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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是

2024 年院线电影的佳作。影片以客

观 丰 富 的 视 角 呈 现 、鲜 明 的 反 战 意

识、双线并行的叙事方式、动人的口

述史讲述和对隽永人性的推崇，为国

产院线电影赢得了口碑。

一
它 揭 开 了 历 史 暗 夜 的 一 角 。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鱼

雷在中国东极岛海域击沉了一艘满

载日本战略物资的大型航船——里

斯本丸号，然而，无人知晓的是，船舱

深处关押着 1800 多名盟军俘虏，出口

被日军用木板和巨幅帆布封死。当

他们协力撕开帆布时，面前是 6 名日

军死士黑洞洞的枪眼……质朴的东

极岛中国渔民用一艘艘小舢板搭建

起生命的阶梯，挽救了 384 名英军沉

船幸存者，更多二三十岁的青年士兵

则永远地沉睡在了遥远而陌生的东

方……

“全部基于历史”6 个字背后，是

探寻真相的漫长苦干。拍摄团队多

年奔走于中、日、美、英、加拿大等国，

实地走访了 300 多个战俘家庭。影片

通过动画模拟、历史影像、音频实录、

信件等丰富史料呈现方式，既为每一

个历史亲历者做了抢救性影像留存

（在影片尚未制作完成的 2020 年，3 位

高龄老人相继离世），又将战争每一

方的后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呈现了出

来。难得的是，拍摄者做的只是客观

记录，让历史本身活过来，让历史亲

历者自己讲述。这一克制的纪录片

拍摄态度，较好地留存了影片的朴素

风格和国际视野。

二
影片以进行时的方式揭开历史

的真相，因而，形成了还原历史和寻

访幸存者及其后人双线并行的叙事。

鲜明的反战意识贯穿全片。反

战立场和对和平的坚定诉求，在历史

亲历者及其亲属的每一次讲述中被

反复重申着：参军的长子在人生最后

一封家书里向 5 岁的弟弟托付了整个

家庭的责任，许多年以后，幼弟才读

懂了那短短三行字里的沉痛与爱；另

一封尘封的家书则道出了一段中英

爱情故事，计划在圣诞节当天结婚的

中国香港女孩梁素琴再也没能见到

她的英国新郎，三年后作为英军遗属

的她拒收了抚恤金，转赠给了他的母

亲和姐姐；离世士兵的女儿掏出了一

张 1941 年的香港报纸，指着头版照片

上一个拎着婴儿篮子的年轻士兵说，

“这是我爸爸，他手里拎着的是照片

里看不到的刚出生的我，照片里人群

左边是我的妈妈和姐姐，这是我此生

唯一拥有的一张全家福，我甚至不能

在这张全家福里看到自己，但——我

起码还有一张”。

活 下 来 的 人 ，也 都 活 在 二 战 的

伤痛里。“战争就是肮脏的交易”“我

们都是在执行自己的任务”，发射鱼

雷 的 美 国 机 械 师 ，在 大 半 世 纪 后 都

未 能 达 成 心 灵 的 谅 解 ；大 多 数 有 幸

回 家 的 士 兵 ，有 的 午 夜 梦 回 时 反 复

掌 掴 自 己 ，有 的 唯 唯 诺 诺 地 用 日 语

说“是”……一生未能走出这艘船的

暗 影 的 ，还 有 参 与 施 害 的 里 斯 本 丸

号 船 长 ，他 的 儿 女 说 父 亲 一 天 要 吸

食 50 多 根 香 烟 ，更 多 时 候 是 叼 着 烟

睡着的……

口述史将历史还原成一个个具

体的人。那些被战争伤害过的生命

和心灵，那些再也无法团聚的家庭和

被历史暗夜阴影笼罩着的脸庞，清晰

地传递着世人对战争的无比痛恨和

对和平的无限期许。

提及影片的拍摄动机，导演方励

说：“因为我们是人类，情感就是一切

的动机。”

