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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魔幻武侠片研究:
神话资源、文化传统与世俗趣味

刘　帆
(西南大学 文学院、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中国武侠片中的神怪元素与电影高新技术的结合,催生了魔幻武侠电影,通过对武侠电影类型

元素的继承而与武侠文化建立起关联.中国式魔幻武侠电影孕育的土壤是中国悠远的神话传统与“剑仙文

化”,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神怪/武侠片热潮到当下中国魔幻武侠大片都在其中汲取资源,与域外魔幻片强调恒

久的“善恶对立”主题相异,国产魔幻片也在本土慈悲世界观的宽恕包容和世俗化情爱母题中不断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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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当下魔幻武侠大片创作概观与市场表现

作为当下世界电影最主流的类型之一,以奇观与想象界的现实呈现作为核心要件的魔幻题材

与科幻题材一起,是全球商业电影中最为重要的品类.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依靠飞速发展的电影科技,
好莱坞成功进行了主流商业大片的类型转移,从以往的动作惊险类型转向科幻魔幻类型.«侏罗纪

公园»«星球大战前传»以及«指环王»三部曲、«哈利波特»系列等影片,成为好莱坞在全球最叫座的

影片,魔幻和科幻片也开始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名片之一.根据美国在线票房统计网站

BoxOfficeMojo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１月６日的最新数据,全球电影票房排行榜前２０位的影片为[１]:
表１　全球电影票房排行榜前２０位(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１月６日)

序号 片名
票房

(单位:百万美元) 序号 片名
票房

(单位:百万美元)

１ 阿凡达 ２７８８．０ １１ 小黄人大眼萌 １１５７．３
２ 泰坦尼克号 ２１８６．８ １２ 变形金刚３:月黑之时 １１２３．８
３ 侏罗纪世界 １６６９．４ １３ 指环王:王者归来 １１１９．９
４ 复仇者联盟 １５１９．６ １４ ００７:天幕危机 １１０８．６
５ 速度与激情７ １５１５．０ １５ 变形金刚４:绝迹重生 １１０４．１
６ 星球大战:原力的觉醒 １５１２．７ １６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１０８４．９
７ 复仇者联盟２:奥创纪元 １４０５．０ １７ 加勒比海盗:聚魂棺 １０６６．２
８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 １３４１．５ １８ 玩具总动员３ １０６３．２
９ 冰雪奇缘 １２７６．５ １９ 加勒比海盗:惊涛怪浪 １０４５．７
１０ 钢铁侠３ １２１５．４ ２０ 侏罗纪公园 １０２９．２

　　在这２０部影片中,魔幻和科幻类型竟然占到了１５部,其中有着鲜明魔幻色彩的影片包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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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指环王:王者归来»«加勒比海盗:聚魂棺»«加勒比海盗:惊涛骇浪»«爱丽

丝梦游仙境(２０１０)»等,如果算上幻想色彩明显的三部动画片和包含一定科幻元素的００７电影,那
么在这个排行前２０位的榜单中只有«泰坦尼克号»和«速度与激情７»在题材类型上与科幻、魔幻没

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幻想类影片早已成为当今世界商业电影的绝对主流.
在中国市场,除了好莱坞的魔幻与科幻大片外,在国内票房前２０强的榜单上也看到了«捉妖

记»(２０１５)、«寻龙诀»(２０１４)、«西游降魔篇»(２０１４)、«西游记之大闹天宫»(２０１４)等４部国产魔幻题

材影片,以及同为魔幻题材的动画片«西游记大圣归来».近十年来票房表现不错的«无极»(２００５)、
«功夫之王»(２００８)、«画皮»(２００８)、«风云２»(２００９)、«狄仁杰之通天帝国»(２０１０)、«画壁»(２０１１)、
«白蛇传说»(２０１１)、«画皮２»(２０１２)、«狄仁杰之神都龙王»(２０１３)以及«钟馗伏魔:雪妖魔灵»(２０１５)
等影片,也都属于魔幻、魔幻/武侠类影片.

