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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导演陈思诚“解密”如何让电影“是其所是”
——专访电影《解密》编剧、导演陈思诚

□本报记者 许 莹

专 访

近日，根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解密》
点燃暑期档，该片已于8月3日全国上映。影片以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数学天
才容金珍，因非凡才华被招募至秘密单位701破
译密码的故事。目前为止，麦家小说已被改编成
13部影视作品，而他也曾公开表示，电影《解密》
和小说之间的距离是最近的，也是迄今为止改编
作品中其个人满意度最高的。本报记者在陈思诚
的制作公司对他进行了专访，“解密”电影拍摄背
后的点滴故事。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首度试水
文学改编，保留麦家小说《解密》
精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密
码，这一生就是解密的过程

最早华人影业找到陈思诚，带来了加拿大编
剧克里斯托弗·麦克布莱德写的《解密》剧本。此
前陈思诚看过麦家的小说《解密》，当他重新拿剧
本去对照原著时，从原著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母题
瞬时打动了他，也就是现在电影里特别强调
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密码，这一生就是解密
的过程。

“小说《解密》其实讲的是个体在时代中所经
历的跌宕起伏的一生。这是我第一次进行文学改
编。我觉得小说《解密》可供解读和挖掘的空间很
大，它拓展了我的视觉盲点。如果不是有这样一

本小说，我不可能去拍这样一个故事，因为我对
隐蔽战线上的往事是不了解的，它完全是我的知
识盲区。说实话，我本身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
行创作的。”陈思诚坦言，此前十年自己创作的电
影都比较类型化，类型化既让他清楚地知道自己
想要完成怎样的作品，但也从某种程度上会束缚
其想象。而小说《解密》的电影改编，拓展了陈思
诚的想象边界：“它让我与那个时代相际会，让我
做了一场无比真实的梦。”

在陈思诚看来，容金珍是有虚构色彩的，但
又附着了一些真实人物的特性在其中。在创作剧
本之前，陈思诚两次来到杭州找麦家聊天，他特
别想知道麦家为什么写这本书，他写这本书的

“抓手”究竟是什么？“他写了11年，数易其稿。后
来我发现，其实特别简单，他把自己当容金珍了，
他真的会投射许多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在这个
角色里。幼时麦家因为家中变故，在被欺辱、被唾
弃、被孤立中度过了整个童年。他经常会做同一
个梦——梦到一只黑色的大鸟把他拽走，因为他
个人的这种经历，才会塑造出容金珍这一人物形
象。”一个曾经辉煌而如今破落的大家族中，容金
珍因为是容家的私生子而处处遭到白眼，只有一
名能把“梦”解释清楚的外国老人陪着他。梦给了
他所谓的自由，但也永远囚禁了他。

影片中，陈思诚以“导演”本色出镜，借采访
者的身份延续了小说《解密》中的回忆叙事风
格。“写剧本的时候，剧本中的‘我’是以小说作
者身份去写的，筹备时我想过让麦家老师本色

出演，但是他拒绝了。后来主创在聊剧本的时
候，大家觉得找演员来演麦家老师挺奇怪的。摄
影指导曹郁忽然说不如你来演，但是我觉得由
我来演麦家老师也很奇怪。最后决定不如就演
我自己——一位要创作容金珍故事的电影导
演。”因而在影片最后的彩蛋里，有了陈思诚与
片中容金珍对视的镜头，这一镜头升华了全片，
使作品有了某种戏中戏的元电影质感，让银幕
外的观众看到了一个创作者与镜头下人物的时
空交汇。

小说中作家留白的部分，恰恰是电影人的
“用武之地”。为搞明白解密过程，剧组邀请科学
顾问、数学顾问、历史顾问为剧组上课，告诉他们
密码到底是什么、整个密码史对人类起到了哪些
作用、密码的前世今生等。“我现在虽然不能算是
解密专家，但至少在密码这个领域我有了比常人
更深刻的了解。”

抓住大银幕与小荧屏的根本
区别，是激发观众走进影院、进行
不可替代性消费的重要考量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与两千年后出现的电
影和电影院空间有着惊人的相似——黑暗的影
院犹如一个洞穴，观众坐在固定的座椅上，一堵
墙把影院和放映室隔离开来，放映室通过方窗从
观众的上方发出光源，把影像投射到白色的幕布

上，观众沉浸其中以为就是真实世界，其实那不
过是一场“梦”——没错，电影的本质就是“造梦
机器”。

陈思诚深谙其道。电影《解密》中，他通过十
场梦的交叠，倒转现实，建构了天马行空的想象
空间。为了让这些梦变得更加丰富、瑰丽、绚烂、
宏大，创作团队集体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而在
这十场梦中，实操难度最高的当属“红色沙滩”。

