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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园弄·悬案》：

模糊的世相人心明
星
云
集
不
再
是
票
房
保
障

—
—
《
酱
园
弄
》
的
新
启
示

在2025年中国电影暑期档的激

烈竞争中，《酱园弄·悬案》作为率先

打响的“头炮”之作，自筹备阶段便

承载着业内外的较高期待。该片由

陈可辛执导，集结了章子怡等实力

与人气兼具的演员阵容，从立项到

宣发始终占据舆论焦点。然而，影

片上映后实际票房与口碑表现却与

市场预期形成落差，这一反差不仅

引发行业热议，更将“明星效应对电

影市场的真实价值”这一核心议题

推向风口浪尖。我们不得不重新审

视：在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中，明星光

环究竟是票房灵药，还是一把需要

审慎使用的双刃剑？

明星的票房影响力逐渐式微

在电影市场中，明星效应曾

一度被视为票房的有力保障。然

而，近年来，这种现象正在发生变

化，明星云集不再像过去那样对

票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以电

影《酱园弄》为例。演员阵容强大

是影片一大亮点。按照以往的电

影逻辑，具有较高观众知名度的

演员其本身就自带一定的电影观

众，其粉丝会成为电影票房表现

的有力支持者。《酱园弄》汇聚如

此之多的实力与人气明星，本期

望能够得到多线粉丝叠加的票房

合力。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明

星粉丝群体诉求是多元的，存在

协调难度大的问题。很多粉丝对

于电影的配合和考虑更多是基于

自身支持的演员，这也就使得影

片虽然涉及的粉丝众多，但难以

形成一致的合力，反而分散了影

片宣传。一旦粉丝没有将自家演

员与影片完成深度绑定，便难以

支撑大片高昂成本与收益期望，

影片便很容易陷入票房增长乏力

的困境。

不仅如此，从创作生态视角

审视，《酱园弄》明星阵容的规模

化集聚实质上构成了多重诉求的

交汇点——当商业价值、粉丝经

济、明星需求等多维要求被纳入

创作框架，电影的艺术表达便不

可避免地成为多方利益平衡的产

物。原本应该处于基础和核心位

置 的 创 作 ，此 时 的 地 位 会 被 削

弱。如此也就催生出部分观众在

观看完《酱园弄》后对其叙事和主

题等方面的不理解，影响了观众

对影片的接受和评价。

情绪化影评

影响观众观影决策

明星云集现象所衍生的另一

个重要问题，在于其对电影评论、

评价等方面的影响。而这在更深

层次上意味着对电影观众产生了

影响。《酱园弄》映前阶段借助明

星效应，各大社交平台上关于影

片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通过持

续性的舆论互动构建社会讨论场

域，影片不断推高其在公众视野

中的能见度。这种基于明星形成

的注意力经济模式，客观上形成

了影片的多重传播效应。在注意

力资源高度重要的现在，其为影

片创造了被更多潜在观众认知与

选择的可能性，构成了电影在观

众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先发优势。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

为明星云集所形成的注意力，反

而给电影在评价和评论等方面带

来 了 更 大 的 挑 战 。 正 如 前 述 所

言，诸多明星的粉丝对电影的关

注和讨论，更多的是以其支持的

演员作为行事的基础和核心。如

此便产生了部分情绪化影评，甚

至 存 在 为 批 评 而 故 意 批 评 的 现

象，乃至对电影的集体性拒绝与

抵制。这其实会模糊其他观众对

电影的关注重心，对观众观影选

择产生重要影响。

《酱园弄》在多方面作出了积

极 尝 试 ，塑 造 了 多 样 的 人 物 形

象。章子怡将詹周氏从彷徨到坚

韧的转变刻画得细腻入微，雷佳

音从眼神、动作中体现出人物的

矛盾性。在最后行刑时刻即将来

临时，王许梅被强行拖拽着前往处

决地。她拼尽全力死死拽住监狱

门栏，声嘶力竭地大喊，每一个动

作、每一声呼喊都饱含着她对生的

极度渴望。同样，西林将詹周氏的

证明塞进薛至武的门缝，而后淡定

潇洒地转身离去，尽显内心的强大

与果敢。情绪化影评的偏颇导向，

转移了观众对演员塑造的人物形

象的关注，削弱了对角色本身的聚

焦。这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损害了

观众的利益，也不利于电影行业

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从“看明星”

到“看故事”的转向?

