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五 2012年9月28日 星期五

C12放大镜

责编 李世聪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张彦君

星期五2012年9月28日 星期五

放大镜C13

责编 李世聪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李铭

（上接C12版）

（下转C13版）

冯德伦导演新片热映，电玩、动漫等
元素应用传统功夫片套路

“混血”《太极》
两极幻化多元

在《太极1从零开始》（以下简称《太极》）上映前，出品方
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的脑海中反复出现这样两个画面：一个
是李连杰盘腿而坐，向他描述自己心目中的太极玄理，那是
他多年武学修炼的一个境界；另一个画面是穿着T恤牛仔裤
的冯德伦，拿着几页手绘图，告诉他如果再拍成传统功夫片
的模样，便等于没有创新。由于种种不可控因素，李连杰的

“太极电影”未能成行，冯德伦的《太极》最终面世，并且以2.2
亿投资、三部曲的规模、两集连映的发行模式，成为目前为止
所有太极题材影片中最受瞩目的一部。

从最初的宣传营销开始，“混血功夫片”便成为其主打的
核心概念。实际上，从目前已完成的前两部来看，以往中国
传统功夫片的普世价值观依然是叙事基础，因结合了当下年
轻人的观念，融入了电玩、动漫等元素，而呈现了一个具有颠
覆感的功夫世界。其实这些元素在以往各类影片中都曾有
所体现，套路创新成了《太极》之根，正如幕后“操盘手”、影片
监制陈国富所说：“我想用杨露禅的故事，跟中国人一百多年
来的情结做一次对话。”

故事的主角——杨露禅生来就有“三花
聚顶”，是成为一代宗师的“潜力股”。但因家
事原因，其母临终前将他托付给习武之人，而
此人是天理教成员，杨露禅此后随军打仗，“三
花聚顶”既是他的杀手锏，也是他的致命锏，被
大夫告知唯有学陈家拳才能保命。由此，一个

“武学白痴”踏上了学拳之路。
先入绝境，再当宗师。这是传统功夫片

被用烂了的叙事套路，主角往往都是被杀了全

家，且身负重伤命在旦夕。但也正因为如此，
才能六根清净了无牵挂，死而后生方能潜心体
会武学的最高玄理。而《太极》却采用了默片
的形式来表现，有意削减了悲情四射的情绪，
给一个能够预想到的结果带来了些许的新
颖。默片形式近年来似乎颇受欢迎，不久前上
映的《消失的子弹》中便用过，《艺术家》干脆以
此包装了全片，还因此拿了奥斯卡。当然，默片
形式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功能：省了配音费……

●套路：自古英雄，始于绝境

创新：默片表现，主角不悲

不是所有绝境逢生的
“菜鸟”都能悟出武学之最
高境界，由此遇有世外高人
的指点就显得非常重要。
之所以称为世外高人，全因

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即
便有固定住所的也都
是在世外桃源，当然

他 们 全 都 身 怀 绝
技。片中的陈家
沟便是一处世外
桃花源，而掌门

人 陈 长 兴
正是最
高级别

的 Master（大师），他对杨露
禅一直给予暗中点拨。当
然爱情作为娱乐片不可或
缺的元素之一，英雄必要遇
美女，而这个美女最好还是

“白美富”，最好就是 Master
的千金。

这些在《太极》里出现
的情节，其实也都是“老掉
牙”的剧情，即便陈玉娘以
身着“外来货”的造型出场，
也早有深入人心的“十三
姨”在前。但《太极》的颠覆
在于，以往都是晚辈思想开
放，这次则换成了长辈，让
陈玉娘嫁给杨露禅反而是
父亲陈长兴的鬼主意，在片
尾的“彩蛋”里，陈长兴的一
句“还需要阴阳调和”更暗
示了在第二部中，婚后一直
不愿与杨露禅同床的陈玉
娘，也是因此改变了主意。
这种方式以往都是喜剧片
的处理模式，此次融入不仅
增加了喜剧效果，在观念
上也更被现代人所接受。

《太极》发生在清朝中叶，内有天理教、白
莲教起义，外有西方列强入侵，可谓内忧外患
不断，而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玩意，更势如
破竹进入中国。这个朝代是传统功夫片钟爱
的一段历史时期，除了可选择的角度众多，以
中国功夫对抗洋枪大炮也是视觉效果上的一
个保证。《太极》本集结尾，陈长兴一人力抗长
枪清兵，就属于传统功夫片的经典场面。

以往传统功夫片对于当时西洋玩意儿更
多表现的还是洋枪大炮，即便《狮王争霸》中

有一些对此的表现，最终让更多观众记住的
还是那句“爱老虎油”，而《太极》则真正制造
出了工业革命时期多个具体的“蒸汽怪物”的
形象，比如第一季登场的东印度公司的特洛伊
一号，虽然第一集就被毁了，但它只是《太极》
系列中的第一个出场的“怪物”，第二部中还将
有天上飞的“天威翼”，以及在第一部片尾“彩
蛋”中“露脸”的“克鲁伯大炮”。这些高科技武
器除了具有一定的视觉效果外，也是为了迎合
看好莱坞大片长大的年轻观众的观影心态。

