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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奇幻类型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
魔力似乎忽然失效了，例如今年上映的《侍神令》，
即便具备制作精良、阵容强大的特点，仍无法吸
引观众。

时间倒回到 2008 年，当《画皮》引发奇幻电
影创作热潮之际，相信无论创作者或观众，一定
都无法预料 13 年后，如《刺杀小说家》和《侍神令》
这样制作精良的奇幻电影，票房成绩会如此不尽
如人意。

而陷入另一种尴尬处境的是今年五月初上映
的《你的婚礼》，这部上映前备受期待的青春爱
情片，上映后尽管一度票房成绩亮眼，却无法复
制《失恋 33 天》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
同类影片曾经获得的好口碑，也因此在档期结束
后很快表现出颓势。

我们总希望以类型电影的经验，为中国商业
电影的创作路径和观众的消费习惯寻找一个可供
借鉴的模式，希望以此推动国产类型电影的发展，
使其尽量不走或少走弯路。但事实证明，这些看
似合理的类型电影经验，却总是成为一种后见之
明——类型经验似乎有些难以捉摸。

在过去 20 年，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类型电影创
作经验，对很多国家商业电影的创作起到了一定
的导向作用，但这些经验并不总是有效。类型经
验确实很难成为一种先见之明，或者一种可以洞
察观众喜好的创作指南，这与类型电影作为分众
化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复杂多样性与深层文化逻辑
密不可分。

是什么导致了某些类型在电影市场上失效？
近十几年，由漫威引发，奇幻电影成为当代

商业电影中具有巨大票房号召力的类型。中国电
影也从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出发，拍摄自己的奇
幻大片，《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
以及当代的盗墓小说，都成为中国奇幻片的取材
与改编对象。从《捉妖记》到《美人鱼》，奇幻
类型不断创造中国电影的票房新高，一度曾是拉
高中国电影票房天花板的强势类型，也成为推动
中国电影工业成熟的重要支柱类型。

然而奇怪的是，2018 年开始，国产奇幻电影
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对观众的吸引力。《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封神传奇》《阿修罗》《神探蒲松
龄》几部奇幻大片遭遇票房口碑失利，还可以归
结于影片质量不佳，但制作精良、阵容强大的《刺
杀小说家》和《侍神令》，依然无法吸引观众，
反而被《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 3》遥遥领
先。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奇幻类型的魔力似乎忽
然失效了。

同样风光不再的还有青春爱情类型。2011 年
的《失恋 33 天》与 2013 年的《致我们终将逝去
的青春》，确实展现了青春爱情类型的市场潜力，
但近两三年，虽然也有《少年的你》以其现实关
注和社会责任感完成了对华语青春类型片的一次
升级，更多却是《月半爱丽丝》《荞麦疯长》《八
月未央》等在口碑票房双双遭遇滑铁卢；又或是
一些完全依靠由宣发营销带来的首日 / 次日高票房
支撑却口碑不佳的作品，都在不断消耗甚至透支
观众的好感。这类青春片沉迷于“初恋即永恒”
的怀旧情感模式，完全抽空了青春片的现实与成
长内容，在一个个空洞苍白的“爱情神话”中流
连忘返、顾影自怜。

与此同时，另一些特定类型在市场上却表现
出了持久的生命力，比如喜剧片、悬疑片（包括
警匪、谍战、犯罪片），还有一类是近两三年来

异军突起的电影类型——从《我不是药神》到《送
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
这些作品题材不同，但都贴近社会现实、捕捉社
会热点，并以最大程度调度观众情绪，可以统称
为情节剧。

我们不禁要问，是某些类型在中国电影市场
已经失效了吗？这种失效的原因又是什么？笔者
认为，正是因为这些曾经热门的类型没有找到与
中国观众深层文化心理的契合点，因此无法形成
一个良性、稳固、可持续的创作模式，进而不断

透支类型对于观众的吸引力，导致了类型的失效。
“术”与“道”，什么才是发展类型电影的

重心？
其他国家的类型电影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类

型电影经验，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并不总是有
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类型经验是无用的。失效，
恰恰是因为对于类型经验的理解过于简单浅表。
比如《疯狂的石头》大获成功之后，就出现了一
批粗制滥造的跟风之作，这就是从最肤浅的层面
理解类型经验，哪一部电影卖得好就认定观众喜
欢这一类型，开始不断低层次复制模仿。奇幻片、
青春片的热潮都源于这种对类型经验的表层理解。