《酱园弄》明星效应的失效现

象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其中存在的

潜在问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观

众需求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观

众愈加看重电影讲述了一个怎样

的故事，能不能给自身带来情感

的共鸣和共振，在艺术上有怎样

的 创 新 与 表 达 。 于 电 影 创 作 而

言，人物形象塑造具有决定性意

义。电影情节发展常以人物动机

为轴心展开，人物间的冲突是情

节发展的关键驱动力，电影主题往

往借由人物行为、思想及命运得以

体现。因此，对于明星的选用本身

并没有错，重点在于如何借其完成

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如何放大观众

对人物的理解与关注。

明星粉丝群体无疑是电影票

房的重要组成力量，是促进电影

发展的有力力量。但若从电影整

体票房表现的角度考量，其实需

要获得更广泛观众群体的认可与

关注。当较好的明星阵容给电影

带来关注度的同时，良好的影片

质量是电影承载观众关注度，将

关注度转换成良好口碑和更多观

影的基础。如果影片难以和观众

达成共同体美学，高关注度反而

会对电影造成不利影响。

诚然，《酱园弄》票房未达预

期，但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电影在

面临结构性调整与改变时所做出

的积极尝试与应对路径的探索。

这也启示我们，在数智技术、短视

频等蓬勃发展的现在，电影创作

者需要持续创新，深挖故事内涵，

精雕作品品质，为观众打造更具

思想深度与审美价值，能和自身

达成共同体美学的作品，从而进

一步推动电影产业向更高水准迈

进，助推电影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

长；李明昱，杭州师范大学讲师)

