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结局从第一集开始就已经注定
了，但是真到了高启强和那些与他有爱
恨情仇的人一一公布结果的时候，仍是
有点迟疑，结束了？就这么？

《狂飙》挺飒，意犹未尽。
追剧追成了这样，这剧可以了，基本

上导演、主演、甚至是参演的小喽啰们都
可以显摆好长一阵子了。上一次警匪剧
混成这地位的，还是《征服》，对了，这也
是《狂飙》导演进入这行当的标签之一，
毕竟，徐纪周后来主导的两部片子一个
曾用名叫《征服 2》，一个叫《征服 3》。

一个普普通通的城市，一群看起来
普普通通的贩夫走卒，一些莫名其妙开
端但其实早就标明了前因后果的冲突，
牵出一连串的陈年旧案和陈年往事，《狂
飙》的起因于无声处，却在正义者满头白
发、心灰意冷时听惊雷。同样听到雷声
的高启强已经在黑白之间游走多年，他
当然也明白这雷声意味着什么，但可惜
已经回不了头。

命运，只有在不可逆转的挣扎中才
显得残酷和悲怆。大结局里，当高启强
在牢房里再一次等到安欣送饺子时说，

“如果我还是旧厂街卖鱼的阿强，安欣，
你还会不会把我当朋友？”安欣面对高启
强的假设，说“哪有那么多如果”。这一
幕，是我觉得比高启强被判死刑认罪伏
法更唏嘘的一幕。

假如可以倒退回去重新选择，旧厂
街卖鱼的阿强会选择忍受压榨欺凌仍相
信光明吗？很难。我们人人都有个绕不
出去的怪圈，“知识改变命运”“性格决定
命运”，听直觉由着性子的选择总是能让
自己找到最符合自己习惯的方式来面对
变化，知识带来的见解和对公序良俗、道
德法规的敬畏却总是被忽视。于是草莽

渐成枭雄，影视剧里的马永贞、许文强、
丁力、跛豪、刘华强们成一时风云人物，
但大江淘尽，枭雄们纷纷冲刷成浪花，留
下些传说，在市井间成为谈资，或者是同
样存有草莽变枭雄者的信条，等待出人
头地。

《古惑仔》里，郑伊健扮演的陈浩南
曾经和李修贤扮演的警察有过一番关于
正邪黑白的见解之辩，他们相信在正邪
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是由暗黑势力左
右的，可以通过行贿、威胁、利用等等的
方式来平衡世界。高启强也是，从买鱼
仔到西装革履再到低调骑一部踏板车饮
茶谈笑间挥斥方遒，恍惚间仿佛是入世
又出世的高人，不动声色却尽在掌握。
错觉害死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朗
朗乾坤里，涤荡污浊从来都不是热度狂
飙，而是历史必然。

剧里有一个上了热搜的名场面，医
院拉警戒线戏码，一条警戒线，划开了高
启强与安欣的黑白界限，安欣代表的正
义一方向前，高启强领导的黑恶势力被
步步逼退，你品，你细品。

那个时刻，其实仍是高启强所谓“掌
控京海”的运筹时刻。是什么让他退？
不是安欣，已经不把这个花白头发的公
安局二线干部宣传科长放在眼里了许
久。高启强不由自主后退的唯一理由，
是他们在正气和代表着国家权力和人民
利益的警徽前，天然怂。高启强们可以
在暗处向警察陆寒下黑手，可以向举报
者谭思言下死手，但是从来都没有正大
光明挑战正义的胆色。高启强是如此，

《征服》里穷途末路被警察团团围住的刘
华强也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他们的
伏法，往往特别平静简单，因为在那一
刻，他们知道，从心里自己已经败了。

那么多的人物结局要交代，那么多
预埋的暗线伏笔要终章，最后一集的大
结局，更像是一种结案陈词，一种总结，
真正的结尾，其实从高晓晨愿意指证时
就明了了。最不起眼的两个小孩，成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稻草，高晓晨看清了自
己和在高启强心中的位置，选择了弃暗
投明，黄瑶则是隐忍负重、卧薪尝胆般地
反戈一击。这个世界，即使有人曾短暂
享受过黑暗带来的利益和地位，但是不
会有人会选择一直呆在黑暗里，高启强
不会，高晓晨不会，连何黎明也不会。

