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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神第一部：
朝歌风云》角色海报

  乌尔善导演的神话史诗电影《封神第一部：
朝歌风云》改编自《封神演义》，带着大制作、
大投入商业电影时代的痕迹，开启了重新重视演
员培养、剧本创作、影视制作的新电影时代，力
图打造属于本民族的东方史诗级别的电影类型。
  影片讲述了商王殷寿宠信狐妖妲己，昏庸残
暴，将遭天谴。元始天尊携十二金仙派昆仑仙人
姜子牙持“封神榜”下山，寻找天下共主，拯救
苍生。殷寿假意承诺献祭于天，实际上大兴土
木、骄奢淫逸。西伯侯之子姬发与其他伯侯之子
在商朝首都朝歌作为质子，对殷寿深信不疑，但
是随着四方伯侯到朝歌觐见，姬发逐渐发现殷寿
的真面目，为保天下，匡扶正义，杀掉了昏君殷
寿，摆脱追杀回到了西岐。
  商之将亡，周朝将出。影片把商王殷寿和西
伯侯姬昌为代表的两个家庭影射将亡的商朝和将
出的周朝。殷寿心术不正，弃天下不顾，终将带
来国破家亡的结局。姬昌爱民如子，重视农桑，
悉心教导子孙，与人为善，搭救奄奄一息的雷震
子，姬发受其父兄影响，正义果敢，乐于助人，
父子间的故事诠释了家的含义。
  同样一个故事，创作者想表达什么，观众就
会看到什么，创作者心里有什么，就会写出什么
样的剧本，拍出什么样的电影。《封神第一部：
朝歌风云》并非只是一部大制作的商业电影，它
着重讲述了大善大恶、民族大义、天下道义，正
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民心者得
天下。
  电影对封神中的几个人物形象进行了大胆改
编。商王殷寿不再单纯是一个被女性蛊惑的昏
君，而是一个背叛宗庙、贪婪无度的亡国之君，
从“被动”作恶变成了“主动”作恶，纵容妲己
杀害姜王后，杀害儿子殷郊，杀害伯邑考、比干
等忠义之士。妲己是一个充满动物本能、不分人
之善恶的角色，为报答殷寿的解封之恩，不断满
足他的政治欲望。伐纣的主角姬发则是一个从小
把殷寿当精神领袖的青年人，直到种种残酷的现
实让他信仰崩塌，他不得不重新建立自己的善恶
是非观念，重新看待世界。在第一部中，原来
《封神演义》中的主角姜子牙退居一众角色之
后，变成一个略带喜感、平易近人的角色，与哪
吒、杨戬向殷寿献上“封神榜”，结果被通天教
主麾下的申公豹频频打乱。片尾妲己救活了殷
寿，太师闻仲、邓婵玉等人还朝，姜子牙独钓西
岐江边，封神待续，二三部悬念拉满。
  世界诸多民族历史的源头是神话，认识本民
族历史首先要把历史源头梳理清楚。天下是天下
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个王的天下，天下共主就是
主持天下大义的王。《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从电影艺术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神话文化进行一
次比较正式的表达，加强对历史源头的认同感。
  影片重点表现以西伯侯之子姬发为代表的年
轻人成长故事，让他们经历一次深刻的内在觉
醒，拥有独立之精神，明辨善恶是非。主要青年
演员均经过长达半年以上的文化、艺术、表演、
武术、马术等专业训练，练就真功夫，把角色深
入骨髓，尤其是饰演质子的男演员们野性十足，
英姿勃发，打戏近身肉搏，展示了少年的阳刚之
气和义薄云天的豪气。通过重塑经典故事中的英
雄形象，打破了以往《封神演义》改编的影视作
品中鲜明的娱乐性质，重新强调了东方阳刚
之美。
  观众会因为什么样的影视作品而共情？是
投资巨大的制作经费、扎实的剧情，还是演员
的精湛表演？该影片启用混血演员和外国演员
演出本民族历史神话史诗电影，面孔、台词
很有异域风情，把“弑父”与“杀子”两种

特色都集中到了殷寿这个角
色身上，使影片略显魔幻主
义色彩。昆仑山众仙家并非
“两眼空空”，而是透出演
员自己的形象，换言之，演
员个人形象符号过强不利于
塑造角色。
  我们本民族的神话史诗
电影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
重视故事的思想内容，重
视剧本的文学性。《封神第
一部：朝歌风云》十年磨