导演陈可辛在今年上海电影节的

“大师课堂”上，回应了当年影评人对《投

名状》的质疑——片中庞青云（李连杰

饰）去见慈禧的一段戏，“如履薄冰”已经

在镜头之中，再用台词说出来显得多余

——他喜欢把想的东西讲得很清楚，以免

观众误解其中的意思。令人意外的是，陈

可辛在新作《酱园弄·悬案》中似乎放弃了

这种叙事的偏好，在这部引发巨大争议的

影片中，透过“詹周氏杀夫”的民国悬案，

折射出的却是模糊的世相人心。

模糊的真相

《酱园弄·悬案》改编自由蒋峰创作

的以民国四大奇案之一的酱园弄杀夫案

为原型的中篇小说《翻案》，讲述了在抗

战胜利前夕，居住在上海新昌路酱园弄

的詹周氏（章子怡饰）因不堪多年凌辱，

持刀杀死虐待自己的丈夫詹云影（王传

君饰）并分尸的故事。

陈可辛的电影向来是在商业片和文艺

片的中间去拓展叙事，既不是学院派或影

展路线，也不是完全的商业类型片，他擅长

于在类型片的框架下把故事讲得“不那么

套路和主流”。《酱园弄·悬案》中既有犯罪/

侦探片必需的悬疑、解密等元素——通过

警察口中自古奸情出命案的“常识”、法医

尸检的情节以及特别的他者视角等细节和

视听的手段，向观众暗示着案件背后还有

不为人知的真相，又把叙事的重心偏离了

罪案指向了“女性的觉醒”，侧重描写了万

念俱灰的詹周氏经由西林（赵丽颖饰）、王

许梅（杨幂饰）的文化启蒙和言传身教，最

终敢于直面抗争社会不公的过程。

然而这种两全之策也导致了文本内部

难以消弭的张力，当悬案的真相不明，观众

无法判断詹周氏杀人案背后是否另有隐

情，她拒不认罪的法庭翻供，究竟是觉醒之

后的勇敢还是为了求生的抵赖和诡计？这

种模棱两可的叙事方式，让詹周氏在影片

中所经受的凌辱折磨，往往停留在暴力的

奇观，而没有转化为观众的同情和唏嘘

感叹。

模糊的时代

在香港“北上”的电影人中，陈可辛

是屈指可数的耐心研究内地的文化与观

众，创作出“纯正”内地语感作品的导演

之一。即便他在香港时期所拍摄的《甜

蜜蜜》，也与回归之前“癫狂过火”的港片

大相径庭，书写着当年出国大潮中人在

他乡的酸甜苦辣。

陈可辛擅于描写那些在现实/历史

的转折与变迁中与命运抗争的人，和他

们身上斑驳而复杂的人性，更通过这些

人物的命运，描写出了他们的故事中“巨

大而无形”的存在——时代，它成为了这

些影片中人物行为逻辑和故事质感的宏

大背景。《如果·爱》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

青春挽歌，在汹涌的商品浪潮中，感情终

将在与欲望的交锋中败北；《中国合伙

人》书写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沧桑巨变，

那个“点石成金”的时代有着独特的热情

和躁动；《亲爱的》则是对中国现实一个

局部的透视解剖，无序的混乱中有着尖

锐而持久的痛感。

《酱园弄·悬案》中也有对时代的描

写，正值上海光复前夕，一场关乎社会权

力和个人命运的大洗牌即将来临，巨变

的时代意味着曾经的经验和规则会失效

和失灵。所以自诩保命有方的王许梅会

被更早执行死刑，她的惊诧、绝望、愤怒

和恐惧，以及刑场上的肃杀和刽子手的

机械冷漠，是影片中最具情绪冲击力的

段落。沉溺于权力快感的薛至武（雷佳

音饰）用尽种种手段都要取詹周氏的性

命，她的死亡，才能证明他还有着生杀予

夺的权力。

但这种时代的描写是经过简练和提

纯的，它更多服务于男权社会对女性迫

害的书写，集中出现在监狱、弄堂和法

庭，那种“沉船”之前失序、混乱中的人生

百态，被过滤得过于单薄而模糊不清。

模糊的主义

如何让詹周氏杀夫的民国奇案打动

当下观众，《酱园弄·悬案》的创作团队是

煞费苦心的，女性主义作为兼具市场热

卖和“政治正确”的话题，无疑在海内外

市场上都有着丰富的想象空间。

小说原著《翻案》应该说相当贴近陈

可辛一贯的母题——人被时代所裹挟和

改变的故事，詹周氏在被法庭判处死刑

后，因为伪政权在覆灭前优先处决政治

犯的排序侥幸余生；詹云影本是当铺的

柜员，战争来临当铺倒闭失业最终沦为

赌徒；他/她们的生死悲喜都身不由己，

冥冥中都和当年的时代，和日本侵华战

争休戚相关。

电影的故事改写了人物的设定，詹

周氏从麻木懦弱到坚韧勇敢的经历谱写

了一曲女性觉醒的赞歌，给予了角色打

破命运枷锁的主动性，但也抹去了人物

身上的厚重感和悲剧性。电影中詹周氏

的不幸在于遇人不淑，错付终身，当电影

在强调女性苦难的同时，也把时代的悲

怆缩写成了个人的悲剧，把无论英雄还

是平民在时代面前的渺小无力，改写成

了一个女人“离婚的代价”。

更进一步说，电影中主义的表达，要

优先于故事的圆润合理，它多少有些刻

意地制造着两性的分裂和对立，男人是

赌徒、权力狂和阴谋家，而女性就是无辜

的受难者和博爱的传道人。

所以《酱园弄·悬案》观后最让人意

难平的是，陈可辛开始从教条、概念去创

造角色，似乎放弃了他之前作品中对人

性的复杂和丰富的理解，以及在多义之

中对叙事平衡的精准掌控，这让叙事所

承载的主义，显得巨大，但并不清晰。

无疑，《酱园弄·悬案》是陈可辛又

一次走出舒适区的创作，最终成色如

何，因为影片分为上下两部还尚难定

论。《酱园弄·悬案》从影音的质感、视听

语言的流畅到明星角色的突破等诸多

方面，都不失为当下国片中的精品，而

稍嫌“模糊”，无非是它离既是作者风格

的文艺片又是商业大片的预期还有一

定距离。

相较于陈可辛在《酱园弄》上半部中

的得失，个人更在意何时能看到电影的

下半部，它既源自悬案中透露出的情节

的勾子——还有未曾揭秘的隐情和未曾

