人，死了唯一的女儿，他得血债血

偿。开场的海上遭遇战，除了交代了

男主角，更将故事发生的情境圈定在

一个法理真空、唯有抵死肉搏的原始

丛林。

中国的规定语境是一旦有命案

发生，警方必须介入，而侦案权属于

绝对的公权，完全对私域封闭，《涉过

愤怒的海》用了一个设计：日方案件

信息传递到国内之前的立案真空期，

悬置了警方线，让影片最大程度上接

近一部纯粹的个人复仇片。

正如黄渤采访中所说，“这个角

色要求的能量浓度太大了”，“它不像

别的戏，还有一些蜻蜓点水的东西，

这部戏每天一开机，每一场戏都在那

个情感浓度上。”《涉过愤怒的海》每

一场戏都像砸在重音键上，这对演员

是巨大的能量考验，对于导演一样是

严酷的考验，因为没有起落、转圜，一

路从重到更重，不是螺旋上升，而是

直着上去，是非常消耗动能的，到了

一个点上，角色会疲，观众也会累。

事实上，在第二幕终点，影片确

实撑得有点吃力了，黄渤、周迅、祖峰

几个主要人物的逻辑还有观众的观

影感受都游走在崩的边缘，主要原因

是按剧情逻辑推演，人物疯不到那种

程度，你给的油不足以让这辆车飚到

180 迈，就显得硬努。犯罪片不同于

悬疑推理，重点不在错综复杂的“完

美犯罪”与“更完美破解”，但一般而

言，犯罪片起码要用一幕或者一幕半

的时间来逐渐追踪线索找出凶手，像

《涉过愤怒的海》这样摒弃了所有思

索与排查，一秒就定下凶手的实属罕

见，仅从影片目前呈现的样貌而言，

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指向疑凶，真相

未明的情况下，人物反应存在过度、

失真、逻辑断点。

与疾风似的追逃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影片对真相的冷处理，实际上，

《涉过愤怒的海》用85%的片长在讲述

一个大家默认的解释，所有人似乎都

心照不宣地分享着一种社会共识

——穷人受害，富人无疑是最可能的

加害者。参见李沧东的《燃烧》，但

《燃烧》在将女子受害归因于富人加

害这一块处理得更扎实，提供了更模

棱两可、足以混淆判断的证据，让男

主角对富人少爷的仇恨更有基础。

如果对尖锐的原著原型必须做柔化

的改编，那么作为一个伪文本，它还

需要创造更多暧昧、歧义的想象空

间，以留给其后叙事的反转。

好的类型片故事在情绪里，主题

在意象中，曹保平的现实题材犯罪片

里一直在创造能指与所指、外延与内

涵高度融合难于切分的意象。《涉过

愤怒的海》贡献了很多精彩的电影化

的瞬间，从一开场，手指蘸血在木板

上写字，就成功链接了观众的痛觉，

影片用了很多意象来直观化愤怒，风

暴来临时，乌云压顶的天空，是人怒

化为天怒，从天而降砸在车顶上血肉

模糊的鱼，是“天地为刀俎，我为鱼

肉”。海是更庞大的意象，以不同的

面目贯穿全片，从愤怒到诡谲，再到

归于平静、苍茫……海也是金陨石的

战场，在陆地他输掉的一切，唯有在

海上，才能夺回来。

最完整、与主题最熨帖的意象段

落是黄渤从日本回国杀往疑凶父亲

的豪宅，影片用一段豪华的镜头展示

了那间奢靡大屋，那当然不是一个废

镜头，它毫无分说地就宣判了疑凶的

罪，金钱的原罪。然后，黄渤涉水而

来，从他的海上主场切换到富人的主

场——陆上豪宅，镜头用变形、旋转

故意放大了豪宅的大，大得无边，黄

渤冲进去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着北，

处处碰壁，他迷失在一个又一个房间

里，最后，他要找的人却并不在那

里……

全片的叙事，几乎就浓缩在这一

个意象段落中。