三
正是在微观视角的讲述里，人性

的隽永才能在历史的暗夜中闪烁着

经久不息的光辉。

两位幸存老兵的际遇对照令人

唏嘘。士兵丹尼斯返回家乡时，双亲

已离世，他孑然一身；士兵威廉则毅

然移居加拿大，投身新工作，经营起

一个幽默友爱的大家庭，当 98 岁的他

从沧桑过往中回过神来，说出“我不

活在过去，我为未来而活”时，令人肃

然起敬。

三号船舱的生命悲歌令观众扼

腕。这是被鱼雷击中最先渗水的战

俘船舱。三号船舱的军人们通过 24
小时不停地舀水，努力为大家争取生

机。然而，直到沉没时，仍有数百名

军人在底舱深处无法得到救援……

有英勇的士官站了出来，说“要死也

要像一名皇家军团战士一样英勇地

死去”，于是，在日军的枪口下泅水自

救的人们，听到了深渊中传出的雄浑

合唱声。他们在生命暗无天日的尾

声，用熟悉的歌谣，为自己送别，送自

己回乡。

大英博物馆的幸存者音频资料

里，记录着士兵们对战友生命最后时

刻的一一描状。“告诉我妻子，我已经

用尽全力回家和她团聚了”，有战士

把逃生圈套在战友身上，自己随即被

海水吞没；有人决绝向外海游去，说

“宁愿死在海水里，也不死在日军的

枪口下”……三维动画模拟复原的场

景在讲述中一帧帧变更着。影像是

虚拟的，声音却是真实的。每一段声

音，都是生者献给同袍的哀思，是最

克制也最深情的纪念。

不止一位幸存者提起上尉卡斯

伯特森。他在混乱中挺身而出，镇定

地维持逃生秩序；在得到逃生机会后

返回底舱，给重伤的伤员们喂最后一

口酒；跳海前把自己的苏格兰海军军

帽戴好，庄严赴死；他从东极岛的海

水里自救了，二次被俘后照料白喉病

患者被感染，两周后离世。

观众们也被 94 岁的林阿根的微

笑 打 动 。13 岁 时 ，林 阿 根 的 父 亲 出

海，被大海吞没，所以 15 岁时遇到同

一片海中的英国大兵，他想都没想跳

下去救人了……70 多年后，作为唯一

在世的参与救人的东极岛渔民，林阿

根在儿子的陪同下领着摄制团队出

海，重返救人现场。镜头记录下某个

静默时刻他面朝大海克制而欣慰的

微笑，这也许是他留在世间最后的影

像。

四
林阿根只是质朴而善良的东极

岛渔民中的一个。战火中的岛民们

冒着被屠杀的危险，把战时匮乏的食

物、衣服、药品分给了这群惶恐的大

兵，还在日军二次搜寻时以善良和悲

悯之心偷偷将 3 位英国伤兵藏在了岩

洞深处……救下他们的渔民后代回

忆起 70 多年前的 3 位伤兵，如数家珍

地唤起他们的名字，如同叫唤一个个

远方的挚友。担任护送翻译工作的

老人回忆起当年告别的时刻：“我们

的英国朋友特别用力地抱紧了我，说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你们’。”

