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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汉张钧甯惠英红尹正联袂演绎《瞒天过海》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由爱奇艺出品，陈卓执导，许
光汉、张钧甯、惠英红、尹正主演
的悬疑犯罪电影《瞒天过海》正
在上映。该片通过一起密室谋杀
案，引出凶案背后痞子警长郑威
（许光汉饰）、富商太太乔文娜
（张钧甯饰）、无助母亲虹姐（惠
英红饰）、罔顾人命的议员之子
明浩（尹正饰）之间的爱恨纠
葛。在多重线索的交织反转下，
罪案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
访了《瞒天过海》的导演陈卓，他
表示，《瞒天过海》的创作过程对
自己来说是一次对类型片边界进
行拓展的挑战，自己将“悬疑”与
“现实主义内容”做了融合，希望
在保持悬疑内核的同时，让观众
有切身的情感触动。

《瞒天过海》的剧情吸睛：富
商太太乔文娜被卷入一宗离奇的
密室杀人案中，痞子警长郑威主
动登门拜访，并要求灰色交易
……随着二人对话深入，失去了
丈夫的虹姐走进故事，议员之子
明浩与乔文娜的旧情也逐渐浮出
水面……真相扑朔迷离。

羊城晚报：以导演的眼光来
看，你觉得《瞒天过海》这个故事
最有意思的点在哪里？

陈卓：一方面它保留了原版
《看不见的客人》中很多悬疑的经
典元素，另外，我们在本土化上做
了诸多尝试。这种本土化是两方
面的，一方面是本地美学和东方
意蕴，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人情
味的处理上——把亲情、爱情以
及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现实融合
进去。就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是
结合得比较恰当的，在原来的悬
疑推理框架下，装进来很多能够
让观众更有一些触动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喜欢现实
主义题材，以前我自己的片子也
都是现实主义的，所以这一次在
拍摄《瞒天过海》的过程中，虽然
它是一个比较类型化的故事，但
是我仍然希望把现实主义的一些
元素装进来，我觉得我们也做到
了一些这样的变化。

羊城晚报：影片回环式的叙
事方式，决定了剧组要在一个场
景里面重复地拍不同的故事走
向、不同的人物情感，甚至完全不

同性格的人物。这对于导演的挑
战体现在哪里？

陈卓：挑战在于信息量极大，
节奏也很快，导演要用视听语言
首先把叙事完成，首要任务是把
故事讲清楚，一点逻辑漏洞都不
能留下。所以，在拍摄的时候要
考虑很多的细节，跟摄影、美术、
道具、妆造等各个部门都要做详
尽的沟通。尤其是涉及时间概念
的部分、有可能穿帮的Bug等等，
这些东西都需要一点一点去抠。

再一个，演员的表演空间很
大，也要求导演要用视听语言去托
举他们的表演，要把演员发挥出来
的一些极致或者细腻的东西都通
过摄影机抓到。在此基础上，还得
给影片建立一个良好的美学调性。

羊城晚报：全片的节奏非常
快，喜欢的观众会觉得全程高能，
但是全程紧绷的节奏是否也容易
让观众看得累？

陈卓：会，所以我有放一些舒
缓的节奏进去，尤其到情绪、情感
的部分时，会去尝试调整整个片
子的叙事节奏，但是，整体确实还
是比较快的。

当然，这种节奏也是为了适
应现在观众的观影体验。在短视
频时代，大家对节奏的需求更高，
一旦你有一点点往下塌，观众马
上就会去刷手机，心就跳出去了、
会出戏。如何以合适的节奏抓住
观众，这对创作者的要求很高，挑
战也非常大。

导演解读 将人情味融入悬疑片A

B
《瞒天过海》的演员阵容强大，

许光汉在片中首次尝试反派形象，
饰演一个玩世不恭、贪得无厌的痞
子警察；张钧甯则饰演“谜一样的女
人”乔文娜，她与尹正饰演的明浩陷
入重重情感纠葛，另外，“老戏骨”惠
英红演技加持，也为影片增色。

