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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2日，由陈思诚编剧并担任
监制的电影《消失的她》在全国院线上映。
在该片豆瓣电影简介以及一些宣发推文中，
都可以看到这么一句话：“本片改编自苏联电
影《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

在陈思诚监制的电影中，有不止一部翻
拍自国外电影，例如《误杀》和《误杀2》
就分别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和美
国电影《迫在眉梢》。

相比之下，《误杀瞒天记》和《迫在眉
梢》本身就是有着不小知名度的成熟商业
片，《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则冷门得多。更
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消失的她》是一部
纯粹的悬疑片，其改编对象《为单身汉设下
的陷阱》却是一部有不少夸张表演的喜剧+
悬疑电影。反倒是1986年的美国电影《失踪
之谜》，在剧情和整体风格上与《消失的她》
几乎如出一辙。

其实，无论《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还
是《失踪之谜》都是翻拍电影——它们都源
自法国剧作家、导演罗伯特·托马斯于
1960年创作的四幕侦探喜剧《孤独者的陷
阱》。这部剧作在巴黎演出之后大获成功，
使托马斯一夜成名。随后，这个剧本的电影
改编权更是卖出了10余次。连“悬疑电影
大师”希区柯克都曾经表示想要把这个故事
翻拍成电影。

不过，这部1960年创作的剧本，也不是
这个故事的最初源头。早在1945年的美国黑
色电影《冲突》当中，就出现了类似情节。
而这部电影则源自戴维·曼纳斯在1940年发
表的短篇小说《杀手的守护者》。有证据显
示，罗伯特·托马斯在1960年写剧本之前就
知道该电影或者小说中的至少一部。

这段跨越八十余年的溯源，延伸出一个
问题：为什么电影翻拍这件看似简单的事
情，也可以如此复杂？

一

电影翻拍是伴随着电影的历史一直存
在的。

早在电影诞生不久的1918年，就出现了
世界上首部翻拍电影《红妻白夫》。该片讲述
英国贵族温盖特因为躲避罪行逃到美国西部，
与印第安女孩纳图里奇走进婚姻，翻拍自
1914年的同名电影，到了1931年，这部电影
又被翻拍了第二次。

有趣的是，以上这三部《红妻白夫》的导
演，均为塞西尔·B·戴米尔。而同样诞生于
1914年且同样由塞西尔·B·戴米尔执导的电
影《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在此后的一百余年
里被翻拍了12次。其中最早的一次是1921
年的同名电影；最近的一次，则是2018年由闫
非和彭大魔执导，沈腾、宋芸桦、张一鸣主演的

《西虹市首富》。
12次远远不是单部电影被翻拍的次数之

最。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在2016年上映
以来的短短几年内，已经有24个翻拍的版本
上映，也让原片凭借“被翻拍次数最多”登上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百余年间，不计其数的电影被翻拍，这
其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事故，最为
著名的当数赛尔乔·莱昂内与黑泽明之间的那
段公案。

1964年，赛尔乔·莱昂内执导了由克林
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西部片《荒野大镖客》，
当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看到这部电影之后说
道：“这是一部好电影，但是这是我的电影。”

黑泽明所说的“我的电影”，指的是1961
年由他执导、三船敏郎主演的影片《用心棒》。
而《荒野大镖客》和《用心棒》的主要区别，仅仅
是把故事的发生地从日本小镇搬到了美国西
部小镇、把日本浪人换成了西部牛仔。黑泽明
和《用心棒》的编剧菊岛隆三就此提起诉讼，面
对诉讼，莱昂内的反应却是一阵窃喜：“黑泽明
说我拍了一部好电影啊！”

最终，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黑泽明获得
了《荒野大镖客》全球票房15%的收益外加10

万美元的赔偿以及在日本、韩国
和中国台湾的发行权。事后黑泽
明承认，他从《荒野大镖客》中得
到的收益比《用心棒》还要多。

翻拍在电影行业如此常见，
与商业电影的制作模式有关。一
部电影的诞生，在通常情况下，要
么是编剧拿着剧本四处找投资
人，要么是制片人拉到一笔投资，
找编剧开始写剧本。这就导致，
在电影真正制作完成之前，难以
预知最终拍出来的成品会是什么
样的。而一部商业电影各方面的
投资都是巨大的，如同一场高风险的赌博游
戏。回顾电影史，随处可见因为一部电影的商
业失败而一蹶不振、被别的电影公司收购，甚
至直接破产的例子。而翻拍片可以让制作方
在开拍之前就看到成品的大致模样，因此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商业风险。

