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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电影《满江红》，7天包揽28亿票

房，力压《流浪地球2》问鼎春节档票房冠军，

成了2023春节档冲出的一匹黑马。但值得关注的

是《满江红》虽然票房一路攀升，但豆瓣评分却

在持续下降，由豆瓣开分的8.0分降至现在的7.1

分，口碑明显下滑，甚至有评论者称《满江红》

是一部谈不上艺术的商业电影。近些年商业电影

叫座不叫好的情况屡见不鲜，《前任3》《作妖

记2》《唐人街探案3》等商业片都是在一片叫骂

声中以超高票房收尾，得最大红利而不得人心，

在这种背景下商业电影市场呈现着病态的虚假繁

荣。本文主要从混乱的叙事大杂烩、低俗的情色

符码、失真的浪漫主义三个方面分析电影《满江

红》中存在的问题，由点及面，探讨商业电影怎

样才能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守住电影创作

的艺术标准，创作出能够“传世”的商业电影

佳作。

一、混乱的叙事大杂烩：剧本杀与类型

复合

跨媒介叙事的影游融合成为文娱产业新的发

展趋势，重塑着当代文化生产的样态，剧本杀

从《满江红》看中国商业电影的病态繁荣

田  洪

摘  要｜《满江红》以直逼 50 亿的票房完美收官，成了 2023 年春节档电影的最大赢家。然而电影业

内外对这部张艺谋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商业片却呈现着两极分化、褒贬不一的评价。在瑕不

掩瑜的呼声中《满江红》确实存在着美中不足之处，混乱的叙事大杂烩、低俗的情色符码、

失真的浪漫主义让观影人们难以接受。近年来，票房高、口碑差的商业电影层出不穷，电

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此消彼长，呈失衡态势。本文以《满江红》为切入口，尝试解码电影

市场的商业化困局，希望能以此引发电影人和观众对商业电影病态繁荣的文化反思，创作

出既叫好又叫座的高质量商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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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便是影游融合背景下的跨界产物， 2021年

《扬名立万》首提剧本杀电影概念，并成为当年

最大的票房黑马，剧本杀电影这一新兴的国产

电影花式类型在这一契机下开始引发影视界的

关注。然而与《扬名立万》同期上映的《不速来

客》虽然也颇具剧本杀电影的特质，但最终却只

取得6733万票房，可见单纯的剧本杀电影并不一

定是票房密码，真正引来观众和流量的还是电影

本身的内容和质量。《满江红》可以看作是剧本

杀电影的跟风式创作，在像“剧本杀”的外壳框

定下，《满江红》没有一个经得起市场揣摩和考

验的剧本，在人物塑造、情节逻辑、叙事完整性

上都存在着硬伤。

封闭空间、人物群像、层层反转，是剧本杀

电影的三大要素。封闭空间是被剧本杀电影资本

青睐的一大原因，小场面能够大大节约制片成

本，从而实现以小博大。《满江红》的故事发生

在一座驻地宅邸，错落的院落，交织的长廊制造

了一种迷宫的错觉，深宅大院、窄巷高瓴，观影

中不由得就会代入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传统

庭院中。张艺谋导演希冀在有限的空间中拉满紧

张、肃杀的氛围感，但是正如有观众戏称“《满

江红》就是大型剧本杀，一群人与一个全程穿不

好衣服的女人，在一个院子里‘抓狼人’的过程 

”，单将《满江红》看作重情节的悬疑喜剧，封

闭空间的小场面无可厚非，但《满江红》同时也

是历史宫廷剧，对场面化有较高的要求，一屋一

院的小场面让人不得不质疑自己观看的究竟是否

是重大历史题材作品。

人物群像也是剧本杀电影的一大特色，在传

统电影中往往存在着主角配角之分，主角人物

形象立体鲜明，重点塑造，配角则单一化，平

面化，服务于主角，剧本杀电影中的人物形象

没有绝对的主配角之分，每个角色都有着丰富的

可以展开的前史后续，通过人物身份和关系的不

断翻转制造着戏剧张力。《满江红》中主要塑造

了宰相秦桧、宰相府总管何立、宰相府副总管武

义淳、新兵营副统领孙均、效用兵张大、舞姬瑶

琴，五男一女六个人物形象，每个人都心怀鬼

胎，各自为伍。但是随着剧情发展，在层层反转

中，人物形象越往后越坍塌，甚至出现了人物形

象的前后矛盾。沈腾的表面吊儿郎当、实际是爱

国义士，杀金国传译官、背上剥皮“精忠报国”