●套路：洋枪洋炮，列强入侵

创新：蒸汽怪物，名副其实

在掌门人陈长兴的精心布置下，陈
家沟村民为对阵清兵入侵备战。这种
民抗官的桥段乃功夫片必备，且中外通
用，无论是《七武士》还是《七剑》，来这
么一场，主角的谋略必定能帮助弱者以
少胜多，何况陈家沟的村民基本都已
学得太极的三招两式，这场群架未必
会输，不过导演突发奇想，用一出蔬果
大战掀起了全片的“混血高潮”。

《愤怒的小鸟》《水果忍者》，都是
现在年轻人最喜爱的游戏，起初剧本
里并没有这个设计，而是冯德伦在片
场的灵光一现，“在片场我总是听到各

种嗖嗖的声音，原来大家都在玩游戏
啊，我就突发奇想把这些游戏元素都
用到影片里。”冯德伦的这一想法立刻
得到了动作指导洪金宝的热烈响应，

“因为我也爱玩这些游戏，但是玩《愤
怒的小鸟》我总是打不到，正好通过片
子泄私愤。”不过这场戏最后并没有

“失控”，自陈长兴跃身营救中弹的村
民起，传统功夫片的气势顿时呼之欲
出，已多年不拍打戏的梁家辉展示了
两个月的学习打太极的成果，打得实
在是颇有宗师风范，观众也由此在“出
戏”后再度“入戏”。

●套路：对抗清兵，以少胜多

创新：愤怒小鸟，加入战团

●套路：力捧新人
接班巨星

创新：配角给力
华谊操盘

●套路：既有高人，又有美女

创新：观念开放，为老不尊

C12版-C17版专题统筹 李世聪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孙琳琳

●套路：强手如林，过关斩将

创新：巧借电玩，见招拆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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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极》第一部里，杨露禅还
是个“菜鸟”，但是他的妈妈叫舒
淇，爸爸叫刘伟强，老婆叫 Angela⁃
baby，岳父叫梁家辉，大舅哥叫冯
绍峰、二舅哥叫陈思成，情敌叫彭
于晏。到了第二部，他将渐显宗师
风范，不仅行事稳重、思虑周全，还
将与元彪上演重头打戏“屏风对
决”，以展其习武功底，而这场戏的
设计，与《叶问 2》中甄子丹和洪金
宝的“圆桌大战”有异曲同工之处。

饰演杨露禅的袁晓超是北京
奥运会武术冠军，主攻长拳。起用
武术冠军来演电影并不稀奇，李连
杰、吴京都是同样的出身。但现在
的时代与当年已大有不同，近几年
但凡叫嚣着要“培养新一代功夫巨
星”的，最终都以无人问津告终。
业内痛心功夫明星已无接班人，对
此《太极》则至少迈出了一大步，2.2
亿的投资、三部曲的规模，且有华
谊这样的实力公司做幕后推手，袁
晓超的起点实在是高。袁晓超的
外形具有一定的明星潜质，华谊也
为他制定好了未来一年的宣传计
划，还在努力撮合他与成龙、李连
杰等巨星合作的机会。不过私下
与他接触，明显感觉他面对媒体时
还是非常紧张，甚至有些不知所

措。能否成为“新一代李
连杰”，袁晓超还需
要经历更多的考验。

与高手过招，一路过关
斩将，也是传统功夫片惯用的
既定元素之一。杨露禅为了
学习不外传的陈家拳，首先要
过的就是由陈家沟村民所设置
的四道关卡：守在村口的“鬼脚
七”、村中少女、麻将姐、豆腐
哥。而片中对于陈家沟的村民
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表现出
的功夫，也很容易让观众联想
到周星驰的《功夫》。

这四位村民、加上之前
的随军郎中梁小龙，均是货
真价实的功夫高手。而这部
分能让观众看得新鲜，主要有
两种包装：一是设计成格斗游
戏，杨露禅每次被打败，银幕
上便出现了格斗游戏中“KO”
画面，杨露禅在喷血倒地时还
被加上了“血槽”告警提示；二

是对于字幕的创新利用，以往
但凡以打出字幕介绍角色的
影片，不外乎“XXX（xxx 饰
演）”的模式，《太极》则别出心
裁地打出了演员的身份，如梁
小龙是“上世纪 80 年代功夫
巨星”，村中少女、麻将姐等也
都是各种武术冠军，这种顽
皮的字幕还用在了对陈家沟
全村构造的介绍上，“祠堂”

“药铺”“清风岭”全部以RPG
电玩形式一一标明，一副不怕
你出戏的姿态。

此外，片中还设计了以字
幕配合画图对每个招式进行
拆解的新颖手法，告诉观众哪
里是支撑点，哪里是受力点，
相比于陈可辛在《武侠》中采
用的“科教片”的图解方式，

《太极》显然更加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