“我们一开始希望沙滩是实拍的，美术团队为此
查了许多资料，确实有粉色的或者偏暗红色的沙
滩，但是质感都达不到画面要求，最后只好放弃
实拍。”开拍前，陈思诚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这样
一个意象：希伊斯和容金珍师生二人在逆光下对
弈的剪影。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曹郁，曹郁表示
日落快慢完全不受控制，只有棚拍才有呈现出这
一意象的可能。

“大家看到的景象虽然是棚拍的，但它是在
一个5000平方米的大棚里，铺了几十吨沙子。”
建造“红色沙滩”的过程远比想象中困难，剧组曾
开过多次专门会议讨论沙子的颜色和质地，不仅
用造浪机不断造浪、用巨大灯阵构成日落，还对
海浪、光线、沙子之间的关系反复做交互测试。日
落在海平面，不动声色的对弈剪影温暖且浪漫，
抛却时代洪流的影响，就个体而言，那就是两个
惺惺相惜的天才之间单纯的智力较量。这是梦，
却也是更深邃的心理真实。

电影中，701局是片中隐蔽战线工作者最主
要的活动场域，这里不仅是捕获、破译密码的核心

工作要地，也是容金珍日常生活、打开情感之门的
地方。陈思诚坦言，701局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就
是如此，它由生活区与工作区两部分组成，外面有
家属院、食堂、小型医院等，而核心工作区域701
是一个完全不会被外界打扰、具有极高保密性质
的地方。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生
态。最后影片中701局取景地是在一个20世纪50
年代的疗养院，葳蕤的植物与建筑单体相结合，整
体呈现出的神秘氛围超乎陈思诚的预想。

大银幕所追求的视听审美在电影《解密》中
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比如该片全程使用单机
位拍摄，有意使用一些长镜头拍摄手法，从而更
好捕捉到演员表演和光影、周边环境的互动，以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交代戏剧任务、寄托创作者意
欲表达的思想主题与美学探索，同时减少剪切
点，进而实现减少“导演”的存在感，让大家更加
相信这一故事。再如此次全程使用到的IMAX
特制拍摄，它的取景器更大、清晰度更高，这也意
味着对于表演、美术、道具等细节的呈现要求更
加严格。此外，陈思诚还花费重金购得披头士乐
队音乐作品在亚洲地区的首次授权，将具有反战
意识的经典歌曲《我是海象》融入容金珍的梦境
之中，邀请作曲家洛内·巴尔菲作曲及制作原声
音乐，并在维也纳录制原声……陈思诚说：“我一
直在想，电影人一定要想明白一件事，那就是电
影和其他视频艺术之间的区别。如果电影没有这
些东西的话，那观众为什么要买票走入电影院
呢？所以我强调‘电影感’，是为了把更好的视听
感受留给影院里的观众。”

高水平国际合作为中国故事
插上光影翅膀，全面提升中国电
影国际传播效能

麦家的原著《解密》在中国出版十余年后被
翻译到西方，迄今为止已经在超过100个国家出
版。如果说，原著《解密》被西方读者接受意味着
在世界范围内播撒下中国故事的种子，文学改编
电影将浇灌出世界艺术大花园中更艳丽的鲜花。
此次，美国演员约翰·库萨克和英国作曲家洛内·
巴尔菲的加盟，为影片《解密》打开了更加多元的
国际视角。陈思诚告诉记者，华人影业引入的初
稿编剧，加拿大编剧克里斯托弗·麦克布莱德在
剧本中贡献了人机对抗的创意。电影里，容金珍
被巨大的埃尼亚克（ENIAC）层层包围。埃尼亚
克是世界上第一台现代电子数字计算机。当埃尼
亚克真正进入密码领域时，人脑从此再也无能为
力了。所以电影《解密》的故事，实际上也是人脑
和机器的最后一次博弈，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
车”的意思。而此次库萨克饰演的希伊斯更是给
观众留下极深印象。“我之前看过库萨克很多片
子，他身上既有些忧郁的气质，又有点儿孩子气
的东西。当时最困扰他的问题是如何演好一位数
学家？我说你不懂数学家没问题，你懂艺术家就
好。”影片里观众会发现，希伊斯出场的第一句话
就是：有人说数学到最后很像艺术，我觉得不对，
数学就是艺术。

记者专访时获悉，电影《解密》的国际发行也
在陆续布局当中。该片将由华人影业在海外发
行，预计在北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际
市场上映。

