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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罪悬疑作品中，未完结的案件总是
能够牵动观众思绪，这也是近年来众多悬疑
作品采取的常见做法。于3月22日上映的影
片《怒水西流》，就以一桩看似寻常的刑事
案件为引子，追溯到20年前，逐步揭开了
隐藏在平静表象下的阴暗面。

电影《怒水西流》以一种非线性的叙事
手法，将故事拆解成多个时间线，通过不同
角色的视角逐一展示事情的真相。这样的叙
事技巧不仅加深了观众的代入感，也让观众
在拼凑事实真相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与角色
发生情感共鸣。

情节塑造观照现实生活

电影讲述了养猪场兽医于娜 （陈都灵
饰） 夜行失踪，牵出了 20 年前的一桩旧
案。当年身陷此案的刑警冯泰山 （宁理饰）
收拢线索，逐渐将疑点指向养猪场雇主闫慧
茹（刘敏涛饰）一家。大儿子张晓军（王迅
饰）与小儿子关小伟（段博文饰）的行为颇
为怪异，女儿张晓娟（吕晓霖饰）的冷漠似
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在真相背后，隐
藏着一个更加血腥残忍的秘密。

很多犯罪悬疑作品中的案件和情节都
指向了现实，《怒水西流》也不例外。影片
不仅聚焦罪案本身，更借由剧情探讨许多
社会议题。该片编剧、导演冯勇沁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影片的创作缘起于自己曾看到的一则社会
新闻，即黄浦江松江段水域漂来很多死
猪，背后原因是当时暴发的猪瘟疫所导
致。“我很好奇，它们身上是不是藏着什么
秘密？以此为灵感，我想到‘爱的贫瘠’
本身也好似一种瘟疫，如果把它当成一个
起点的话，就会像滚雪球一般，滚出各种
各样的恶，但人心中的那束光终究会一直
在。”冯勇沁说。

影片中，许多社会议题被广泛讨论，例
如女性安全、熟人作案、冷漠之恶等等。针
对女性安全这一点，冯勇沁就感触颇深，影
片中的于娜作为一个花季少女，在走夜路时
失踪，给人以不安的感觉。他提到，影片中
展现了一些双方人物对抗搏杀的情节，但对
女性的攻击则是一种凌弱行为，更让人的心
情难以平复，并希望引起观众和社会的关注
与重视。

除了女性安全，影片中所体现的冷漠之
恶也引发了观众思考。“影片中的冷漠之恶
也是‘爱的贫瘠’的体现，人物因为长期缺
少家庭的爱，会形成固定的、麻木的认知，
做出错误的行为。希望借这些情节，戳到观
众内心深处的情感，引起大家的关注。”冯
勇沁说。

角色反转揭示多面人性

影片中，张晓军长期遭到父亲的家暴，
导致听力受损。闫慧茹作为其母亲，为了保
护儿子，也做出了犯罪行为。诸如此类的人
物故事在影片中还有多个。大家都并非没来
由的恶，而是自己先遭受过伤害，然后再作
恶。角色的立体双面性，观众在看时会感受
到，一个角色看似无辜，但其背后藏着秘
密；另一个角色看着可疑，但可能其实是个
受害者。这样一来，影片中似乎没有特别明
显的“好人”和“坏人”，善恶的界限变得
模糊，让人越看越紧张，猜不透接下来会发
生什么。

不少观众看过后，也纷纷将反转作为主
要感受。就像导演刘江江在首映礼上说的那
样：“自己好久没缓过劲儿来，悬疑感让我
一直在猜最后是个什么‘谜底’，影片的悬
疑做得很成功。”

对于影片中角色的双面性，冯勇沁表
示，这并非刻意的设计，而是随着剧情的发
展、各个角色的动机自然而然地展现，最终
形成了现在的人物形象。他举例说，就像影
片中的关小伟，观众可以看到他从一个人变
成“恶鬼”的整个过程，角色整体呈现出更
饱满的状态。闫慧茹在长期遭受丈夫的家暴
后，不知不觉也会采用极端方式保护自己的
儿子。总之，故事里所有人的“恶”都是有
根源的、可追溯的。