羊城晚报：你是一个什么风
格的导演，会手把手地教演员去
演，还是倾向于让演员自行发挥？

陈卓：因为我不是导演或者表
演的科班出身，所以我会在剧本围
读的阶段就先跟演员们把人物聊
透，达成默契后把空间尽可能多地
留给演员。在拍摄重场戏前，我们
也会提前走戏讨论。这样做会发
现有时候，演员会给我一些意想不
到的、比我脑海中构建的画面还要
好的表演，我想，这也是让演员按
照提前预设好的感觉去演的那种
表演方法不太会出现的惊喜。

羊城晚报：《瞒天过海》的演员
阵容蛮强大的，故事本身给角色发
挥的空间也很大，拍摄中，有没有
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飙戏”场面？

陈卓：挺多的。比如说，虹姐
在楼梯上跟乔文娜对峙的那场
戏，我觉得惠英红老师很多表演
节点都抓得超出我原本的想象，
她对台词、情绪节奏的控制都是
有曲线有层次的。“碰面-追问-
乔文娜想摆脱她-虹姐一步一步
追上去-怒火发出来又压下去-
央求乔文娜-再爆发”，这整个过
程下来，我觉得演员的发挥比剧
本上写得更精彩。

张钧甯和尹正也有两场戏非
常惊艳，尤其是吵架那场，我相信
看过片子的人应该印象都挺深刻
的。他们俩的词都是搭在一起
的，吵到后来，明浩把杯子摔了，
然后乔文娜说“人不为己天诛地
灭”，这一段其实没有完全按剧本
来，剧本里是没有这句话的。是
现场的碰撞和一些即兴的部分，
让两个角色的情绪“顶”到那个位
置了。我觉得这句话是明浩和乔
文娜两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对立
的表现，就把它放到了电影里。

羊城晚报：许光汉这次突破

自己以一个“警痞”的形象出现，
想要挖掘出他区别于以往公众形
象的这种反差感顺利吗？

陈卓：光汉自己也觉得“郑
威”跟他以前的角色形象完全不
一样，他也很乐于尝试突破自己。

我们首先从外在来设计这个
角色，比如给他搭配一些花花绿
绿的衣服，皮肤晒黑，胡子留起
来，戴一些零碎的小饰品……外
形上，要先往油腻的方向去调
整。这样，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
刻，郑威卸下伪装，真正的吕程展
现出来，那一刻那个阳光大男孩
的形象出现，也创造出了反差感。

还有就是郑威这个角色的台
词量很大，那我们在前期把拍摄
进度也会放得慢一些，方便演员
在表演层面上找到人物状态。比
如嘴里嚼槟榔、抽雪茄的小动作，
包括郑威的坐姿，他与乔文娜握
手的姿态和撩乔文娜的头发等
等，这些细节，都是在现场一点一
点地找感觉、摸索出来的。细节
多了，人物的可信度也会高一些。

演员飙戏 许光汉突破自我

导演陈卓：
好的悬疑片
不会是“一次性”的

《瞒天过海》海报

许光汉饰演郑威

陈卓

C
作为建筑学专业出身的导

演，陈卓认为建筑师和导演有非
常像的一面——“把各种材料砌
在一起，还要组织一个团队来实
现你的想法。你要学会把所有的
元素放在一个整体关系、整体结
构里进行思考。”而不同点则在
于，建筑的施工是板上钉钉，而电
影的拍摄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
正是电影最吸引陈卓的地方。

羊城晚报：从《彷徨之刃》开
始，你导演的一连三部作品都是
悬疑题材。你觉得，拍悬疑类的
类型片，最大的满足点和受限处
分别在哪里？

陈卓：满足点在于，我觉得
“悬疑犯罪”还是属于现实主义题
材的创作范畴，归根结底，它讲的
是人性。在这个基础上，又有很
强烈的戏剧性和形式感，因此自
带吸引力。至于创作者面临的局
限性和挑战，就在于你在遵守类
型片创作规则的同时，怎样做才
能打破常规的叙事手法，这对我
来说是一种挑战。

羊城晚报：具体到《瞒天过
海》这部作品，你们在试图打破套
路化叙事上，做了哪些尝试？

陈卓：我们在本土
化、社会性和情感这三方
面上作了勾勒，也跟人们
当下的生活和感受做了
关联。比如说，我看到观
众的一些反馈，大家会讨
论尹正的“疯批性格 ”

