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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彭浩翔电影看“非主流”的主流之路

■肖 罕1 欧阳龚平2

( 1．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 401331; 2． 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 2010 年 6 月 10 日，被香港定为三级片的《志明与春娇》在重新配音后上映，这是香港导演彭浩翔在

内地院线上映的第一部电影。这是他“北上”的开始。2011 年 3 月 30 日，《春娇与志明》在内地上映，这是他第

一部续集作品，也是第一次把故事背景设定在内地。黑色幽默、cult 等这些常见的标签会给他的“北上”带来麻

烦，但是他却在极力地证明自己的另外一面，在这些看似“非主流”的电影里去植入自己的思考。而“非主流”
终将“主流”，这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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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以《买凶拍人》横空出世的“鬼才小子”已经转

型为成功的商业导演，不仅获奖无数，还获得观众的口碑。
综观彭浩翔的电影作品，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些特点: ( 1) 类

型的多样性; ( 2) 故事的处理方式; ( 3) 现实意义。

一、类型的多样化

彭浩翔的电影是集类型的大成者，主流的商业电影类

型几乎他都有涉及。处女作《买凶拍人》是典型的犯罪喜

剧片，黑色幽默初见端倪，之后的《大丈夫》 《公主复仇

记》渐渐走向成熟，故事建立在生活的逻辑上去探讨伦理

和两性问题，同时用戏谑的调子去讲述故事。之后的 AV 是

成长电影类型，略带情色意味，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的

同时也植入了导演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
2006 年，彭浩翔与杜汶泽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不

是兄弟有限公司。新公司的第一部电影显得尤为重要。当

评论界已经打算给彭浩翔的电影风格下定义的时候，他却

一反常态地推出了 《伊莎贝拉》，这一部“很不彭浩翔的

电影” ( 彭浩翔语) ，此片中，他“摒弃”了之前一贯的黑

色幽默戏谑的风格，反而用极其沉稳的影像风格，长镜头

及风格化的场面调度来刻画父女间的细腻感情，其以极度

冷静和克制来控制影片的所有元素，其类型应属文艺片。
2007 年， 《出埃及记》上映，彭浩翔再次探讨的是男

女两性间的伦理问题，影像风格可算是《伊莎贝拉》的延

续。而在这一年的年末，他干脆对自己的作品风格来了一

次大的融合与总结——— 《破事儿》诞生，该影片中可以清

晰地看到彭浩翔驾驭各种电影类型的能力，其类型包括:

情欲、恐怖、犯罪、喜剧、科幻、情感等，影片中某些段

落可以看到彭浩翔之前电影的影子，例如《增值》可看到

《伊莎贝拉》的痕迹，《尊尼亚》可看到《买凶拍人》的痕

迹，等等。
2010 年两部作品，风格算是两种极端。《志明与春娇》

主打的是爱情和轻喜剧风格 ( 续作《春娇与志明》亦是) ，

把恋人间的细腻情感传达得淋漓尽致，且影调明亮，风格

清新。而《维多利亚一号》却是典型的黑色电影，有大量

的血腥暴力场景，发掘出了人物内心中的阴暗面，影调阴

暗，风格残酷。
类型的多样化让彭浩翔电影故事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因为类型的杂糅直接影响故事的精彩程度，同时，这一特