回旋镖——占比15%的真相

如果观众提前20分钟退场，他会

得到一个故事A，而最后散场的观众

会挨上一记回旋镖，得到一个故事

B。120分钟、140分钟版本，其实从结

构上都是完整的，这很有意思，像个

套娃。

我个人并不觉得后 20 分钟勉力

为之，跟“灼心”系列的前一部《烈日

灼心》类比，就会发现《涉过愤怒的

海》犯罪最终的落脚点同样没有落在

社会，而是落在自我拷问，邓超和黄

渤扮演的角色都在凶手与追凶者双

重身份间转换。这至少证明对原型

原著的改编思路，“灼心”系列是一以

贯之的。

有人喜欢前面愤怒的故事，而我

却更钟意最后那记回旋镖。曹保平

的狠，一如既往，在我看来，黄渤一路

的血肉厮杀，都只算皮外伤，直到最

后真相揭晓，才是对角色对观众真正

的迎头痛击，说说我的主观感受吧，

就像被一记铁锹拍在头顶，继而又被

铁锹按进冰冷昏暗的海水里，窒息、

疼痛、喘不上气……黄渤的表演也很

到位，同频了我的感受。

《涉过愤怒的海》在曹保平的作

品序列中是一个“新地标”，代表了犯

罪归因的重点从社会大视角进一步

转向伦理亲情。很多犯罪片的犯罪

成因都在家庭，尤其是在中国，这不

稀奇，曹保平影片的独到之处，是其

亲子之殇，锐却不见血，是一种你找

不到伤口也无法止血的伤，一种绵长

而无解的痛。

比如《狗十三》，谁错了？好像大

家都不是坏人，然而不可挽回的伤害

在所有人的正常行事中已然铸成，戕

害以爱之名堂而皇之地发生，这是

《狗十三》最可怕的地方。

《涉过愤怒的海》更甚，整个血案

的悲剧后面隐匿着两个家庭悠长而

沉默的悲剧，受害女孩的家庭、疑凶

男孩的家庭取样了中国亲子关系最

危险的两类典型家庭。女孩的家庭

穷困、粗糙，单亲父亲爱她的唯一方

式就是拼命出海挣钱，孩子的心灵与

情感他根本无暇顾及，影片最后还是

柔化了这种亲子危机，幻想中父亲陪

在孩子身边似乎悲剧就能得到避免，

事实上，这样的父亲或母亲在中国比

比皆是，即使他们有暇，即使他们陪

伴在孩子身边，他们也无力触及孩子

的内心世界，悲剧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照样会发生，这种亲子之痛其实是无

解的。

比女孩家庭的悲剧更隐秘的是

疑凶男孩的家庭悲剧，故事抵达终

点，得知真相的我再回头看前面的剧

情，周迅扮演的母亲、祖峰扮演的父

亲的一些不合逻辑，都有了另一种解

释，他们的不正常为男孩的不正常做

了注脚。从始至终，这对父母都没有

深究过女孩究竟是不是自己儿子杀

的，他们第一时间默认了是自己儿子

杀的人，之后想的只是怎么让他脱

逃，归根结底，这对父母第一时间就

从道德上否决了自己的儿子。他们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否决自己的儿子

的？得追溯到多早以前？祖峰扮演

的父亲在船上的说法是七岁之前，一

个自小就被父母否决放弃的孩子，可

以想见会拥有怎样的人生。

《涉过愤怒的海》的片名是一个

巨大的隐喻，视觉上的，也是主题上

的，最后观众随着黄渤扮演的角色，

终于艰难“涉过愤怒的海”，抵达了真

相的岛——那个在泥泞血污中挣扎

的满身伤痕的男孩被锁链所囚，不得

自由，不得逃生，还是意象，还是隐

喻，他蜷缩身躯的姿态跟他在满是液

体的子宫里时一样，那锁链的意指不

言自明。

影片的最后，男孩被释放，自己

一个人划船渡海，又一个意象。这无

边恨海，黄渤扮演的男主角刚刚渡过

去，男孩他渡得过去吗？郭本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