“情感中的 PUA”等，包
括编剧在剧作过程中还参考了一
些现实案例，例如“ 操场埋尸
案”，这些都是当下老百姓日常会
关心的话题。我认为，这些悬疑
之外的东西并不是闲笔，它们会
反过来助推悬疑的部分，彼此形
成互相作用。

羊城晚报：说到观众的口味，
当下的观众在影像和故事的包围
当中长大，任何创作者要想做出
一部受到认可的悬疑片挑战都非
常大，你会担心票房口碑吗？

陈卓：你说的特别对，不过我
觉得《瞒天过海》整个看下来应该
还是有爽感的，哪怕有些观众看
过原版《看不见的客人》，猜到了
结局和反转，也会被片中的过程
和一些细节牵着往前走。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剧本逻
辑做得还是比较严密的，不能说

一点瑕疵都没有，但整体上应该
没有大的漏洞。也希望能达到观
众对于悬疑类型片的基本诉求。

羊城晚报：观众对于悬疑片的
“挑剔”还在于，很多人会认为“悬
疑片是一次性的”，一旦被剧透或
者知道结局了，就觉得作品没有观
看价值了。你怎么看这种观念？

陈卓：我觉得，好的悬疑片能
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叙事体验，
这种体验不仅是靠谜底，更是靠
视听语言、影像美学、人性情感、
主题思想等复合元素带来的。为
什么有一些经典电影我们会反复
去刷？原因也在这里。

我个人觉得，观影的过程更
重要。正义肯定会战胜邪恶，但
是战胜邪恶经过了哪些过程？这
才是最精彩的。所以，我也希望
观众能享受这个过程。

观点分享 电影创作的魅力在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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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在消磨的时光里，循
着发展的足迹向前狂奔，却也不
忘牵起回忆与思念的手。

从遥远的银河望向地球，北
纬 23° 上 的 那 颗 明 珠 ，叫“ 广
州”。那片绿茵之地，是我生长
的净土，也是我情丝相连的地
方，那是我的家乡。

年 轻 ，就 意 味 着 喜 欢 以 新
的、不被定义的方式去探索未知
领域。一切好似那句“在城市的
钢铁森林里，发现自由和光亮”，
到处都充满了风的气息。我从
不愿让家乡的印象停留在“大人
们”的回忆里，我更爱依照自己
找到的路，去寻觅独属于我的

“ 广 州 印 象 ”。 就 这 样 ，我 和
“City walk”（译）在晚风中的手
机提示音中相遇了——我找到
了刻录这座城市的最好方式，打
开手机地图，出发，在独一份的

“行色匆匆”或“静谧观望”中去
收获惊喜，不断地在“不确定性
中偶遇确定性”，最终把“新旧并
存”这样一个词语放进了我脑海
中关于“广州印象”的方格里。

这个词是如何跳入脑海的
呢 ？ 那 是 在 一 次 漫 无 目 的 的

“City walk”时，伴着交错流动的
人群，我迈步踏上黑白分明的斑
马线，然后不急不缓地漫步在北
京路上。

这里有熙熙攘攘、形形色色
的人，还有非常鲜明的“新”与

“旧”的风景。绕过一处弯，街角
第一间“串串店”跃入眼帘。火
红的招牌格外引人注目，飘香的
辣味刺激着来往人们的
味蕾，这并不是广州的
传统风格，但显然十分
吸引路人。大喇叭中传
来的打折叫卖声格外清
晰，勾住了年轻人的衣
角，叫他们驻足、选择，
直到铺子前几乎再挤不
下一个人。抬眼望向不
远处，藏在几家成衣店
的背后，几位提着广告
布袋的老人叫人无法忽
视，他们正坐在一间看
得出同样上了年纪的糖
水铺门口，慢慢品着面

前的美味佳肴。我抛下身后的
哄闹，大踏步走向糖水铺。岁月
从未让这家铺子里的糖水失色，
但铺前的宣传单子和广告牌确
实泛着黄，看上去与一旁热闹繁
华的商业街有些年代脱离，却又
十足十地见证着这家铺子的成
长。它不仅存留着那些老人家
的甜蜜记忆，也有我童年时的记
忆。走过这家糖水铺时，我贪婪
地偷闻了一大口空气中芝麻糊
的香气。