表２　国内电影票房排行榜前２０位(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１月６日)

序号 片名
单位:

亿元人民币
序号 片名

单位:
亿元人民币

１ 捉妖记 ２４．３９ １１ 西游降魔篇 １２．４６
２ 速度与激情７ ２４．２６ １２ 心花路放 １１．７０
３ 变形金刚４:绝迹重生 １９．７７ １３ 煎饼侠 １１．６０
４ 港囧 １６．１３ １４ 变形金刚３ １０．７１
５ 寻龙诀 １５．７２ １５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１０．４５
６ 复仇者联盟２:奥创纪元 １４．６４ １６ 澳门风云２ ９．７４
７ 夏洛特烦恼 １４．４１ １７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９．５６
８ 侏罗纪世界 １４．２０ １８ 泰坦尼克号３D版 ９．４６
９ 阿凡达 １３．３９ １９ 智取威虎山３D ８．８３
１０ 人在囧途之泰囧 １２．６８ ２０ 十二生肖 ８．８１[２]

　　可以说,和世界主流电影市场一样,幻想类影片尤其是魔幻武侠类型影片也开始成为国产商业

电影的主流类型,从２０１５年的市场呈现来看,在«捉妖记»«寻龙诀»«大圣归来»等影片的引领下,该
类型已经呈现出成为国产商业大片支柱类型的趋势.

二、魔幻武侠电影的神话/文化传统与武侠景观

(一)魔幻武侠片的神话传统

无论是否改编自传统神话,魔幻和各自文化下的神话传统都有密切联系.“根据人类学家的研

究,在任何原始部落中,即使没有文字,但图腾崇拜、原始巫术、祖先崇拜、神话传说都是相当繁盛

的.在文献材料中,神话总是具有最悠久的历史,它简直就是人类各种精神活动的起源,诸如文学、
宗教、艺术等,无不可以追溯至原始神话.倘若我们审视今天依旧在传衍的文化形态,就不难发现,
这些文明无不从原始神话逐渐走入现代文明.”[３]２

就好莱坞魔幻大片所在的美国而言,其自身历史太短,并没有太多神话传说,但与美国文化同

源的欧洲则有着深厚的神话传统,这些都成为好莱坞魔幻片的宝库.至今,好莱坞魔幻片大多与古

希腊神话、基督教神话和北欧神话等欧洲神话有着千丝万缕、显而易见的联系.即便是«哈利波特»
«指环王»«纳尼亚»等并非直接取材于欧洲神话的影片,也和这些神话传统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
在西方文化传统里,无论是最初用以恐吓民众的、人类之外的独立存在的“魔”(如撒旦),还是后来

演变出来的作为人内心深处“恶”的象征的“魔”(如浮士德),“魔”都是人性恶的具象化身[４].因此,
好莱坞魔幻大片往往是善恶二元对立的主题,而且其中代表邪恶力量的“魔”也大多是这两种模式.
好莱坞魔幻大片最有影响的两个系列«哈利波特»和«指环王»中的大反派“魔”,就分别代表了这两

种模式:前者的伏地魔(这是一个巧妙的音译),是一个人/巫师内心的恶被放纵到极致而成为“魔”;
后者的黑暗魔王索伦,则是一个在人类之外的独立存在的“魔”.

中国的神话传统则有所不同.中国文化中由于有久远的鬼神崇拜传统,所以也就有了久远的



神话渊源.“在中国早期的小说中,志怪一类所占比重最大.他们多为方士所作,先秦时期的«山海

经»、«穆天子传»”[３]１５２但这些神话却最终未能如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话在西方文化中一样,发
展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流.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理性色彩和浓厚的

治史传统导致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中国士大夫对鬼神之事颇为鄙视.与此同时,中国本土

道教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特点之一便是“万物有灵”.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加之中国文化中没有

强烈的宗教信仰,也就没有强烈的罪恶感和象征邪恶力量的“魔”,于是代之以“万物有灵”的“妖”.
“妖”是由人以外的生命形式———可能是动物也可能是植物———“吸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

修炼而成人形的事物.修炼成有人形的“妖”并到世上去过人的日子,这是几乎所有“妖”的最高梦

想.这种想象既有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也有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还体现出中国文化强烈的世

俗化倾向:迷恋现世生活,人世是所有生物生涯中最美好的,人的形象也是天地万物中最迷人的.
在«山海经»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人妖共生”的世界,有着各种从现实动物界经过古人想象变形而