一剑，从零开始构建东
方神话体系，全面布
局，细节考究，但是，
它是否能像《流浪地
球》系列一样开启中国
神话电影元年，需要拭
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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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祥夫随笔集《以字下酒》，真是一本值得
一读再读的好书。
  所收文章，无分类，因为太“杂”，而这，
也正是该书的好处。虽“杂”，但却都是最贴近
生活的，文中有“我”。
  文章多短制，切入点都很小，来自生活，身
边物、身边人、身边事，触目所及，感思所至，
信手拈来，提笔成文。叙述语调舒缓，如话家
常，但在这娓娓的叙述中，却渗透着作者独到的
生活体验、独特的生命感悟以及文化体悟。
  这样的一些灵感“火花”，珠玉一般，散落
在文章之中，俯拾即是。如，他喜欢画“小
鱼”，其意何在？他说：“而鄙人却喜欢画很小
很小的鱼，一如人们过日子，小小有余，便足以
让人大欢喜了。”小得即满，知足常乐。又如，
他不喜欢艺术“杂交”，就说：“要吃梨就吃
梨，要吃苹果就吃苹果，味道要纯粹一些。”这
样的一些感悟，在文中，并非刻意表达，而是水
到渠成，脱然而出，毫无说教之气息。
  王祥夫先生多能多技，是作家，也是画家，
还喜收藏，雅赏鉴，见多识广，学养丰厚，所
以，他的文章文化意蕴丰厚。常常是一篇短文，
却能容纳多方面的知识内容，浑然、圆融，使得
文章饱满，有张力。
  以《蜘蛛》一文为例。写作对象是“蜘
蛛”，但文章中不仅写到了有关蜘蛛的知识，而
且还涉及篆香炉、丰子恺收藏篆香炉、陈巧生巧
造篆香炉、吴悦石的人物画、《西游记》中的
“盘丝洞”、汉白玉雕中的种种小虫、父亲巧手
做锡箔蜘蛛等等。可谓“旁骛八极”，极大地丰
富了文章的内容，也增强了文章的文化性。
  因为是画家，又喜欢收藏，所以，王祥夫的
散文，在文化呈现方面，有很大的倾斜性：倾斜
于绘画，倾斜于艺术鉴赏。特别是那些记叙描写
风物、物件的散文，其思维就常常扩散开来，加
入自己的绘画体验、独特鉴赏；又或者，加入其
他名人的绘画作品、艺术评价，以佐证之。
  这样的发散联想，好吗？真正是好，风姿翩
翩。不仅给文章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彰
显出个性化的独特魅力。在文化表现上，呈现出
自己的鲜明个性。
  王祥夫不愧为小说家，在记叙人物的散文
中，他就把细节描写运用得神乎其神。而且，这
些“细节”，还常常让人觉得大可“玩味”。
  例如《以字下酒》一文中，写启功老人的
“鼓掌”：“有几次，发言者，记不得是什么人
了，发言时稍作停顿，启先生便鼓起掌来，鼓两
下，发现不对，便马上停下，周围已是一片笑
声。发言者也莞尔一笑，当然是继续说他的，又
停顿了一下，启先生就又鼓起掌来，人们就又
笑，人家还没说完。这真是个可爱的老头儿。别
人笑，他也跟着笑，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
笑，下嘴唇朝前兜一下，对旁边的人说：‘耳朵
不行了。’说完又笑。”
  鼓掌，寻常事也。但启功先生的鼓掌，似乎
不仅仅是因为“耳朵不行了”，更像是有一种
“惯性”——— 在特定的时代，不得已养成的一种
“惯性”。这样的细节，真是具有“杀伤力”，
读来引人发笑的同时，也让人油然生发一份悲
凉，甚至于悲伤。
  在结构上，王祥夫的有些篇章，看上去似乎
无章无序，好似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仿佛有点儿
“乱”，但这份“乱”，实在是“乱”到了佳处———
“乱”出一种繁花满枝，“乱”出一种摇曳生
姿，“乱”出一份缤纷之美，真正是别具风致。
  这，其实是一种随情随性之境界，随心所
欲，即成文章，是写作的高境界。
  有意思的是，该书每一篇文章，都配上了一
幅绘画，且作品大多是王先生自己的画作，画与
文，相得益彰，双璧生辉，可谓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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