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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解密》 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
得者麦家的同名长篇小说，由陈思诚编
剧并执导，影片全程由 IMAX 特制拍
摄，讲述了拥有数学天赋的容金珍，如
何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密码破译工作的
感人故事。

随着影片的热映，该片也以其独到
的叙事和深刻的主题，吸引着观众走
进电影院。有人称这部电影为“国产
版 《盗梦空间》《奥本海默》 ”，因其
具备了谍战、悬疑等多种元素；也有
人称之为“中国版 《美丽心灵》 ”，因
其也讲述了一个孤僻的天才在世俗眼
光下成长的故事。电影中的一句话似
乎可以用来表达影片的主题——“每
个人都是独特的密码，这一生就是解
密的过程。”

原著精髓与影像创新的碰撞

文学与影视同为叙事的艺术，二者的
结合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走进影
院观看 《解密》 的观众，大多也怀着

“解密”的心态。他们想解密的，是一部
经典小说如何改编成为精品电影的。

《解密》 作为麦家的第一部长篇小
说，积累了大量的忠实读者。电影如何
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文字
的艺术转化为影像的艺术，是改编的关
键。电影 《解密》 做到了这一点，它不
仅仅是将小说的情节视觉化，更是在保
留原著精髓的同时，通过电影的语言，
将谍战、悬疑等元素巧妙融合，增强了
叙事的张力和观众的代入感。

从文学到影视的媒介转化，并不是
一场简单的“二次装修”，而是需要用
心用情的创造，精雕细琢也不为过。
在日前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
电影艺术中心、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
究部主办，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
创作委员会承办的电影 《解密》 观摩
研讨会上，麦家坦言，电影 《解密》
是其被改编的所有作品当中最好的一
部，在如何通过中国电影向世界传达
中国形象上，《解密》 做出了非常卓越
的努力。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梁鸿
鹰认为，这部电影是文学和影像的相
互 成 就 ， 也 是 戏 剧 和 哲 思 的 相 互 成
就。片中主要角色之间形成了非常好
的人物关系，挖掘出人性的丰富性和

力量感，是一部能够让观众内心怦然一
动的作品。

文学以文字为媒，需要读者借由想
象力来欣赏，而电影则以视听为介，以
直观的影像和声音来讲述故事。如何实
现文字的具象化？“麦家的小说提供了
非常好的文学基础，但在改编过程中也
存在不小的挑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
为，影片采用了很多精彩的艺术手段
和元素符号来呈现人的梦境状态，借助
不同类型元素的融合，塑造了容金珍这
样一个能够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来的独
特艺术形象，这是这部电影特别重要的
成就。

在改编过程中，既要有忠于原著的
“不变”，也要有适合影视化呈现的“改
变”，在“变与不变”的充分磨合中才能
碰撞出影视佳作。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
研究部主任何向阳看来，电影在小说的
基础上，发挥了影像艺术极大的作用，
塑造了一个极富数学天赋的少年，在对
人物多面立体的呈现刻画中，让观众既
看到了“国”，也看到了“家”，更看到
了“人”。

“这部电影是当下一部较具学术价值
和研究价值的影片，希望我国银幕上多
一些像 《解密》 这样能够让观众沉下心
来细细品味的电影。”著名文艺理论家、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认为，《解
密》 在原作的基础上从文学思维转化到
了电影思维，其中贯穿始终的家国观念
是影片的立身之本。

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的体现

《解密》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解密
故事，更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家国情
怀的深层意义。观众在跟随剧情发展的
同时，也在思考主人公的选择和牺牲，
以及这些对于个人和国家意味着什么。
正如陈思诚所言，虽然片中的角色是
虚构的，但是影片背后集结的无名英
雄们，以及他们的事迹、给这个国家
和民族带来的重大推动和改变，都不
是虚构的。

领衔主演刘昊然也透露，早在看完
剧本之后就特别激动。他提到，容金珍
经历了自己短暂且辉煌的一生，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他以自己所有的成长经
历，发自肺腑地表达了对于国和家的感

受，相信所有观众看完后会对国和家的
概念有更深的理解。

研讨中，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片
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通过影视
化的创新，实现了对家国情怀和人性
探索的深刻表达，为中国电影的创作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人民日报》
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表示，这部影片突
破了传统的想象力，是一部让今天的
年轻人信任家国叙事的作品，很多瞬
间的光影会成为永恒的图像和记忆。
影片对于人性的情感阐释非常纤细且
富有感染力，不少场景让人有潸然泪
下之感。