成的异兽.电影«捉妖记»里的妖甚至纷纷以“人相”现世,宁愿冒着被天师捕捉的危险也要藏匿在

人间.永宁村里除了天荫和奶奶,全是妖,集体隐匿下来与人共存.为此,他们“没有犯事,不吃人,
只吃素,证明宋公说的,人妖可以共存,是对的”,登仙楼里两个即将被烹制的小萌妖甚至宁死也不

愿脱下人皮.
同时,由于“妖”不像“魔”那样和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文化密切相关,所以“妖”未必都是“恶”

的.妖的欲望也多是迷恋人世生活,于是他们和人一样,也有善有恶,更多的是像普通人一样,既有

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虽然“人妖殊途”,由于“妖”的不同于人的一些特性(如有些妖需要吸人

精血才能存活或者永葆青春不老),导致很多妖会害人作恶,但这种“恶”更多是出于生物的求生本

能而非“原罪”.由于妖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恶,所以中国神话中也有不少善良、可爱的妖,比如:孙悟

空、猪八戒严格说来是动物修成了人形,也即是妖的范畴;«封神演义»中的雷震子虽然不是人以外

的动物所变,但长着一张雷公脸,胁下生双翼,也可以算是一个半人半妖的生物;此外,«白蛇传»中
的白娘子等,也可以算作这类生物.

在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就并不像西方神话那样是非善恶完全对立和

分明,很多故事也都不是绝对和简单的善恶斗争的主题.如«西游记»中很多妖怪都是各路神仙的

“裙带关系”,这些神仙最后把这些妖怪收回去,取经障碍就自动解除,邪恶的“妖”和正义的唐僧师

徒之间不一定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关系.这一点也很明显地影响到了中国式魔幻武侠电影.
此外,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另一个有着一定恐怖色彩的是“鬼”.通常说来,鬼是某些人死后无

处安置的灵魂.鬼的传说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普遍存在,说明由死亡现象引发的灵魂观念是原始人

类的普遍想象.但中国的“鬼”和“妖”一样,都并非绝对的恶.«聊斋志异»中就有不少善良的,甚至

比人更可爱的鬼.１９９７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布的«电影审查规定»第十条规定了“电影片中个别情

节、语言或画面有下列内容的,应当删剪、修改”的六种情形,其中第三款为“夹杂有宣扬封建迷信内

容的”.２００１年国务院公布的«电影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二十五条规定“电影片禁止载有下列内容”
之第五款为:“宣扬邪教、迷信的.”上述文件对于“鬼”虽然都没有明确规定,但中国电影人都将“鬼”
这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形象屏蔽在电影之外了,因此,在中国魔幻大片中出现的,几乎全

部是“妖”而没有“鬼”.
(二)魔幻与武侠

无论是科幻还是魔幻题材,在电影的视觉呈现上都体现出极强的技术依赖性,这是电影工业体

系的自然选择,电影只有依靠强大的技术优势从而创造独有的视觉奇观,才能在与其他视听娱乐形

式的竞争中形成自身优势.从观影动机而言,观众走进影院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出于追求视听享

受乃至感官刺激.所以不管是科幻题材还是魔幻题材,都依靠高超的技术手段来营造新奇的视听

奇观,从而吸引观众,并形成这类电影最为突出的形式特征,这也是电影区别于电视、网游等视听娱

乐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在中国,由于缺乏科学幻想的文化传统,科幻类型影片一直存在严重



的缺失,而魔幻类型影片却并不鲜见,甚至有着悠久的传统.当我们对中国魔幻类型影片进行历史

梳理时,很容易发现早在１９２０年代就出现了“武侠神怪片”热,香港在各个时期也都有带着鲜明魔

幻色彩的武侠片.于是,“魔幻/奇幻”与传统的中国“武侠”文化相结合,是中国魔幻武侠电影汲取

本地和传统资源的又一显要成果与景观.
菩提尔(RichardL．Purtill)在«神话与故事»中认为构成魔幻的要素有四种:“(一)背景需设在

信史前或已记不清多久以前的过去,(二)必须牵涉魔法,可定义为藉符号等方法操纵自然的力量,
(三)必须包含神话传说般的人物或生物,(四)牵涉到无法用科学解释其可能性的事件.”[５]可见,西
方“魔幻”概念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魔法是分不开的.虽然有着相似的形式特征,中国电影史上那