二

另外，好的故事，从古至今都是稀缺资
源。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剧作家乔治·普罗
蒂就提出，世界上的一切戏剧剧情，都可以归
纳进36种模式。从这个角度考虑，翻拍已有
的成功作品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虽然称之为“翻拍”，说到底还是要从头开
始制作一部电影的。因此，翻拍的英文是

“remake”，重新制作。在这个过程中，演员、
场景、服化道、摄影调度这些环节，都需要像一
般的原创电影一样从零开始筹备。翻拍中现
成的部分，基本上只有被翻拍原作的故事和讲
故事方式。

因此，会被选中翻拍的电影，一般都有着
精彩的故事或者出人意料的反转。而且，这个
故事要有很强的可移植性。观众的口味和喜
好，会因所处年代以及国家地区的不同而千差
万别。这就要求被翻拍的原作故事能够超越
这些差异，打动不同年代和地域文化的观众。
前文提到的《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和《完美陌
生人》就是其中的典型。

除了选择可移植性强的“万能”电影，更多
的电影翻拍，考虑的是原作的时代、地区特点
与翻拍者当时当地的相似性。

就像《用心棒》和《荒野大镖客》，虽然一个
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年代剧，一个是美国拓
荒时代的西部片，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对

于小镇上的人们来说，这两个时期都是不存在
什么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动荡时期。那时的浪人
武士和落魄牛仔，是行侠仗义还是恃强凌弱，完
全在个人一念之间。正是因为这种底层社会形
态上的相似性，才使得《荒野大镖客》用美国西
部背景可以把一个日本故事讲得如此自然。

类似的例子还有马丁·斯科塞斯翻拍自香
港电影《无间道》的《无间道风云》。后者的故
事背景搬到了美国波士顿南部，当地的意大
利、爱尔兰裔黑帮与香港过去的黑帮有许多相
似之处。最终，该片于2007年获得第79届奥
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多
项大奖。

三

就像为了适合当地人口味，美式中餐搞出
了左宗棠鸡、李鸿章杂碎，海派西餐搞出了上
海沙拉、金必多浓汤，电影翻拍无论主观还是
被迫，都会对整个故事做一些本地化处理。

翻拍自李安电影《饮食男女》的美国电影
《玉米粉圆饼汤》，将原作的中国家庭故事搬到
了美国墨西哥裔家庭中，原作中郎雄扮演的中
餐大厨老朱变成了墨西哥大厨，原作开场老朱
杀鸡宰鱼手打肉丸的经典做饭戏，变成了男主
角摘辣椒、摘西红柿，调配各种墨西哥酱料。

这种本地化的改动，带来了翻拍片与原作
之间的文化差异。

典型的例子来自美国电影《十二怒汉》。
这部1957年的影片，讲述了12位陪审员对一
起谋杀案的嫌疑人是否有罪的辩论过程。在
此过程中，不仅探讨了美国的陪审员制度，也
展示了12名陪审员之间不同人生观的冲突和
较量，因其精巧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刻画，中日
俄三国先后翻拍了这部影片。

其中，中国版的《十二公民》和俄罗斯版的
《十二怒汉：大审判》都对原作的人物背景和冲
突模式做了大量改动。例如，在俄罗斯版当
中，嫌疑人和被害人的身份分别被设定成了车
臣男孩和他的俄罗斯军官养父。而在中国版
中，案件的嫌疑人是某房地产商收养的富二
代，其生父是来自河南的务工人员。做出这些
改动的原因在于，《十二怒汉》故事本身最大的
张力是通过陪审员们的争论展示社会各阶层
之间的差异。因此，故事中各个角色的身份，
必须符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

日本版片名为《12个温柔的日本人》，就
连电影风格也做了显著改编。该片编剧三谷
幸喜把日本版《十二怒汉》写成了一部无厘头
喜剧，其中充满了日本人特有的装傻、吐槽的
漫才式幽默。而让这种改编能够成立的前提，
是日本人那种独特的“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
处事逻辑。由此，《12个温柔的日本人》也从
一个新颖的角度展示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回到电影《消失的她》。对比这次的翻拍
和之前各个版本，能发现这部电影所做的各
种改动，例如对悬疑戏份的弱化，对推理过程
的降维，以及对性别议题的强化。这一切，可
以看作《消失的她》的主创对当下这个自媒
体、短视频环境下人们习惯和喜好的预判。
而该片日渐高涨的票房成绩，与不同平台日
益分化的评分口碑，也蕴含着这种选择的种
种得失。 海客