“ 《解密》 不仅非常有力地体现了
家国情怀，同时也展现了强有力的文化
自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李敬泽说道。

可以看到，电影在处理家国情怀与
人性探索这两大主题时，展现了较高的
艺术技巧。它不仅仅是在解密，更是一
个关于成长、选择和牺牲的故事。通过
对主人公容金珍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
电影呈现了一个个体与国家、个人命运
与历史进程交织的复杂画面。这种深层
次的主题表达，使得 《解密》 在众多改
编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兼具艺术
性与思想性的佳作。

正如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办公厅主任邓光
辉所言，电影是精神产品，要解决人们

精神享受的问题，要走入人的内心，这
也是这部影片本身兼具艺术价值和商业
价值的集中体现。

紧张剧情与视觉震撼的交织

观看 《解密》 的过程中，观众不仅
沉浸于紧张刺激的剧情，更对影片中的
人物命运和深层次主题产生了强烈的共
鸣。影片的视听效果和场景制作，尤其
是对梦境的具象化呈现，赢得了观众的
广泛赞誉。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人
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格非表示，电影叙事
节奏明快，制作水平高超，具备很高的
完成度。关于影片梦境的营造，带来了
非常多空间上的视觉震撼，使得影片充
满了动感，也把“解密”这一行为作出
了具象化的呈现。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研
究员张卫认为，影片中对于宏大叙事的
展现非常具备个人风格，并且与同类的
国外影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关于
梦境的影像呈现较具风格，人物塑造质
朴真实、生动细腻，这些都是以往很多
影片中所不具备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原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也认为，影
片爱国爱家爱业的主题表达构建了影片
的稳定之核，现实和梦境不同空间之间
的量子纠缠充满了悬疑性和哲学性，图
腾式的符号和画面折射出电影独特的美
学气质，人物塑造和人物关系的打造立
体而充分。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宋智勤也认为，《解密》 的创作把握好
了时代与电影、艺术与技术的关系，是
一部以文化涵养电影创作、以艺术挖掘
时代内涵的电影佳作，是把高艺术水
准性和高受众满意度相结合的一次创
作实践。

可以说，《解密》在文化价值、艺术
创新和风格表达上的成功，不仅丰富了
中国电影的类型，也提升了中国电影在
国际上的影响力，为未来中国电影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性。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会长、研究员饶曙光认为，这
部影片在类型的拓展上给中国电影提供
了一个新样本，实现了重要的探索，是
在和世界电影的对话当中，我们能够拿
得出手的一部电影佳作。

《解密》：颠覆想象，让文学与大银幕擦出火花
□本报记者 李雪昆

追光动画“新传说”系列下“白蛇系
列”第三部作品《白蛇：浮生》已经开启
点映，并将于8月10日七夕全国上映，再
现茫茫人海“唯爱一人，无畏无悔”的动
人情感。

忆“缘起”，盼“浮生”。从第一部
《白蛇：缘起》到第三部《白蛇：浮生》，
从“前世”到“今生”，小白和阿宣/许仙
的故事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正如制片
人曾凡预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采访时所言：“在银幕上，从‘缘
起’到‘缘续’走过了整整 5 年，这也
是我们和观众朋友们共同陪伴成长的
5 年。无论缘起何处，只要心中有情，我
们终会相逢。”

现代视角塑经典

《白蛇：浮生》 故事承接前作 《白
蛇：缘起》 结尾，讲述南宋年间，小白
寻找到阿宣的转世——许仙，开启这一
世姻缘。

“‘白蛇系列’以中国民间传说《白
蛇传》为创作灵感，这是一个很有生命力
的IP。”曾凡预介绍，第一部《白蛇：缘
起》侧重于“新”，小白与阿宣的前世情
缘为两人的感情添了一份厚重感，是为

“前传”；第二部 《白蛇 2：青蛇劫起》
侧重于“奇”，包含了很多新奇的想象，
是为“后传”；第三部落回到“情”，聚焦
在小白与阿宣转世许仙的今生，是为

“正传”。
《白蛇：浮生》虽然保留了白蛇传说

的故事精髓，但讲故事的视角略有不同。
“白蛇故事代代相传，但每一代人还是应
该用这一代人的价值观、情感取向再次诠
释这个经典故事，讲给当代人听。”导演
陈健喜说。

导演李佳锴也进一步表示：“白蛇故
事能流传至今，因为其中蕴含着中国人
最朴素的情感价值观：爱与忠诚，正直
与勇敢。”而《白蛇：浮生》就是在保留
这种情感内核的基础上，用新的方式、