些“神怪片”却大多不是对魔法进行夸张表现,而是借助中国武侠叙事文学中的神奇武功来构建视

觉奇观.
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对１９２０年代末兴起的“武侠神怪片”有这样的记述:“１９２８－

１９３１年间,上海大大小小的约有五十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近四百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二

百五十部左右,约占全部出品的百分之六十强,由此可见当时武侠神怪片泛滥的程度.”[６]通过对当

年这些影片的文字描述和影片资料,依然可以看到这些影片的主要形式特征是结合了武术动作的

充满幻想色彩的“飞剑白光”.与西方魔幻电影对魔法的神奇展现一样,中国武侠神怪片也是对某

种神秘力量的视觉呈现,其幻想色彩都被电影用来形成其形式特征,背后也都体现出人类共有的对

现实世界的超验想象和追求.而如果说中国神怪与西方魔幻在“幻想”上有着形式和内涵上的共通

点,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武侠神怪片”对于武术动作的依赖性则是西方魔幻影片所没有的,这背

后又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
无论是历史上的“武侠神怪片”还是新世纪以来的国产魔幻题材影片,其共有形式特征都是大

规模展现中国传统武打动作,可以说在中国几乎所有与魔幻扯得上关系的影片都有动作场面的展

示,被魔幻/奇幻的力量加持了的功夫与打斗成为中国式魔幻片的“必备”元素.从２００５年被称作

首部中国式古装武侠大片的«无极»,一直到２０１５年成为国产电影票房冠军的«捉妖记»,２１世纪国

产魔幻题材影片毫无例外带有“武侠片”的影子,甚至几部改编自«西游记»的影片都是极力渲染了

大量的武打动作场面.可以说,中国人通过电影对现实进行的超验幻想是集中通过武功这一载体

来实现的,我们通过对武功的强大能力进行想象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而非如西方魔幻片那样通过

魔法来超越现实.在武功背后有着对中国传统侠文化的深度依存,中国电影正是通过从对视觉奇

观的感官享受到对武术的集体崇拜,再到对侠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在这样一条脉络中建立起了与传

统文化的深刻关联.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侠文化因素源远流长,对电影的影响相对来说并不直接和明显.１９２０年代

以来的“武侠神怪片”却深受武侠小说影响,«江湖奇侠传»等小说成为当时改编电影的重要来源.
这种影响甚至蔓延到数十年后的众多华语电影,如«蜀山剑侠传»就深刻地影响了徐克的«蜀山»
(１９８３)和«蜀山传»(２００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武侠文化通过文学改编被电影继承下来,也通过电

影的类型化演绎被当代商业文化所传播和固化,形成了中国人对中华武术的集体化神奇想象,那些

银幕上闪转腾挪威力无穷的武功,成为最大众化的传统文化符号之一.无论是“御剑”还是“修仙”,
无论是“飞剑”还是“轻功”,电影的这些视觉奇观背后,都是对传统武侠文化的复制与演绎.

武侠与神怪的结合对于文学而言自有其内在规律,而对于电影而言这种结合本身又体现了电

影艺术自身的某种规律,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相对成熟的类型.幻想类型影片由于能够极大限度

利用电影高新技术营造视觉奇观,成为电影工业在题材策略上的必然选择,而在电脑特技发展成熟

之前,中国电影恰恰是依靠武功打斗来营造视觉奇观的.在整个华语电影史上,如果排除社会政治

因素的影响,武侠片一直都是华语商业电影最稳定的类型之一,武打场面也是中国商业电影最常见

的视觉奇观之一.武侠片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通过新技术手段来丰富武打场面这一核心类型元

素,当电脑特技发展成熟之后,利用电脑特效来丰富武侠片的武打场面就成为必然,而当电脑特效



被用来夸张表现武侠片中的神怪内容,中国武侠电影也就很自然地与魔幻类型建立起了联系.这

种结合既是中国人从文化传统中进行继承和发扬的结果,同时也是电影作为“运动”影像的艺术本

质的自然选择.
如果为国产魔幻武侠题材影片中的视觉奇观设定一个演变的轴线,轴线的一端是对武打场面

的写实展现,另一端就是对神怪幻想的奇丽演绎,那么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电影科技的推动下,国产

