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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钱军在致辞中谈到，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之际，见证中国作家协会与北京电影
学院开启战略合作新篇章非常有意义。北京电影学院
具有电影专业人才基础和良好发展前景，与中国作家
协会可以在培育文学影视人才、延伸文学影视产业链、
推动优质文艺作品落地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相信双
方能够在推动中国文学与影视教育交融发展的历史进
程中留下深刻印记，为培养新时代文艺人才贡献新的
力量，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示范。

王晓晖致辞时说，爱奇艺一直致力于网络文学与
严肃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并举。坚持影视作为大众艺
术，要用最通俗的表达方式讲述当代人关注的大历史
命题下的小人物命运。这种兼有娱乐、人文、启蒙的作
品应当来自伟大的文学、来自悲天悯人敢于独立思考
的文学、来自勇敢面对现实的文学。爱奇艺高度重视此
次合作，将努力推动论坛思想碰撞成果的广泛传播，也
将致力于推动中国作协推荐的文学作品落地改编。为
此，爱奇艺将设立专家对谈节目通道，与北京电影学院
共同成立影视转化策划组，通过良好机制推动优秀文
学作品在影视领域开花结果。

“尊重文学，尊重剧作”

仪式现场，在张宏森、邱华栋、钱军、支宏伟等的见
证下，李晓东与扈强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按照
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的平台优势、专业优势，在培育
文学影视人才，延伸文学影视产业链，推动优质文学作
品落地等方面持续发力，实现文学与影视的双向赋能、
相生相长。

“北影大讲堂：文学与电影”名家对谈活动是跨年
度的系列活动。活动由作家与影视界导演、编剧、制片
团队等共同参与，力图通过分享创作经验和对谈交流，
建立起沟通文学与影视的桥梁，推动文学与影视的进
一步联动，并积极促成文学改编影视剧。活动聘请刘
恒、梁晓声、邹静之、谢飞、黄建新担任总顾问，并现场
颁发聘书。在此前的对谈筹备阶段，北京电影学院众多
学子积极参与，写下近百篇文学作品研究报告，活动现
场还表彰了优秀研究报告作者。

活动总顾问、编剧邹静之感慨到，互联网时代，自
媒体、短视频等使时间更趋碎片化。从毛笔、钢笔、圆珠笔到键盘，
文字书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感到，重读经典仍别有一番
滋味。“前几天一位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他的电影想用我两句诗。我
问哪两句？——‘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我说这
不是我写的，这是信天游，没版权你放心用吧。”他说，这便是文学
经典，纵向能穿透时间，横向能走向世界，阅读经典的收益远远超
越快餐文化。

活动总顾问、导演谢飞认为，一个摄制组里导演是工作的核
心，但剧本永远是作品的灵魂。他还不无动情地谈道：“我拍了9
部电影，现在有6部还可以放在教学上，这6部里只有一部是原创
电影剧本，其他都是由好小说改编而来的。所以，我在致谢时往往
要首先感谢作家，他们滋养了我的电影创作。我们需要通过这样
一项活动，向一代代青年学子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尊重文学，尊重
剧作！”

电影票是编剧开给观众的“收据”

在“北影大讲堂：文学与电影”开篇论坛上，梁晓声、王兴东、柳
建伟、李舫、鲁敏、全勇先等，围绕“文学与影视体用贯通、双向赋
能”的主题展开讨论。论坛由邱华栋、杨蕊共同主持。

再次回到北京电影学院，梁晓声感到仿佛回到了自己的中青
年时期。“我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了10年，在中国儿童电影制
片厂工作了12年，而后才调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彼时与崔嵬、凌
子风、陈怀皑、于洋、谢铁骊一起观摩电影、讨论剧本，使我受益匪
浅。”梁晓声谈到，他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受俄罗斯文学
影响较大，但是《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已经开始受电影影响了。

“我在写一个场景的时候，眼前会出现画面。《雪城》也曾被改编过
电视剧，编剧的剧本还没写完，导演已经把剧拍完了，他根据什么
拍的呢？导演认为小说《雪城》在某些重要段落几乎不用分镜头，演
员看小说就可以演了。我想这是曾经在两个电影制片厂的工作经
历给我带来的深远影响。”

《离开雷锋的日子》《黄克功案件》《许海峰的枪》《邓小平小
道》……王兴东回忆了自己在剧本写作中深入生活的经历。他说，
一个编剧没有生活是写不出东西的，拍电影只有技术没有生活是
不行的。“编剧到生活中采访调查，如同蚕吃桑叶，光吃桑叶还不
行，还要吐丝。深入生活是基本态度，提炼生活是基本能力。”作为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在编剧维权中做了大量工作，针对
当前电影海报署名不规范甚至隐去编剧署名的做法，他坚决反对
并再次强调，剧本是电影的灵魂。“当你走进电影院的时候，那是编
剧凭借多年的生活实践与写作经验拿出的时代的证据，那一张张
电影票就是编剧开给观众的收据。”