在影片首映礼现场，大幅海报前摆放着
一片芦苇丛。这是影片中的代表性场景，
与江水、雨夜、建筑等共同构建起了“江
城”，呈现出一幅潮湿的南方城市图景。
冯勇沁表示，影片最开始的名字并非 《怒
水西流》，如今的“怒水”“西流”分别寓
意着愤怒和逆流，更契合影片的风格和调
性。“生命中难免会遇到暗夜，不论什么
时候，希望大家都要保护好自己心中的那
束光。”

《怒水西流》：

以黑暗折射阳光
□本报记者 齐雅文

2015年，《唐人街探案》诞生，此后
的10年里，这个系列“生长”出4部院线
电影。正在上映的 《唐探 1900》，目前
累计票房超过35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
过7000万，而整个“唐人街探案”系列
（以下简称“唐探”系列） 的累计票房
更是已超过 120 亿元，累计观影人次约
2.8亿。

除了“唐探”系列这个 10 年老字号
电影 IP，壹同制作还打造了电影“误
杀”系列，3部作品分别于2019年、2021
年、2024年上映，5年时间三夺贺岁档票
房冠军，如今系列总票房已超过33亿元。

可以说，“唐探”系列已经是国产商
业电影IP的范本，“误杀”系列也在犯罪
悬疑赛道闯出了一片天地。它们是如何一
步一步裂变而来的？与中国电影市场这
10 年来的发展又是如何共振的？在海外
拍摄、制作、推广期间遇到了哪些难题？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采访了壹同制作副总裁、《唐探
1900》总制片人范霞。

与对应时代的观众对话

从时间上看，“唐探”系列已经走过
了 10 年，“误杀”系列也已经走过了 6
年。尽管岁月更迭，观众口味也一直在变
化，这两大电影 IP 却能够实现稳定“输
出”，持续取得优秀的票房成绩和口碑。

秘诀在哪里？“能够风靡很多年的系
列电影，每一部都要与对应时代的观众对
话，需要让观众够感受到创新。”这是范
霞的答案。

具体来看，“唐探”系列一直都是喜
剧、动作、悬疑的复合类型，讲述的都是
华人在海外寻找真相的故事。今年，《唐
探 1900》 没有简单重复已被验证的模
式，而是进行很多新的尝试和突破，不仅
在地域上进一步拓展，更重要的是在时
间维度上进行了大胆创新，通过讲述100
多年前的故事，为“唐探”系列注入新
的活力。

“此次《唐探1900》穿过历史，回到
唐人街诞生之初，以喜剧为外壳，以悬疑
为骨架，以爱国情感为灵魂，清晰地展现
了华人在海外的历史发展脉络。”范霞表
示，从制作层面来说，这是主创团队对于
华语电影 IP 可持续发展的一次探索，为

“唐探”系列电影打开一条新航路；从创
作层面来说，则是主创团队对唐人街历史
和文化意义的进一步深度挖掘，在满足大
众观影需求的娱乐元素和严肃、深刻的主
题探讨上达成融合与平衡。

“误杀”系列亦是如此，其打破类型
套路，开创“犯罪悬疑+现实主义”全新
叙事框架，由此凝聚社会价值传播力。

“误杀”作为题眼在 3 部作品中侧重各
异：《误杀》 里，“误杀”是一次意外事
件，侧重父亲帮女儿脱罪的巧思，聚焦于
校园霸凌和未成年受侵害；《误杀 2》
里，“误杀”是一种手段，侧重父亲如何
利用误杀拯救儿子，聚焦于权力蔑视规则
与司法对于资源的拦截和掠夺；《误杀
3》里，“误杀”则成了借口，更多探讨的
是什么造成了误杀，聚焦于儿童贩卖。