魔幻题材电影的视觉奇观沿着技术复杂化的方向变得越来越“奇”,“幻想”因素越来越强过了“武
侠”.试比较一下２００５年的«无极»与２０１５年的«捉妖记»,«无极»除了武打场面以外还要依靠美轮

美奂的形象设计和场景设计来震撼观众的感官,于是可以看到“鲜花盔甲”的繁复和海棠花树的艳

丽,而片中运用到电脑特效的地方(比如奔牛一场戏)除了因为技术运用的不成熟而遭诟病以外,并
不能给影片加分.这种情况在十年之后已有了根本变化,中国电影通过请进来的办法在电影科技

运用上已可向好莱坞大片看齐,于是我们就能从«捉妖记»里胡巴的身上看到一点点«寻龙高手»里
那只黑色飞龙“无牙”的影子,同样是萌宠的角色设定,同样是对固有反面角色的逆向运用(中国文

化传统里的妖和西方文化传统里的龙一样原本都是反面角色,都是要伤害人的),影片也恰恰依靠

这样的充满幻想色彩的视觉元素构建起主要的形式感.在这一点上«捉妖记»的“幻”已经距离«无
极»里的“武”很远了.在这十年间的影片中找寻,也不难发现这种变化,无论是«画皮»里的蜥蜴精

形象还是«画壁»里的石妖,乃至«狄仁杰之神都龙王»里的鳌皇,都是单纯利用电脑特效营造的幻想

元素,它们与传统之中的“武侠”渐显疏离,却与西方魔幻片中的幻想形象更显接近.

三、中国魔幻武侠片:本土资源的开掘与世俗/爱情主题

(一)重构还是继承?
好莱坞魔幻片的故事一部分来源于对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的直接改编,如改编自希腊神话的

«诸神之战»和改编自圣经故事的«地狱神探»等.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对文学作品的改编,这些

作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为故事虚构了一个宏大的故事背景.比如«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为故事中

的每个民族创制了完整的历史背景乃至一套完整的语言,这些又都深受北欧神话的影响.«哈利波

特»的魔法世界也深受英国巫师文化的影响.应该说无论选择直接改编神话和宗教故事还是改编

文学作品,好莱坞魔幻片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紧密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绝大多数好莱坞魔幻片并不会

试图完全凭空生造一套故事逻辑,这既是商业规律使然也是类型电影生产与接受之间互动性这一

基本特性的体现.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的神话叙事作品不如欧洲发达,真正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和较大

社会影响力的只有«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等为数不多的几部.文学传统的欠缺导致了国产魔幻类

型影片很难获得一个宏大、自成体系的魔幻世界.有论者指出:“有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成体系的魔

力和幻术的世界,有没有一个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存世界不同的、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另一个世界

的游戏规则,这是其成为魔幻电影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尽管称为‘魔幻电影’,但绝不是说其中的

人物、情节和魔力幻术的发挥可以为所欲为、完全不顾基本的规则.”[７]新世纪以来的国产魔幻武侠

大片在发展初期有着凭空生造故事逻辑的倾向,试图依靠完全杜撰或大幅度改编来获得一套完整

的“游戏规则”.这一倾向体现得最为突出的是２００５年的«无极».
«无极»沿袭了陈凯歌一贯的精英主义立场,在电影中探讨宏大命题,整个故事的命运主题及满

神的角色设置,显然受到古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的影响,传达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涵可说“西味”十
足.这与当时国产古装大片通常采取的海外策略是一致的,刚刚开始产业化改革的中国内地电影

市场还无法为大制作影片提供足够支撑,于是众多中国式大片试图弥合东西方文化隔阂,期待像

«卧虎藏龙»那样用一件东方外衣包裹一套西方价值观来赢得海外市场.但从效果来看,叙事的崩

溃导致了影片整体风格的塌陷,从满神这个命运之神的角色设计可以看出,陈凯歌想借机探讨命运

这个哲学命题,这样的人物设计在«俄狄浦斯王»和«红楼梦»中都有原型,但«无极»所表现出来的精



神却和这两部名著大相径庭.在«俄狄浦斯王»中,悲剧命运已然注定,但命运相关人等都表现出对

命运的不屈抗争,想要摆脱悲剧命运,然而最后依旧无法改变,这一悲剧结局既表现了命运阴差阳

错间对人生的作弄,更彰显了人不屈服于命运的悲壮感,而悲壮正是古希腊悲剧崇尚的审美境界和

美学追求.在«红楼梦»里,悲剧命运以梦中判词的形式含糊暧昧地表达出来,直到读完全书,读者

才恍然大悟,悲剧命运原来早已注定,这是典型的受佛教出世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命运