新的讲法、新的角度，通过现代视角重
构经典。“剧情和角色都是在前作的基础
上进行延伸，小白和许仙的爱情、经典
情节都会发生，但在角色上会赋予他们
更多的爱。”

据李佳锴介绍，《白蛇：浮生》中的
法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反派，他不偏
执，非常入世；许仙的性格也作了调整，

“他是个凡人，虽然没有法力，但是也会
用自己的力量去守护他们的爱情。这一
次，小白和许仙的感情更为双向奔赴”。

李佳锴还透露，电影片名“浮生”也
埋下伏笔，不仅是小白与许仙重逢，片中
所有人的命运都值得看后细品回味。

风雅宋韵传千年

《白蛇：浮生》 的故事设定在 《白
蛇：缘起》500年后的南宋临安，片中用
宏大制作还原宋代临安市井风貌与宋代
的民俗节庆文化，浓郁的烟火气令人眼
前一亮。大到鳞次栉比的房屋建筑，小
到路上行人的衣帽服饰，细到餐桌上的
传统美食——龙井虾仁、东坡肉、蟹酿
橙等，具象化了宋代老祖宗生活的方方
面面。

记者了解到，为了精致呈现风雅宋
韵，主创团队不仅前往杭州取景，力求
用动画形式还原西湖断桥、九溪十八
涧、钱塘江等地的动人美景，同时还借
鉴 《清明上河图》 中对宋代街市的描
绘，在片中的河坊街再现了一幅烟火气
十足的繁华画卷。

其中，对端午节的刻画是片中的一段
重头戏。陈健喜介绍，白蛇传说中，白娘
子端午节时误饮雄黄酒，为后面救许仙盗
仙草埋下伏笔，因此，“端午节对于白蛇
故事有特殊的意义，也是小白、许仙情感
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白蛇：浮生》为
了呈现这一经典桥段也颇费心思。片中，
许仙携小白、小青一同为姐夫李公甫参加
的龙舟大赛加油助威，只见西湖之上五彩
龙舟云集，一声令下百船争渡金鼓齐鸣，
大家各显身手奋力追赶，堤岸更是围满了
观战的人们，欢呼声、呐喊声不绝于耳，
宋代端午节日盛况可谓空前。龙舟赛后，
更有“全城官酒一律特供雄黄烧酒，以庆
端午”的宏大场面，全城人畅饮雄黄酒，
一盏佳酿寄安康。

李佳锴介绍，主创团队为呈现赛龙
舟、饮雄黄佳酿等端午节的传统民俗，查
阅了大量资料，仅是龙舟的设计，就参考

了很多宋代古画中的造型及配色。
更会为观众带来惊喜的是，影片中不

单单展现了端午节日盛况，还呈现了元
宵、寒食、中秋等众多传统节日。曾凡预
在揭秘这一设计巧思时说：“‘浮生’的
概念，正是一年起、一年落，所以片中把
中国的传统节日融入其中，让大家能感受
到时间的流逝。”以节日为点、时间作
线，串起小白、许仙的浪漫爱情日常，
正所谓“最食人间烟火气，伴得浮生又
一年”，于电影中融入中国传统节日，也
最能引发共鸣，唤醒观众一脉相承的文化
基因。

升级制作呈盛宴

在对经典故事重新解读和阐释的同
时，《白蛇：浮生》 的制作也全方位升
级，匠心制作的画面已然在点映期间让
不少观众眼前一亮：从小白、小青等角
色更为生动的表情动作，到许仙、小白
在九溪十八涧御风而行的美景，再到白
雪皑皑的昆仑山、宝青坊主打造的光怪
陆离的机关、热闹非凡的龙舟大会等，
都能让人直观感受到视觉上沉浸式的享
受与震撼。

“观众可以看到更多的真人情感被投
射到动画角色身上。”李佳锴透露，因为
每个人物都是制作人员切身演绎一番再进
行动画创作的，饱含着真情实感。

作为先天具备想象力优势的动画电
影，《白蛇：浮生》 确实依靠技术的力
量，实现了很多现实拍摄中无法达到的
画面。比如曾凡预提到的千年参天古
树，又如李佳锴提到的千人共赏钱塘江
弄潮，这些实物和画面在真实搭景中都
是很难还原的，而动画电影则不受限
制，“舞台有多大”完全取决于“想象力
有多大”。

由浮生千万变，你我共此时。“我们
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白蛇传》故事得以
一直延续下去，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白
蛇传说！”曾凡预说道。