“这种议题随社会不断迭代，又落点现实
的表达，让‘误杀’系列总能与时俱
进。”范霞总结道，“误杀”系列通过“强
类型、重情绪、快反转”找准了类型定
位、满足了观众的心理，形成了独特的
IP 特色：以虚构、架空的国家或地区为
框架，在其中勾勒犯罪悬疑与社会关怀。
主创班底得以不断在“亲情复仇”的主线
叙事框架下，融入独到新锐表达，以保障
系列新作每次都能给予大众更新的观感。

努力实现“中国故事，世界表达”

《唐探1900》不仅在春节档给无数中
国观众带去欢笑、刺激的探案旅程，同时
也在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掀起一场别开生
面的“全球贺新春，阖家看唐探”的风
潮。影片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的将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包括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以
及中国港澳地区，并且上映版图还在持续

扩大，将让更多国际观众感受到中国电
影、中国文化的魅力。

范霞回忆，为了让海外观众能够更好
地理解 《唐探 1900》 的内容和主题，团
队进行了很多尝试，努力实现“中国故
事，世界表达”。比如，制作了法语字幕
版、葡语字幕版等当地语言的版本，借
此降低海外观众的观影门槛，让他们更
容易尝试观看影片。又如，在英国当地
进行了深度的推广合作，充分调动了英
国当地的唐人街资源，包括走访了英国
当地的华商企业家、中文学校老师、老
华工后代等，他们与影片的主题深深共
鸣，使得影片口碑迅速发酵传播；联动
当地各大学的中国学生会组织、当地中
餐厅、当地外卖平台，线上定制了影片
主体的各式物料，线下也制作了多款英
国限定的影片周边，包括筷子、招财符
等等，充分调动和吸引了当地观众；在
伦敦西区、莱斯特广场等地标场所进行
了影片大屏广告的投放，在整个伦敦都
在庆祝中国春节的同时，对影片进行最
大程度的曝光。这些做法帮助 《唐探
1900》 在英国和爱尔兰取得了亮眼的票
房成绩，开画日票房创下近17年来华语
电影在该地区的最高纪录。其中，伦敦
BFI IMAX 首映活动门票更是在 10 分钟
内售罄。

范霞认为，“唐探”系列在海外取得
的成绩，不只体现在票房数字上。“长久
以来，唐人街都是中国文化对外输出与交
流的窗口，如今，讲述唐人街故事的“唐
探”系列也在文化输出与交流领域展现出

蓬勃的生命力，让中国文化得以更广泛、
更深入地走向世界舞台。这一点更让我们
欣慰。”

电影工业化升级探索

“唐探”系列前三部转辗于曼谷、纽
约、东京取景拍摄，而 《唐探 1900》 则
实现了全程国内置景与拍摄。在范霞看
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转场”，而是标
志着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显著进步。

为真实还原 1900 年旧金山的风貌，
《唐探1900》剧组迎来了破天荒的一次创
作经历——在山东德州乐陵市从无到有地
建造出一座旧金山城。为此，美术团队收
集了上万份资料，对应电影情节规划出旧
金山中央大道、唐人街、欧洲街这三条主
干道，总共设计出228栋风格不一、各具
特色的建筑体，单是置景组就多达 722
人。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旧金山城不同于
常见的临时布景，而是由中建三局的建筑
团队用钢筋水泥1：1真材实料建造，实体
建筑近200栋，参与施工建设的各部门多
达6000人。

“我们和时间赛跑，从设计到完成仅
用了9个月时间，可谓是以‘中国速度’
为 《唐探 1900》 建成了一座旧金山城。”
范霞说。

如今，这座旧金山城的场景已经保留
下来成为了影视基地，在精彩的电影之
余，给观众和游客们留下了具有文化价值
和探索意义的场景，供大家阅读、研学和
探索。范霞认为，这是“唐探”系列电影
工业化的升级探索，是对于电影产业的外
延价值挖掘的一次尝试，更是与文旅产业
的一次双向奔赴。“通过精湛的制作技术
与本土资源的整合，相信大家不难从中看
到“唐探”系列，乃至中国电影在全球视
野下的创作自信与产业升级。”