性可以吸引不同的受众。他的电影无论是小众还是大众，

皆宜。

二、故事的处理方式

彭浩翔作为电影人的同时，他还是作家。1997 年，根

据王义夫晕倒的社会事件改编而成畅销小说 《全职杀手》
便出自他的手笔，其后据此改编而成的电影也在香港获得

了较好的票房成绩。其本人的电影作品《破事儿》改编自

个人 短 篇 小 说 作 品，2010 年， 出 版 了 《爱 的 地 下 教

育》———整理自他本人博客答信专栏。其内容涉及爱情辅

导、性教育、心理治疗等。
这样的经历注定了他对于故事本身的敏感性，这种敏

感性也注定了他的电影的与众不同。
首先是故事的类型的多样性，前文已经叙述，类型的

多样性不仅仅来源于作者本身的想象力: “我总会去猜测女

人们在厕所里讨论些什么?” ( 彭浩翔语) 因为这样一个念

头就有了之后的《出埃及记》; 受陈凯歌导演的 《少年凯

歌》一书中: “当我们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已经相当重要的

时候，其实这个世界才准备原谅我们的幼稚”一语的启发，

拍出了 AV，还来源于作者本身对于生活的体验: 《买凶拍

人》中监制以大麻代替工资发给阿全的桥段，却是彭浩翔

本人的真实经历，片中“拍电影的梦想”是青年彭浩翔的

呐喊与宣言的写照; 2007 年 1 月 1 日，香港全面实行室内

禁烟，烟民们走入后巷聚众吸烟，基于这个社会事件及现

象，彭浩翔创作出了《志明与春娇》。
其次是对于人物准确塑造。以彭浩翔一贯的风格电影

来说，人物在完成其类型化任务的同时，注入了生活的气

息，放大“英雄”的某些“缺点”，使得这样的人物更加

可爱和亲近，塑造上也更趋立体化。《买凶拍人》是犯罪喜

剧片，在该片中对于杀手阿 bart 的塑造颠覆以往杀手帅气

和冷峻的固定形象，加入了生活化的气息: 为生计奔波不

断地推新杀人手段，家庭因素给予人物生活压力，等等，

054



导演评述
MOVIE LITEＲATUＲE

2014 年第 19 期·电影文学 \

有趣的是在本片将这种想法直白地展现出来，阿兰德龙在

《独行杀手》中的经典形象被彭浩翔有意识地调侃与颠覆。
在其他电影里的有些人物塑造或许略微夸张或者荒诞，但

是正因为加入了生活细节的处理方式，增强了观众对于人

物的可信度和亲切感，在《志明与春娇》和《春娇与志

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创作者把握到社会的热点事件的

同时细腻处理当下年轻人的恋爱心理和生活方式，凭借有

力的细节处理，使得“志明”与“春娇”更具普遍性和代

表性，让观众更易产生移情效果。
第三，黑色幽默的处理手段使得电影在好看的同时有

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嬉笑戏谑间蕴涵着批判和反思，这一

点将在下文中单独讨论。
正因为对于故事出色的处理，他的电影中兼顾了故事

的创新性和“接地气”两个方面，并用颇具观赏性的方式

讲述，三者配合相得益彰。

三、现实意义

商业电影两种基本元素是色情与暴力，若在彭浩翔的

电影里只有这两种元素的话，他的电影就与流俗的商业电

影并无二异，彭浩翔电影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是因为他

对于现实的批判通常隐藏在黑色幽默的戏谑间抑或是细腻

的人物刻画间; 对于社会的深刻思考往往在商业卖点的面

具之后，“商业内涵片”一直是其电影的精髓。
《买凶拍人》整部影片是将犯罪杀人用电影制作的故事

外壳包装起来的，其直言不讳地点出了香港经济的不景气

及香港电影的没落，炒卖楼市，破产现象在影片开端用雇

主与杀手的尾款问题开门见山地表达出来，后又借助阿全

之口点明了香港电影的问题: 疏于前期的筹备是香港电影

的失败环节，等等。这些段落虽在表面上是轻松的调侃口

吻，但是这些基于现实生活的细节使人会心一笑。本片对

于暴力的展现本身就是卖点，轻喜剧的风格也会吸引大批

的观众，而在其中暗含着社会的现象与问题更显其现实

意义。
AV 的片名本身就充满着商机———色情的卖点一览无

余。为了使得本片更具卖点，彭浩翔甚至请到了真实的日

本 AV 女星天宫真奈美出演本片，彭浩翔的这种“恶趣味”
实际上是在完成一个心中的早就萌生的想法: 早在拍摄

《买凶拍人》之时，他就有了请 AV 女星拍摄电影的想法，

因为当时审批方面的原因，所以只能请旅居香港的日本演

员而非真实的 AV 女星出演美智子，此想法暂时搁浅。影

片虽具色情卖点，有些片段也有裸露镜头，但是决不能划

入低俗的情色片的范畴。他在片中加入历史片段，即 1971
年香港大学生保钓的运动的历史资料，这一做法提升整个

电影的厚重感，让主题有了明确的指向性，使得看似情色

和荒诞的内容变得沉重和具有思想性。影片实际上探讨的

是香港当代的教育问题和大学生的生存的意义，虽保持着

彭浩翔惯有的黑色幽默，但在主题上具有明显的严肃性。
“很不彭浩翔的电影”——— 《伊莎贝拉》是一次成功

的尝试，它试图告诉观众，彭浩翔对于任何电影类型的控

制力，本片细腻的刻画和舒缓优美的音乐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不仅如此，在平静的影像下，导演探讨了人物

间的细致抑或是畸形的情感交流方式。影片结尾处，父女

间最后的吃饭场景给予观众深刻的思考，即在社会中生存

的状况和价值的问题。这一影像风格延续到了 《出埃及

记》，虽外界对此片评价不高，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从

《公主复仇记》《伊莎贝拉》里传统两性与价值的崩溃，再

到本片中惟有杀之而不能解决的两性梦魇，彭浩翔本人对

于爱情与两性关系的悲观态度。”影片有一个看似女权主义

的外壳，但是这实际上是女权外壳下男权的突围的叙事

机制。
《破事儿》中《增值》一段，仍保持着此种风格，而

探讨的是看似光鲜的表面下人物心灵孤独的一面，这与安

东尼奥尼的电影颇为相似。故事虽是与妓女性交易有关的

故事，两人生疏与尴尬贯穿影片始终，但是仍可以看到陌

生人与陌生人刹那间温暖的情愫，即便只是充完话费后轻

轻地一靠，抑或是一碗平常不过的牛腩面。
这样的例子在彭浩翔电影中几乎随处可见，《破事儿》

中《大头阿慧》一段，虽是青春往事，但是仍是一段悲欢

离合，叙事上的三线并行结构，探求的是在社会背景下的

人世无常。《维多利亚一号》虽是黑色电影，恐怖血腥的成

分居多，但是其故事仍然是建立在香港楼市的矛盾之上，

只是彭浩翔本人将其类型化和极端化而已。
现实意义对于电影而言就是其内涵的成分，彭浩翔在

AV 的幕后访谈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故事首先得投资人

喜欢，第二是观众能够接受，我再将这个故事加入自己的

东西。”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彭浩翔电影兼备了卖点和内

涵，在票房成功的背后仍然有着现实批判意义及创作者对

于现实的思考。
《志明与春娇》算是与内地合作的第一部电影，但是在

此片中我们能看到的是彭浩翔本人在故事风格上的延续，

但是却找不到影片的现实意义，如果说《志明与春娇》是

在讲述香港人本土的故事，在《春娇与志明》中已经失去

了香港电影的味道，虽说故事背景发生在内地，但是文化

的差异使得北京这座城市的本土气息也未能在影片中得以

体现，余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而已，而这个

只是彭浩翔本人的再复制。
所以，在“合拍片”盛行的当下，如何坚持香港电影

精神与气质成了摆在每个“北上”导演面前的问题。不要

再用“水土不服”作为开脱的借口，因为电影精神是相通

的，好电影的标准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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