高山流水遇知音，圣火续写中法
情。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红”
8k超高清转播车与埃菲尔铁塔完成历
史性同框，地处亚欧大陆两端的文化大
国在奥运五环下再次相遇。值中法建交
60周年之际，央视频原创衍生节目《大
红车巴黎不停播》以“车上直播互动+车
下探访体验”的全新形式，带观众第一时
间分享中国健儿的夺金喜悦，以第一视
角领略塞纳河畔的浪漫风情，做出了“体
育+文化”跨界融合赋能奥运报道的新
尝试。

定时开盲盒直播，解锁“体育+”报
道新样式。作为一档体育类轻综艺节
目，《大红车巴黎不停播》联动小红书开
设“大红车在巴黎”账号，解锁系列“微综
艺+直播态”新玩法：不定时“掉落”直
播、奥运嘉宾“开盲盒式”做客、主持人王
冰冰化身“嘴替”以解观众心头之痒。第
一期直播中，首金黄雨婷、盛李豪空降直播间：“阿条姐”
揭秘丸子头教程、“干饭哥”回顾与射击的结缘之旅、评
论区观众提问互动连连。

在总台奥运报道的内容生态中，该节目差异化且针

对性地满足了观众需求，在赛事之外引导新关注、引发
新兴趣、引出新话题，实现了“主场”受众群体的有力拓
展与泛圈层传播。

挖掘中法两国触点，诉诸文化互鉴高价值。奥运会

不仅是体育盛会，更是文化交流盛宴。
借此契机，《大红车巴黎不停播》以综艺
外壳、文化内核最大化挖掘和释放奥运
IP。栏目组变身大洋彼岸的体验官，从
最接地气的巴黎传统集市开始：与从中
国远渡而来的芜菁重逢在巴黎菜市，看
看法国人在早市如何优雅吃海鲜，品味
原汁原味的法国奶酪……

大红车驶过之处，一道道中法文化
的“风景线”令人眼前一亮。节目将镜头
聚焦美食等中法文化中的共享性微观符
号，将文化传播的合意空间拓展至巴黎
大街小巷，从而使观众沉浸式参与共情
叙事。

万里之遥，不以为远。文明之光，
相互映照。奥运会是各国运动水平与
人文艺术的“万国博览会”，也是对“媒
体国家队”的一次前线检阅。赛场之
外，如何产出优秀报道？《大红车巴黎不

停播》凭借“体育+文化”的跨界突破，有力延展了赛事
传播的主题边界，以共情叙事构建出了中法文化对话
的新空间，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注入了新活力。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

本报讯 7月30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浙江省文化广
电和旅游厅主办，浙江极会影业有限公司承办的电视剧《一道
密旨》剧本研讨会在京召开。本次研讨会旨在提升剧本质量，
明确创作方向，为下一步制作打下坚实基础。

电视剧《一道密旨》剧本根据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晏齐同名
长篇历史小说改编。剧本以一道“密旨”为主线，展示了安史之
乱的影响以及江浙一带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小说文本主
要选取了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这历史上特殊的一年，以
奸佞权宦李辅国神秘暴毙、河朔三镇投降，安史之乱彻底了结
两大历史事件作为背景，主要讲述了新帝李豫与江南市井伞
郎邓奇两个地位悬殊、相隔千里之人如何因为一道密旨而命
运相连，共同对抗叛乱、恢复国家安定的传奇故事。由于小说
中人物线索过于庞杂，主创团队在小说转化为剧本的实际操
作过程中，本着“借魂借骨，皮相重塑”的策略，将小说中较为
分散的“悬疑”“权谋”“武侠”三种元素有机融合在一起，以求
在《一道密旨》的影视文本中深度展现“大国昌盛，小家幸福”
的主题。

《一道密旨》编剧、北京电影学院青年教师、小说原著作者
晏齐分享了创作心路历程。他表示，小说《一道密旨》的初衷源
于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历史的敬畏，在后续创作中力求在尊重
历史的基础上化繁为简。导演杨振宇认为，《一道密旨》不仅是
一部历史剧，更是一部展现侠义精神、探讨家园完整的作品。
他表示将融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力求给观众带来沉浸式、
充满思想深度的观剧体验。

与会专家分析了古装剧与历史剧的市场现状，认为两者
应双峰并存，认为《一道密旨》在古装剧与历史剧的结合上做
出了有益尝试。现有剧本将江湖民间、庙堂官场、长安朝廷的
故事写得异常精彩。此外，也有专家提出剧本需进一步精炼叙
事，强化人物成长线，在强化悬疑与武侠元素的表现力、强化
人物成长性和反转性、增加爱情线等方面再下功夫，使故事更
加紧凑、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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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车上看奥运：“体育+文化”擦出中法交流新火花
□张 卫

电影《解密》场景图

《大红车巴黎不停播》采访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