观,人在面对悲剧命运时的懵懂无知与无可奈何.
在«无极»中,满神更像是具备操控命运能力而故意恶作剧的讨厌家伙,她和童年倾城之间关于

命运的约定,以现代价值观来看其本身是非正义的.和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签订一份

“以爱换取物质”的邪恶的契约,放在今天的司法制度下,一定是一个无效的契约和诺言.因此,片
中关于“承诺”的主题(«无极»的英语片名是«promise»,即«承诺»)也跟着“命运”一起塌陷了.在

«俄狄浦斯王»和«红楼梦»里,悲剧命运就是悲剧命运,即使命运之神也不能随意改变,遑论交易收

买.正是这种形而上的命运观,才赋予了命运更加深沉的悲剧感和美学意味.反过来,如果命运可

以随意更改,其中的悲剧色彩就会荡然无存.

２００８年的中美合拍片«功夫之王»,更是体现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游戏式拼贴,将古典名

著和现代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进行了天马行空式的重组乃至杜撰,于是,齐天大圣和白发魔女

扯到了一起,金发碧眼的老外成了中国功夫的正宗传人,除了人物形象和武打动作,其故事背景和

人物关系几乎跟中国原有的传说和文学作品扯不上任何关系.２０１１年的«画壁»虽改编自«聊斋志

异»,却在原著故事基础上生造了一个有着森严等级关系的仙界,将原著“幻由心生”的主题置换为

西方的欲望解放与自由观念,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背离.２０１５年的«钟馗伏魔:雪妖魔

灵»也生造了一套故事背景与人物设置,尤其是众人抢夺的所谓“魔灵”,用占有魔灵这一最强的“能
量场”来获得三界最高修为这一似是而非的故事逻辑,替代了传说故事对人物神奇命运的描述,也
就放弃了那种人鬼之间神秘关系的美感.那么,在这些国产魔幻武侠影片的背后,有着对传统文化

的矛盾态度,是继承还是重构? 改编的方向和尺度又在哪里?
在这一点上,一些相对尊重文化传统的影片取得了更好的观影效果.２００８年的«画皮»同样改

编自«聊斋志异»,却没有«画壁»以及２０１２年«画皮２»那样进行过多杜撰.影片遵循电影创作的限

制,将原著中的鬼改为妖,这一改动成为影片整个故事的关键.“面翠色,齿如锯人皮划然而

脱,化为厉鬼,卧嗥如猪”,从«聊斋志异»的描述看,原著中的“鬼”没有性别可言,更不用说女性的性

感.对于产生故事悬念的动力而言,原著中对鬼的恐惧在影片中被置换成了对狐妖的既怕且爱的

情感.在原著中,“画皮的真正可怕之处,并不在于皮中的妖或鬼面目如何狰狞,而在于人突然发现

自己陷入到了人类世界之外的彻底没有语言、没有意义甚至与动物性的欲望和冲动都无关的一个

幽冥领域之中,在那个类似于死亡之后的领域中,一切与生命有关的秩序和情感都消失了.真正令

人害怕的东西,正是这个”[８].电影中的小唯被设计成一只狐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狐狸精”一词

是妖媚、性感女性的代名词,虽然经常被赋予贬义,但却有着对女性魅力的肯定.而在影片中,人与

狐妖之间的性爱虽带着几分可怕的色彩,却不会让观众感到恶心.这样的改编虽然有着很大的改

动幅度,但其改编依据却是来自传统文化的,而并非完全生造.
在迄今为止最好的魔幻武侠片«西游降魔»中,降妖伏魔这一主线的处理,周星驰和«大话西游»