而如果将 3 位英国伤兵的故事展

开来看，从浙江抵重庆英国大使馆，

途径 6 省、穿过 20 多道日军防线，你

会 发 现 ，他 们 的 安 全 撤 离 路 线 的 背

后，藏着无数中国军民坚定温暖的守

护！我忍不住把自己置身那时那地，

近乎冒昧地揣测：也许，那些时刻，善

良的中国军民面对的与其说是“盟军

战俘”，毋宁说是一双双和彼时的自

己一样被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裹挟

的无助的眼睛？这是比盟友关系更

纯粹也更坚固的中英两国人民的精

神连结，战争的阴影共同投射在他们

的脸上，他们用真情和人性的温暖对

抗着历史的暗夜。

回到 1941 年。当那一艘艘星光

般 闪 亮 的 小 舢 板 ，义 无 反 顾 驶 向 被

布匹、沉船断裂木板、散落物资包围

着 的 水 中 的 英 国 朋 友 们 时 ，他 们 并

不知道，是自己的出现，让尚未离去

的日军船只不得不停止了对战俘的

无 情 扫 射 …… 他 们 并 不 知 道 ，他 们

所挽救的生命远比自己以为的多得

多 ……“ 我 相 信 中 国 人 骨 子 里 真 的

存在一种温良。”有观众观影后写下

这样的句子。

今年 8 月，电影《红楼梦之金玉

良缘》遭遇了票房、口碑双“扑街”。

“灯塔专业版”票房统计，投资 2 亿元

的《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仅取得 500

多万元的票房。在豆瓣，近 2 万名观

众给这部电影打出了 3.4 分，其中超

六成为该片打出了“一星”差评。

电影中，八面玲珑、聪明泼辣的

王熙凤成了侵吞林家财产盖建大观

园的恶人；大观园还没建好，海棠诗

社已经组起来了；元妃省亲从正月十

五挪到了端午节，黛玉葬花移到了宝

黛二人共读西厢之后……观众对于

这部名著改编剧的吐槽点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人物形象“流量化”、剧

情“快餐化”、主题“浅薄化”。该片导

演试图用一部时长不到 2 个小时的

电影，将一部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

说中的主要事件一一呈现，以致蜻蜓

点水、浮光掠影，浓浓的短视频解说

快餐感扑面而来。该片本想打造成

“青春红楼”，可“青春”好似成了该片

的又一败笔。影片过度强调儿女情

长、家族斗争，却忽略了《红楼梦》的

精髓——家族兴衰、社会矛盾、人性

思考，不仅扭曲了原著的内涵，还引

发了“一黛不如一黛”的讨论。

7 月，另一部改编剧——电视剧

《金庸武侠世界》（又名《新射雕英雄

传》）遭遇了停播。该剧由《铁血丹

心》《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华山论

剑》《九阴真经》5 个单元组成。在播

完《铁血丹心》单元的 30 集后，《金庸

武侠世界》官方微博却匆匆宣布“江

湖再见”。播出前，剧方曾表示想要

打造一个能够比肩“漫威宇宙”的金

庸武侠世界，然而该剧并未融入金庸

其他小说中的角色，“文不对题”引起

不少观众的不满。金庸武侠作为经

典 IP 火爆数十年，其核心便是一个

“侠”字，改编后的郭靖“3 分钟长大

成人”，40 分钟完成了习武、嘉兴比

武、邂逅黄蓉、偶遇穆念慈等剧情，对

于熟悉小说的金庸迷而言，仿佛开了

“4 倍速”快进，而对于那些不了解原

著的观众来说，则是一头雾水。

且不谈《红楼梦之金玉良缘》《金

庸武侠世界》质量如何，观众对这些

影视剧的热烈讨论，证明了一个不争

的事实：重拍名著经典自带流量，也

带来了更多变现可能。作为国内超

级大 IP，四大名著、金庸武侠小说等

一直是影视剧改编的热门。纵有花

式繁多的改编，却少有口碑之作，仿

佛更加坐实了“老版是艺术品，新版

是商品”的论调。

旧版的“四大名著”影视剧在人

们的认知里，往往是经典的、不可逾

越的。之所以受欢迎，不仅在于旧版

先行问世带来的“先入为主”效应，最

重要的是内容选择的经典和真诚的

创作态度。在打磨时间上，旧版“四

大名著”改编版影视剧制作周期远远

长于新版。旧版《西游记》初篇、续集

共 41 集，拍摄跨时 8 年；36 集《红楼

梦》从 改 编 到 播 出 ，前 后 花 了 6 年 。

而重新翻拍的“四大名著”，张纪中版

60 集《西游记》从开机到播出，前后

不过两年；李少红导演的 50 集《红楼

梦》从演员海选到首播，用时四年半，

其中演员选秀活动就耗费了近 10 个

月。虽说工期不能代表一切，但慢工

出细活，老一辈的艺术家精雕细琢出

来的作品更淳朴、真实，而新版“四大

名著”影视剧改编多了先进的拍摄技

术和特效营造的恢弘气势，却少了老

一辈艺术家对于艺术的纯真热情。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时代在变，创作者在变，观众也

