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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扎堆：
跟风投资，佳作稀缺

从2008年的《画皮》开始，无数导演和
制片公司或者从中国传统神话小说中搜罗
灵感，或者大肆购买魔幻题材网络小说，本
想把这些故事打造成“中国版《指环王》”，不
过事与愿违。
直到2015年《捉妖记》的横空出世，改

变了中国影市的风向。很快周星驰的《美人
鱼》又以34亿的总票房盖过了《捉妖记》，于
是乎，更多的电影投资者把目光投向了奇
幻、魔幻领域。此后，《九层妖塔》《长城》等越
来越多的大制作奇幻电影开始不断涌现，但
是市场反响却不像投资那样火热。从2015年
开始，除了周星驰的《西游·伏妖篇》和郑保瑞
的《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外，魔幻片
基本上拍一部赔一部。即便大牌如张艺谋，请
来马特·达蒙和一众明星打造《长城》，号称要
让中国电影走向国际，最终也遭遇滑铁卢。
去年，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奇幻电影一部

接着一部：《降魔传》《奇门遁甲》《二代妖精
之今生有幸》《妖猫传》。即便有徐克和陈凯
歌的加持，口碑也不如预期。
今年春节档上映的《西游记之女儿国》，

也给曾经春风得意的郑保瑞泼了一盆冷水，
票房不足8亿元。即便投资者对于国产奇幻
电影野心勃勃，但是，却留给了观众“十片九
烂”的印象。

内容空洞：
视觉华丽忽略精神内核

长久以来，国产奇幻电影最为人诟病的
问题，就是视觉效果越华丽，人设、剧情、世界
观越空洞。纵观2017年所有国产奇幻类电影，
几乎没有一部可以逃过“剧情单薄”的批评声。
这一问题源自国产奇幻电影的定位不

清。观察西方同题材电影就可以发现，西方
奇幻电影对于自身的定位格外清晰：它包括

现实生活中不会有的奇幻场景，和具备超能
力的非人类种族。虽然同为英雄主义故事，
西方奇幻电影的代表作《魔戒》就将自己与
《哈利·波特》或《星球大战》这些电影作出了
严格的区分，以小队成员个性迥异却又团结
一致对抗邪恶的故事，表达出此类题材对于
团队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赞美。
反观国产奇幻电影，大多是人设先行，

再利用人物来推动剧情的发展。而在背景奇
幻的主剧情中，往往又掺杂了喜剧、爱情、武
侠、动作等多种元素，导致影片呈现出一种
胡乱混合的大杂烩状态。
不过，即便是再苛刻的观众，也不得不承

认，中国奇幻电影在视觉效果上在不断进步，
不过，与好莱坞电影相比还有一段距离。同时
沉迷于视觉冲击却忽略了故事本身，丢掉了精
神内核，这就是诸多作品失败的原因。

嫁接现实：
从虚构世界探寻现实意义

“奇幻电影决定了电影的工业整合性、
技术整合性大大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过
度消耗了对戏剧打磨的投入。在叙事上也
是，如何在那么多视觉奇观场景与动作
场景中还能有效塑造人物、展开戏剧冲
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北京电
影学院副教授杜庆春曾这样分析道。
有专家分析，“即便是好莱坞，近

两年的魔幻、奇幻题材，也都没有取
得特别好的效果。”主要原因归结
为这类作品离观众的生活太远。创
作者应该注意把奇幻故事跟现实
嫁接，让其更贴近观众，从而引起
大量共鸣。例如，2016年由周星驰
执导的电影《美人鱼》唤起了大家满满的怀
旧情结，这部巨制以环保问题作为叙事情节
的推动力，展现了人类赤裸裸的贪欲。正如
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
说的，理想的奇幻电影是集观赏性与思想性
于一体的。

□半岛记者 王悦

近年来，国产片实力集体上扬，不过，奇幻电影的质量却令人感到有点
五味杂陈。一方面，技术在不断进步，足够有视觉冲击力，另一方面，影片定
位模糊、故事单薄，常令人诟病，陷入了叫座不叫好的怪圈。佳作屈指可数，
值得业内深思。而想要走向世界，也是长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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