回头又望了一眼整条街，夕
阳已在路面上洒下一片光，周围
的色彩更添一抹温馨。光影下，
还是那传统的骑楼，骑楼下还是
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但旧式建
筑下却融了太多“新意”进去，一
眼望去，全是新鲜劲和繁华喧
闹。承新而起，载旧芳菲，北京
路商业步行街正是在这种新旧
碰撞里燃起不灭星火，让人们在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里寻觅到新
鲜的刺激与旧意的温存，在充满
活力的新旧交织间，吸引着更多
人，刻进更多人的记忆里。

我仿佛乘上时光机，在光影
穿梭中寻到专属于我的印记。

“新旧并存”，正是家乡广州——
给我留下的独特印象。我不会
停步，我会站在广州的发展路
上，帮记忆的风找个入口，继续
推开更多扇印象的窗，去看更多
家乡的风景。

“新旧并存”北京路
□洪千惠 广州市真光中学高二（1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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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抒情手法，概而言
之，莫过于直抒胸臆与间接抒
情。在间接抒情之中，情与景
的关系最值得玩味。如果诗
歌中间景与情合，可以认为是
情景交融；如果景与情反，一
般是反衬，以乐景写哀情之
类；如果以景结尾，则是“以景
结情”无疑了。

用以景结情手法创作的
诗歌，历朝历代名作如云。原
因在于，以景结情妙处无穷。

以景结情，能让诗歌的感
情抒发委婉舒缓，从容不迫。
中华民族的情感具有典型的
东方特征，细腻、含蓄，人们喜
欢通过精心描绘的景物，默默
传达着自己的深情，即王国维
先生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
也”。景是外表，情是内核；情
是起因，景是承载。如挚友离
别，前往天下闻名的“扬一益
二”的扬州，李白的不舍、艳
羡、祝福等，种种情绪欲说还
休，于是都寄托在孤帆、远影、
碧空、长江的景物之中，留下
一个孤身远眺的身影。设想，
如果李白采用直抒胸臆的方
式，则不免直白，甚至于有粗
豪叫嚣之失，终不如以景结情
这般震撼人心。

以景结情，能给诗歌创设
一个场景、留下一幅画面，具
有画面美，又进一步借助画面
营造了一种意境。中华文化
中，诗与画历来是密切结合
的，正如东坡评论的“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画面感的有
无、意境的高下，决定了一首
诗的成败。就像王昌龄《从军
行》所写道的，将士久戍边疆，
耳边又传来琵琶的乐声，一首
又一首凄凉哀怨的乐曲，一次
又一次无法压抑的乡思，最后
定格成一个画面：高空浩渺，
朗月清辉，秦汉长城，逶迤连
绵。于是，时接千古，地连万
里，画里画外，共生叹息。这

便是画面感和意境美的魅力。
以景结情，言已尽而意无

穷，是一种留白的艺术，给读
者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宋人沈义父《乐府指迷》说：

“结尾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
之意。”南宋姜夔《白石诗说》
言：“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
马。”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
中说：“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
余。”千言万语，都是在说诗歌
结尾要含蓄蕴藉、余味悠然，
以景结情恰好能达到这个效
果。抒自己的悲愤与对屈原
的同情，戴叔伦写到“日暮秋
风起，萧萧枫树林”即戛然而
止；写对家乡的满腔思念，温
庭筠写到“因思杜陵梦，凫雁
满回塘”就辍毫栖牍；写音乐
之动人心魄，钱起写到“曲终
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笔不再
前驱。这些诗句，无不用以
景结情的手法，状难写之景，
如在眼前，抒无尽之意，见于
言外。

由此可见，虽然大家之
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
写景也必豁人耳目，但以景结
情因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古人
创作诗歌的无上妙法，丰富了
古典文学宝库，也成为今天我
们学习和尝试的目标。

以景结情，是古代诗人常用的创作
手法。所谓“有情莫直抒，融于景更
好”。以景结情正是一种融美景与深情
于一体的绝妙手法。

以景结情妙在将读者带入诗中的生
动景象。一般的诗歌经过起、承、转三
个环节后到了极其重要的“合”了。以
景结情正是在“转”后“打”了一个措手
不及，本以为是直抒胸臆，却转而描摹
景物。如王昌龄的“撩乱边愁听不尽，
高高秋月照长城”，正想一探究竟是什
么“愁”又“不尽”，却一转描写秋月照长
城，或许一时反应不过来，但又猛然撞
入诗中，让读者身临其境，望着边关秋
月，那一丝丝愁绪无须多言地缠住了读
者，不禁感叹其用情之深。

