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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之一——宝莱坞的崛
起成就了印度电影，让他们的视野不再囿于印度风俗
和歌舞。阿米尔·汗的偶像化成功诠释了宝莱坞的成
功。阿米尔·汗相继拍摄了《地球上的小星星》《三傻大
闹宝莱坞》和去年全球上映的《摔跤吧，爸爸》。如果说
《地球上的小星星》讲述的是对一位特殊孩子的宽容和
抚养，《三傻大闹宝莱坞》展示的是印度电影中的歌舞
优势，那么《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则是通过展示
印度社会里女性的命运，呼吁人们去关注和爱护她们。

印度电影和女性

《摔跤吧，爸爸》中那位替两个女儿做主，逼迫她们
加入高强度体育训练的父亲形象曾惹了不少争议。如
果看了《神秘巨星》就会知道，在印度社会，拥有一位那
样的父亲是每一个女孩的幸事，那样的父亲完全可以
代表印度社会中男性的光芒和温暖。相对而言，《神秘
巨星》里的14岁少女尹希娅就显得不那么幸运。在她
的家庭里，父亲是一切经济收入的来源，也支配着所有
人的地位和心情。身为女性的母亲娜吉玛和作为未成
年少女的尹希娅就只有顺从的命运。为了突出女性的
这一命运，电影一开始尹希娅的母亲娜吉玛的脸上就
带着淤青，那是印度的男权社会印在女性脸上的烙
印。而这一痕迹随着剧情的深入变得越发明显。在印
度，作为户主的男人可以将少女的梦想扼杀在摇篮里，
也可以让一位成年女性在孩子跟前颜面扫地。面对这
一切，几乎所有的印度女性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甚至觉
得那是她们无力改变的命运。在艰苦的环境中，她们
变得麻木无比，甚至忘记了挣扎。娜吉玛听到女儿试
图通过解除婚姻这种方式改变她的命运时，表现出了
从未有过的犹豫和懦弱。这样懦弱的背后是她们早已
习惯的命运轨迹和文化传统。

印度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虽然不尽人意，但她们
依然散发着人性的温暖和母性的光芒。面对女儿尹希
娅的明星梦，饱受丈夫辱骂和殴打的娜吉玛选则了卖
掉自己的首饰来实现孩子的梦想。而这样的梦想在男
权的一声狂吼中像吉他的琴弦和从楼上被摔下来的笔
记本电脑一样成了一地碎片。《神秘巨星》将这两个细
节放慢给观众，试图让我们看到希望被破灭的细节。
无数个被击碎的梦想和失落的泪水成了印度女性的写
照，至少在《神秘巨星》这部电影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青春的梦想和追逐

在没有梦想的时候，《神秘巨星》里的主角尹希娅是
一位坐在角落里想自己心事的女孩。电影一开始，一群
男生便叽叽喳喳地聊着自己的生活。火车上，迎面扑来
青春的气息。接下来，女孩们弹起吉他，唱起歌，坐在角
落里的尹希娅也被要求唱一首，飘扬的歌声让那列奔跑
的火车更具有了青春的意义。因为青春是一次还未到
达终点的旅程，因为青春会为了梦想不停地奔跑。因此
从一开始，《神秘巨星》里的火车载着满满的象征，也告
诉观众这是一部关于青春和梦想的电影。

新的梦想，有了新的实现方式。与《摔跤吧，爸爸》
呈现的艰苦训练不同，《神秘巨星》里的梦想贴上了网络
时代的特色。在母亲的帮助下，尹希娅穿上代表着含
蓄、隐忍和自卑的罩袍，将自己的弹唱作品上传到视频
网站上。尹希娅这位蒙面少女的弹唱视频在网络上升
温之后，尹希娅成了很多人熟悉的陌生人。她正想趁势
让自己升级时，遇到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碍。在那个
男权主宰一切的家庭里，尹希娅实现梦想的双翼——吉
他和笔记本被击碎，而她也不得不随着父亲的意愿，准
备居家搬迁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接受由父亲安排的婚
姻生活。照片中尹希娅的未婚夫目光凶狠，某些气质与
她的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

如果电影里一味地放大尹希娅遇到的挫折，一定
会偏离电影温暖的主题。《神秘巨星》在塑造尹希娅父
亲的形象的同时塑造了3个温暖的男人：著名音乐人
夏克提、同学钦腾和弟弟古杜。夏克提以一位伯乐的
身份出现，在尹希娅束手无策时给她提供了很高的平
台和机会，成了他坚强的后盾。尽管嬉皮笑脸痞气很
重，但是夏克提的出现与尹希娅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不至于让观众对所有印度中年男人失望。同学
钦腾其貌不扬，单纯又单薄，却带着一颗善良的心，时
刻站在她身边鼓励和安慰她。弟弟古杜表现出他“小
大人”的一面，当尹希娅作为梦想翅膀的笔记本电脑被