现身的帮凶，更好奇陈可辛会如何呈现

“詹周氏杀夫案”背后的时代，它横跨了

日伪、国统到新中国成立后三个阶段，那

种翻天覆地沧海横流的时代大潮，会如

何冲击、挤压和变形人物的命运？在多

少有些色厉内荏的“女性觉醒”背后，或

许这是更能与观众共情的，在历史叙事

中的当下性表达。

1895 年，卢米埃兄弟在法国巴黎咖

啡馆放映了《工厂大门》标志着电影的

诞生。作为保存百年电影艺术档案的

主要载体，胶片在数字化时代之前具有

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作为档案忠实

地记录了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我

们至今能看到这些影像，则得益于对胶

片的妥善保管以及数字化修复和利用。

首先，电影修复是一个充满故事性

和技术性的过程，其本身即可成为纪录

电影的绝佳素材。例如 2011 年由法国

MK2 公司发行的纪录片《非凡旅程》，

就是围绕 1902 年乔治·梅里埃拍摄的

《月球旅行记》的过程展开叙述的。影

片还原了《月球旅行记》拍摄的全过

程，虽然影片经历了保存不当造成的损

失，但最终通过修复重获新生。物理上

色及数字化修复的增加使得该片不仅

能让影迷学习更新迭代的修复知识，还

能通过妙趣横生的故事重温电影史。

二是电影节的展映平台。包括戛

纳、柏林等世界各大电影节设有“经典

单元”，使得通过最新技术修复的经典

影片齐聚一堂，为影迷提供了大饱眼福

的机会，同时也活跃了经典影片的电影

市场。2025 年 2 月 20 日，中国电影资料

馆全新 4K 修复的国宝级影片《神女》亮

相 柏 林 电 影 节 ，得 到 了 观 众 的 热 情

反馈。

还有专供修复的电影节，比如很多

电影修复师争相去交流学习的意大利

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以及探佚电影节

（Il Cinema Ritrovato）。《劳工之爱情》是

中国电影资料馆现存最早的中国故事

片。2022 年，在这部影片“百岁生日”

之际，资料馆把全新修复的 4K 版本影

片带到了第 36 届探佚电影节。该片与

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的修复短片组成了

“百年之前：1922”专题，并由默片配乐

家进行现场配乐。

三是艺术影院。全新修复的经典

外国影片经过版权收集后增加了院线

重映和艺术影院长线放映的可能性。

例如，中国电影资料馆在 2020 年举办

了“费德里科·费里尼百年诞辰纪念放

映”，其中放映的 4K 修复版《八部半》与

《甜蜜的生活》口碑优良。在 2021 年，

资料馆经过多方努力把这两部大师经

典影片的版权进行了收集。再经过多

轮的翻译、校对、上字幕轴及合成鉴定

后，这两部影片就开始了艺术影院的长

线放映。经典电影经过全新修复后重

登大银幕，辅以深度的电影沙龙达到多

维度复活经典电影生机的目的。

四是修复后的电影重新上映。例

如，修复版《天空之城》距离其出品年

代已经过去了 39 年之久。2023 年，这

部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上映的寻找童

真的影片已获得了 1.35 亿元的票房。

宫崎骏加久石让这个组合使得影迷们

即便从影院出来也有意犹未尽的感

觉。影迷们纷纷感叹经典永存。《天空

之城》并不是修复影片复映的第一次尝

试，2019 年上映的 4K 修复版《海上钢琴

师》、2020 年上映的 4K 修复版《美丽人

生》、2021 年上映的 4K 修复版《天堂电

影院》，分别取得了 1.52 亿元、5978 万

元、1999 万元的票房。

2021 年国庆档上映的《永不消逝的

电波》为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的黑白转

彩色的 4K 修复影片。修复团队克服了

技术难题，经历了 7 个多月的时间最终

把修复完成的影片呈现在大银幕。根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该片复映后拿到了

316 万元票房，令这部馆藏电影档案重

新焕发光彩。

五是修复影片的衍生品开发。衍

生品开发是近几年的热门项目之一。

2021 年阿巴斯影展设计的五款票根、一

款票夹和阿巴斯睡毯一时风靡小卖

部。阿巴斯的影片深沉，配上毛茸茸的

毯子相得益彰。2022 年 5 月，在《劳工

之爱情》诞生的百年之际，中国电影资

料馆在线上推出的限量版动态数字藏

品在一分钟内售罄，这也是资料馆馆藏

电影档案与数字藏品擦出的第一次火

花。在 10 月 27 日世界音像遗产日当

天，资料馆发售了《劳工之爱情》的衍

生品盲盒、郑重祝“服”服饰及 A3 版

海报。

总之，电影艺术档案通过数字化修

复与多元化利用，能够不断焕发新的生

命力。在这个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我

们需要持续总结经验，借鉴他山之石，

最终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

路。电影从业人员也需要去不断探求

新的可行性，让沉睡的档案“活”起来，

使电影档案“常看常新”。

电影艺术档案数字化修复后的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