小说《突出重围》被改编成电视剧后，作者柳建伟被更多读者、
观众所认识，而后他又凭借编剧《惊涛骇浪》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
如今他正在创作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钱塘两岸》。他建议学生们
无论是不是文学系的，都应把文学基础打牢。“只要我有底气、只要
我有纸，三平米的斗室里就可以写就我想写的故事。打好文学基础
才不会受到别人的掣肘，人生才会更加自由夺目。”

谈到电影与文学，李舫有三个观点：第一，重建远方。人容易在
碎片化时间中失掉方向，电影与文学教会我们向着远方踏实前行。
第二，重建阅读。真正的阅读是去功利心的，在每一本书中你可以
自然而然地收获前进的方向。第三，重建欣赏。要懂得优秀文学作
品转换成电影作品的价值，通过提升鉴赏品格与能力，让更多优秀
作品得到更大反响。

鲁敏认为，文学与电影是一对“妙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关系，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他们有时又像是一对“怨偶”，互相寻
找但找不到对方。她建议，影视改编除关注大量获奖文学作品外，
还可以更多关注文学刊物上的中短篇或者作家的中短篇集。“中短
篇往往容纳了作家对技术性和探索性的思考，不失为电影改编的
优选对象。”

30年前，全勇先曾在北影进修学习了两年摄影，从事影视编剧
工作近20年时间里，这段经历给了他很多帮助，但是在他看来对
自己帮助最大的还是文学。“读过经典以后你就不会再为鸡汤文而
感动，思想也会变得更加深邃。”

据悉，北影大讲堂第一期第一季对谈作家已邀请刘醒龙、徐则
臣、刘恒、梁晓声、马伯庸等，他们将与影视导演、编剧一起进行多
场对谈交流，分享影视文学转化的经验与思考，推动新时代文学与
电影的双向赋能，为文学事业和电影艺术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
参考。

电影结束，观众们没有离场，他们眼神茫然，深陷在
巨大的疑问中。频发的凶案告诉观众，这是一个悬疑片，
在连续的死亡之后，他们期待着最终答案的揭晓。然而，
电影并没有让观众如愿，它在扑朔迷离中开始，也在扑
朔迷离中结束，曲折缠绕的情节，似有若无的暗示，亦真
亦幻的场景，让电影蒙上一层河边的浓雾，也让观众一
头雾水。

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在这场连环杀人案中，共有四人
死去，除了许亮是自杀以外，幺四婆婆、诗人王宏、发现凶
案的孩子，这三个人实际上都被疯子所杀。局长讲得很清
楚，凶器、指纹、伤口、血迹以及目击证人，已经构成一个
完整的证据链，确定无疑凶手就是疯子。正如局长所言，
无论你有多少疑惑，都要围绕证据说话，证据是骗不了人
的，也是确认凶手的无可辩驳的理由。

但是，为什么马哲不愿意就此结案？为什么观众也不
愿意相信疯子就是凶手？因为在马哲看来，这么多人被牵
扯起来，这么多人莫名其妙地死掉，其中必有隐情，背后
必有深意。尸体旁的手提包，藏有秘密的磁带，诗人和会
计的婚外恋，河边的“大波浪”，被灭口的凶案发现者，种
种迹象都引导马哲去寻找背后的真相。“怎么会那么寸
呢？”马哲坚信这不是一种巧合，他要找到表象背后的真
正联系，他要梳理出一条确凿无疑、环环相扣、经得起推
敲的逻辑链条，他要找到月亮背面的巨大阴谋。

观众也像马哲一样期待着最终答案的揭晓。这个答
案应该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个答案应该像拼图的
最后一块，一旦拼上，局面豁然开朗，真相浮出水面，一切
疑问都得到回答，深刻主题得到揭示，观众在醍醐灌顶中
享受着悬疑片带来的观影快感。所以，凶手一定不是疯
子，真相影影绰绰在向我们招手：鞭痕后面到底隐藏着怎
样的暴力，王宏的死是否与他的不伦之恋有关，许宏的死
或许能揭示出性别倒错者所承受的巨大社会压力……观
众们愿意相信，其中必有隐情，背后必有深意。

马哲和观众都不愿意相信凶手居然是一个神志不清
的疯子，也不能接受连环杀人案只是疯子的一种无目的、
无逻辑的疯癫行为。这样的答案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对
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毫无用处。马哲和观众都觉得，疯子
不配成为一个答案，我们需要一个让我们心服口服的精
彩回答。