毁坏之后，他拿出足够的耐心试图粘合笔记本电脑（我
们也可以将它引申为尹希娅梦想的本身），举动微小，
却展现了人性最纯真的光芒。

电影《神秘巨星》讲述的是尹希娅一个人的明星梦，
但它的背后藏着电影主创团队的梦想：希望印度社会早
日实现平权主义。当一个人的梦想和一群人的梦想融
为一体后，一部电影就展现出了它温馨的基调，每一个
小人物的参与，扩大了电影的艺术张力，让这部讨论梦
想的青春电影有了普世的价值色彩。不管是印度还是
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追逐梦想的不再是尹希娅一个人，
坐在影院里的观众不知不觉地成了电影中的追梦人。

本土特色和国际化

说起印度，人们会联想到泰姬陵、咖喱饭、贫穷、杂
乱的街道和载歌载舞的印度人。《神秘巨星》当然也表现
了那里的街景、建筑和服饰，它为了给观众展示更深层
的印度，选择了一个很小的切口：尹希娅一家。他们在
印度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一家3代5口人，儿女双
全，只有户主（即尹希娅的父亲）一个人工作，因此在这
个家庭里有绝对的话语权。电影中的妻子含蓄温柔，儿
子可爱，女儿有自己的心事和梦想。参加婚礼时，女人
们都会穿上最艳丽的传统服饰，戴上最昂贵的首饰，看
起来和睦无比。在电影里，印度男人下班回来会呵斥妻
子，凶巴巴地与女儿聊天，生气时对妻子大打出手。用
最小的切口给观众展示印度社会存在的大问题，是一部
优秀电影应有的品质。

作为一部印度电影，歌舞是其标志，《神秘巨星》作
为一部以歌星梦为内容的作品，歌曲不仅成了它特色
的表现形式，也成为了它内容的一部分。每一首歌舞
除了抒情，也在叙述故事情节。在《神秘巨星》里，印度
歌舞不仅是表现方式，更是内容本身。尹希娅展示自
我时需要音乐的衬托，所以音乐不会游离在电影之外，
它和内容的融合度，甚至让一些歌舞片都望尘莫及。

怎样让世界人民接受具有印度特色的电影作品，
是以宝莱坞为主的印度电影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宝
莱坞的捷径当然是学好莱坞，《神秘巨星》也自觉地加
入了好莱坞模式，主角追逐梦想的过程困难重重，定会
在电影结束前尝到梦想的甜头。在电影的结尾，字幕
出现过半时，著名音乐人夏克提突然出现在银幕上，随
着电子音乐跳起了舞，舞姿搞笑。这样的小手段，也受
到了好莱坞的影响。这是好莱坞出品的动画片常用的
一种模式。好在《神秘巨星》没有成为咖喱味的汉堡，
印度特色与好莱坞模式在这部电影里起了一次美妙的
化学反应。至于险些落入俗套的情节，也被电影中的
印度特色拉出了水面。

片名《神秘巨星》相比《摔跤吧，爸爸》有点俗，看到
最后才发现神秘巨星说的不是夏克提，也不是追梦人
尹希娅，是尹希娅的母亲时，人们才得到了些许的安
慰。敢于跟俗世和权力说“不”的人，不仅是巨星，更是
一位英雄。而用母爱这种普世的情感带观众入戏，也
是好莱坞惯用的手段。

电影《神秘巨星》——

青春、女性和梦想
◎照日格图

□戴清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提
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是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的，也是自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
多次强调的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命
题。此次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重申，
足见这一命题对文艺创作保持活力、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

“文艺创新”也是中国文艺发展从高原
向高峰迈进的基础保障，更是新时代
中国文艺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艺术精品的重要前提。

“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
新”是基于当下文艺创作发展状况的
总体判断提出的，可谓恰逢其时，也是
新时代中国文艺守正创新、繁荣发展、
质量提升所迫切需要的。文艺原创力
与创新性，既是作家艺术家创造力的
标志，也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
精神和整体活力。从文艺发展史的角
度看，不难发现，在文艺原创力高扬的
历史阶段，总是艺术创作精品频出的
时期；反之，原创力水平低下、创作者
主体精神萎靡则必定造成文艺凋敝。

文艺原创力，诚然是审美主体精
神和创造力的外化，但审美创造从来
都不是凭空孤立产生的，而是审美主
客体交流契合的产物，是创作者植根
生活、体察人生、进而加以艺术提炼提
升的结果。“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原创力之“源”虽然是以“心源”为“洪
炉”，却并不止于“心源”，“心源”最
终离不开“造化”之功。离开了审美对
象、脱离了生活的滋养，创作也就成了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也正是马克思