从全球视角来看，在电影工业化的浪
潮中，系列 IP 发展已成为重要趋势，类
型化创作、文化意义、情感价值与社会议
题则是系列 IP 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因
素。“唐探”系列和“误杀”系列，在中
国电影工业化和中国文化出海的进程中不
断进行探索尝试，并共同见证了中国电影
市场和中国电影工业相互赋能、双向共赢
的时代。“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电影工业
的发展，会有更多的华语电影 IP 闪亮登
场，通过更开放、更多元的故事，为观众
带来更多精彩且有深度的作品；同时也会
有更多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去进行更
大范围、更深远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范
霞说。

“唐探”“误杀”系列电影IP解码

用全球故事激荡百亿市场
——访壹同制作副总裁、《唐探1900》总制片人范霞
□本报记者 杨雯

2月6日，上映8天5小时登顶中国影
史票房榜冠军；2月9日，成为中国影史
观影人次冠军；2月13日，全球累计票房
达到100亿元；2月17日，全球票房进入
全球影史票房榜前十；2月18日，影片累
计票房成为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冠军；3
月 15 日，进入全球影史票房榜前五……
蛇年新春伊始，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
童闹海》（以下简称 《哪吒 2》） 的神话
即冲破大银幕，开启了一段至今尚在熠熠
生辉的神奇之旅。

事实上，当《哪吒2》脚踩风火轮般
不断刷新各项纪录之时，其票房数字早已
不再局限于衡量商业成功与否的计量单
位。从一部大银幕上的优秀作品，到一场
全社会参与的超级文化现象，从某种层面
而言，成就《哪吒2》此番票房神话的众
多因素早已超越电影本身的范畴。当这一
神话之光照回现实，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
生态而言，其价值亦已超越单一作品的范
畴，关注点或更在于其单点爆发之后可否
真正完成一次具有效力的良性激活。

协同进化带来票房奇迹

从大银幕上的技术与叙事到大银幕外
的宣传与周边开发，《哪吒 2》 完成了一
次“系统创新”，背后是颇具带动意义的
从创作端、技术端到资本端的协同进化。

《哪吒 2》 以 1900 余个特效镜头、2
万余个特效元素的视觉奇观，重新定义
了国产动画的技术标准。片中陈塘关大
战场景中，上万根锁链在流体动力学计
算下的精准运动轨迹，不仅突破了国产
动画的物理模拟技术瓶颈，更标志着中
国电影工业开始形成自主可控的复杂特
效解决方案。

影片的技术升级直接推动了产业格局
的演变。数据显示，该片特效制作涉及国

内 27 家动画公司、逾 1600 名技术人员，
这种产业集群式协作模式，成功地将原本
分散的制作能力整合为系统化的工业流
程。当影片中锁链难题的攻克经验转化为
可复用的技术模块，中国动画工业开始从
代工生产转向核心技术研发。

而当这种转变在影院特效厅70%的票
房产出占比中得到市场验证，更进一步证
明技术升级与商业回报已形成正向循环。

与众多大银幕上的成功作品类似，与
高质视听体验形成相互托举的是 《哪吒
2》的故事讲述。其文本策略揭示了一种
传统文化 IP 的现代化转译范式。影片将

“剔骨还父”的古典悲剧内核转化为现代
社会的身份焦虑议题——哪吒与敖丙的

“灵珠魔丸”共生设定，既暗合道家“阴
阳相生”的哲学观，又隐喻当代青年个体
与集体的身份撕裂。从“急急如律令”的
咒语考据到龙族造型的纹样研究，影片埋
设的文化符号形成解码乐趣，推动观影行
为向文化参与演变。当观众在社交媒体探
讨“哪吒为何不姓李”时，传统文化通过
趣味化阐释实现了代际传播，这种“考据
式观影”现象，为文化 IP 开发提供了从
消费到再生产的完整路径。