在时代的洪流里，不是每一次的机
会选择都值得投入。在困境里落寞而孤
独的安欣，就算是沉默和沧桑，但因为正
气，腰总是挺直，发达后的高启强，腹黑
而傲慢，但更不敢有一丝放松，危险的气
息如芒在背。高启强在最后感慨自己如
果还是个卖鱼仔有多好，不是忏悔，而是
作恶后重新看待世间才明白的善之可
贵。这很像《浮士德》里与撒旦交易的一
幕，“我生前当及时享乐，死后哪管他洪
水滔天”，但最终，他愿意回归的，仍是阳
光明媚的生活。

《狂飙》导演徐纪周说，这部剧描摹
的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基层的社会
生态，老百姓生存环境的生态以及权力
生态。个体在时代里，看似艰难的人生
选择其实并不用太过纠结，“人间正道是
沧桑”，乌云不可能一直遮住太阳，守住
初心就可以了。只有不坚定的人，才会
在诱惑面前动摇，只有向往势力金钱的
人，才会向显赫者屈膝，只有触犯法律
者，才会通过歪门邪道想逃避惩罚。正
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结局并不只存在于每
一部影视剧中，也永存于风清气朗的人
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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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翔宇任翔宇挑灯小语

《深海》的叙事逻辑不算复杂，当观众
被五光十色的深海大饭店搅得头绪不清
时，电影用一个异常清晰的反转马上告诉
你，所有奇幻的漂流和际遇只是小女孩的
潜意识之梦，而这场梦真真切切地与那场
冰冷海水中的守候与拯救经纬交错。

诗人荷尔德林曾经这样感叹人在海
洋中的漂流状态，“无论前途后路，不必
去看，任由自己沉溺在摇篮中，如同摇曳
在海上的扁舟。”当小女孩参宿从天狼星
号游轮坠入大海时，就开始了她的漂流
之旅。剧情中的现实环境是一望无边的
黑暗海面，唯一的亮色是小黄鸭救生圈，
在冰冷的海水中艰难维系着参宿和南河
的生命。此时，小黄鸭就是一叶孤独的
扁舟，海浪的翻卷是命运的颠簸。扁舟
的隐喻同样指向参宿的人生之海，无论
是重组家庭的冷落，还是亲生妈妈的离
开；无论是内心中抑郁症的重压，还是外
表上故作的笑容，参宿在烟火日常的生
活中同样是孤独的。此时，女孩身上那
件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红色卫衣就和小黄
鸭一样，承载着守护之舟的功能。

但人生之海、黑暗大海都是表层结
构，影片的深层结构是“深海”。深海无
形，是参宿潜意识的流动，是她梦影的穿
梭；深海有形，奇异瑰丽的深海大饭店将
纷乱流转的想象集聚起来。深海大饭店
到底是什么？影片中的象征看似是多义

的混杂的，是参宿濒死体验中一脚踏进
的鬼门关，是南河在商业竞争中不甘失
败的创业项目投射物，也是芸芸众生逃
避世间烦恼的栖息地。但片中不经意掠
过和片尾一页页打开的《深海大饭店》绘
本，却分明暗示着这座漂流的深海城堡
其实更是人之初的童心投影。

人们常说，电影是造梦的。这一次，
《深海》造的是最纯粹的梦，中国动画电
影还从来没呈现过如此规模的梦境，《深
海》“造梦”的画面表现力让绝大多数观
众都不吝赞美之词。尽管制片方推出了

“粒子水墨”这一全新的动画美术概念，
宣称粒子特效与水墨风格做到了成功结
合，但从画面效果来看，与其说影片是中
国动画学派传统水墨风的发扬，不如说
是诸种画风的杂糅呈现。

水墨晕染的飘逸挥洒，印象主义的
光影变幻，后印象主义的热烈情感，在本
片中似乎都可以尽其所能，协同打造参
宿潜意识流动的奇幻梦境。影片整体呈
现出炫目缤纷的动画基调。深海是温暖
的梦境，那么一定有别于影片现实情境
中灰黑色调的黯淡海面与家庭生活。赤
橙黄绿青蓝紫，无论是深海中的游鱼与
水母，深海大饭店的陈设与人物，还是翻
卷的潜流与漩涡，都被赋予了极其繁复
的色彩。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画面并不是
安静的，而是在运镜的驱动与光影的配

合下，消散或聚拢，上升或下沉，流转或
停歇，有规律或无规律地“漂流”组合，构
成了一种极为契合梦境的“有意味的形
式”。此外，《深海》中的动画造型不仅及
人及物，更是创意满满地涉及情绪或者
理念。比如黑色的海精灵和红色的丧气
鬼，你可以认为前者跟对妈妈的思念有
关，后者则跟抑郁的情绪有关，但你很难
指认它们是某个实体——它们更是特定
精神的外化。它们的造型变动不居，时
而有形有相，时而无形无相，游走全片，
交错显示着两种看似对立但又彼此呼应
的力量。