“实践论美学”所强调的社会实践之于
作家艺术家的重要性。由此看，“深
扎”正是对文艺原创力之源的准确揭
示，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必须。通
过“深扎”，创作者才能够探入生活的
富矿，探寻到地层深处奔涌的激情，把
握社会真相与生活内蕴，而不是悬搁
在生活表面，浮皮潦草地表现杯水风
波或生活涟漪。

艺术创新表现在方方面面，可以
是形式上的突破，也表现为内容出
新。近年来，影视创作在表现对象和
领域上有明显拓展，视野开阔、表现内
容日益丰富。行业剧特别是在“一带
一路”倡议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有着国
际视野与表现内容的影视剧作品，弥
补了特定题材创作的空白。如表现潜
艇部队年轻官兵成长的《深海利剑》，
表现我军反恐部队和维和部队在跨国
反恐斗争和海外维和执勤中的《反恐
特战队猎影》《维和步兵营》等。最突
出的当属2017年创造了极高票房的
电影《战狼2》，该片作为新主流大片
的优长很多，其中表现内容的出新也
是影片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再如网
络剧类型元素的出新近年来也取得了
比较突出的成绩，浪漫唯美的玄幻剧
已推出了一些质量上乘的作品，这些
作品有益借鉴和巧妙运用了中国的神
话传说，是古老母题原型的移步换形
和当代变体，由此让优秀传统文化焕
发了活力与生机，也弥补了传统电视
剧相应类型的短板。再如刑侦题材网
剧《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也因表
现内容接地气、对欧美同类型剧叙事
技巧的本土化改造受到年轻观众群的
普遍欢迎。同时，也需指出，当下网络
剧改编仍然比较依赖网络小说，对所
谓大 IP的迷信并未真正减弱。影视
创作及改编的母本来源需要拓宽视
野，积极开发传统文学与当代文学名
作这一改编富矿，开发原创剧本，以改
变当下影视作品偏向玄幻化、现实题
材创作轻浅化的创作症结。

表现内容的出新是艺术创新的一
个层面，带有题材占先的讨巧意味。
更深层有力的创新还在于艺术作品内
涵与质量的提升。题材的新颖，并不
能代表创作的深度。浮光掠影或一知
半解，还远远达不到“深扎”的程度，也
很难对特殊表现内容有深入的把握与
呈现。当下，职场剧、行业剧创作十分

活跃，但创作者对特定行业了解、深入
得不够，一些行业剧正是因为行业硬
伤而为人们所诟病。创作者对行业深
入了解的程度和艺术素养最终决定着
作品的水准。如《浮沉》的原作作者有
着10年的外企职业生涯，剧中对职场
年轻女性成长的表现也就避免了《杜
拉拉升职记》中看似浪漫化、实则虚假
轻飘的表现，更是《北上广不相信眼
泪》这类对职场隔膜生涩的作品完全
不可同日而语的。

艺术的高下，在境界、在情怀，也
渗透在细节——艺术的“褶皱”之间。
这种功力，正是来自于“深扎”积累的
生活体验。如刘和平编剧的历史剧在
业界学界有口皆碑，它植根于创作者
对中国历史文化、时代社会的深入思
考。在他的历史剧写作中，寄托了创
作者对“文化中国”的深厚理解。这表
现在人物的行止谈吐、精神气质中，也
反映在内蕴丰富的风物古迹、世态人
情之间，创作者以自己的一系列作品
建构起了一种独属于刘和平历史剧的
审美意象与文化印记。

与之相对的，套路化概念化则是
创新的大忌，如一系列大女主戏，短
时间一窝蜂出现，但却一再重复着“霸
道总裁爱上我、满朝文武爱上我”的平
庸套路，扁平化的人物设置和戏剧冲
突只能让观众迅速地审美疲劳。《甄嬛
传》虽然同样是宫斗剧，但原本是一部
叙事精巧、制作精良的作品，剧中对古
诗词意蕴的影像化呈现、人物对白的
个性化表现，以及音乐、舞蹈、服饰等
古典审美的韵味与意境也都别具一
格。但因这种后续的跟风之作扎堆出
现，而最终败坏了这一类型剧的口碑。