以景结情最鲜明的还是在情之深切
上。结尾一两个写景的诗句蕴含着作者
丰富的内心情感。如明代谢榛《四溟诗
话》说：“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以
景物结尾让人眼前一亮，深思其中蕴含
的情感。这种似说不说、似情非情的回
环是抒发情感最好的方法。将情感融入
特定的意象或景物中，即将喷薄而出的
情感让位于那一片景色，人亦无言，景
亦无言，无言之中，是深深的感动。苏
轼在怀念去世十年的妻子王弗时，结尾
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结尾，“年年肠断处”是何等悲伤却不
说，而是转身描写“月夜”“松冈”，含蓄
地表达了愁思如月夜凄凉，怀念如短松
伫立。深情因委婉而长久，气氛因凝重

而独特。以景结情也正是因为抓住了中
华文化的内敛含蓄、睹物思人等特点，
成功地将情感一一相连。

更富有文化特色的是，以景结情的
空余想象还使用了中国传统的“留白”
手法。如宋人沈义父《乐府指迷》说：

“结尾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
结情最好。”通过景的结尾，留出感情的
后续空白，让人不禁浮想联翩，从而加
深了情感的表达。又如温庭筠的《商山
早行》中“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让
人不禁想象故乡美景，回乡所见触动人
心，不得不说，以景结情已将情感融入
美好的空余想象中了。

以景结情，将景与情巧妙地编织在
一起，两者相得益彰，让景物更生动，让
情感更细腻，让作者的真实想法得以通
过景象跨越千百年仍旧生动活泼。以景
结情，诗文写作的绝佳手法！

借可见之景，抒难言之意
阅读下列

材料，写一篇文
学短评。

故 人 西 辞
黄 鹤 楼 ，烟 花
三 月 下 扬 州 。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送孟浩
然之广陵》）

琵琶起舞换新
声，总是关山旧别
情 。 撩 乱 边 愁 听
不尽，高高秋月照
长城。

（王昌龄《从军
行》其二）

沅 湘 流 不 尽 ，
屈 子 怨 何 深 。 日
暮秋风起，萧萧枫
树林。

（戴叔伦《三闾
庙》）

残灯无焰影幢
幢，此夕闻君谪九
江 。 垂 死 病 中 惊
坐起，暗风吹雨入
寒窗。

（元稹《闻乐天
授江州司马》）

晨 起 动 征 铎 ，
客 行 悲 故 乡 。 鸡
声茅店月，人迹板
桥霜。

槲 叶 落 山 路 ，
枳 花 明 驿 墙 。 因
思杜陵梦，凫雁满
回塘。

（温庭筠《商山
早行》）

请结合上面的
几首诗作，分析“以
景结情”这种手法
的妙处（可从情与
景的关系、字面意
与 言 外 之 意 的 关
系、手法的艺术效果
等角度进行分析）。

要求：结合材
料，自拟标题，选准
角度，不得抄袭，不
要 套 作 ，不 少 于
800字。

师生互评

以景结情 巧妙编织
□付耀坤 广雅中学高一（1）班

以景结情是诗歌创作的一种重
要手法。对于此种手法及其妙处，同
学们往往是“只可意会，难以言诠”。
付耀坤同学此篇短评，从三个方面展
开论述，尤其注意到了作者和读者的
心理感受，结合恰到好处的引用，有
理有据，令人信服。文笔虽然略显稚
嫩，但对高一学生而言，还是非常优
秀的。 （屈伟华）

教
师
作
文

情之所起，一往而深
景之所结，余味无穷
——小议“以景结情”手法的妙处
□屈伟华 广东广雅中学语文科教师

屈 老 师 是 一 名 真 正
“言传身教”的语文老师。
他不仅教我们写作文的方
法，还经常亲自写作文作
示范。他的文章，既有很
深的理论深度，又有很好
的文采，并不晦涩难懂。
像这篇文章，老师从三个
方面解析了以景结情的优
点，读了之后让人豁然开
朗，而且语言生动凝练，让
人赞叹。 （付耀坤）

学生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