几次高光时刻，因为前期人物塑造中过多的插科

打诨的桥段，导致铺垫不够，并没有让人感受到

反差的震撼，人物没有立住。在电影前半段，何

立是心机深沉、心狠手辣的，但是当舞女瑶琴

被抓后，何立的行动就出现了一系列降智化的处

理，执意要舞女念信最后导致信被舞女吃掉，轻

信瑶琴的要杀张大的谎话最后被瑶琴轻松反杀，

行事诡谲的何立为什么突然就如此愚钝了呢？孙

均从身经百战的将军到秦桧走狗，再到岳家军同

党的转变仅仅就凭借“精忠报国”四个字，无论

是在剧情还是表演上都处理得太简单。大反派秦

桧最后也被做了纸片化的处理，秦桧本是个贪生

怕死的小人，但是在影片最后，当真秦桧看到假

秦桧被拿不是立马逃跑而在房间里等着与孙均对

峙，大骂一顿假秦桧，这样的反人物性格的片段

属实让人捉摸不透，电影前期立起来的人物在后

半段又被压扁了，显得前后不一，漏洞百出。

“戏中戏，案中案，局中局”［1］的层层反

转已经成为剧本杀电影的一大特色，《满江红》

也遵循着“抛出线索—引发猜测—再抛线索—

反转”［2］的多层反转结构，让剧情一波三折，

踩在观众的爽点上跳舞。形式为内容服务是电

影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位成熟电影人的基本

常识，但在《满江红》中故事结构的精巧构思却

大于故事内容的深度发掘，反转是创作者讲述故

［1］陈栓紧、王俊赛：《元电影·剧本杀·悬疑风

格：电影〈扬名立万〉的黑马特质解析》，《视听》2022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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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诡计，宣发时打出“反转”的标签更有了制

造叙事陷阱、吸引观众眼球的嫌疑。反转成立并

且令观众叹服的前提是有迹可循，意料之外却在

情理之中。《满江红》的剧情内容看似一环扣一

环，但其实环环之间没有强烈的关联性，其中的

反转要么过分直露，观众很容易就能猜到，要么

直接突转，不加铺垫，前后逻辑无法衔接。瑶琴

提出打更人是否是强行推动剧情发展？孙均假意

刮掉张大背上的字何立毫无察觉？何立本来武艺

高强为何却突然被手戴枷锁的弱女子轻易刺死？

秦桧被刺时突然出现影片中从未提及的真假秦

桧？诸多反转细节都经不起认真思考。一部精彩

的电影中反转或许确实能锦上添花，但是反转在

质不在量，为了反转而反转，只会适得其反打破

了故事原本的完整性。

二、低俗的情色符码：辱女与窥淫

在张艺谋的电影创作中，女性角色的塑造经

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红高粱》《大红灯笼高

高挂》《秋菊打官司》中，张艺谋镜头下表现的

是女性原始的欲望，蓬勃的生命力，以及面对封

建礼教她们不屈的反抗和斗争，这一时期的女性

形象饱满立体，有生命的活力和厚度。但在《满

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悬崖之上》

中，张艺谋镜头下的女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呼之欲出的肉体，是床上被凌虐的暴力，女性变