《白蛇：浮生》用新讲法诠释经典民间传说——

唤醒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
□本报记者 杨雯

截至 8 月 5 日 17 点 41 分，电影 《抓娃
娃》总票房突破27亿元。该片以荒诞幽默
的方式，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中广受争议的

“鸡娃”现象，不仅让人们在欢笑中收获愉
悦，更在娱乐之余引发深思。

影片讲述了西虹市首富马成钢 （沈腾
饰）与春兰（马丽饰）夫妇为培养完美继承
人而隐藏身份，“穷养”小儿子马继业 （肖
帛辰饰） 的故事。在马继业的成长过程中，
马成钢把自己少时成长的老宅改造成精巧的

“生活实验室”，并请来各个行业的精英隐藏
在儿子身边，秘密为其保驾护航。然而，随
着马继业的成长，他逐渐发现自己的生活被
设计，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终，
马继业在高考当天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从
而揭露了真相。

在题材上，《抓娃娃》聚焦于家庭、成
长与自我实现等深刻议题，并巧妙地融入了

“西虹市宇宙”标志性的奇幻色彩与荒诞风
格，加之沈腾与马丽两位喜剧演员的默契合
作，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既接地气又笑料十足
的视听盛宴。在影片“反向养娃”的设定
下，角色行为上的巨大反差成为笑点的密集
区。例如，马成钢为了教育儿子并赢得他的
敬佩与心疼，驾驶着象征朴素与艰苦的驴车

“外出打工”，下一秒却暴露出无法掌控局
面、手忙脚乱的窘态；“瘫痪”的奶奶因忍
受不了尴尬而扛着轮椅仓皇逃跑，在众人面
前留下狼狈的身影……这类自然生动的反差
情节满足了观众对于荒诞喜剧的心理预期，
也是影片播出期间观众笑声不断的保障。

虽然《抓娃娃》披着一袭华丽的喜剧外
衣，但是洞察着当前社会存在的功利化教育
现象及家庭情感教育缺失的严峻现实，流露
出对这一时代病症的深切忧虑与关怀。影片
并未满足于表面的讽刺与批判，而是运用引
人入胜的故事叙述与鲜活立体的角色刻画，
温柔地引领观众穿越表象的喧嚣，重新感悟
教育的真谛。

在这部作品中，欢笑是引发深思的催化
剂。它促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不自
觉地放慢脚步，审视自身及周围世界。《抓
娃娃》最终呼唤的是，在日新月异的快节奏
现代生活中，在功利追求与情感滋养之间找
到平衡；在家庭这一温馨的避风港中，倾注
更多的关爱与陪伴；让教育回归其滋养心
灵、塑造人格的初心。

从视听艺术的维度审视，《抓娃娃》的
故事呈现成熟且和谐。影片以音乐作为灵魂
线，将一系列精心雕琢的场景紧密相连，编
织出一幅幅既连贯又充满惊喜的叙事画卷。
观众随着音符的跳跃，领会到各个场景之间
的逻辑与情感脉络联系，随着马继业一同“闯
过”精心编排的“游戏关卡”，在层层递进中逐
步深入故事核心，体验人物的喜怒哀乐与成
长蜕变。同时，音乐的运用平衡了情节的荒
诞性与观众的接受度。面对比较大的情节转
折时，影片借助滑稽幽默的音乐元素，以轻松
诙谐的方式化解了潜在的疏离感，让观众在
欢笑中更加沉浸于影片所营造的既现实又梦
幻、既熟悉又新奇的叙事空间之中。

总而言之，《抓娃娃》将沉重的社会议
题融入轻松诙谐的叙事框架中，展现出不凡
的创意与尝试。影片在保持开心麻花电影一
贯幽默风格的同时，也在观众心中种下了反
思的种子，让笑声背后蕴含着对现实问题的
微妙探讨。

在《抓娃娃》之后，创作者将继续构建“西
虹市宇宙”，这既充满挑战又极具潜力。在此
过程中，寻找并把握娱乐性与思想性的黄金
平衡点将成为关键所在。创作者需继续发挥
其在幽默表达上的独到之处，同时勇于深入
挖掘社会议题的内在价值，拓宽讨论的广度
和深度。以期引导观众在欢笑之余感受到影
片背后的深刻意蕴，让“西虹市宇宙”不仅仅
局限于令人捧腹的喜剧系列，更蜕变为一座
蕴含深邃思想、触动人心深处的智慧宝库。

《抓娃娃》：

欢笑为引 诱发深思
□李春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