这种策略成功激活了观众文化记忆中
的现代共鸣。猫眼研究院数据显示，影片二
刷观众占比达 34%，其中 72%的观众表示

“为发现隐藏文化细节而重看”。对于产业
而言，影片对于“传统文化现代阐释—观众
互动解码—IP 价值增殖”闭环的探寻，或
可为后续IP开发提供可复用的方法论。

观影热情提振市场信心

2024 年中国电影总票房 425.02 亿元
的低迷，曾一度引发“观众不再爱看电
影”的论调。而 《哪吒 2》 自上映以来，
以日均破亿的惊人速度刷新影史纪录，首

周末即突破 15 亿元大关，不仅延续了
2019 年 《哪吒之魔童降世》 的辉煌，更
在疫情后中国电影市场的复苏进程中树立
起标杆。

《哪吒 2》 的票房神话再一次呈现出
中国观众对于大银幕所抱有的强烈期待，
对于中国好故事的认同。与此同时，这部
续作的现象级表现背后，亦折射出中国观
众审美取向的深刻变迁——从对好莱坞大
片的技术崇拜，转向对本土文化内核的
深层认同。这种转变既源于中国电影工
业体系的成熟完善，更根植于民族文化
自信的觉醒，在某种层面上，或也标志着
中国电影市场已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
转折期。

《哪吒 2》 的票房曲线或揭示了新消
费逻辑对产业端的倒逼机制。其工作日
75%的上座率、次周 23%的票房逆跌，
印证了社交货币主导的新型观影决策模
式。宣发团队构建的全域内容生态，通
过动态海报、声音剧、条漫等多种衍生
形态，将文化元素转化为可传播的数字
资产，实现了从映前营销到长尾运营的
闭环。

可以预见，这种模式或将成为在未来
推动此间行业内的多个新趋势。其一是对
传统文化解码的重视，《哪吒 2》 再次证
明善于挖掘呈现传统文化的当下现实意
义；其二是对于“深耕细作”生产优质内
容模式的认可与接受，《哪吒 2》 历时 5
年，从故事人物到画面细节，创作团队均
做到了全力以赴，当投资方开始接受5年
制作周期的商业模式，中国电影或将进一
步摆脱“短平快”的生产惯性，进一步认
清“内容为王”的不变铁律。

产业创新突破路径依赖

目前，《哪吒2》已经以超150亿元的

票房站在全球影史票房榜的第五位，无论
继续进阶之路如何，其神话已经写就，而
当这一票房奇迹最终落幕，中国电影市场
也将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高票房奇迹
是透支需求还是激活潜力”，将成为研判
后续市场走向的逻辑起点。

在现象级作品引发的“共情经济”退
潮后，市场的真实温度或将取决于产业系
统能否完成从“单点爆发”到“生态激
活”的质变。

《哪吒2》创造的超3亿的观影人次，
一定程度上是对存量观影需求的一次集中
释放。应该看到，其现象级的市场表现中
起到关键作用的“社会共情点”具有不可
复制性，当这种情绪势能耗尽后，市场必
然面临回调压力。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还有此番空前
热度有可能带来的类似“创新惰性”风
险——若将此番票房奇迹简单归因为传
统神话IP+视觉奇观，少年主角+反抗命
运的叙事模板则可能导致新一轮同质化竞
争。这方面，如何突破路径依赖或是产业
面临的重要命题之一。

从某种角度看，《哪吒 2》 的票房
神话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生态更多是一
次有益的激活，其现象级强光引发的市
场变局，或令这场始于文化共情的胜
利，得以推动整个产业完成进一步重构
与进阶。

当行业学会在热度消退后依然保持
创作敬畏，在资本退潮时继续投入技术
研发，在全球化竞争中坚守文化主体
性，所谓的压力或将成为去除虚火的理
性回归，更将进化成为内生动力培育的
必然结果。

神话的意义不在于复制奇迹，而在于
证明“可能”，当产业各方真正理解这份

“可能”的重量，中国电影市场的下一个
春天注定不会遥远。

《哪吒2》进入全球影史票房榜前五

单点爆发后，可否带来生态激活？
□高凯

观·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