类型经验包含术与道两个层面的内容。“术”
是指电影生产力的方方面面，而“道”则是指类
型电影的深层文化心理——到底哪些类型适合各
自国家的观众。可以说，术是发展类型电影的基础，
但道才是各国发展各自类型电影的核心，需要创
作者去思考和探索。从法国、韩国等几个电影产
业发达的国家的类型生产状况来看，喜剧、悬疑、
爱情等类型，是受众更广、生命力更持久的电影
类型，而这几种类型在中国同样也比较成功。这
就进一步证明了，类型经验的价值绝不仅仅是类
型电影的制作经验，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本土观
众所喜爱的类型。特别是当中国电影经过新世纪
以来的发展，已经完成了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
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那么发展类
型电影的重心就应该转移到类型电影的文化心理
结构层面，找到适合并属于中国观众的电影类型。

比如奇幻类型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虽然在
美国是最强势的商业类型，但这是因为漫威漫画
和 DC 漫画在美国作为日常消费的通俗文化产品，
有着广大的受众群体。在法国和韩国的商业电影
生产中，都没有发展奇幻这一类型，也正是因为
没有受众基础。中国的几个奇幻类型 IP 如西游、
封神、聊斋等，虽然家喻户晓，但被一再改编翻拍，
大量生搬硬造的跟风之作使叙事资源被过度消耗，
令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同时，这类奇幻大片离当
代生活有一定距离，完全抽空了社会现实，注定
无法像《我不是药神》《你好，李焕英》等几部
情节剧一样引发全民关注。

在情节剧领域之所以最近两年出现了多部现
象级国产电影，恰恰因为这是在中国本土具有强
大传统和资源、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种强势
类型：纵观中国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产品，电影
从早期的《姊妹花》《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谢晋
的《舞台姐妹》《芙蓉镇》，包括获得金棕榈奖
的《霸王别姬》，电视剧则有上世纪 90 年代风靡
全国的现象级电视剧《渴望》。这种完全不同于
好莱坞家庭情节剧（melodrama）类型的中国本土
情节剧，贴近社会现实与日常生活，符合中国观
众的情感诉求与文化心理。而情节剧介入国产商

业电影创作，则以《我不是药神》为重要的转折点，
可以说给国产商业电影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叙事策
略，不再是讲述一个抽离了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
的戏剧性故事，而是以类型叙事的方式切入当代
现实与百姓的日常生活。

类型如何成为启发电影创作者的有效资源？
由此可见，类型经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思

考观众喜欢什么类型以及类型的深层心理机制是
什么。这里牵涉到三个层面。

一是要进行分众化思考。不同观众喜欢什么
类型？不同档期的观影人群的差异性是什么？比
如《新神榜：哪吒重生》，与主打合家欢的《哪
吒之魔童降世》相比，其观影人群显然更偏向青
少年。那么，影片在春节档而不是暑期档上映可
能就是一种失策。当然，一部电影的档期选择取
决于很多因素，但精准寻找自己的受众也不容忽
视。

二是思考商业类型电影的深层心理机制。商
业类型电影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释放观众的情绪，
对于宣泄欲望和调节情绪最为有效，“是快感原
则自由自在地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最受欢迎
的类型往往是能让人哭或笑或高度紧张的类型。
喜剧、情节剧、谍战和悬疑片受欢迎正是因为满
足了类型的深层心理机制。

三是思考观众的接受心理。一部电影受欢迎，
可能不一定是观众喜欢这个类型，而是类型之外
的原因打动了观众。比如《流浪地球》口碑与票
房的胜利，除了影片制作精良之外，我认为不见
得是中国观众对科幻类型片情有独钟，反倒更多
是对家庭伦理亲情以及国家母体产生强烈情感认
同。

当人们重新用汤姆·甘宁对于早期电影的定
义“吸引力电影”这一概念来描述当下全球共享
的视觉奇观式的电影时，也许可以重新思考何为
电影的“吸引力”。其实，由数字技术制造的视
觉奇观，只是吸引力最表层的面向，如果只看到
了这一层，那么想当然会认为奇幻 / 科幻电影、动
作大片是最适合影院观赏的电影类型。但从更深
的层面理解，会发现真正对观众心理发挥作用的
不仅仅是视觉奇观，更是由视听冲击和视觉节奏
带来的高度紧张或兴奋的情绪，一种本雅明所说
的震惊体验。

由此，对于电影的吸引力而言，真正重要的
是能够调动观众的情绪。在这个层面上来思考类
型电影经验，也许就能避免一些非此即彼的创作
陷阱——不是将类型经验变成一套保守的、可复
制的机械方法，以此禁锢创作者能动性和创新性，
而是使其成为可以启发电影创作者的有效资源，
这才是类型经验的价值所在。（刘起 作者为传播
学博士后、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青年学者）

电影的“吸引力”正在被重新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