在变。如何利用好自带“流量”的名

著经典“富矿”，创造出新的精品？只

有从原著的精神内质生发出新的体

悟，解读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

征，再创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经典，

才能更好地实现名著的再延伸和再

创造。

近段时间以来，有不少亮眼的改

编作品显现——电影《封神第一部：

朝歌风云》凭借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华

丽的视觉效果，收获了 26.34 亿元票

房。电影在保持原著精髓的基础上，

进行了大胆的艺术重塑和创新，成功

塑造了具有史诗气质的英雄人物姬

发，并将其与商周之变这一重要的历

史转折紧密结合，承载起家国命运的

宏大叙事。今年 8 月，首款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受到了全球范围

内的广泛关注。该游戏借用西游背

景和人物设定，情节原创又紧扣原

著，让孙悟空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经典形象，在跨媒介叙事中呈现出蓬

勃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综上 ，翻拍经典是一条经久不

衰的艺术之路，但翻拍不是简单的

复制，贵在出新。创新并非为了收

视率而烹饪出的文化“乱炖”，翻拍

名著的关键在于发掘当代价值。未

来 以 名 著 经 典 为 代 表 的 翻 拍 剧 的

“七十二变”仍会继续，希望我们能

看 到 更 丰 满 的 剧 本 和 更 精 良 的 制

作，以及更多符合当前时代特征的

新经典。

曾引领国产影视热潮
国产漫改的历史可以上溯至 1949 年张乐《三

毛流浪记》的电影改编，但真正迎来快速发展则是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国产漫改风在香港兴起，

出现了《财叔之横扫千军》《刀剑笑》《古惑仔》《黑

侠》《风云雄霸天下》《中华英雄》等漫改电影。其

中，《风云雄霸天下》则成为香港年度票房冠军。

进入 21 世纪后，改编自国产漫画的《老夫子》《麦

兜》《龙虎门》《粉红女郎》《双响炮》《醋溜族》等也

曾红极一时。其中，《粉红女郎》火遍大江南北，可

爱的小猪“麦兜”更成了国民萌宠。此外，根据日

本漫画改编的影视作品，如《流星花园》《爱情白皮

书》《恶魔在身边》《公主小妹》等，则成就了台湾偶

像剧的巅峰时期。

随后，国产漫改陷入了沉寂的十年，直到 2015
年漫改电影《滚蛋吧！肿瘤君》的爆红，带动了新

一轮的国产漫改风，并逐渐发展为一种不容忽视

的文化现象。有数据统计，2016 年国产漫改影视

作品 50 余部。此后，国产漫改进入了新的类型化

探索时期，如跨次元校园偶像网络剧《班长大人》、

古装探案喜剧类型网络剧《开封奇谈》、改编自日

本漫画的都市情感剧《深夜食堂》、古装奇幻剧《火

王之破晓之战》、爱情喜剧《甜蜜暴击》等。不过，

这些漫改作品的市场表现大多不理想，豆瓣评分

徘徊在 2分至 4分之间。

近几年，漫改影视再次发力，进入了转型升

级阶段，在类型、题材、风格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尝

试。顶级动漫 IP 改编，知名导演、演员参与，大投

资大制作等成为新一轮漫改的主要方向。如电

视剧《长歌行》《外婆的新世界》《大理寺少卿游》

《烈焰》《少年白马醉春风》，电影《异人之下》等，

其 中 ，知 名 IP《狐 妖 小 红 娘》则 进 行 了 系 列 化 改

编，创作了《月红篇》《竹业篇》《王权篇》剧作三部

曲。

国产漫改的转型升级和蓬勃发展，是新时代

文艺繁荣的重要表现。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的

破圈让一群被称为“Z 世代”的群体浮出水面，这

群互联网“原住民”是网络文化产品消费的主力

军，也是国内二次元行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相

关数据显示，2023 年二次元用户规模达 4.9 亿人，

其中核心二次元用户达 1.2 亿人；在深受二次元

文化影响的“Z 世代”人群中，泛二次元用户占比

达 95%。随着资本加速进场，快看漫画、腾讯动

漫等平台迅速崛起，一批知名动漫 IP 走向顶流，

如电影《异人之下》的原著《一人之下》在平台上

的点击量已突破 300 亿，《狐妖小红娘》全网点击

量超 200 亿。头部动漫 IP 的商业价值、“Z 世代”

的广阔市场和二次元的巨大潜力，共同助推国产

漫改挺进发展快车道。

探寻国产漫改发展新路径
美国、日本、韩国等地的漫改成为其文化创意

产业的支柱之一，甚至占据着世界影视格局中的

重要位置。如由漫威、DC、黑马等漫改而来的“超

级英雄”几乎撑起了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半壁江山，

《火影忍者》《航海王》《名侦探柯南》等日漫超级

IP，则奠定了日本动漫的国际地位。相比之下，国

产漫改作品普遍缺乏足够大的影响力，虽有不少

佳作，但难以产生持续性的“现象级”文化景观。

漫改的最大难点，是将漫画故事转化为真人

故事。漫画主要通过平面形象呈现，文字简洁，画

面直观，情节相对紧缩并具有跳跃性。故此相较

文学作品改编，漫改在人物塑造、故事逻辑等方面

存在更大难度。而为了扩充内容，丰富人物形象，

如电视剧《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等便对原著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改编，此举引发了原著粉的不认可