现实题材作品《不完美受害人》播出
以来，以它的强情节和强情感成为议题中
心。这部剧于女性话题却不止于此，它勇
于触碰和梳理更复杂的人性和社会问题，
周迅、陈数、林允、董洁等塑造的女性形
象尖锐而不回避，男主角刘奕君更是凭借
值得玩味的高段位输出，在不同女性角色
面前展示不同面孔，把一个所谓掌控一切
的社会精英男“成功”如何走向失控一步
步准确生动地演出来。刘奕君没有把“成
功”演成标签化的渣男，显示了他对作品
扎实的理解和准备；观众也回馈他最高评
价：“如果不是刘奕君演，我会把他骂出
地球。”在接受采访时，刘奕君谈到对

“不完美受害人”的理解时也在反思：“年
轻时我也很难对不想参加的酒局说不。”

忐忑，“成功”这个角色实在太
容易引起争议

记者：《不完美受害人》剧本最吸引
你的地方是什么？

刘奕君：最早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社会话题。当
时心里还怀疑：如果能拍的话，能不能播
出？看了全剧本，故事写得非常缜密，逻
辑性非常强；两位编剧老师高璇、任宝茹
非常有功力，把故事写得跃然纸上；再加
上我特别喜欢杨阳导演，同时合作的演员
已经确定了周迅、林允、董洁、陈数等
等，她们都是非常好的女演员，所以我就
欣然同意了。但是我下定决心接这个角色
之前，也有过忐忑，因为“成功”这个角
色实在太容易引起争议了，就像现在有网
友在评论区说：“如果不是刘奕君演的
话，我会把他骂出地球。”我现在看到这
些评论还心有余悸。

这个角色对我这样的演员来说，是一
次非常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是角色
塑造方面的，而是你作为演员的话，应该
对社会的一些现象有所表达时，后面引发
的各种可能。

困难，最关键的是如何去表达
分寸感

记者：和以往那些亦正亦邪的角色相
比，演绎“成功”这个角色最困难的部分
是什么？

刘奕君：“成功”这个角色从演员演
技层面来讲，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
我相信演过二三十年戏的演员都能驾驭
好。但是最关键的是你如何去表达这个分
寸感，这个需要沉浸式地用心换心，去考

虑和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心换成“成功”的
心，去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而这些人是
陌生又熟悉的，比如说林允、董洁、陈
数，在角色当中我们会发生互相的触碰和
碰撞。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必须尽量
变成那个人，同时要带着自己对这个人的
一些态度和看法——这是很复杂的。

合作，与众多非常有能力的女
性合作感觉又宠又惊

记者：这次和周迅、陈数、董洁、林
允等多位女演员在剧中都有大量对手戏，
有什么全新的合作感受吗？

刘奕君：我在这个剧组拍摄时受宠
若惊，周边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女性——
编剧是高璇老师和任宝茹老师，都是非
常厉害的编剧；杨阳导演也是资深且优
秀的女导演。在剧中我的律师是周迅饰演
的林阚，同样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女演员；
陈数演我的太太辛路，也是一位气场非常
强的大女主；董洁是非常冷艳，能力也非
常强，还有林允。我身边这么多优秀的女
性，所以是又宠又惊。剧中和陈数的一场
戏，我加了一句台词：“我从来没有因为
你带孩子、不搭理公司的事情而轻视过
你，我始终是在意你的。”在我心里边，
我对女性非常尊重和敬重，所以我觉得演
这个角色的时候，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个态
度在里边。

记者：和陈数有一场9分钟的对手
戏，是一气呵成的吗？

刘奕君：我在这个剧里有很多场次的戏
都是九、十分钟，台词量有五六页A4纸，只不
过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导演用蒙太奇的手
法把它分割开了。比如说在车里给赵寻（林
允饰）洗脑，与林允、陈数、周迅的对手戏，台
词量都是比较大的。编剧老师写得非常精
彩，好多戏我也都做了充足的准备。

记者：目前很出圈的那场跳舞戏，褒
贬不一，是剧本设定还是临场发挥？

刘奕君：剧中跳舞这场戏，本来我与
董洁商量的是想跳一段探戈，但是后来导
演觉得还是要自由发挥，类似斗牛舞。我
们也领会了导演的意思，是要从她的角度
来看待这一对男女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没
有把跳舞表现得很优雅，而是从情绪出
发，比较放松和放飞。这样一场舞蹈，也
是创作者对人物的一种态度吧。

思考，说“不”是很艰难的

记者：您如何理解片名《不完美受害
人》？您希望通过这部戏给观众带来什么
思考或信息？

刘奕君：《不完美受害人》这个片名是
编剧老师原创的。编剧老师是女性，她们
站在女性的视角说赵寻（林允饰）这个角色
是不完美的受害人，因为她没有第一时间
勇敢站出来说“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沉浸式想一想，这个“不”真的很难说
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年轻的时
候对不想参加的饭局和酒局也很难说出