一样坚持了原著中正邪分明的故事基调,同时加入佛教元素调和正邪之间的对立,引导反面人物改

邪归正.片中的鱼妖、猪妖都有让人惋惜的作恶之因,并非带有无法洗清的“原罪”.这说明周星驰

对中国传统世俗社会和现代社会现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与认识.佛教净土宗因其导人向善的教义

简单明了,在中国民间一直有深厚的影响,«西游降魔»中的陈玄奘利用“人间大爱”的佛法降服鱼

妖、猪妖和孙悟空,将他们改造成于社会有益的善良之人.相比好莱坞魔幻大片中最大反派的魔必

定会被正义力量消灭从而表达正邪势不两立的主题,«西游降魔»中对反派的收服体现的是中国传

统的慈悲世界观,也有着“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包容与宽恕.



电影«捉妖记»借鉴了«山海经»和«聊斋志异宅妖»等故事背景,但并不直接改编自哪一部具

体作品,甚至还对文化传统中人与妖的关系进行了颠覆.如果我们将这样的故事策略看作对传统

文化的解构,也必须承认影片正是利用了一系列传统文化符号来将这种解构与观众的文化心理之

间进行某种弥合.作为与妖对立的一方,片中几位捉妖士从形象到能力都脱胎于中国古代(或者说

是以往电影中)的道士形象,无论是胸前标示身份的铜钱还是用来降妖的符咒都能轻易让本土观众

找到文化认同.影片同时延续了«西游降魔»对善恶二元对立的校正和在地化处理,弱化绝对的

“恶”,强化相对的“善”,形成迥异于域外魔幻电影的本地特征.在影片中,妖停止了对人的祸害,反
而遭受人的围剿杀戮;妖已吃素,人却以煎炒烹炸妖作为美食.莫大娘怒问:“剑齿虎、长毛象,哪一

个不被你们人赶到无处容身,你们要活,就不能给我们一条生路吗?”于是有了宋戴天对永宁村众妖

的庇护,有了宋天荫、霍小岚等人对萌宠小妖王胡巴的抚育和救助,也有了竹高和胖莹在危急关头

救下天师罗刚后,转而帮助二妖摆脱厨房里其他天师的追杀.
(二)世俗与爱情

２１世纪国产魔幻武侠电影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几乎都有一条爱情线索,甚至将其作为叙事

核心,这也是有别于国外同类型题材影片的重要特征.在上文提到的中国魔幻武侠片中,除了«功
夫之王»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部与好莱坞合拍的影片),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如此.

在电影«画皮»中,爱情是人物追求的对象并通过人物的抉择得以最终体现.小唯爱上了王生,
为了拯救王生而毅然赴死,原著中绝对的“恶”在电影中因爱而转化成“善”.在这样的改写后,王生

爱上了女妖小唯,却因自己已婚并且深爱妻子,只能夜夜在梦中与小唯亲昵;小唯这个“小三”爱上

了王生,却终于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不会“转正”,甚至连获取小妾名分的机会都没有.于是,
所有的怨恨、失落———也即是影片的戏剧冲突,便都产生于这爱而不得的困境中.这哪里是古人的

婚姻困境,分明是现代人的婚姻困境.片中的一条主要次情节庞勇与佩蓉的主题也是关于爱而不

得的痛苦.这种情感困境很容易引起现代观众的情感共鸣.爱情一直是周星驰电影中最重要的元

素,并且一向擅长解构、戏谑的周星驰从来没有解构、戏谑过爱情,可以说,爱情就是周星驰电影中

的“终极真理”.姑且不论周星驰在生活中是否对爱情如此虔诚,但将爱情作为影片的精神支柱,在
宗教退场、政治权威被消解的现代社会,面向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观影人群,无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选择.当年«大话西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人公的爱情打动了年轻观众.«西游降魔»沿用

了这一思路,段小姐和陈玄奘的情感线贯穿始终,如何让经典名著故事变得符合现代人的欣赏口

味,周星驰由这里给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不止«画皮»,已经有论者发现,爱情几乎是中国魔幻大片中相当重要的主题.“纵观«无极»、