甚至抗拒；还有些漫画形象比较夸张、变形，漫画

内容天马行空、极富想象力，摄影机难以拍出“形

神兼备”之感，如《大理寺少卿游》中李饼的猫脸形

象就较难进行真人化再现；《镇魂街》里由寄灵人、

守护灵、镇魂街、罗刹街、十殿阎罗等构成的异次

元世界，也难以营造出实景化的效果。

此外，大多数国漫作品并未建构起内容的完

整性和连续性，即作品本身的故事性较弱，并不能

满足影视对内容的强烈需求。影视是一种面向大

众的文艺审美形态，要求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如漫

改电影《滚蛋吧！肿瘤君》《快把我哥带走》等作品

的成功，就是因为切中了与大众息息相关的励志

和亲情主题。然而，当前国漫作品普遍在逻辑建

构和情节铺设之间较为随意，与影视改编的现实

逻辑较难兼容。也正因此，奇幻、悬疑题材的国产

漫改作品屡屡翻车。根据经典国漫 IP 改编的奇幻

古装剧《秦时明月》播出后，便引来众多观众吐槽，

诸如选角、造型与原著相差较远，剧情更是披着权

谋、江湖外衣的玛丽苏。

破壁不易，但随着漫改市场的逐渐成熟和几

十年的不懈探索，国产漫改已经积累了诸多经验，

为未来的突围与发展提供了参照。

原著的故事内容和世界观体系，是漫改的核

心。成功的漫画及漫改世界一定有着成熟且完整

的价值体系，如漫威电影中的蜘蛛侠、美国队长、

钢铁侠、雷神、奇异博士等，DC 旗下的超人、蝙蝠

侠、神奇女侠、闪电侠等，这些“超级英雄”在一部

部正传、前传、后传、外传影片中，无论怎么改编都

会保留原著的核心元素和英雄精神，形成了相对

稳定的形象体系。国产漫改也有成功案例，如网

络剧《异人之下》，改编忠于原著，进而构建了一个

由奇门遁甲、五行八卦、民间传说等传统元素与现

代都市相结合的“异人世界”，令人耳目一新。

类型创作是影视发展的总体趋势，而类型的融

合、杂糅又会推动新的类型产生。日韩等地的漫改

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类型，涉及现实、动作、冒

险、悬疑、科幻、恐怖等。近年来，国产漫改作品的

数量和质量都有提升，类型也从奇幻、神话等不断

外延，并对其表现形式进行了探索，为类型融合提

供了参考。如电影《异人之下》采用了不少定格剪

辑，电视剧《长歌行》通过漫画穿插连接起战争、打

斗场景，电视剧《烈焰》则将部分内容以分屏形式呈

现。

国漫 IP 的开发需要一个成熟的产业链和制作

体系，以 IP 为核心，融合不同产业，开发不同类型，

培育新的产业形态。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的微短

剧形态或许可以为国产漫改提供些许借鉴。漫画

本身内容较为简洁，各部分之间保持着相对的独

立性，与微短剧很是相似。奇幻治愈单元剧《侍酒

令》改编自漫画作品《妖怪酒馆》，通过《报恩之狐》

《不死之花》《困山之白》《寄生之椟》《重阳之约》五

个 篇 章 ，讲 述 了“ 仁 义 礼 智 信 ”的 中 华 传 统 价 值

观。该剧甫一推出便冲上了各大微短剧榜单榜

首。近年来，一些视频平台也纷纷加大力度制作

漫改微短剧，如《开局一座山》《牌局》等，大多市场

反响较好。

（压题图从左至右为电影《快把我哥带走》海报、

动画电影《麦兜响当当》剧照、《滚蛋吧！肿瘤君》

海报）

一直以来，与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相比，国产漫改影视往往被人忽略。但
是近年来，国产漫改影视作品在类型、题材、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涌现了不
少较具影响力的作品，并引发了观众热议与业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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