梦通常是混沌、破碎、流动的，既难
以 被 文 字 言 说 ，也 难 以 被 影 视 艺 术 表
现。因此从艺术造型的角度来看，《深
海》的漂流之梦足以令人讶异且惊喜。
它让我们看到了动画电影创作的可能
性。在强大的 CG 技术支持下，动画电影
不仅可以复刻大千世界和万象人生，更
可以再现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切想象
——这是真人电影难以做到的。或许可
以期待的是，当技术的计算力足以捕捉、
模拟真人演员所有的细节时，动画电影
将比真人电影具有更无拘无束、无边无
际的表现力。从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意义
上 说 ，《深 海》不 仅 仅 是 影 片 创 作 者 的

“梦”，它也是中国动画电影驶向深海的
一个缩影。 网文

梦中的深海

人间正道是沧桑人间正道是沧桑 微短剧要微而不弱

微短剧是指具有网络文化特点，符合
剧集创作规律，时长在十分钟以内的叙事
类短视频，是碎片化、浅表化、娱乐化、感
官化和垂直化的网络文化产物。近年来
微短剧创作在网络视听市场逐渐热络，成
为短视频平台和网络视频平台新的内容
增长点。然而，和其他新兴影视艺术样态
一样，在发展初始阶段，微短剧也存在质
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如何走上高质量发
展之路，成为微短剧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短视频渐成潮流的当下，用户的观
看经验、方式和习惯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变化。微短剧填补了短视频平台由于缺
乏中长篇剧集所带来的用户流失，成为短
视频在叙事艺术层面的新赛道。从产业
角度来讲，相较于中长篇剧集的投资体量
大、制作周期长、盈利风险高，微短剧投资
小、周期短、门槛低、上线快的特点显露出
一定的创投优势。从受众角度来讲，微短
剧能满足受众的三种需求。一是解压。
由于传播方式的局限，微短剧主要承担解
压治愈功能，要用短篇叙事和网感内容纾
解生活压力，愉悦身心。二是共情。好的
微短剧能抓住观众的痛点、爽点和情绪
点，以话题性和共情力引发互动传播，获
得价值认同。三是伴随。微短剧让观众
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在随机性观看时，打
发无聊、缓释孤独、消磨时光。

目前，一些微短剧已在用户中收获较
好的口碑和传播率，制作品质不逊色于中
长视频。但从总体情况来看，起步不久的
微短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有的作品立
意不明、格调不高、逻辑不通、演技不真、
剪辑不畅、视听语言不成熟。还有的作品
或以盲目跟风规避风险，或以抄袭克隆代
替原创。微短剧不应该是倍速模式的高
配版，也不应该是完整剧集的任意切割，
更不应该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它应该
是符合剧集创作规律，具有鲜明的主题立
意、鲜活的灵魂人物和符合艺术逻辑的视
听产品。

未来微短剧的发展要摸索符合短视
频调性的创作规律。一是在内容上要注
重社会话题的挖掘，关注大众情绪点，引
发有益思考。二是人物设置要个性突出
且有观众缘。由于时长和体量的限制，漫
画式的人物更能够让观众快速接受，因此
微短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话
语方式要有辨识度和记忆点甚至适度的
夸张变形。当然，漫画式不意味着神经
质、无厘头、缺少灵魂，在有限的篇幅之
内，几个关键的戏剧冲突点，辅以少量细
节描写，人物形象依然可以塑造出丰满血
肉。三是叙事线不能过于复杂，烧脑的情
节和花哨的剪辑未必适合微短剧的调性，
而故事简洁、节奏明快才是微短剧的王
道。四是视听语言要善于制造出彩但不
出位的名场面。五是进一步拓展创作题
材，目前的微短剧多集中在甜宠、古装、喜
剧等题材，所以创作者应打开思路，敢于
尝试，适当借鉴微型小说等短篇叙事的创
作思路，促进短篇小说的 IP 转化。第六也
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吸引流量的同时
注意分寸，不能放弃价值坚守。一些负面
内容或许能暂时吸引观众的眼球，却会对
行业发展造成深远的伤害。创作者必须
坚持“内容为王”，重视正能量供给，加大
精品创作力度，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 选自《学习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