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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期大银幕的豆瓣高分选手，改编自
非虚构文本的电影《三大队》上映以来收获颇
多关注，从拍摄手法到情节人物，这部“非典
型”犯罪片的“至简”与“至繁”，呈现出创作者
的新思路。

作为今年贺岁档极具存在感的一员，《三
大队》豆瓣开分7.8分，几天后涨至7.9分，从以
程兵为首人物群像的成功塑造，到厚重自然的
叙事，克制而打动人心的情感表达，这部影片
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该片拍摄手法上的质朴之简首先给人留
下印象。导演戴墨曾表示，电影的首次创作会
就定下“导演要往后站一站”的原则，“对于这
样本身就足够戏剧化、张力十足的故事，更多
需要的是真实、鲜活地记录。”

《三大队》创作核心“至简”，是监制陈思诚
提出的八个字“唯真不破，以情动人”。

据介绍，影片的整个创作过程以此为抓手
展开，从表演到音画处理，到剪辑、灯光、道具，

“所有这个电影的美学和它最后的方向，甚至
画幅，都围绕这八个字。”陈思诚说。于是，极
少大全景鸟瞰镜头，插入性特写，《三大队》最
终被以半纪实性的、最质朴的方式呈现出来。

故事走向上，影片一样在求“简”，开篇高
效凌厉地交代案情后，主创离开犯罪类型常走
的路，不以悬念为绳，抛弃对跌宕起伏的逃亡
与罪恶的跟随，与此同时选择对人物深入而细
腻的铺展，从中见人性，见命运，见命运面前的
一次次选择。

作为该片的编剧，一直在现实主义题材领
域深耕创作的张冀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
坦言，“这次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会觉
得，是不是太平实了？反而是思诚，他坚持让
我帮他往回拉，这次他坚持要返璞归真，甚至
比我追求的还极致。”

在为影片“定调”的陈思诚看来，《三大队》
的故事跟《消失的她》不一样，《消失的她》本身

就是戏中戏，“那个故事完全可以往国产类型
片的极致的方向做，高饱和度，大量的隐喻，但
是《三大队》不一样，这个故事本身不是戏，所
以我们要求‘真’。”

与手法技巧的“简”相对的，是该片在人物
呈现细节上的“繁”。

此次《三大队》电影与原作最大的不同是，
在原故事程兵一个人的“追凶之旅”中加入了
四个个性鲜明的“三大队”成员。这一改变一
方面更有利于立体演绎程兵这个核心人物的

“所执”，另一方面，无疑令故事本身对于命运
面前人性的呈现一下子丰富多面起来，表达的
空间被充分扩大。

同时到来的另一个挑战是，电影体量之有
限和群像生动之不易，于是在观众看不到的地
方，主创进行了尽可能的繁复微雕。“首先在文
本上我们要做差异化，寥寥数笔勾勒出丰富的
人。为了人物的鲜明生动，又要在这个丰富的
人身上找到他的反差。”陈思诚说。

以手法“至简”、细节“至繁”之道，电影《三

大队》在此间大银幕上以不一样的手法呈现出
了一部不一样的犯罪片。在陈思诚看来，穷尽
现有可能给不同的文本一个最适合的展现方
式，正是内容制作的根本，“创作者一定是用自
己去跟作品在做交互，你就是观众之一，发出
一种声音，去人群当中找到那个共鸣。”

从 2019 年至今，通过网剧《唐探》，电影
《误杀》系列、《消失的她》《三大队》等作品，陈
思诚以监制、编剧的身份，相继合作多位青年
导演，产出多部作品。业内有观点认为，陈思
诚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工业生产模式。对于电
影的工业化，陈思诚表示，首先电影是集体性
创作，而电影的工业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制
定标准，“确认作品的核心诉求是什么，然后所
有部门紧紧围绕这一诉求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陈思诚认为，所谓内容处理上的
工业化是“伪命题”，“你就是讲故事的人，就像
李白做的诗和杜甫做的诗完全不一样，决定如
何讲故事永远是很感性的事情，绝不可能流水
线。” 据中新网

脱离“类型”
电影《三大队》的“简”“繁”之道

日前，针对网络微短剧领域出现的诸多乱
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了有针对性的治理举
措，提出要加快制定《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内
容审核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引发舆论的关
注和讨论。

《细则》提到，“推动行业自律，互相监督，全
行业共同抵制违规网络微短剧”。如今，不少网
络微短剧的制作者，只考虑视频能否带来流量，
引发噱头，却不考虑故事情节、拍摄镜头是否违
背公序良俗。有些内容低俗乃至带有色情信息
的微短剧，对观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了负面影
响。如果任由那些违规网络微短剧在行业里“大
行其道”，也难免会压缩优质作品的生存空间，也
不利于形成一个良性的行业竞争环境。

让人“反胃”的网络微短剧，往往都有“狗血”
情节和奇葩设定，有些镜头既“香艳”又“狗血”，
满足了一些人的特殊癖好，迎合了大量观众的猎
奇心理。但它在真正的艺术层面上有什么价值
吗？看到这样的网络微短剧，能对人的心智成长
带来什么好处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
现实中，一些人根本不在乎这些，只要能让观众

满足了一时的心理快感，让商家赚到了钱，似乎
就“大功告成”了。试想，任由这种内容在网络微
短剧的领域里“肆意生长”，最终会让这个圈子变
成什么样？

除却价值观导向的问题，一些网络微短剧在
收费模式上也很有“套路”，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之
间，就花了很多钱，但消费的性价比却很低。完
整看完一部短剧，可能会花费几十元或上百元不
等。有的网络微短剧在广告里号称“9.9元解锁
本剧全集”，但观众一旦“上套”，就会发现，看到
一半还得继续充钱。

说到底，商家设置的盈利模式，就是吃准了
很多消费者盲目跟风和冲动消费的心理，并用各
种诱导话术来吸引观众充值。一些商家专门将
网络微短剧投放到精准的人群中，有的中老年人
都被当成了“韭菜”，即便上当受骗了，也只能认
栽，很少有人真的会去维权。如此一来，一些商
家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网络微短剧规范化可谓势在必行。只有相
关部门制定更加详细的规范，落实监管责任，提
升监管能力，才有可能减少网络微短剧领域的诸

多乱象。按照上述《细则》的要求，应该做好专项
整治工作，需要“进一步优化算法推荐，完善广告
推流审核机制”，这一点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很多人在看网络微短剧时，都是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冲动性和被动接受
性。可以说，平台“投喂”什么，观众往往就看什
么，而且看的同类作品越多，系统就会“推荐”观
众继续看相关的视频内容。时间长了，本来有判
断力的人，也可能陷入这推荐机制的“陷阱”。这
背后的算法，其实并非不能调整，关键是看从业
者是否有优化算法、让推荐机制向优质作品倾斜
的决心。

广告和引流机制也是如此——不能让算法
“控制”人，而是要让人利用算法去呈现和推广更
多好的网络微短剧作品。让那些“打擦边球”和
粗制滥造的短视频，不再频繁出现在人们的手机
屏幕上。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商家不能只谋
求短期利益，要知道优化算法的最终目的，也是
让好的作品得到更多的关注，进而真正给商家带
来持久的正向利益。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文化生态领
域，网络微短剧难免存在鱼龙混杂的问题，但随
着监督力量和行业自我净化能力的提升，相信在
不久之后，这一领域的发展氛围，将更加有序和
健康。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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