“不”来。

记者：在“成功”扮演之后，您再接
所谓的反派是否会更加慎重？

刘奕君：在我眼里，从角色出发没有
什么绝对的正派和反派之分。在我饰演
正派角色时，比如何勇，在开始的时候大
家也会怀疑我是不是幕后的boss。再比如

《冰雨火》里的杨兴权，在开始是一位非常
好的茶商，但是到后来也有反转。我觉得
还是要从人性出发，《不完美受害人》中

“成功”这个角色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探
讨了人性，在碰到一些极端事情的时候，
你的不同选择会挖掘出人性当中那些极
致的部分。

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应该带给
观众一些深度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正
派和反派——正派和反派是泾渭分明的，
真实的人则是黑白灰都有。 杨文杰

暑期档市场捷报频传。据灯塔专业版
数据，2023年暑期档上半程（6月1日至7月
17日）总票房达89.2亿元，超过2018年同
期73.16亿元，大幅刷新暑期档上半程历史
票房纪录。影片《消失的她》票房达33.63亿
元，超过《我不是药神》同期25.43亿元，成为
中国影史暑期档上半程票房冠军。《消失的
她》《长安三万里》《八角笼中》等国产影片的
持续走热，成功点燃了观众们的观影激情。

“我们预计今年暑期档会有不错的票
房成绩，但没想到表现这么好，大大超出预
期。”影城经理张君表示，在7月15日和16
日，单日票房都超过4亿元，“尤其是周日
票房超过了周六，这在以往不多见，主要原
因是动画片《长安三万里》当天票房达到
1.42亿元，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观影。”

今年暑期档上半程，共有80多部新片
入市。

六月份前半段市场表现相对冷清，虽然
有包括《蜘蛛侠：纵横宇宙》《变形金刚：超能
勇士崛起》《闪电侠》《疯狂元素城》等多部好
莱坞大片，但市场表现平平。

市场开始热起来是从6月21日开始，当
天由韩延执导的《我爱你！》公映。次日，由
朱一龙等主演的《消失的她》公映。《我爱
你！》是一部老年题材爱情电影，虽然这几年
老年题材电影不少，但将重点放在老年人感
情生活上的不多，这成功地引起观众的兴
趣。该片目前票房为4.21亿元，已成为老年
题材电影的票房天花板。

“话题性和口碑度越来越能决定一部影
片的后劲儿，《消失的她》就是最好的例子。”
张君说。该片上映25天，已经排在中国影
史票房榜第14名，围绕该片展开的关于“两
性关系”和“女性如何在婚姻中保护自己”等
话题，一直没有断过。

由王宝强执导的《八角笼中》是“正能量

电影”的最好代表。该片7月6日公映，目前
票房已超过15亿元。影片根据大凉山“格
斗孤儿”事件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叫向腾
辉的退役格斗教练，带领山区的孩子们通过
练习格斗冲出命运牢笼的故事。“生如野草，
不屈不挠”的影片宣传语，让人热血沸腾。
观众小烨这样评价该片：“整部电影有一份
天然的淳朴，这是值得鼓励的稀缺题材，值
得记录的沉默小人物，值得尊重的真心。”

追光动画出品的动画片《长安三万里》，
让观众沉浸在唐诗的无穷魅力中。该片以
高适和李白几十年的交往为主线，徐徐展开
了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唐朝时代画卷，
除了那些家喻户晓的大诗人外，48首经典
唐诗的出现让观众充分感受到中华文化的
美好。电影院里孩子们大声吟诵唐诗的画
面，是继春节档《满江红》之后又一次独具特
色的文化景观，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文化自
信。目前，该片在猫眼的预测票房已超过
14亿元。

动画片《茶啊二中》通过一个女班主任
和班上最差生的“身体互换”，讲述了一个师
生逐渐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动人故事，也
让人收获满满的正能量。

影评人周黎明说，观众对于国产电影的
兴趣不断增加，说明国产电影的制作水准越
来越高。“从暑期档爆款电影的表现来看，国
产片中传统文化元素和正能量元素就像是
助燃剂，成功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激发
出他们心中的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张
君说。

据了解，目前2023年票房（含预售）已
经突破300亿元，追平2022年全年300.67
亿元的总票房。接下来，《封神第一部》《超
能一家人》《巨齿鲨2：深渊》《热烈》《少年时
代》等国产影片将陆续登场，圈内人士预测，
市场有望再度创造佳绩。 王金跃

点燃观众观影热情
国产电影持续走热

《不完美受害人》热播

刘奕君颠覆形象，实力演绎非典型渣男

《用心棒》与《荒野大镖客》

《无间道》与《无间道风云》

《十二怒汉》，《十二怒汉：大审判》与《十二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