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日观影《妖猫传》，关于情节
就不多剧透了。简而言之，就是一
只“背锅猫”引发的大唐血案。

而本片的导演则是大名鼎鼎
的“招黑体质”陈凯歌，俗话说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
恨，凯歌导演之所以那么容易“招
黑”，想必还是和他作品中所流露
出的某些气质有关。

简单归纳为“有话、就不好好
说”，“有戏、就不好好演”，“有故
事、就不好好讲”。虽然能感受的此
次导演想竭力“避黑”，然而，本片
不幸全部中招。

有话、就不好好说：片中许多台
词生硬，有为了状态而状态之嫌。有
戏、就不好好演：日本演员染谷将太
饰演的空海法师，全程“迷之微笑”
故弄玄虚、毫无所谓的“禅意”；而黄
轩饰演的白居易时而癫狂、时而怒
骂、时而又有一种游刃有余，基本可
认定有人格分裂之嫌。有故事、就不
好好讲：一会是推理悬疑，一会是
按图索骥的动态 !!"，一会是毫无
理由的来，一会是毫无理由地走。

诚然，这些招黑的缘由，也未

必都是“失误”。甚至可能是导演的
一种“境界”，如此偏爱呈现方式，或
许有其自身的美学观和电影体系构
建。然而将这种“作者电影”的“境
界”，转接到“大众电影”的表达方式
中，总会让普通观众感觉异常的“拧
巴”，有一种“不友好”的观影体验，
既然你对普通观众“不友好”，那也
就别怪普通观众对你“不友好”。

就当下而言，《妖猫传》无论从
市场反馈，还是观影口碑，无疑是
陈凯歌近年作品里最好的一部。不
过，这些口碑和反馈很大一部分都
来源于影片所呈现的“大唐盛世”。

关于“盛唐”，能感受到导演的用
心、用力，用“工”，据说为了拍摄还耗
资数十亿修建一座唐城，手笔堪比当
年好莱坞的史诗巨作《宾虚》，甚有
“准影史”的气势。在影片中“霓裳
羽衣”、“极乐之宴”等段落也的确
有一种大唐盛世、气象万千、极尽
浮华的观感。

然而在《妖猫传》中的大唐似
乎极尽浮华，也只有浮华。片中的
一代诗仙李白活脱脱成了一个中
年油腻酒鬼大叔，一代新乐府运动
开创者白居易简直就是一个只会
意淫贵妃爱情故事的网文宅男，那
个曾经点亮开元盛世的玄宗李隆
基简直成了一个没事就会显摆美
人、热衷“唐朝有嘻哈”的土豪富二
代。唯有杨贵妃展现了一丝大唐的
美与真挚。

坦率的说，还是感谢陈凯歌导
演，用如此大的气力与精力去呈现
一个盛唐，这至少是一次影像上的
突破，同样，我们不能将电影，特别
是奇幻类型片和真实的历史去对
比。然而这部电影中，能看到“场
面”，能看到“气势”但却不见大唐真
正的气度。大唐盛世，不仅只有表面
的的浮华，更有一种包容种族、包
容意见、包容对手、包容世界的广
阔与胸襟。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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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经常看到一些作品很俗气
的书画家乐意宣称自己“传
统”。其实他们不懂传统。
什么是传统？传统是一个民

族或国家长期的文明积累所达
到的高度。当你明白传统艺术所
达到的高度，并思考如何在这个
文明积累的高度上增添一分叠
加，再宣称自己“传统”也不迟。

简单模仿几个传统绘画的
样式，就到江湖上沽名钓誉，那
不是尊重传统。那跟明清时专做
名家书画赝品的“苏州片子”本
质上是一样的。甚至，现在许多
江湖书画家连苏州片子的水准
也远远不如，只不过是些毫无
教养的江湖笔墨。那些庸俗不
堪的青绿山水、红艳牡丹大行
其道，登堂入室，不要都怪那些江湖
画家，也要怪我们自己对传统缺乏了
解。

只有真正了解了中国传统书画
曾经达到的高度，才不会被那些打着
传统旗帜的庸脂俗粉所唬弄。

近些年来，旗袍也成为一种“传
统”大行其道。旗袍虽好，也有雅俗之
分。有一次我在欧洲某个城市遇见一
群涂脂抹粉的中年女同胞穿着花花
绿绿、奇奇怪怪的旗袍，嘻嘻哈哈，叽
叽喳喳，摇摇摆摆，打着横幅摆姿势。
看得老外目瞪口呆。一位外国老妇人
诧异地问我：“她们在干什么？”我想
了想答道：“拍电影。”

传统旗袍也有一个从俗到雅的
发展过程。为世人所称道的海派旗
袍，正是传统旗袍在现代环境中与都
市时尚相融合产生的精彩。它既有传

统的优雅，又有新时代女性
的时尚。它在款式、面料、色
彩、剪裁，以及穿着礼仪上都
有一定讲究。它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环境的
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
艳俗粗陋的旗袍，以及同样
莫名的穿着仪态，简直是丢
传统的脸。
你只有真正了解了传统

的精彩，才会谦卑，才会明白
你胆敢号称传统，肩上的分
量有多重！
真正对传统的尊重是潜

心了解传统，辨析传统的雅
俗之分，思考如何在传统的
基础上，面对人们今天的生
活，解决什么新的问题，给厚
实的传统土壤再叠加新的精
彩。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才是真正尊重传统，弘扬传统。

偷几个传统样式还偷不像样，就
拿出来招摇过市，跟偷了家里老爹老
妈的养老钱出来花天酒地的败家子有
什么两样？丢祖宗脸。
也有人为那些花花绿绿的“传统”

辩解为“群众需要”。我认为这观点不是
对群众的尊重。我们有责任为提升民族
审美素质去做出努力，进行引导升华，
而不是对低俗的审美水准进行迎合。不
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真的拿得出
精彩的“传统”，群众自然会选择。就怕
拿不出什么更精彩的来，于是拿“群众
需要”为自己打掩护。

而且，我们要知道，真正在山野
乡村的大红大绿并不俗气，反而有种
原生态文化的朴实大气。而那些活在
当下，享用着一切现代文明成果，却
穿得非僧非道，涂着野狐禅书画号称
传统的，才真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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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不只有浮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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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电影《妖猫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