«画皮»、«画壁»、«新倩女幽魂»、«白蛇传说»几部取得高票房的魔幻大片,竟都不约而同地围绕着情

爱.”[７]在«无极»中,爱情是打破宿命拯救人物命运的终极力量;在«画壁»里,爱情是正面人物追求

的目标以及正反两面人物获得救赎的关键;在«白蛇传说»里,爱情是最珍贵的现世价值;在«狄仁杰

之通天帝国»«钟馗伏魔:雪妖魔灵»里,爱情是人物情感的主要脉络;在最新的«捉妖记»里,天荫与

小岚的感情也是贯穿始终的重要情感线索.在这些影片中,在经过修正的善恶对立主题之外,情爱

才是故事背后的价值核心和最终归宿,要么通过得到爱情而体现完满(例如«无极»«捉妖记»),要么

通过失去爱人而表现遗憾(例如«画皮»«钟馗伏魔:雪妖魔灵»).可以说,在中国魔幻大片中,爱情

主题远远重于好莱坞魔化大片中的善恶二元对立主题.
这种状况的出现,和中国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中国是一个缺少宗教信仰并对有限宗教理想

进行了世俗化/功利化的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现世享乐的世俗文化取向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

本原因.作为一个不重视宗教信仰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文化取向就必然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这
种世俗化倾向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此岸人世和现世生活的迷恋,集中体现为家庭的“天伦之乐”.
而组建家庭的前提则是性与爱情、婚姻,这些都是“天伦之乐”中的重要一环.在神话故事和民间传

说中,这种天伦之乐甚至会吸引各种妖魔鬼怪幻化成人形,只为了去过人世生活.考察一下中国四



大民间传说«白蛇传»«孟姜女»«梁祝»«牛郎织女»就会发现,世俗生活不仅会吸引白蛇这样的“妖”,
七仙女这样的“仙”也都认为人世生活的快乐大于仙界生活,故事中形成二元对立的并非道德意义

上的善恶,而是爱情的追求方和爱情的阻碍方.
如果将视野放开一些,观察一下近年来国产电影的生产状况可以看出,对爱情故事的大量表现

并非是魔幻片独有的现象.无论是近年来风靡的都市浪漫题材电影还是深受网络文化影响的“粉
丝电影”,甚至是成为票房宠儿的喜剧电影,都在故事中直接表现爱情或融入爱情线索,或表现爱情

观念.这种在商业电影中普遍存在的整体“情爱化”叙事策略,是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到今天的一

大特色.有资料显示,中国当下电影观众群体年龄结构以２０至３０岁年龄段的观众为观影人群主

体,一项网络调查的数据显示１９至３０岁的中国电影观众比例达到７０％以上[９].这一情况和北美

电影市场相比有很大区别,北美电影观众年龄结构趋于平衡,２０１２年北美电影市场中的忠实观众,

１２至１７岁的占１５％,１８至２４岁的占２１％,２５至３９岁的占２４％,４０至４９岁的占１４％,５０岁以上

的占１９％[１０].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很多美国魔幻大片都采取善恶对立的故事主题作为叙事策略,这
样做更能打破年龄界限,更容易获得不同年龄段观众的接受.而对于以青年观众为绝对主体的中

国电影市场而言,爱情主题显然更符合他们的趣味和选择.

四、结　语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飞速发展的电影市场在给国产电影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民族电影工业面

临巨大挑战,国产电影将面临海外电影更强的冲击.如果说喜剧电影这种本土文化色彩浓厚但文

化折扣较高的影片,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国产电影对抗海外电影的支柱类型,那么长远来看,中国

电影仍然需要更多具有自身特色和较高水准的类型化大片,在巩固国内电影市场的同时开拓国际

市场.从好莱坞电影的发展经验来看,幻想类影片不仅是拓展和占据本土市场空间的利器,同时亦

具备打破文化壁垒进行跨文化输出的优势.魔幻武侠大片«捉妖记»已经创造了国产电影新的票房

纪录,魔幻武侠动画片«大圣归来»亦创造了新的内地动画片票房纪录,魔幻武侠这种类型完全有可

能成为掀起新一轮创作高潮并成为此后较长一段时期国产电影创作的风向标.那么,如何更好地

向传统汲取资源、如何在此类型下发掘创造更多元丰富的题材和形态,如何利用电影高新技术的发

展来创造更多独特的银幕影像奇观,进一步提升类型影片的整体品质,则是中国电影在产业化进程

中不断需要解决的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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