然而，当马哲在对真相的执着中走向疯癫时，当观众
直到电影结束依然迷惑时，我们才发现，也许这才是电影

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合理的
解释，都有一个严密的逻辑，都有一个精彩的答案。支配
事件走向和我们命运的，不一定是必然性、合理性和确定
性，很可能是偶然性、荒诞性和不确定性。

身为刑警队长的马哲笃定地坚守着一种确定性。助
手小谢调侃说线索的发现是“歪打正着”，被他怒斥，他不
接受“歪打正着”，他不相信偶然性，他认为一切线索都是
环环相扣、具有内在联系的。他讨厌失控的状态，喜欢一
切尽在掌握。他讨厌不可掌控的小概率事件，孩子的致病
概率让他难以接受。他曾向妻子保证“会计划好一切”，然
而现实中的一切都处于混乱和不可控，就像那散落一地
的乒乓球。

案件并没有在马哲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相反局面不断恶化。因为他的调查，使王宏和许亮极力隐
藏的秘密被曝光，也间接导致他们走向死亡。而他对疯子
的忽视，也导致了那个孩子的死亡。所以在那个重要的梦
境里，凶案现场除了疯子的身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
主观镜头代表的是另一双眼睛，而这双眼睛正是马哲自
己。他觉得自己对这些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当河边的放映
机燃烧的时候，也意味着马哲自我主体的坍塌，压力、迷
茫、自责，让他彻底崩溃，走向疯癫。

在此之后，电影便走向马哲疯癫后的心理幻觉。就像
《盗梦空间》中的那个陀螺，导演在电影中也设置了一些
细节，让我们能够区分真实与虚幻。局长座椅上的红色外
套、墙上的完整拼图、合影和餐馆中出现的疯子，以及一
颗不少的子弹，都分明揭示出一种虚幻性。至于一年后马
哲被嘉奖，迎来自己的儿子，观众这时候已经难辨真假，
因为导演本来也无意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或者说，没有
答案就是电影要给出的答案。

在全片第一个镜头中，手持玩具枪的小男孩在寻找
“坏蛋”，他推开几扇门都没有找到，当他推开最后一扇门
时，却发现门背后是悬崖，是空洞，是废墟般的世界。这也
许就是电影想告诉我们的：当我们努力去寻找答案时，最
终收获的可能是空洞和虚无。

导演将办案地点设在电影院，马哲常常坐在观众席
里思考案件，像是在看一场电影。这让马哲和观众形成一
种同构关系，当观众们坐在影院里，为电影中的案件努力
寻找真相时，观众就变成了马哲，就掉入了导演的叙事圈
套。对电影案情分析到这里，我忽然发现自己也掉进了导
演布下的圈套中，我分明也在努力找出真相，给电影一个

合理的解释，这种对于合理性的孜孜
以求让我也变成了马哲。人类一思
考，上帝就发笑，当我们企图在电影
中找到一个答案时，便落入了导演设
置的荒诞中。

观众无法接受疯子是主导凶案
的人，因为这是对于人们所信奉的理
性精神的一种亵渎。正如福柯在《疯
癫与文明》中所揭示的那样，在长久
的人类文明史中，逐渐形成疯癫与理
性的二元对立结构，疯癫逐渐处于被
歧视的地位，且日渐污名化。然而，疯
癫所代表的荒诞和非理性始终与人
类共存，正如马哲在追求理性的过程
中走向疯癫，疯癫和理性常常难以区
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河边的错误》
将疯癫作为答案亦可视为对于疯癫
与理性、问题与答案、主体与他者的
二元结构的颠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解
读。罗兰·巴特曾经指出小说意义的
多元性，即小说的文本单元和最终呈
现的主题之间并不必然联系，当把小
说不断分解，最终这些基本单位便具
有了语言的能指性，可以指涉不同意
义，所以对于一篇小说可以有不同的
解读。同样，当《河边的错误》中那些
模糊、暧昧以及碎片化的情节，无法
指向一个确定性的意义时，它就具有
了一种多义性，观众可以通过这些人
物和场景构建起自己的解读，没有哪

一种解读是唯一正确的。
所以，《河边的错误》在悬疑类型片的外壳下，实则

包裹着一个艺术电影的内核。悬疑类型片要求逻辑严
密，情节紧凑、合理、无破绽，之前散落的碎片最终要在
片尾拼凑出一幅完整的画面，呈现一个首尾呼应的情节
闭环。电影的主题也常常是表达一种确定性和合理性，
陈冤得以昭雪，正义得到伸张，努力付出必将收获一个
圆满的结局，它所体现的世界观是理想化的，善恶分明，
有因有果，这个世界可以被解释，也可以被赋予确定性
的意义。而艺术电影则不同，散漫的情节常常跟随一个
开放式的结局，不会给出唯一答案，它想要阐述的主题
也常常是混沌、模糊、多义的，并对大众通常的观念认识
形成挑战。所以，《河边的错误》实际上是通过确定性的
电影类型，去表达一种不确定性。