对于影视创作而言，改编虽属二
度创作，不在原创范畴，但仍然需要艺
术创新精神的体现。事实上，这种创
新意识也贯穿于整个创作流程和环节
中。作为一剧之本，编剧环节是重中
之重，是一部作品创造力的最初体现，
也是创作集体艺术匠心的集中反映，
需要解放编剧的艺术生产力，尊重编
剧意见及艺术裁决权。今年的改编力
作《白鹿原》代表了国产电视剧的文化
品格，作品较好地还原了原著的精神
意蕴，又剔除了原著中的不足，表现了
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涅槃、浴火重生的
艰苦过程，也很好地发挥了影像艺术
的优势，使作品的影像品质、象征意
蕴、审美风格都达到了较高水准，营造
出深厚的历史质感，与电影改编、某些
话剧版的改编相比，都更为成功，为名
作改编与二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
经验和示范作用。

影视创作流程的各个环节如导
演、表演、摄影、音乐、录音、美术、服装、
化妆、道具等，处处体现着艺术匠心，是
规范、秩序之外需要的灵气灌注与才
情投射，也一样呼唤保持本原的艺术
赤诚之心与对待艺术的虔敬初心。在
二度创作阶段，同样需要激发导演阐
发剧本的原创力，改良创作团队的权
力结构，改变大牌明星说了算的现
状。演员的二度创作中同样包含着重
要的创造力，去年的家庭伦理剧《情满
四合院》中，以北京人艺为主体的强大
表演阵容令人过目难忘，京腔京韵、蕴
涵丰富的对白更是作品的一大亮点。
亟须对当下演艺市场上表演创作水准
偏弱、地位、片酬却畸高的现象加以管
理和引导，行业自律、艺人经纪及观众
培养等角度的综合治理也亟待加强。

此外，艺术创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也
需要围绕原创力的提升进行相应调整，
加强高等艺术院校对综合性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力度，丰富编剧导演的知识结
构，以改变目前年轻编导因学养修养不
足，大量出产外行的行业剧、虚假的现
实剧、胡编乱造的历史传奇剧等创作乱
象。必须严厉打击抄袭之风，以保护文
艺原创权益和创造力。制衡并纠偏当
下以技术和资本为主导的产业驱动模
式对内容原创力的挤压与扭曲，努力建
构以创作者为本、审美提升为内核、政
策管理为保障、人才培养为基础、市场
优化为驱动的影视剧原创力综合联动
提升策略，以文艺原创力与创新精神为
基础，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冯小刚电影《芳华》上映至今热度不减，近日又传
出电视剧版《芳华》即将开拍的消息。据透露，相比于
电影版，电视剧版《芳华》会更趋向年轻化，把青春、爱
情、军旅、灾难、歌舞等多重元素有机结合起来。

近些年，“影视套拍”颇受业界青睐。有的是“剧改
影”，比如2006年热播电视剧《武林外传》在2011年出
了电影版，2011年热播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于2014
年登上大银幕。有的是“影改剧”，比如 2010 年电影

《山楂树之恋》热映，2012年又有了同名电视剧，2014
年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引发年轻人观影、怀
旧热潮，2015年同名电视剧就登上荧屏。而像这几年
的《何以笙箫默》《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则影剧几乎
同时投拍，在一年之内先后与观众见面。

之所以有这么多“套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这种创作方式省时、省力、省钱。一来，现成且为人所
熟知的好故事、好题材已经有了，不用再花费时间与
精力寻找新题材、创作新故事，只需要拿来，适当予以
加工改造即可。二来，前作的热播或热映，已为“套
拍”新作积攒下可观的口碑效应与观众期待，更容易
引发共鸣和互动，票房或收视就有了保障，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投资风险。就拿《芳华》来说，电视剧《芳
华》搭着电影还在热映的顺风车，彼此的关注度都会
有所提升。

对制片方、投资方来说有利，笔者以为，从观众欣
赏角度来看，却未必能获得等效满足，甚至可能弊大于

利。一方面，电影和电视重复制作本身就是一种资源
浪费。另一方面，电影和电视对于同一故事的重复呈
现，若没有足够创新，观众的关注只是出于惯性，容易
造成审美疲劳。目前看来，还没有“套拍”新作超越前
作的例子出现。

从影视创作角度讲，正因为“套拍”是奔着省时、省
力、省钱，制作团队往往有可能急功近利，制作周期越
来越短，致使“套拍”新作多为粗制滥造。一部好的经
典，往往是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它们经得住
时间的考验，也往往持续地散发魅力，传播并不急于一
时。因此，与其说“套拍”遵循影视剧改编的规律，毋宁
说是遵循市场规律。

“影视套拍”成风，折射出原创力的薄弱和好剧本
的严重匮乏。“影视套拍”如无限制发展下去，或将助长
创作者的惰性、扼杀文艺创新的动力。这个问题已引
起各方面的重视，近些年不乏有识之士呼吁要重视原
创、鼓励原创。若一味地遵循资本逻辑，狂奔路上恐怕
就会掉落很多。“套拍”，未必能套得住观众。

“影视套拍”未必套得住观众
◎文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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