成了被凝视的客体，承载男性欲望的容器，这可

以看作张艺谋男性审美的衰败，同时也是商业电

影畸形发展的产物，“拳头”只有加上枕头才能

博得更多的眼球。在前文的论述中提到，《满江

红》主要塑造了五男一女六个主要人物形象，作

为唯一的一位主要女性角色，也被加上了情色符

码，成为被凝视的性符号。

瑶琴的角色设定为一名舞女，一出场一抹红

唇，一顶红花，一身红裙，半漏香肩，与重重铠

甲包裹下的男性角色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种

扑面而来的肉感和清凉感。瑶琴头发蓬乱，媚眼

如丝，试图色诱守卫，以“肉”换取自由，加之

瑶琴的香艳前史，和死前的金人共度一晚，瑶琴

这一女性角色自然而然就成了男性角色和男性观

众欲望投射的对象。接下来场面就是一群打着国

家安危、生死存亡旗号的男性角色对瑶琴以盘问

的方式展开的撩拨和性骚扰，张大的几句提问

“那金人在床上怎么样”“你和那金人睡了几

回”把戏谑引向了高潮，瑶琴的这一身份和这一

背景下男性角色和观众似乎就能够合理地窥探她

的隐私，意淫她的身体，瑶琴在这里成了被凝视

的性符号。

除此而外，男性主导的叙事场景下，性暴力

的表现和女性贞操观也是《满江红》中饱受非议

的一点。在《满江红》中，男性被逼供的方式

是施以水呛和刀刮背后的精忠报国刺字，而女性

被逼供的方式却是男官兵们一哄而上的强暴。在

这一场景中导演以张大的视角表现了瑶琴的惊慌

和恐惧，瑶琴的衣服一点点地被撕碎，外露的肉

体越来越多，女性遭受暴力虐待，身体剥夺，

男性观众们以窥淫视角获得了感官上的刺激和

满足。张大也顶不住“绿帽焦虑”，放弃抵抗选

择了招供，“杀了可以，别糟蹋她”的潜台词难

道不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朱理学贞洁

训诫的另一种表达吗？要逼张大招供不是以瑶琴

的性命为威胁，而是以瑶琴的贞操为威胁，贞操

有了高于生命的重要意义。导演其后又分别安排

瑶琴和孙均解释贞操没有丧失，反复强调着“清

白”“贞洁”的重要性对于剧情的发展其实并没

有实质性的意义，只不过是在为男性角色孙均找

回正面光环，为前面的“软色情”暗示片段遮

掩，强暴的真假无关紧要，窥淫和凌虐的情色符

码刺激到了观众们的肾上腺素，博眼球的目的已

经达到了。电影会对观影者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

价值引导，正如在影片最后，观影者会被士兵们

激情豪迈、慷慨为国的复颂《满江红》激发并强

化自己的爱国之心，当瑶琴一遍遍强调“我是卖

艺不卖身的”，当张大大声疾呼“杀了可以，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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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蹋她”时，有关女性贞洁的陈腐观念就会悄无

声息的进入观众的脑海里，隐秘地将女性再次编

入裹脚布中。

三、失真的浪漫主义：煽情与作秀

煽情在影视艺术中是一个中性词，是指用剧

情和画面带动观众情绪、情感。在当下的影视行业

中，几乎每一部电影都试图最大限度地牵引观众的

感情动向，强烈且准确地输出某种感情或想法，期

望能与观众获得情感上的共鸣，煽情也渐渐成为商

业片的核心卖点之一。但是煽情也是一把双刃剑，

好的煽情自然能为影视作品锦上添花，拙劣的煽情

不仅对电影没有助益反而会使观众反感。电影《满

江红》中的煽情桥段就属于后者，不论是电影中人

海战术，还是电影的结局，都是为达到观众的感情

需要，刻意使用增加飙泪场景和故意煽情的桥段，

诱导观众们为情绪买单。

在价值传达上，《满江红》力图做到“用情

用力讲好中国故事”［1］，《满江红》非常注重

情感结构，以岳飞的故事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发

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故事，讲述了时代悲剧下

一群小人物的一腔孤勇，一群义士前赴后继甘

愿赴死，只为给含冤而死的岳飞讨一个公道，

为岳飞，为小民，在家国天下、民族大义的主旋

律基调下，对历史认知比较单薄的人自然会沉溺

其中，被影片的情怀力量深深吸引。电影中煽情

的高潮是假秦桧饱含深情地背诵着岳飞的遗言词

作《满江红》，全军将士跟着复颂，整部电影在

这一情节点上产生了癫狂式的情绪爆发，这一情

节也是许多人觉得《满江红》口碑炸裂的重要注

脚。但是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颂诗仪式的落脚

点并不在《满江红》这首词作本身，而是导演运

用人海战术进行狂欢仪式式的情绪渲染，是导演

为观众设下的情绪陷阱，复颂《满江红》比杀掉

大奸臣秦桧更加重要吗？导演明知卖弄情绪低劣

但仍然有意为之，复颂《满江红》只不过是导演

为了刺激观众情绪的一场大秀。

众多义士组成人梯结构，舍生忘死地支撑最

后的勇士刺杀奸佞的故事结构早在拍摄《英雄》

时张艺谋就运用过了，《满江红》的结局也与

《英雄》相似，最后正义的一方都放弃了刺杀，

功亏一篑。在《满江红》的结尾，义士们全部死

去，孙均威胁假秦桧背出岳飞遗言后远走，留下

真秦桧苟活于世。在电影中，杀不杀秦桧已经不

重要了，重要的是让《满江红》这首词作被那些

还不知道的人记住，只要《满江红》在，岳飞的

精神力量就能永垂不朽，被秦桧迫害的忠良和百

姓的生命是过往云烟，文艺作品需要经久流传，

这是导演作为历史终章的审视者，以一种旁观者

的身份看待问题才会产生的自我感动，在历史的

厚重感面前这样失真的浪漫主义结局很难让人信

服，也只是跳出历史的一场银幕作秀而已。

电影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大众艺术的一种，商

业片本来就是雅俗共赏，迎合大众口味和欣赏标准

的，但迎合并不意味着媚众。从电影《满江红》中

可以看出，不论是剧本杀元素的滥用，还是低俗的

情色符码，抑或是其中强硬的煽情，失真的浪漫主

义，这些《满江红》饱受诟病的点也正是它过分迎

合观众口味，导致了电影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失衡。

主流商业电影在紧盯票房的时候忘记了职业操守和

电影所应承载的社会责任，最终的走向可能是在多

重失落中无法逆转地一路堕落下去。多元化和富有

生命力的商业电影将会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小成本

和大制作之间，内容和形式之间，找到一个结合

点。电影人要坚守对待艺术的匠人精神，“以传世

之心，铸经典之作”。［2］

［田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

［1］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

［2］管小其：《解码〈满江红〉市场成功的四重逻

辑》，《中国电影报》2023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