《河边的错误》采用16毫米胶片拍摄，粗糙而怀旧
的影像质感，具有年代感的布景和道具，都共同构建起
一种影像的真实，连续的死亡也形成情节的推动力，然
而当一个悬疑片逐渐成形清晰的时候，电影又推翻了一
切，形成对悬疑片这种电影类型的解构。相对于当下悬
疑片的套路化和同质化，这样做实在是机智而勇敢的，
也为电影创作开拓出更多可能性。

《河边的错误》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电影的主题
和内核都拜小说所赐。较之小说，电影有些改动，丰富了
王宏和许亮的故事，同时电影主题在小说所表达的荒诞
性之外有所扩展和延伸。《河边的错误》是余华写于
1987年的小说，其时中国文坛正盛行先锋文学，余华、
苏童、马原、格非等一批年轻作家都热衷于文本实验。与
之前努力寻找确定意义的写作不同，在这种先锋性的文
学写作中，作家常常去表现事物背后的偶然性、不确定
性和荒诞感，并通过零度写作和叙事圈套，造成一种间
离性，对读者的阅读形成挑战，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
契合。电影《河边的错误》所呈现出来的文本碎片化和题
旨模糊化，正是当年的先锋作家们常用的手段。疯癫也
是先锋文学常有的主题，比如余华这篇《河边的错误》，
以及格非的《傻瓜的诗篇》等小说，都将疯癫作为书写的
切入口。很多年过去，当消费主义不断吞噬创作主体时，
导演魏书钧又重新回到文学文本中，汲取创作营养，并以
此为支点，重新构建起电影的作者性，这不仅是两种艺术
形式的一种美妙联动，同时也是对于当下电影创作的一
种有益启示。

电影《河边的错误》：

对悬疑类型片的解构与反叛
□李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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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2023中国电影家协会影视基地

工作委员会年会在横店举行

本报讯 10月28至29日，由中国影协指
导，浙江省电影局支持，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主办的“2023中国电影家协会影视基地工作委
员会年会”在横店举行。

28日上午举行了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长
会议，会议由中国影协影视基地工作委员会会长
尹力主持，主要就年会活动筹备情况、组织机构
调整情况、明年工作计划等内容进行交流和讨
论。随后，举行了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大会。

中国影协影视基地工作委员会还通过相关
程序，新增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为副会长
单位，新增青岛东方影都影视基地总裁孙恒勤，
宁波市影视文化产业区管委会主任、党组副书
记邵震洋为副会长。中国影协影视基地工作委
员会副秘书长刘藩在活动上发布《2023中国影

视基地发展研究报告》，对目前全国影视基地整
体态势进行分析。报告提出，当前全国实际有
接待剧组能力的专业影视基地有70余家，各影
视基地经营情况恢复到疫情前的60%-70%，疫
情对于影视基地的影响作用有一定的滞后情
况。影视基地在电影产业链中具有重要位置，
发展好影视基地对于整个影视行业有着不可替
代的价值。

年会活动期间举行了“新态势 新技术 新趋
势——2023中国影视基地高峰论坛”与“2023中
国电影家协会影视基地工作委员会圆桌会议”。
与会专家和影视基地代表还深入横店影视基地
代表性场景展开调研，共同见证以横店为代表的
中国影视基地的新变化、新成果、新发展。

（许 莹）

专家研讨电视剧《装腔启示录》

借“装腔”向大众抛出多重现实议题

本报讯 10月20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装腔启示录》
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该剧改编自柳翠虎豆瓣同名连载小说，以都市男女的
情感发展为主线，通过对职场生态的描摹和对亲密关系的探讨，展现北漂群
体的自我追寻，观照新时代青年群体生活现状。

会上，《装腔启示录》主创团队分享创作心得。在导演李漠看来，关心当
下时代的议题，关心大家生活里解决不了的困境，在剧中提供给大家某种思
路和思考，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需要坚守的理念。与会专家肯定了《装腔
启示录》的去类型化探索，认为该剧是一次影视向文学汲取养分的成功尝
试，“它把文学性艺术表达很好地融入了影视剧的画面呈现中”，如用女主角
的内心独白展现人物细腻心理、利用有个性的镜头语言展现真实现代都市
生活等，都展现出新颖的艺术构思。此外，该剧以独特视角，借“装腔”向大
众抛出爱情、职场、生活等多重现实议题，并向大众发出对消费主义文化、女
性主义文化的追问与思考，在创作中描摹了当代年轻人面对种种不确定性
时去寻找确定感的心路历程，通过建构一个相对完整又自洽的共情场域，让
观众走进并获得启发，不失为一种有益启发。 （许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